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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的离世，标志着属于他的那个时代的结束。

那个时代是大师云集、风起云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

他的特殊性是因为其学历和经历，是因为他在创作中的突出

成绩。尽管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画家不同，没有参与到上个世

纪50年代初的革命历史主题的创作之中，也就没有了在社会

上广泛流传的代表作。可是，他用独特的方式表现了与这个

时代的关系。自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起步的黄永玉先生，从

出身和学历比较低微的学徒工开始，进入到漫画和版画的学

习和创作之中。始于漫画和版画的创作表现出了与那个时

代的紧密关联，可是，他身上没有标签。他的版画不同于在

鲁迅旗帜下成长起来的那一批青年，也不同于从延安和解放

区走出来的有着革命血统的画家，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标注了

在这个时代中的特殊性。然而，他沐浴着新兴版画运动的晨

曦，也感受到版画时代性的阳光。所以，1949年创作的《劳

军图》用横卷的方式和装饰的手法，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

的白描风格在时代中的风采。而这样一种反映时代主题的

创作，表现出的是他所擅长的幽默以及对于造型的追求，是

不同于同时代版画家的另外一种神采。进入到 50年代以

后，那些从延安出发跨入到新中国的版画家，开始了版画在

新中国的转型实践，而黄永玉先生基本上没有这样一种转

型，他依然故我地延续着自己的方式，并以《阿诗玛》插图一

鸣惊人。相对应的是很多版画家还在艰难和艰苦的转型中，

他却非常自如地将自己习以为常的对于美的追求，转化为新

中国所需的美的表现，这之中没有将投枪、匕首转变成时代

颂歌的变化，而以美的表现丰富了时代的百花园。他的好学

和勤于思考，丰富了他的艺术内容，并以在时代中的独特性成

就了他在版画界的独特地位。

他很快又从版画进入到彩墨画的创作之中，并以《猫头

鹰》成为一个时代中的热点。他好像与生俱来就是有话题、有

争议的艺术家。正好像过去的表现一样，他的每一种转变都

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其中究竟是不是“国画”的问题，对他来说

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画画好，画出自己喜欢同时也为

大家喜欢的画。这如同2023年初兔年邮票的设计一样，他把

握住了审美中的一些关键，也能了解到公众对于其艺术的期

待，因此，他把自己的幽默持续进行到近百岁的艺术发展的路

途之中。他不断在变，不断有新的花样。然而，他在每一个时

期的悄然转变都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之中。50年代为中国革

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大厅创作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大型

壁画，其风格正是在漫画和版画基础上的转场，通过装饰性的

语言，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时代中壁画的代表作。《各族人民

大团结》以新的装饰性的语言开创了属于新中国的装饰绘画，

所用传统的沥粉贴金的技艺，与造型、色彩以及装饰方法的灵

活运用，吻合了时代的审美需求。黄永玉先生从老一辈艺术

家那里传承了能够适应这个时代需求的一些表现方法，显现

出了他的不同寻常。

黄永玉先生用有着自我艺术风格标记的艺术语言与时代

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其趣味性的表现以及所擅长的丰富的内

容，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延展到很多领域，从第一轮猴票的一炮

走红到酒鬼酒瓶的设计，从雕塑到紫砂、玻璃，从诗歌、散文到

小说……它们都诠释了什么叫才情和智慧，什么叫融会贯

通。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在把自传体小说不断往前推

进。遗憾的是，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他高难度地构造了一个

自传体小说完整的发展脉络，让人们看到了他和时代之间的

关系问题，同时也显现出他超强的记忆力。其中，很多细节的

描绘，是值得慢慢去品味的。

80岁前后居住在北京万荷堂的黄永玉先生倾心于表现荷

花，人们看到了他与荷花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十万荷花入画

图，在不管画幅大小表现荷花的诸多作品中，他都能让人们感

悟到荷花的品格和精神以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到

90岁以后，他还画了巨幅的白描荷花，表现出难得一见的深厚

功力。他就是这样，不断用自己多方面的才华为20世纪中后

期以来的中国美术的发展标志着他的独特存在，诠释了他与

时代美术之间的关系。

黄永玉先生不仅有独特的艺术方式，还有独特的生活方

式。他非常自如地生活，又非常自如地驾驭着自己的时间，

画自己所想画，写自己所想写，说自己所想说。他“明确的

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他不管从事文艺的哪一个方

面都能有所成就，而且都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称赞。正因为

此，他名满天下，这也成就了他对社会的贡献，对这个时代文

化史和美术史的贡献。他是时代中的特别个案，集多方面的

才华和成就于一身，他在各个艺术领域都能做出让人感叹的

贡献。他在不断变换角色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领域内，让人

感受到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才华、一个人的创造、一个人

所有的一切。人们喜欢他，也可能是有很多方面。作为比我

老的老头，他从塞纳河到翡冷翠，从凤凰到万荷堂，每一方面

都足以让人们感受到他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带来的愉悦，带

来的属于美的方方面面。回看他创作的生肖系列作品，那种

属于他的智慧和幽默，不会随他而去。他会永远存在于20

世纪的美术史中，并且在21世纪美术史的开篇中占有重要

的篇章。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黄永玉先生，我们感觉到了精彩。我

们也感受到因为他的离去，属于他的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

在怀念他的时候，看看天上飘动的云彩，那种变化万端，正是

他的艺术精华之所在。

5月26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共山东省委

宣传部指导，《电影艺术》杂志社、中共威海市委宣

传部、中共荣成市委宣传部举办的“纪录电影《大洋

追鱼记》研讨会”在京举行。

山东火龙文化公司继第一部《大洋深处鱿钓

人》2020年荣获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之后，又组

织拍摄了第二部纪录电影《大洋追鱼记》，讲述印度

洋上中国远洋渔民捕捞金枪鱼的故事。创作者将

镜头聚焦于中国蓝色产业特殊的劳动者群体，呈现

了印度洋区内中国远洋船员捕钓鱼的劳作场景和

他们的情感世界。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认为，该

片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是立意高远。该片充分

反映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展现了中华民族勤劳

勇敢、敢于拼搏的民族精神，通过影像淋漓尽致地

体现了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其二是真实感人。

这是一部真正基于生活、基于真实的艺术呈现，所

记录群体的每一个人，都以可信的面孔直面镜头，

叫苦不怕苦，叫累不怕累，为了家庭、为了美好生活

去拼搏。其三是表达的独特性。该片进一步激发

观众思考何为电影艺术、什么是生活，真正体会到

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人民是艺术之母。

影片没有滔滔不绝的旁白，而是用客观镜头记录下

旭日东升、惊涛骇浪。

据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程守田介绍，该

片主创跟随远洋捕捞渔船在大洋上漂泊拍摄近五

个月，付出了很多艰辛，也冒着极大风险，真正体现

出电影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无惧风险以及

执着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精神，向观众全景展示了

中国现代远洋事业发展的崭新场景。在建设海洋

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海洋故事，增强

海洋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重要命题，相信此片对弘扬中国远洋

人勇闯大洋的开拓精神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导演井建民谈到，在海洋上拍摄与在陆地上有很大不同，

除了晕船、摇晃、噪音等因素，水雾、空间等问题也给拍摄增加了

难度。为了拍摄最佳视角，团队还自行设计辅助工具，以期达到

镜头预期效果。

“壮观、惊险、震撼”，与会专家对该片给予高度评价。有专

家谈到，《大洋追鱼记》运用反差对比等方式提高了影片的内在

艺术张力，比如辽阔与渺小、波浪壮阔与风平浪静、五彩缤纷与

灰暗死寂、生活的枯燥与丰收的喜悦、前途没落与归心似箭、内

心舒缓的情感与激烈短促的快感等，观众仿佛与渔民同行、同

游、同劳动、同欢乐。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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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因为有了黄永玉
先生，我们感觉到了精彩。我
们也感受到因为他的离去，属
于他的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
在怀念他的时候，看看天上飘
动的云彩，那种变化万端，正是
他的艺术精华之所在。

黄永玉：时代中的艺术标杆
□陈履生

“

”

尹夕远 摄

黄永玉90岁所画丈二荷花（局部）

刚落幕不久的电视剧《后浪》以清新朴拙的人物形象表

现中医传承的厚重内容，新意突出，带给观众对中医传承、

教育以及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思考。

编剧六六为完成《后浪》的剧本创作，花费多年时间攻

读了中医硕士学位，为剧本实现中医传承的形象化表达、保

证创作的专业化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医诊疗望闻问切、

针灸、推拿、艾灸、中药等积淀深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剧作对这方面的艺术转化颇见功力，

既接地气、自然流淌，又呈现出中医的博大精深。剧中对中

医看病的特征，一言以蔽之为“看有病的人”，即是强调把人

看作一个整体来综合救治，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整体思维观与宇宙观。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孙头头，一个只有中学文化水

平的外卖员、孤儿，跟随师父任新正在中医传承班学习了五

年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医传承人。这个故事显然带有一

定的传奇性，整个故事就是孙头头这位“低模仿人物”（加拿

大文艺理论家弗莱语，指境况低于观众）的逆袭史。故事的

难度在于一般逆袭故事都是人物一步步历练、逐步提升，而

这个故事却从一开始就直接把孙头头抬到姜氏针派传人的

地位。

让传奇性落地生根是《后浪》的挑战，也构成其重要的

叙事魅力，即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形下，正面揭示人物的点滴

变化、展现教育改造人心的力量。起初孙头头颇为顽劣，从

人物母题上看，这一形象颇接近混沌未开的“石猴”孙悟空，

最初她的行为颇为荒唐，也伴随着很强的戏谑感：为钱来到

传承班，迟到、上课睡觉、没大没小、抗拒仪式……仪式一向

是文明的肇始与确立，剧尾孙头头领诵“大医精诚”气质端

庄温和，由内而外的变化正是对她主动承担传承中医责任

的最好说明，也见证了教育的伟力，恰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雅

斯贝尔斯的名言所描绘的：“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

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

教育之力，始自任新正（仁心正的谐音）这位大医的自

觉追求，既是自己师父的嘱托，也发乎本心、知行合一。在任

新正的身上，贯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风，他对

头头的用心培养既有知识技能传授，更重心性化育与开悟。

这一人物兼有大医和仁师的双重特质，厚重的师者形象近

年来荧屏塑造成功的很少，观众在电视剧《大考》中有所领

略，但人物的戏份却比任新正轻了很多。这一人物既是造诣

深厚、悬壶济世的大医，也是身体力行教育传承责任、对中

华文脉与道统有着深刻体悟的理想师者。

任新正对孙头头的教化与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同时这

种改造并不是单向的，她如一块璞玉，纯良正直，疾恶如仇，

讲义气、有担当，又绝不世故。恰如古人所说，她是“开心见

诚，无所隐伏”的真人，更是“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的赤

子。任（新正）师以真心真情厚待宽容头头，正所谓“真者，精

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孙头头也必然以发自肺腑

的虔敬对待师父，以全身心的热情传承中医。

同时，孙头头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天分与禀赋，这也是

“低模仿人物”能够逆袭的先天条件，如超群的嗅觉味觉，惊

人的记忆力，身手敏捷、直觉敏锐、性情大气、宽厚乐观、不

惧压力，这一点在她和任天真的相形对写中有着鲜明表现。

但同时，任天真与孙头头这对最终走到一起的年轻人其实

又有相近相通之处，他们都是天真、真率之人，可贵可爱，真

切反映了创作者对中医、医者的整体定位与独特理解。

众人的历练与开悟。《后浪》对中医传承班学员的群像

塑造十分成功，人物各有各的身心问题，整部剧既表现他们

的成长修炼与自省开悟的精神历程，也借此强调了中医治

病救人的整体思维观。如剧中杨小红（瑞贝卡）从一名精干

律师换位为一位温暖中医，她有律师的伶牙俐嘴，华服在

身、自律自尊，但心性有时又是狭窄的。她与死去律师的妻

子陈卉结怨，后又意外为陈卉接生，在这个由死到生的循环

中，她获得了自己的新生，显示出中医传承班对骄傲心性的

改变与启迪。

彭十堰从一个不信中医的西医卧底到逐渐改变刻板观

念，成为一位接受中医、尊重中医的身体力行者，事实上回

答了缠绕在中西医关系、中西医对峙上的诸多思考与追

问。杨小红与彭十堰的欢喜冤家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喜剧

色彩。

赵力权则从艰难草根的急功近利到陷入泥淖、作奸犯

科，最终一度竟想加害恩师吴善道，好在良心犹存、停止作

恶，但始终无法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怯懦自杀，所幸被任

师和师兄弟所救，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最终投身到武

汉防疫工作中重获新生。正所谓“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

大焉。”赵力权的新生同样彰显着中医传承教化人心、改造

心性的力量。

任天真这个出身中医世家的硕士生，在杰出父母、祖父

母的荫庇与期待下长大，备受宠爱、真诚善良，但又总是“压

力山大”、自信不足，不时表现出敏感和脆弱。与孙头头相

识，从最初交恶、对立对峙，到逐渐走近、发现对方的真率和

美好，经过实践的历练，完成了他的蜕变，成长为一个有力

量的仁心医者。

剧中幽默的阿公、气定神闲的阿婆恰似全剧的定海神

针，又有着老一辈的气度与热情，他们对女儿、孙子、徒弟的

开导温馨温暖，不经意间就透露出人生的智慧。这方面也通

过全剧文化深厚的对白显现出来，剧中任师脱口而出的《素

问》“内存正气，邪不可干”、再如“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

过与不及之理”等都令人回味无穷，又全无掉书袋之感，十

分贴合人物身份。孙头头的台词也从最初的没文化到逐渐

出口成章，显示出人物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微妙变化。

剧中医馆的多位病人也颇具代表性，是窥斑见豹的窗

口，得见社会众生相与众多社会问题。比如丁简兮和母亲祝

霞的绝望，程莹婚姻的重创与心理问题，提供了关于病患身

心创痛的治愈与和解的艰难思考。再如许萌萌和父母的关

系则反映了当下某些家庭教育的失败：身为成功人士的夫

妻二人看似深爱女儿，但又很少陪伴孩子，更无法接受女儿

青春期的失足和创痛，粗暴的纠正最终导致悲剧发生，令人

唏嘘。

当然，在中医科班教育的发展已然相当成熟的当下，

《后浪》如能适当表现孙头头因半路出家而面对一些学业挑

战，同时增加一些其他科班学员们在传承班上的优异表现，

可能对全面呈现中医教育与中医传承更为客观有利。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导）

展现中医传承化育心性的力量
——简析电视剧《后浪》的精神蕴涵

□戴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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