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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民贵老师1939年2月生于武冈，1961
年参军到福建，1972年退伍到市钢铁厂当工
人，1976 年调市文化馆任摄影专干，1984 年
调邵阳日报社任摄影记者，后为主任编辑。我
于1988 年从福州军区转业到市委宣传部后
才认识他的，叫他杨老师。我父母亲八十大寿
时，请他拍了全家福。他是我市加入中国摄影
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是省“十佳”新闻工
作者、一等功荣立者，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新
闻照片4000余幅，100余幅获奖。

今年2月13日早晨，杨老师冒着严寒，提
着一个红布袋到我家，说是送给我的礼物，是
他的摄影作品七大本，有《崛起的邵阳》《我的
父老乡亲》《花瑶》《翻越大凉山》《人物篇》《荷
韵》《百花争艳》等。我细数共有846幅精品，
其中大部分是杨老师退休以后拍摄的，这是
他创作的黄金季节啊！

杨老师的作品都是抓拍出来的，而不是
“导演”的。正如刘巨成先生说的：杨民贵是
“抓拍高手”，他在照相机快门启闭的一刹那
完成构思构图和典型艺术的创造。他固守纪
实摄影，从现实中抓出典型瞬间，不赶时髦，
追求质朴的艺术趣味，努力塑造自然的艺术
形象。他在火车上抓拍的《中年得子》，那位
陶醉在中年得子幸福中的父亲形象，真令人
叫绝。

杨老师是勤奋的摄影家。他的系列感人
的作品，都是他深入部队、工厂、农村、街道、
学校和少数民族地区捕捉的镜头。《崛起的邵
阳》中的122幅照片，记录了从1982年到2017
年间邵阳的变化，道路在增加、桥梁在增多、
城市在延伸……他在西湖桥上拍日出、马鞍
山头拍晚霞、资江南路拍日落、月亮湖畔拍朝
霞，而日出、日落、朝霞、晚霞，恰是《崛起的邵
阳》中追求的一种气势磅礴欣欣向荣的风格。
拍这些风光，杨老师早出晚归，到城市边沿去
寻找拍摄角度。他的老伴吴春莲跟在身后，是
他最好的摄影助手和“保镖”。

杨老师是充满爱心的摄影家。《人物篇》
收录的124幅照片，是他到全国各地开会和
旅游途中“捡来”的。他在阳朔街头“捡”到了

《卖花小子》，在乌鲁木齐街头“捡”到了《烤羊
肉串》《爸爸的布摊子》，在学校“捡”到了《万
众疯狂喊英语》等等，有几幅还在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作为背景资料放映过。《我的父老乡
亲》中的124幅照片，全是邵阳人物。杨老师
说：“邵阳是我的故乡，我热爱邵阳的父老乡
亲。在近50年的摄影生活中，我的镜头都对
准他们，能为家乡人民树碑立传是我的荣
耀。”杨老师特别热爱少数民族，他的《花瑶》，
收录了 172 幅花瑶形象。从 1978 年 7 月 7 日
起，他每年都要去小沙江花瑶村庄住一段，深

入瑶民的田头、家中，拍摄他们的生产生活场
景。2006年4月，他与摄影家刘巨成、刘路芒、
何志鸿共租一辆面包车到四川大凉山，到达
美姑、布拖、木里等彝族人民居住集中的美丽
王国，在山寨、街头、集市、牧场等场所贪婪地
拍摄。杨老师从拍摄的5000多幅照片中，选
取112幅编辑成《翻越大凉山》画册，献给大
凉山的彝族同胞。

杨老师是追求完美的摄影家。他的《百花
齐放》和《荷韵》两本画册，表现了他特殊的摄
影艺术情趣。这些花卉摄影，构图精巧，艺术
力强。《百花齐放》收录了他到全国各地拍到
的 102 种花卉作品：傲雪的红梅、艳丽的月
季、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一现的昙花、耀眼
的鸡冠花、独放的大丽花、傲霜的黑心菊等
等，都表现了杨老师极其高超的艺术拍摄功
力。特别是在《荷韵》中，收录了90种不同姿
势的荷花，技法完美，是杨老师纪实摄影的艺
术大展示。

这些花卉摄影作品和《翻越大凉山》，是杨
老师退休后拍摄的。其余三本作品，除了少量
的老照片外，绝大部分也是他退休后的新作。
杨老师已经八十有四，还在激情四射地为我们
呈现更美的作品。我只能向老师学习，笔耕不
辍，多写一些自娱自乐的散文。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艺苑论坛

定 格 瞬 间 之 美
——杨民贵摄影作品赏析

伍想德

周玉清
崀山风景甲天下；
刘氏枭雄辩史端。

邹宗德
地方互保，功乎？过乎？盖棺难定论，但时局

危撑，乱世总期治世；
梓里归依，黜也？隐也？垂钓有知音，应祠堂

独拜，崀山亦似东山。
萧伟群

门对青山，剑指苍穹，犹听湘军敲战鼓；
碑留懿旨，才扬太傅，笑谈夷水起人文。

夏亦中
归故园，筑宗祠，长光黎阁，再续驱驰旧梦；
号砥柱，称常胜，久负盛名，难医家国沉疴。

黎祜银
兴团练而至将军，砥柱耀金城，任夷水波

惊，辣椒峰靓;
建宗祠以成文物，巍峨惊宝庆，看崀山起

伏，世道沉浮。
刘桂树

夷水撩情，石鼓无声关曲直；
崀峰叠翠，龟碑有迹见方圆。

钱艳芳
黑瓦白墙，傍水依山涵汉韵；
根深叶茂，地灵人杰慕金城。

陈建湘
俸禄建宗祠，三进古风雄，九载躭勤修

信史；
声名承世泽，一江澄碧远，千丛峻秀笼

清居。
傅翠兰

狼烟已去，胧月依存，石龟碑座留青墨；
崀山脚下，夷水河边，黛瓦白墙映丹霞。

庞小青
策马挥师明进退；
入祠读史鉴春秋。

罗健平
夷水清涟滋翘楚；
崀山奇貌毓人文。

颜 鸿
单檐飞庑殿，白墙黑瓦，半溪明月同千古；
双烛照驼峰，石鼓龟碑，百载清风共一祠。

杨 芬
承彭城德泽，染崀岭丹霞，叶茂根深，尊崇

忠孝家声远；
秀百载遗风，聚八方青眼，时移名盛，蔚起

人文故事新。
周乐孝

刘氏出名臣，看砥柱东南，可承曾左；
宗祠成胜迹，有崀山天下，更衬庄严。

曾专文
缅兮怀兮，往事已随夷水去；
观也览也，游人且上崀山来。

肖朝辉
问楚勇源流，乱世谁成砥柱；
寻夷江气脉，崀山自有金城。

刘小武
伫立碑前, 犹闻剑啸角鸣，三疏许国;
追思祖德, 自喜弓裘启后，一脉承先。

石佳峰
藜阁旧痕寻有迹，细评谈草木春秋，崀山

风雨；
幽窗新月落无声，长领略重臣故事，刘氏

家声。
欧阳立群

飞檐峙崀山，静看云翻峰起伏；
懿旨留碑石，闲评史记话春秋。

陈知非
宗祠共胜地同光，壮耶巍耶，看绿水来朝，

青山拱卫；
谤折与功碑并列，非也是也，让浮云过眼，

风月投怀。
谭水松

崀岭烟霞，证金城碑碣；
罗江雪浪，滋赤子情怀。

（邹宗德 整理）

崀山刘氏宗祠

首次同朱戊扬交往，是在2010年12月31
日，他在我的博文后面留言：“拜读佳作，童年
故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那个时候，朱
戊扬已经卓有成就。由于他长期在长沙发展，
加上我性格内向，不善交往，不但与他缘悭一
面，对其创作也所知甚少。

朱戊扬的留言，引导我进入了他的博客。
打开来看，像推开一扇神秘的窗户，奇妙、独
特、深邃、秀美的风景次第展现在眼前：熹微
的晨光，袅袅的薄雾，雨露迷蒙的禾叶，层层
叠叠的稻穗；广袤无垠的田野，金浪翻滚的稻
海，肥沃温润的泥土……

我被朱戊扬的作品深深吸引住了，经常
把玩欣赏，渐渐有了理解和感悟。随着时间的
推移，朱戊扬硕果累累，跻身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行列，作品在全国各地参展，《高速》等作
品更是获得国家级大奖。我和朱戊扬成了好
朋友，对其创作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归纳起
来，有下面几个方面。

创作题材独特又广泛。纵观古今中外画
坛，以画好水稻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者，除
了朱戊扬，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对于
艺术家，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凡有大美者，
都难逃其“透察风云，洞烛万物”的慧眼。所
以，朱戊扬不仅有《惠风》《秋酣》《醉秋》《惊
秋》等描绘水稻的佳品，也有《心花》《莲生》

《牧归》《高速》《崀山云海》《血浴长城》等描
绘花鸟、山水以及现代火热生活的上乘之
作。这些呕心沥血的作品，表现其创作题材
的广泛性，以及捕捉美、把握美、表现美、升
华美的扎实功力。

作品语言朴拙又灵动。《香域》是一幅工
笔国画，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工

笔画展。画面上是一大片稻田，集聚成堆的
长束稻穗；几抹白雾轻纱般弥漫，三只蜻蜓
栖息于稻穗之上。画家巧妙地运用明暗及其
所形成的渐变关系，处理点、线、面，塑造形
体，不但使形体产生了向画面深处延伸的立
体感，而且使之在空间中形成具有厚度和重
量的体量感。光线和色调的冷暖运用恰到好
处，使整个画面明快柔和，进一步强化了空
间深度的真实感。“核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
浓淡。”追求形似的精致，使画面逼肖于实
物，给人以朴拙、真实的美感。千万条稻穗压
弯枝头，颗颗金黄，粒粒饱满。稻穗下面，深
深稻田深几许？使人不由得生出窥探的渴
望。特别是三只欲飞未飞的蜻蜓，工笔与写
意兼施，勾勒精细工致，旨趣深邃渺远，不但
神态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且令人浮想联
翩。“欲飞未飞”，是因为“露重飞难进”？还是
积蓄力量，准备飞向远方？

艺术品格率真又清雅。童年的记忆，会伴
随一个人的一生，不论是苦痛沉沦抑或美好
愉悦，都会深切影响艺术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朱戊扬生长在崀山脚下的农村，自然纯净圣
洁的美景滋养了其烂漫的童年，幼小的心灵
萌生了对美的强烈渴望。四五岁迷上了连环
画，稍大一点，对连环画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
趣，开始临摹《说岳全传》中的岳飞、宗泽等人
物肖像。没有画画的纸张和笔墨，就在家里的
木板墙上用木炭画，墙面板壁上到处都是他
的“杰作”……那个时候，他的最大梦想，就是
当一名画家。八岁那年，给一个叫朱继锷的补
锅匠画像，由于“逼真”，得到了五毛钱的奖
励。自此，他更加坚定了当画家的信念。童真
童趣，在朱戊扬的创作中，成为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稻田里游动的鸭子，呆呆萌萌，难道不
像一群活泼淘气、让人忍俊不禁的顽童？展翅
飞翔的鸟雀，其翩跹的身影、漂亮的弧线，给
人如沐春风般的清新舒悦之感。这种“清新舒
悦”的审美效果，难道不是艺术家骨子里的率
性天真与大自然的馥郁芬芳的巧妙结合？

朱戊扬的作品非常耐看，之所以“耐看”，
除了形象逼真、线条有力、色彩鲜明等视觉冲
击力，还有深厚丰富的内涵，给人以“清雅”的
审美感受。这种“清雅”的美感，得益于浓厚的
书卷气息。也就是说，朱戊扬的创作，功夫不
仅在“画里”，也在“画外”。在创作的间隙里，
他挤出时间，博览群书。李魁正教授评价说：

“朱戊扬之中国画，给人的感受是真率、清雅，
有一种深刻的真实感和格外和谐的画面魅
力。这说明他具有良好的艺术潜质，外朴拙内
深秀，其作品就是他人格的精神物化。”

美学境界现实又飘逸。朱戊扬对普通平
凡的水稻情有独钟，他在《画中有谷》一文中
说：“我出生农村……吃饱饭是我那时的梦
想。”一个农民的儿子，美丽的田野在他幼小
的心灵里，编织了多少神奇、瑰丽、色彩斑斓
的梦幻。田野不但生长着他的理想，也记录了
他难以言述的苦难；田野不但哺育他一天天
长大，也洒满了他艰辛的汗水。朱戊扬的创
作，始终不忘民生，一幅幅灵动的画面里，一
支支沉甸甸的稻穗上，蕴含着多少民生密码。
那些在稻海中痴迷的蜻蜓、欢快的麻雀、起舞
的春燕、游弋的野鸭，不就是太平盛世里，尽
情享受幸福甜美生活的普通民众的缩影？

朱戊扬的创作，不离开现实，却并不停留
于现实，力图远远地超越现实。品味其作品，会
感受到画家在精神上的“达意”和“得意”，展示
某种带有永恒意味的超越性的东西。这种“永
恒”和“超越”，就是“飘逸”的审美境界。

朱戊扬这只课蜜的黄蜂，几十年如一
日，孜孜以求，其艺术田园里挂满了果实，就
像金灿灿、沉甸甸的稻穗。可他并没有满足
于丰收的喜悦，而是准备重新起飞，奔向新
的目标……
（周晓波，新宁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艺苑人物

朴拙·清雅·飘逸
——朱戊扬其人其画

周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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