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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喜欢用“别有洞天”这一
成语，来称赞那些作家、艺术家们在文
学及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正是由
于他们用如椽巨笔，营造出了万千的气
象，因而给人们带来了至美的享受。这
里所说的“洞天”，特指艺术创作上进入
了另一重境界，它所表现的内容特别引
人入胜。借用“洞天”这一词汇，著名作
家冯骥才在他的《画室一洞天》一书里，
用 76 篇随笔，畅聊习画多年的心得与
体会，直抒胸臆中，表达出一个文化学
者不倦的人文追求。

鲜为人知的是，冯骥才最初被人们
所熟知，并非是由于文学，而是因为他
的画作。只是后来，由于机缘巧合，在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才由绘画正式

“转战”到文学，开启了一段畅意的文学
之旅。九十年代初，为筹措资金保护中
国古村落，冯骥才遂重拾画笔，再续他
的丹青生涯。本书中，冯骥才与我们谈
笔墨纸砚的遴选择用，论中国画的着墨
和留白，道画坛大咖的艺术追求，还饶
有兴趣地提及自己画室名的由来，印章
和纸镇的优与劣等“画”题。

作为资深的文化学者，冯骥才一直
葆有着扎实的人文涵养。他自小就跟从
名师学习绘画，山水、花鸟、虫鱼，皆入
其画幅。年事稍长，他又师从名家，学习
古文。亦文亦画的求学经历，构筑了他
深厚的美学功底，也为他日后在文学与
绘画两个领地纵情驰骋，施展自身才
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冯骥才不但文
字和画功了得，而且，他评画的眼光也

与众不同。他不喜欢亦步亦趋的画风，
对那些出新求变的作品，总是发自内心
地予以赞赏击节。在《一朵梅》一文里，
他首先赞扬国画大咖王成喜画梅有风
骨、见个性，“古人画梅多画折枝，而他
画梅则爱画梅树”。其次，为了考验他的
谋画布局能力，冯骥才故意只让王成喜
画一朵梅花。出人意料的是，王成喜以
一朵艳丽的红梅，外配两朵小小的白梅
方式，既烘托了气氛，又巧妙地完成了
冯骥才交给他的任务。两位大咖惺惺相
惜，相互敬重的文人襟怀，也不禁跃然
纸上。

而书中的《宋雨桂〈思骥图〉》一文，
则把对山水画大师宋雨桂的深切怀念，
融入对其画作的精微讲评中。在当代画
坛，喜画马的名家可谓层出不穷，他们
多以苍劲的线条，用近景的勾勒来表现
马的雄浑奔放。而宋雨桂偏反其道而为
之，结合冯骥才的人身际遇，以一匹孤
独的马站立在波涛汹涌的大江边为寓，
准确地描画出冯骥才在古村落保护方
面渴求突破的心境。一边是巨浪滔滔，
一边则是独马若有所思，神色坚定地凝
望着前方，整个画作，将山水与具体的
物象勾连在一起，着意营造出“树欲静
而风不止”的独特意境，令人遐思不已。
通过冯骥才意蕴深长的解读，也让我们
对“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的中国画，有
了更深的体悟。

全书中，冯骥才还在回顾自己学画
的经历中，纵论了对中国画的理解。在
他看来，中国画既要讲究“学习技法，靠

技法入门”，一招一式都要学到手，不能
有半点差池。同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
基础上，还必须在创新求变上下真功
夫。如果食而不化，拘泥传统，国画艺术
就很难达到出神入化的至境。而一味摒
弃传统，不去探究中国画的精深奥义，
所谓创新则又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因此，冯骥才归结说，若要把中国画
发扬光大，唯有继承中创新，才是振兴
国画的必由之途。他不但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审视他的国画，无论是
表现海岛风光的《初霞》，还是描摹荷叶
田田的《盛夏花开》，抑或是展现渔舟唱
晚的《晚秋情味》，在他林林总总的画作
里，既能一睹中国画的潇洒飘逸，又能
领略到西方油画的缤纷绚丽。从中不难
看出，冯骥才不但承续了中国画的优良
传统和技法，而且，还大胆汲取了西洋
油画的透视法则，形成了他中西贯通的
绘画技巧与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难怪
评论界把他的画作赞誉为“现代文人画
的代表”。

小小的画室，见情、见景，映射出这
方天地隽永的艺术旨趣。那“洞天”之中
暗含的深意，本书已作了一些解答；随
着岁月推移，悠悠时光终将会告诉你全
部的秘密。

闻香析艺

别 有 洞 天 释 画 趣
——读冯骥才《画室一洞天》

刘昌宇
中国诗词里，烟雨是个高频

词和经常出现的意象。像杜牧发
问：“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烟雨中？”戴叔伦微吟：“燕子不归
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苏轼
高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
蓑烟雨任平生。”陆游深情激昂：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苹洲
烟雨。”

读多了这些古诗词，您大概
也会有和笔者一样的疑问：在古
人的笔下，或者说在中国人的语
境里，烟雨缘何诗意浓呢？仔细想
来，也无外乎下面几条原因吧。

第一，烟雨是一种自然现象，
形容烟雾那样的细雨。不可否认，
烟雨很美，把它写进诗词里也是
很自然的事了。这一点就连现代
诗人也不能免俗，比如戴望舒的

《雨巷》。
第二，烟雨的主要发生地在

江南。从南朝开始，江南就开始成
为中国经济文化繁盛的地区。古
代诗人大多对江南情牵梦萦，对
江南的“名片”——烟雨也青睐有
加，就不奇怪了。前面笔者引用的
诗词里，杜牧在扬州，戴叔伦在义
乌，苏轼在黄州，陆游在山阴……
这些写诗地都位于江南或江南文
化圈。

第三，诗人也是人，也有从众
心理。既然大诗人们都喜欢写烟
雨，其他诗人们也愿意跟风。借用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的诗句，那
就是“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
说到今”。

闲话岳父和泰山

岳父是妻子的父亲，也称泰
山、岳翁、丈人。泰山号称东岳，雄
踞齐鲁大地。岳父和泰山这两者
怎么又扯上了关系呢？

魏晋以前，妻子的父亲被叫
做“舅”或“妇翁”。《三国演义》里
那位受汉献帝衣带诏的国舅董
承，其女是皇妃。《三国志》里也把
董承称为“献帝舅”。裴松之注道：

“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
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
谓之舅也。”这样看来，董承是个
双料国舅，既是皇帝表舅，又是皇
帝老丈人。

到唐朝时，岳父和泰山扯上
了关系。段成式《酉阳杂俎》里记载
了这么一个故事：唐明皇去泰山封
禅，宰相张说为封禅使。张说女婿
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
公以下，皆迁转一级。唯郑镒因张
说的假公济私骤迁五品，兼赐绯
服。其后宴会时，唐明皇问郑镒何
以官职升那么快，郑镒无言以对。
乐工黄幡绰乘机调侃道：“此泰山
之力也。”这一调侃不得了，从此岳
父就跟泰山结下不解之缘，人们开
始尊称岳父为泰山；因泰山是五岳
之首，又称岳父或岳翁。

据说丈人这个称谓也跟泰山
有关。据宋朝人考证，是因为泰山
后山有巨石号“丈人峰”。欧阳修

《归田录》里讲：“今人呼妻父为岳
公，以泰山有丈人峰。”此说十分可
疑。丈人原是古人对老年男子的称
呼。《论语》有一篇说子路路遇荷蓧
丈人，这可不是说他遇到了老丈
人，只是说他碰到一位扛着农具的
老翁。后来丈人逐渐成为岳父的代
称。前文提到的裴松之是东晋末
年、南朝宋初人，他的注解里明确
提到了“丈人”，可见至少晋宋之交
时，岳父已被广泛称为丈人，这可
比张说、郑镒的故事早了近四百
年。至于丈人峰和丈人，很可能是
因张说、郑镒故事广为流传后，才
被穿凿附会到一起。

品茗谈文

烟雨缘何诗意浓（外一则）

张天野

花草过多，都没有这么多的
花钵来栽种了。此俚语常用来指，
某人清闲得无聊，含有批评此人
不务正业的意思。现在种花赏花
是一种高雅的行为，为众多的人
所推崇，也为社会所提倡。而在过
去一些年代里，很多人每天为温
饱问题而奔命；只有很少一部分
人才有闲情逸致去种花赏花，种
花赏花不仅不为社会推崇，反而
受到社会歧视。

“霜打萝卜——坏了脑”

萝卜在被霜冻后，受损害最
大的是萝卜的茎块（也即“脑”）：只
要霜冻不是十分严重，萝卜叶在霜
打后只是稍蔫，霜融后仍然生机勃
勃；萝卜块就不同了，从外观上粗
看似乎也没什么变化，但其实它是
从里面坏起，向外面扩展。常常可
见，萝卜块外表不见坏，一旦拔出
来就发现萝卜的心已腐烂变空了。
一个家庭，如果父亲不务正业，要
求子女不变坏，难。一个单位，如果
领导自私自利、假公济私，要求属
下不违法乱纪，也不容易。

“水过呱三丘田了”

呱，武冈方言中读音 guà，
助词，相当于“了”。种水稻必须要
有水，没有水，禾苗就会干死。以
前没有自来水、抽水机等，天旱的
情况下（天不旱，水就没有这么紧
要了），如果你稻田里的水被放
出，已下流三丘田之远；这些被放
出的水无法收回，若上面又没有
水的来源，那这丘田的禾苗必枯
死无疑，没有解救的办法。此俚语

常用来比喻人们办事坐失良机或
发现问题不及时补救，以致造成
无法挽回的后果。

“四脚不落地”

此俚语是说人很忙、很累，腿
足总是处在不停走动的状态。人
有四肢，却没有四脚。本俚语采用
了借喻的修辞手法，把忙碌的人
比喻成奔跑不停的兽畜，不仅反
映了人的忙碌状态，还把忙碌的
人的精神面貌也形象地体现出来
了。“脚不落地”，不可能是实写，
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另外，本俚语
也可理解为一种假设，即这个人
即使有四只脚也会奔忙得四只脚
都不沾地，更何况这人只有两只
脚，其奔忙程度就可想而知。

此俚语在亲朋之间使用时，常
为责备、埋怨的口吻；用以描述他人
时，则多少带有一些贬损的色彩。

“四两膏药各有各咯熬法”

咯，武冈方言中为判断助词，
如同“的”。要制成四两相同的膏
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熬炼方法。
此俚语常用来指，要达到相同的
目的，不同的人可能采用的途径
有所不同。

“四两”并非实指。在武冈方
言中，常常以“四两”表示渺小或
轻薄，如老百姓在吵架中常说“我
舍得四两命不要，与你拼了”之类
的话。本俚语用“四两膏药”借代
所述指之事，有藐视所述指之事
的情感，意即“此事小菜一碟，你
这样能办到，我那样也能办到”。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耍得花来冇钵栽”（外四则）

许文华

所谓比喻法，通俗地讲，就是打比方。
我们对一些比较复杂、比较抽象的事物或
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三言两句往往说不
清楚。这时，我们用打比方的方式来表达，
就会容易让人明白。漫画作为“曲径通幽”
的一门艺术，比喻法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
漫画创作的一种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
法。比如说，什么是“好人主义”？我们可以
看看下面的两幅漫画：

一幅是《弥勒佛开会》（作者雷钊）。
几个弥勒佛在开评议会。人人喜笑颜
开，个个温文尔雅，你好我好，大家都
好，谁也不批评谁，谁也不得罪谁……
结果，一些人的缺点得不到指正，工作
中的一些错误得不到纠正。

另一幅是《全开绿灯》（作者陈绍
勉）。在一个城市街头的十字路口，四面
来车。一位在岗亭值勤的要当“老好
人”，四面全开绿灯，致使车辆争先抢
道，互相碰撞，乱成一锅粥，结果酿成十
分惨烈的交通事故。

以上两幅漫画，就是采用比喻法对
“好人主义”及其危害性所作的阐释。比
喻法一般是用甲事物说明乙事物，前者
叫作喻体，后者叫作本体。上述两幅漫
画，“好人主义”是本体，弥勒佛及其一
团和气、全开绿灯及其引发的交通现象
就是喻体。

比喻法，又分为明喻与暗喻。明喻
就是本体与喻体同时出现在画面上。而
暗喻则是画面上只出现喻体，用喻体暗
示本体，让读者去意会。有些漫画用文
字（包括标题）表明其本体甚至喻体。例
如著名漫画家段纪夫的《雨后春笋》，画
面上是中国女排姑娘挥汗如雨、刻苦训
练的场景，下面是一座座金光灿灿的奖
杯。以雨水喻汗水，以春笋喻奖杯，喻体
本体都在标题上。此作十分生动地讴歌
了中国女排精神。

在我的漫画册里，不乏用比喻法创
作的作品，以“石头”作为喻体的就有好
几件。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在路上遇到一

些大大小小的石头（问题）便绕着走，可
算是“一路平安”。此作批评了某些人怕
困难、不作为、当“太平官”的思想作风。
一个人搬起一块大石头（诬告）去砸别
人，结果石头落到了自己脚上，砸伤了自
己的脚，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一
些执法部门在执法时，往往会遇到一股
歪风——说情风，致使大案化小、小案
化了。我的一幅题为《风化》的漫画，也是
用石头比喻案件，结果石头被说情风“风
化”了。此作于1987年在《湖南日报》发
表时，还配了一首讽刺诗。还有一幅漫
画，是将一些单位长期拖拉未能解决的

“老大难”问题画成一个疑问号，下面那
一点就是一块石头——一块年代久远
的“化石”（这种比喻显然十分夸张）。

其实，比拟法（包括拟人、拟物）也
是比喻法的一种。比喻法还包括象征法，
比如太阳象征光明，鸽子象征和平，青松
象征长寿等等。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条
公路挂车速牌的地方有四个圈，前三个
圈标注的依次是60公里、80公里和100
公里。最前面一个圈标明的不是数字，而
是一个象征车祸事故的大花圈。

有一种引“典”法，也属于比喻法。比
如我的一幅漫画《王二发火》，借用“此地
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笑话，
讽刺某些人剽窃他人作品的卑劣行径。

思想者营地

漫画创作中的比喻法
李化球

采茶 张素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