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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自信中交流互鉴
以“穿越时空的对话——万图勒里、冯少协绘画展”为例

□蔡 祜

十八世纪伊斯坦布尔·远道中国归 冯少协 作

荒原·离愁·赤子
——丁寺钟风景画里的诗境意象美 □滋 芜

一

丁寺钟的绘画，无论是水彩画还是中国画，都体现出了深

厚的文化修养。中国文化中的黑白变化、西方文化中的亮丽

出彩，他一路打通，出色发挥，很恰当地将之“熔为一炉”，形成

了爆炸性的视觉效果。

言是无可道尽的意，意是不可完全表达的言。言与意，从

有迹可循再到虚无缥缈，瞬息万变着。读丁寺钟《徽州意象·

墙》，自然想起唐代诗人王维的《晚春归思》：“新妆可怜色，落

日卷罗帷。炉气清珍簟，墙阴上玉墀。春虫飞网户，暮雀隐花

枝。向晚多愁思，闲窗桃李时。”从《晚春归思》有限的诗篇，到

《徽州意象·墙》无限的画意，都好像是断断续续的水彩线条，

融入到黑中透亮的世界来了，呈现出亘古荒原上无以言表的

离愁乡音，再捧出一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丁寺钟便是用此

类绘画语言表达无尽的美的意象，“予欲无言”。

中国文化尤爱黑白二色，从太极图到中国画，黑白散发出

无穷魅力。丁寺钟在《徽州意象·墙》当中，从中国传统文化出

发，从黑白本色当中抒发真情，表达至善至美。他擅于用画面

讲述苍穹之下一切或物质或非物质的活性文化遗产。旷野

中，大幕低垂，山峦起伏重叠，松壑幽深，村落与树木之间寂寞

忧伤弥漫……这是丁寺钟用孤独诠释一个墙里墙外的故事。

我们放眼望去，如同20世纪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笔

下《追忆似水年华》中的那份寂寞之美。丁寺钟的风景画，无

疑是借用水彩，强调荒原、离愁、赤子。与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一样，《徽州意象·墙》以叙述者“我”为主体，

将作者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为一体，既有对社会生活、人

情世故的真实描写，又有作者的自我追求、自我认知。除叙事

以外，还包含有大量的感想、议论。丁寺钟的风景画，整个画

面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波澜起伏，只有贯穿

始终的赤子之心。其以游子情愫为线索，在画面当中叙述着

生活经历、内心活动及艺术思想，去赢取荣耀的花环。

丁寺钟的风景画是生命的赓续，繁茂有序，灿烂绚丽，季

节的年轮在他的笔下静静地更替。严寒酷暑，春去秋来，大地

复苏，古树参天……情感的力量就在荒原当中吐故纳新。离

愁的秋声步步逼近，盘根错节的大树，刹那间冬眠，精神却岿

然不动。这精神就是丁寺钟作品里最终所呈现出的正气。郭

熙《林泉高致》有句可证：“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

数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要使“山形

步步移”“步步有景”，当悉小心“步步看”，亦要“步步回头观

察”。丁寺钟的风景画脉络清晰，笔墨师承有序。他不是无知

胆大，而是通古达今后的“小里见大”“方寸之间入妙”。今人

达古意，正谙合中国古代画论里所倡导的“步步有景”之说。

二

丁寺钟风景画《逝水》，以咫尺篇幅表千里之美。丁寺钟

善于在画面的有限空间里做好文章，表达意蕴无限的空间。

一张画不在大小，而在于有限当中要蕴含无限。正如陈子昂

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语句简洁，却有着多么深切的情怀啊。古之

怀古诗、今之风景画，丁寺钟无疑是体悟了陈子昂诗意精髓，

从而创作出自然空灵的《逝水》。他借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

机缘，拾得一颗赤子之心，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丁寺钟看

似平和地挥毫泼墨，却极老到地在有限的画面上营造出无限

宽阔、广袤、深邃的诗性空间，成全了一次自我救赎。可以说

丁寺钟的《逝水》是“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

之迥”的现实运用。他以自己的艺术修养，对画面进行透视处

理，获得远近高低、上下左右等多维度的视觉冲击力。当我重

温丁寺钟这幅《逝水》时，仿佛“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

之中乃辨千寻之峻”。这是丁寺钟借《逝水》讴歌流年，以赋惆

怅之心境。这是他心底钟情的记忆奔来与眼前感观印象相会，

从而偶得的经典大作。丁寺钟从艺术中获得一种“神力”。这

种“神力”恰恰表明丁寺钟《逝水》的高度，不单单体现在技法层

面，更体现在画者的审美层面。他在绘画上，保留了优良的民

族习性，传承了民族文化遗产。这是丁寺钟在借助从艺术当中

获得的“神力”，寻找母语文化的根，担负起美术家的重任，勇敢

地面对时代变迁，保持荒原里那颗文化责任的初心。

丁寺钟是位时代的践行者，且珍惜美好时光，不辱使命。

三

驻足于丁寺钟《岭脚的天空》风景画前，万象之美浮现于

脑际。悠悠荡荡中，不妨将灵魂搁放一处。

陶渊明《读〈山海经〉》中有一句很有意思：“微雨从东来，

好风与之俱。”诗句玩味十足地表现出了丁寺钟画作《岭脚的

天空》中所表达的情感。“云烟遮不住，双目夺千山。”双目只有

触碰大自然千山万壑剪影，才能“夺千山”。中国山水画或层

峦叠嶂，或岩石巨壁，或流溪河川，或古树丛林，或田园菜畦，

或山外云帆挂天边，都是精神的寄托。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河边发

出的振聋发聩的感叹也是后世无数人的感叹。所感叹的不仅

有时间如逝水一样不复返，更有心中不时涌现的忧伤。这正

是丁寺钟理解了康德美学思想后的“直观”感受，也正是这一

点使丁寺钟《岭脚的天空》蕴藏着深刻的美感，色彩明亮而和

者寡。在时光的交错排列组合之下，荒原、乡愁、赤子之心在

浓郁的色彩对比中侵袭而来。丁寺钟艺高人胆大，把有形与

无形的力量训练有素，从而使游子的痛苦之情跃然纸上。他

在画面的静止与活动中，借用水彩笔墨勾勒出中国山水画当

中无限绵延的丘壑。林边村舍明灭的灯火，处处皆风景也。

可谓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正是丁寺钟

在艺术修养达到登峰造极之后的高明之处。

四

丁寺钟热爱徽州，深入骨髓。《徽州印象系列·丁村明月》

便是他寄托异乡游子思乡之情的产物，流露出丁氏审美情趣

与内心世界。

一般来说，文章初稿写好，会再做一些修改、润润色，以求

生动、有思想、显光芒。画画也如此。画画好放到地上看看，

若有不满意之处，还要画龙点睛又添须。这“经营”往往有时

会成功，有时又会是败笔。正如心灵若人为地塞满，美就进不

去了。画面也是越经营得周到、理想，越是板、僵、生、硬、做、

死。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加法到减法，从童声到叟语，是一个

“圆”。这过程会流失一些自娘胎里带来的浑厚华滋、率性朴

真之美，于是又要返璞归真、化繁为简。从艺者明白这个道

理，先做加法、后用减法，又是一次炼狱般的修行、升华过程。

尼采说：“感性证据是真实的、可信的，只是对它们加工时才塞

进了谎言。”

我们透过丁寺钟《丁村明月》重温旧梦，追忆遥远的时

代。其艺术探索的步伐，是迈在名门正派、文脉正统的阳光大

道，而不是江湖野路子上。他既熟悉中华文化，又精研西方美

学。丁寺钟在《丁村明月》当中“步步看”“面面观”，经营取舍，

安排得当。从作品一斑可窥宇宙万物，画面当中苍穹之下思

乡情感完整呈现。这是远山的呼唤，是人文景观的交相辉映，

经久不衰。丁寺钟的画面不是以漂亮取胜，而是以深沉打动

人心的。初唐诗人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

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离愁景况不同，思乡情理却同

出一脉。其白描娴熟的艺术手法，与丁寺钟含蓄俏皮可爱的

《丁村明月》如出一辙。这种含蓄不露、以静传神，正应了“不

畏金刚怒目，只怕菩萨低眉”。

丁寺钟笔下的明月神秘、沉默，它与思乡相融合，成就了

无言之美，引人入胜。柳枝拂面的日子里，紫草开着花。山脚

屋里，传来阵阵吟诗的声音，却伴着长叹一声结了尾。原来，

饱满的心灵独缺归期。丁寺钟与其说是画了一帧离愁别绪的

印记，倒不如说是画了一卷人生百味。

五

解读丁寺钟风景画，我们先要知道“诗画同源，书画同宗”

这一论断。以唐柳宗元《江雪》为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

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典型的“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一幅风景画全在诗意里呈现了。石涛也有语曰：“黑团团

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结合二者，我们再来欣赏丁寺钟

笔下的《大障山的冬天》。伫立大障山上，透过冬天凝重的脚

步，依稀听到银河上的水“哗啦啦”地回响在耳边，冬天没有凝

固。一泓清澈的泉水结了冰块，干净、透明，期待来春倾泻当

下储备的所有。此刻无雪无霜，美好的憧憬撞击着冬日的空

虚，回声让有情人在寒冷中等待着彼岸花。刹那间，怎能忘怀

先民《诗经·蒹葭》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丁寺钟在绘画中保存着先民文化的火种，以其特有的语

言解读着华夏民族的变迁，在华夏版图上寻找各地域的精神

特征。试想一下丁寺钟的风景画：前山参差不齐、变化万千，

后岭巍峨雄壮、悬崖峭壁。走在雪霁后的山路上，时而与樵夫

语，时而回头见滴水成冰。意趣若相投，冬天也如春天般温

暖。有如雪花飘落到熔炉，霎那间芳华。丁寺钟的画自然是

暖的，美极了。丁寺钟把这种思绪延伸至赵无极笔下画境间

的黑、亮，又最大化地“打”出来，从先贤的衣钵传承中悟得：单

纯并非单调，丰富不等于庞杂。这是既愉快又痛苦的矛盾关

系，艺术家在矛盾中抉择。这也符合“知白守黑”的道理。丁

寺钟从赵无极处接受一切可以消化吸收的经验，又发挥得淋

漓尽致，他的风景画笔笔有大家的气势影子，但笔笔处处又是

自己的个性面貌。丁寺钟在“入”与“出”上“到家”了。只有艺

术修养熬到了一定火候，笔下才能营造出无穷无尽的精神魅

力，也就是我常说的“以一当十”的艺术魔力，使观赏者的灵魂

被摄取。

宋苏轼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英国雪

莱句：“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

新的生命！哦，请听从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就把我的话语，

像是灰烬和火星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让预言的喇

叭通过我的嘴唇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西风啊，如果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二者遥远而亲近，都体现了丁寺钟《大障

山的冬天》中磅礴向上的精神力量、良好心态，成功地将诗性

文化流入其中，使画作有着撼人肺腑的力量。驻足久观，赏心

悦目，窥探到人世间的冬去春来，复活无与伦比的希望。

六

丁寺钟风景画《落寞之秋》打动了我。它让我联想到中国

古代文化高峰的宋元艺术。《千字文》里有句话，很辩证、富哲

理：“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从字面上，一般可以理解为：寒暑

循环变换，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秋季里忙着收割，冬天里忙

着储藏。深层含义在于：“寒来”，指冬季的肃穆与冷酷；“秋

收”，指的是收获，也喻示着冬天的藏，这是伏笔；“暑往”，指

秋天的绚丽、丰富多彩是夏天的成全，也是告诉我们，人生、

技艺只有经历过严寒酷暑，方能见到秋天的收成、春天的希

望。丁寺钟在绘画中理解了这层辩证关系，从生活中来、到人

民中去，体悟自然界生命的奇迹。他借《落寞之秋》似乎想告

诉我们：沉寂背后隐藏的热闹，常常使智慧者迷茫在秋色的分

岔口。虽然四季当数秋季格外妖娆，但失落、惆怅、孤独、寂寞

也常在窗前纷飞，艺术家们敏感的心灵在秋季被一种浓浓的

莫名其妙的感觉支配着。他们在秋季的荒原、离愁当中，寻觅

赤子心灵的故乡。丁寺钟在这敏感如诗的《落寞之秋》之中喻

示，秋天从天而降，落到地上长出忧伤别离来，逐渐从脚心的

颜色蜕变成指甲间泛出的光泽的颜色。丁寺钟在繁华落尽后

的孤单寂寞间生出文人的忧患意识来，体现了文化的品质、

艺术的良心。丁寺钟作品的内核就是赤子之心的忧患意识，

包括但不限于对环境、人文、道德的忧患。他在潜意识里借

用风景画表达出自己的忧虑，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此刻丁寺钟《落寞之

秋》的树叶摇晃、秋虫孤鸣，胜过一切假象里的艳丽（如金黄、

如祖母绿），绽放出光彩夺目的光芒。丁寺钟以责任担当，绘

制性情，给每一座山铺上精美绝伦的地毯，使落寞之秋在阳光

照耀下，更加天蓝如洗、云淡风轻，空山寂寂皆有趣，惹人怜

爱……丁寺钟用心营造《落寞之秋》当中旁人无法轻易企及的

诗画意象美。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

惟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这首诗不啻在告诉我们读书的重要

性，同时也告诉我们：一切艺术来源于生活、来自读书。大地

有情，四季轮换，晴耕雨读，终不负有心人。我们从丁寺钟的

这些风景画里清楚地看到艺术创作的源头：扎根生活，扎根

人民。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以屈原《九章·橘颂》句作为艺术

人生修炼的目标，与寺钟先生共勉。

（作者系安徽省第九、十、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多所院

校兼职教授、特聘教授，美术学硕导、博导，《美术教育研究》主

编，擅长美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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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

中外文化交流以愈发多元的角度与方式进行着

碰撞与交汇，有效地促进了中外文化各个方面的

深入合作与发展。因此，如何在“一带一路”文化

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中，以清新之气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观念、阐明中国价值，向世界展示中

国这个文明古国的新姿态，成为每一位中国文艺

工作者在对外交流中必须思考的时代课题。从

这个角度观察，“穿越时空的对话——万图勒里、

冯少协绘画展”在智利米斯特拉尔文化中心的举

办无疑有其重要意义。

何塞·万图勒里是已故的智利艺术大师，在

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他始终关注普通民众

的生活状况，并以画笔为武器，描绘全世界人民

的痛苦生活、反抗精神和争

取自由、独立与尊严的战斗

呼声。同时，他也是中智文

化交往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1953年，他作为亚太区域和

平 会 议 副 秘 书 长 常 驻 北

京。同年，与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和智

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等

智利政治、文化界名人共同

创办了拉美地区第一个对华

友好组织——智中文协，为

中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

大量的贡献，是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

作为本次展览的另外一

位主角，冯少协则是中国当

代一位有着国际视野与人文

关怀的油画家。回顾他的系

列创作，无论是带有社会批

判性的“关注中国文化市场”系列，抑或是关注中

东战争冲突的“中东的鸽子”组画，或是展现生命

尊严的“汶川特大地震”主题创作，以及后来的

“百年广州”系列等等，虽然在题材呈现上各有

侧重，但贯穿始终的是画家对于重大事件的敏

锐观察以及对艺术家身份、社会担当的清晰判

断。以本次展览的作品——“海上丝绸之路”系

列主题创作为例，在这批作品中，冯少协除了延

续一贯创作中所持有的艺术立场之外，更为难

得的是尝试将创作放置于全球格局与历史视野

之中，从广度与深度两个方向来审视与深耕“海

上丝绸之路”这一充满丰富内涵的主题，这无疑

使其创作中具备了某种宏大的世界观与厚重的

历史感。同时，依托于前期广泛的文化考察与

详实的文献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的作品

中所呈现的每一个场景或器物，无论是一座海

港、一处遗迹、一件文物，都具有一种“言之有

据”的可信度，并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其背后蕴含

的人文精神。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自

秦汉时期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就成为了沟通东西

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今日，作为国家

级顶层战略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无疑被赋予了更多新的时

代内涵与使命，这需要置身其中的艺术家除了具

备对本土文化艺术的充分理解与自信外，同时也

需要在作品与展览理念中呈现一种跨越地域文

化限制的价值观念。当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回望

“穿越时空的对话——万图勒里、冯少协绘画

展”，可以发现，本次展览以对话为主题进行呈

现，不仅是两位在全球化语境下寻求自身文化表

达的艺术家在超越时空距离、消弭文化差异上的

一次关于艺术本体价值的共鸣，同时，也寄托了

中国艺术家对万图勒里这位中智文化交流先贤

的追溯与致敬，以及对新时代两国文化交流的期

待与祝福。这种有效的跨文化艺术交流方式，无

疑是这个时期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一个成

功例子，同样，也可以作为文化自信与中国价值

观在另一侧面的真实体现。

1872 年·广
州商业街桨
栏路
冯少协 作

记忆中的记忆 万图勒里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