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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无限的隽永之作
□梅国云

跟王隽珠交往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王隽

珠身材虽瘦，却有着宽广的胸怀。他的胸中不仅

装人间物事、花草树木、高山大河，还装地球和宇

宙，所以，他的奔跑在宣纸上的笔尖，便可以跟着

他随意进入大无外的宏、小无内的微。能部分看

懂他的作品的或许是介乎宏微之间的人间景象，

能进入阴阳媾化、火岩肌理、时空运行的，应该是

他的知音，如《高山流水》之于伯牙、子期。毕竟

人凡胎肉身，1.5的视力再怎么长久凝视，如果没

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的根基，对人类科技进步

探索成果的好奇吸收，没有腾空内心入定冥想的

途径，是不可能窥见艺术世界的真容的。

本人愚，不敢以樵夫钟子期居。超喜王隽珠

惯常的人间万象之外的作品，盖因幼稚的好奇之

心。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人皆有之的品性。当下

中国的艺术创作，可谓极为繁荣，画家队伍壮观

空前，汗牛充栋的画册，每日遍地春笋般冒出的

画展，真叫人目不暇接。当风格相近的色彩线

条，大同小异的花鸟虫鱼，日复一日，反反复复地

在眼前出现的时候，我感到了艺术的贫瘠。正如

长年累月的萝卜干就饭。

我不是画家，充其量只是一个观赏者。在这

样的画境里，我渴望耳目一新的具有高度精神探

索的作品横空出世。当然，我对在技法上不断精

进的艺术家同样心怀敬意，但不等于我就喜欢不

顾其他独恋技法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白

石老人亦主要是画小动物小植物的艺术家（当然

兼工山水人物），技法上后人至今只能望其项背，

于他之前同样鲜有。但老人的小动物小植物在

当时绝对是耳目一新的作品，加之人文意义，便

有了巨大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那时不像现

在，视频一下，或者坐个飞机，家乡山水触手可

及。据说白石老人到北京后，总念家乡的山山水

水，每到季节，就会发出“故里山花此时开也”的

感叹。因为年纪大了，总不能隔个三五个月就旅

途劳顿一下。他便把他思念的情，通过画笔表达

出来，于是北京便有了“衡岳山下”。“枕上愁余”

渲染于纸上，乡心伴着童心，不知打动多少人。

王隽珠亦创作了大量山水人物、花花草草。

之所以我同样喜欢他修建的浩大的基础性工

程——中国画的必由之路，是因为他在夯实的传

统路基之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通过奇思

妙想的设计，公路变成了高铁，更好看、更安全、

更快捷、更舒适了。他的这些作品，我第一眼感

觉到的，首先是视觉冲击力，有的作品随之而来

的是震撼人心。他创作于1989年的《江边渔家

图》，虽然只是59×78cm的小尺幅，朦朦夜色

中，赖以生存的被树桩支起的高过茅屋高过天际

的渔网，却让观赏者油然悲悯起底层百姓的命

运。此时，画家与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卖炭翁》

的人文情怀是相通的。当

然，这里讲的是对劳动者的

人文情怀。如果讲形式上

的整体升级，王隽珠的作品

除了具有当下性和精神高

度之外，他的浓淡相宜的大

色块、随心所欲的魔幻线

条、削铁如泥的千斤笔力、

细微处见大天地的巧妙营

构、别出心裁的整体扭曲维

变，万千意象便在笔下神出

鬼没，想雄浑雄浑，想淡雅

淡雅，想奇崛奇崛。无论是

万籁俱寂、温文尔雅的，还

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

加之与画风融为一体的锦

上添花的题款，每一幅都直

通人心，回味无穷。

在移动互联时代，每天

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读图

是绝大多数网民的首选。

我提倡艺术家要与读者相

向而行，多多创作反映这个

时代、三观正确、匠心独运、

有作者情感温度的、能拨动

人们心弦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当然自

娱自乐是另外一回事。

油画亦如此。油画起源于西方，影像视觉艺

术对西方艺术家同样构成挑战。古代油画家们

的艺术追求精神，是不可思议的。为了精准，几

何学、解剖学、动植物学、光影学等，是他们需要

掌握的基础知识。照相机的首次出现，当时没有

哪个画家可以无动于衷。而今的照相机技术的

发展进步更是突飞猛进，在瞬间可以拍出很多张

光影微秒变化下的物体面貌，可以随时随地捕捉

不易察觉到的人和动物的表情，可以拍到寒毛在

微风中摇摆的高清特写，后期制作可以根据个人

的喜好，夸张、变形、解构、重组、用色、魔幻。新

的艺术形式，总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应运而生

的，你不去探索，观看者自然会毫不客气地将你

甩到九霄云外。我不相信，有多少收藏家还会对

当下传统画家们的不具探索精神的油画作品兴

趣浓厚如初。

纵观王隽珠的创作，从开始就在不停地追求

新的境界。他的这种精神有点像意大利作家卡

尔维诺，一生都在“追求无限，无限追求”之中，在

宏大世界和微观世界自由地纵横驰骋。高，可以

表达杳远时空；低，可以反映人间温情。无论是

高还是深，代表的都是了不起的精神高度。只有

超越了昏天黑地的红尘世界方可企及。他的那

些具象以外的见仁见智的作品，虽然量不是很

大，但于我来看，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比如创作

于1991年的《天泉》，取乾坤浑然之象，画面顶端

的“源泉”处于太极无极之间，泉水从天际沿大地

之脊，汩汩而下，于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大地丰茂。揭开天地混沌的面纱，整幅《天泉》又

状如冥思的老子，反映宇宙法则天机的《道德经》

正在心中默念而生。

创作于1992年的《佛光》亦意味深远。“佛

光”乍现，巍峨的高山匍匐。此时这座高山亦呈

静卧的大鹏之象。大鹏的使命如渡舟，欲背负众

生西去。创作于1992年的《五大连池火山群幻

象之一》，看似火山的地质之表，其实层层剖解了

其内部构造，血管、细胞、骨骼，一目了然。虽然

这座火山早已睡着，但其肌体是健康的，它的血

脉是与地幔地核息息相通的，只要起床号一响，

生命的火焰将再次喷涌而出。

而1993年至1995年创作的一组比较抽象

的《生命奇迹》系列，还有《乘云气骑日月，独与天

地精神往来》《极地系列》等作品，应该是作者在

高度的心明眼亮的状态之下创作的。所谓心明，

是天眼打开了。作者看到了常人不能见的存

在。彼时，作者已过不惑之年，人生的境遇潮起

潮落后，适逢西方艺术观与东方艺术思想再次联

欢，老天眷顾了这位频道开放的人。这些作品，

不仅反映了作者的艺术追求和精神气质，也反映

了当时中国画开拓创新的水准，是中国艺术界的

重要收获。不知何种原因，画家却戛然止步于

此。同样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当时竟然没有引起

收藏界的高度关注。

有了这次艺术探索的精神涅槃，作者再次回

到传统的道路上，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从新

世纪初的作品可以看出，有了“看山不是山，看水

不是水”的意味。比如创作于2001年的《东边太

阳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同题诸作和《天山之

春》《春江花月夜》等等，作者试图将自己置于一

个恰当的制高点，从宏大画面的整体中，抽象出

决定作品命运的精神内核来，反过来赋予作品以

崇高使命，耐人寻味。

走进东西，上天入地，最终在总开关上，决定

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观。正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之

于教廷和民众的地心说。一群摸着象腿的人，永

远也不会知道大象的威仪。时至今日，显然，王

隽珠已经在太空站了很久。回到传统的道路上，

他没有停滞不前重复自己。而是忽然升华了，到

了“一览众山小”的佳境。

只有站在绝对的高度，方可以发现远近高低

各不同。只有打开内心，穷道尽理，物我两忘，方

可以得其真谛和奥妙。苏轼 在《书晁补之所藏

与可画竹》中云：“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

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郑板桥是与竹化为一体

的代表人物，“冗繁删尽留清瘦”是他在物我两忘

中发现的顽强不屈、坚忍不拔、正直无私、高风亮

节的竹魂，也是真谛和奥妙，“画到生时是熟时”

是一位画家豁然开朗，进入化境的彻悟。而白石

老人何尝不是到了虾我两忘的境地，才画出有了

灵魂附体的绝世神虾。

不久前，王隽珠在海口成功举办“荷”展。这

是他到海南亲密接触“荷”，“凝神”很久，“荷”我

两忘之后的从未有过的尝试。看了这个展，我忽

然感到，隽珠仿佛又回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

是水”的境地，然此境地已非彼境地。一幅幅作

品，让人看到了他挥洒自如、从容不迫的“画到生

时是熟时”的姿态。枯墨勾勒，淡墨玄化，淡彩点

缀，无论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还是“亭亭出水

中”的高洁，无论是逗趣飞舞的蜻蜓，还是“秋至

皆空落”的残塘，神工独运，无不给大家留下十分

美好的印象。画家为什么此时画荷？荷里有什

么样的密码？需要观者细细品味。

愿王隽珠保持状态，创作出更多惊世骇俗的

作品。

五大连池火山群幻象（之二）

生命奇迹——雄性之峰

本报讯 6月9日，“无问西东——从丝

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亮相中国国家博物

馆。本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

馆共同举办，汇集展出国内外38家博物馆的

文物珍品，其中意大利 21家博物馆、国内

17 家博物馆，共200余件（套）文物，是近年

来国际博物馆与国内博物馆合作中数量最

多、文物最丰富的展览之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央美术学院李军

教授共同策划此次展览，结合近年来对于“丝

绸之路”研究的大量史料和学术成果，以中西

文物对比展示的全新视角向中国观众再次呈

现“丝绸之路”这一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

流要道的历史。展览探讨问题的角度，不仅从

以往西方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入手，更是

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审视中国艺术对欧洲文艺

复兴的影响。

为完整呈现“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影

响，“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

展对参展文物进行了精心挑选，其中既有中

国在“丝绸之路”中的见证物，也有受到中国

元素影响的西方物品，例如，中国和意大利在

航海中使用的罗盘、针碗、航海图和船只模

型；青铜器、瓷器、玻璃器皿以及充满西域风

格的唐代陶俑等。展览也通过意大利早期的

文献如《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南》等反映

早期意大利旅行家和传教士对于中西文化交

流所作的贡献。展览还包括了中意两国众多

博物馆的珍宝，有庞贝遗址发掘的经典壁画

《花神芙罗拉》、公元15世纪的《圣母加冕图》

和《三王来拜》等；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倪瓒《水竹居图》、任仁发《饮饲图》等；还有国

内16家重要博物馆的顶级文物，包括故宫博

物院的《宋人耕获图》、任仁发《张果老见明皇

图卷》、任贤佐《三骏图》，首都博物馆的“景德

镇窑青花凤首扁壶”，新会博物馆的《新会木

美人》等。这些珍贵的文物见证了东西方之间

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历史。

本展览共分为六个单元。

第一单元为“大漠之舟”。“丝绸之路”这

条连接着中国与欧洲的古代贸易要道，犹如

沙海上的行舟，把东西方两大文明联系在一

起。千百年来，这两个文明从对彼此一无所

知，到偶然、零星地跨越千山万水相遇，在青

铜、玻璃、丝绸等遗存上，留下了彼此交流的

痕迹。本单元分别以“别样的青铜”、“玻璃的

流传”、“远去的驼铃”、“女神的姿态”四个小

节体现出“丝绸之路”早期贸易的丰硕果实，

通过对比意大利和中国出土的青铜器、玻璃

珠饰和丝绸等多种材质的文物，揭示东西方

文化在十几个世纪间的互相影响。

第二单元以“跨越七海”为题，体现了中

国发明的指南针和罗盘在传播到欧洲之后，

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航海的发展，也开启

了海上的“丝绸之路”，打开了通向富庶的东

方世界的大门。“指南针与海图”部分用实物

展现了这些发明成果对东西方认识和探索世

界的重要性；“记忆的重现”部分通过出水的

沉船残骸，以及水下考古发掘的大量沉船瓷

器、金银器等货物，再次见证了昔年繁盛熙攘

的海上贸易。通过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

家，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也从“寻找伊甸园”

的想象变成更丰富精彩的现实，对于世界的

认知也从“四海”扩大到了“七海”。

第三单元“帝国剪影”，从马可·波罗这样

旅行者的视角，再现大蒙古国首都“大都”的

辉煌。在欧洲东行者的眼中，帝都壮丽的建

筑、美丽的陶瓷、动人的书画和工艺品，以及

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丰富多彩，如旭日东升时

的七色霓虹般绚丽。此单元以“王朝面孔”、

“七色霓虹”、“天马的足迹”和“马可·波罗的

行囊”，叙述了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

行旅者的所见所闻，从这些往来于欧亚大陆

两端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留下的各种

史料中，勾画出一个真实的东方国度，也体现

出这些早期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

第四单元“凤凰西行”，讲述了这些东游

者们返乡的行囊中所装载的商品、礼物。这些

随着马可·波罗们的行囊远赴西方的东方物

品，在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作用？本单元以“青

花变奏”、“莲枝交缠”、“凤凰之旅”，分别从中

国的瓷器艺术、莲花纹饰、凤凰图案和器物，

共同呈现东方的图案、工艺与时尚在欧洲引

起的“水花和涟漪”。

第五单元以“丝绸之梦”为题。东方的丝

绸是西方人孜孜以求的商品，上至教皇，下至

画师均对东方丝绸耳熟能详。丝绸成为教皇

的收藏，更是文艺复兴艺术大师们笔下的母

题，无论是丝绸纹饰，还是丝绸作为补子的用

途，都引起了西方人的纷纷效仿。本单元以

“奇异的动物”、“熟悉的图案”和“移动的风

景”为子题，展示中国的丝绸和卷轴画对西方

服饰纹样和绘画艺术的影响。

第六单元为“世界交融”。文化的交往是

双向的，中国的文化同样受到了西方文化的

影响。本单元将探索中西文化交往在中国本

土留下的物质与文化艺术的痕迹，以及这些

痕迹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本单元分为

“圣母与观音”、“十字莲花”、“西学东渐”三部

分，用中西图像符号对比的形式，反映中国文

化艺术中的西方元素。

主办方表示，此次展览充分体现了国内

外博物馆在新时代更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协

力谱写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路精神”新篇章。展览旨在通过还

原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以及

中国艺术中的西方影响，呈现出不同文明之

间的彼此交融、共同发展、兼收并蓄，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9日。

（黎 华）

以
全
新
视
角
呈
现
﹃
丝
路
﹄
历
史

﹃
无
问
西
东—

—

从
丝
绸
之
路
到
文
艺
复
兴
﹄
展
览
在
国
博
举
行

《
圣
史
蒂
芬
》

乔
托
·
迪
邦
多
内

作

（1320 -
1325

年
，意
大
利
佛
罗
伦
萨
霍
恩
基
金
会
藏
）

马
可
·
波
罗
遗
嘱

（1323

年
，意
大
利
马
尔
恰
那
国
家
图
书
馆
藏
）

蜻蜓眼玻璃珠（战国，湖南省博物馆藏）

美第奇软瓷罐（1575 年，意大利
那不勒斯马提纳公爵博物馆藏）

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
（元代，首都博物馆藏）

长沙窑椰枣纹罐
（唐代，湖南省博物馆藏）

花神芙罗拉（公元1世纪，意大利那
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
水
竹
居
图
》
轴

倪
瓒

作
（1343

年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