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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来源于现实
生活，但又不等同于现
实生活。所谓“不等同
于”，即意味着艺术不是
对现实寸步不移的刻板
模仿。将生活原型反映
到艺术作品中时，为了
达到预期目的，取得最
佳效果，艺术家既可以
虚以实之，做“加法”，也
可以实以虚之，做“减
法”。其中，顾恺之所做
的加法与丰子恺所做的
减法很有代表性，值得
今人揣摩与玩味。

顾恺之，字长康，是
东晋杰出的画家和绘画
理论家。刘义庆在《世
说新语》“巧艺”门中记
载：“顾长康画裴叔则
（裴楷表字），颊上益三
毛。人问其故，顾曰：

‘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
是其识具。看画者寻
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
明，殊胜未安时。’”中国
人普遍信奉“存乎人者，
莫良于眸子”，“传神写
照，正在阿堵中。”苏轼
在《传神记》一文中说，
可以传神的人体部位，
除了眼睛之外，“其次
在颧颊”，所以，顾恺之
为裴楷画像时在他脸
颊上平添三根毫毛，不
为无因。那么，为什么

“颊上益三毛”就能表
明裴楷有识具呢？推
究起来，这个问题和中
医学理论有关。春秋
时期秦越人（扁鹊）在

《难经》中说：“心重十
二两，中有七孔，三毛，
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所以“三毛七孔”，就成
了有心思、有心机的体
现。据《晋书》列传第
五记载，裴楷“风神高
迈，容仪俊爽，博涉群
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为有貌有才
的裴楷画像，凸显其仪容俊爽不难，难在凸显
他有识具，因为前者具体而后者抽象。为了凸
显裴楷有识具，总不能在他脸上画“七孔”吧，
所以平添“三毛”自然就成了顾恺之的选择。
顾恺之根据中医学理论，对裴楷的原型做加
法，尽管是无中生有，却达到了以形写神、神形
兼备的效果。

无独有偶，苏轼在《传神记》中记载：“吾尝
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
而甚喜，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
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由于
只是单纯追求形似的效果，僧惟真为曾公亮画
像时于眉后加三纹，与中医学理论无关，但明显
受到了顾恺之“颊上益三毛”典故的影响。可见
画家表现人物的风神与个性，不但要善于观察，
还要善于发挥创造性想象，而做加法就是其中
重要的一环。

如果说，在绘画中顾恺之善做加法，那么丰
子恺就是做减法的大师。丰子恺在《随感十三
则》一文中说：“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
了两根绳子，有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
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悟自己阅
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果然看见：前头牵了一
只羊，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这个故事在丰
一吟笔下有另外一个版本。她在《我的父亲丰
子恺》一书中说：“记得抗战前在故乡时，他曾
画过一个人牵着几只羊，每只羊的颈上都系着
一根绳子。画好了挂在墙上，正好被帮我家挑
水的青年农民看到了。他笑着说：‘牵羊的时
候，不论几只，只要用一根绳子系住带头的那
一只，其余的都跟上来了。’”两则记载略有差
异，假如此事确如丰一吟所说的话，丰子恺尊
挑水的农民为“先生”，无疑更能凸显他从善如
流的谦逊品格。丰子恺艺术创作时做减法，去
掉了多余的绳子，既使得画面更加简洁和空
灵，又符合物种属性和生活真实。须知绳子去
不去掉，艺术效果大不一样：不去掉，“有画处
多属赘疣”；去掉了，“无画处皆成妙境”。

丰子恺画作《村学校的音乐课》，呈现了乡
村教室里一位拉二胡的先生和一群唱歌的孩
子。画面上的孩子既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
只有张大的嘴巴。乡村学校虽然简陋，但是孩
子们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在歌唱中感受到的欢
乐，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丰子恺在创作中大
做减法，省去了许多笔墨，却有力地凸显了“村
学校的音乐课”这一主题。据刘继兴考证，印
度大诗人泰戈尔曾称赞过丰子恺这幅画，他
说：“这种画法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
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高
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艺术创作时做加法或做减法，须有内在
的道理。顾恺之做加法，是为了以形传神，凸
显人物有识具。丰子恺做减法，则因笔不到
而意已到，无须再画蛇添足。无论做加法还
是做减法，都要处理好实与虚的关系，做到恰
当呈现与恰当留白。这样生成的艺术作品，
既符合格式塔心理学，不影响人们对图画的
理解；又如取神龙一鳞半爪，“而龙之首尾完
好固宛然在也”。

（据《光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
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
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
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文化关乎国本、国运。首
届呼和浩特国际雕塑艺术展紧紧围绕
总书记指出的文化发展纲领策划布
展，并成功“塑”造了呼和浩特地域特
色与开放兼容的文化形象。主场馆来
自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及全球征集评
选入围作品等百余件各类雕塑作品，
令观者沉浸式体验艺术之美、艺术之
精和艺术之深刻内涵、艺术之体悟人
心。许多作品观之如“笔飞鸾耸立，章
罢凤鶱腾”之感，回味无穷，意犹未尽。

主场馆“经典华章”展厅最为醒目
的是“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
话”巨型雕塑作品，作品由中国美术馆
馆长吴为山雕作，两尊铜雕规格 280×
350×170cm,孔子造像内敛、谦逊，浓
眉，微迷的双眼，长胡须，大耳垂，嘴角
轻起，微露笑颜，双手迭握，呈淡定从
容之态，充分彰显儒学之美，“充实之
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风采；
苏格拉底，一手挥至胸前，一手紧握书
籍，袒胸，左肩衣袂轻垂，目光深邃，眉
间微蹙，连鬓胡须，神情凝重。作品以

“对话”为主题，以写意雕塑表现孔子
与苏格拉底的睿智与风采、精神与哲
思。苏格拉底和孔子距今超过 1500
年，他们的思想光辉历久弥新，为推动
人类文明和平发展和交流互鉴提供了

重要启示。两位分别代表不同文化的
圣哲，跨越千年进行着思想的交流，不
仅表现了两种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
发展的理念，还体现出人类命运的休
戚与共。

同一展厅区域的孟子、管子、孙
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中小型雕像
同样出自雕塑家吴为山之手，诸列作
品中孟子静穆肃立、中正儒雅；管子头
戴高冠、表情凝重、若有所思；孙子左
手紧握兵书、右手持剑，表情沉郁，然
一派英姿，仿佛胜券在握；墨子手扶拄
杖，脚踏草鞋，一番出行天下的气象；
荀子从容淡定，颇显一代大儒的风度；
韩非子虽五官模糊，却写意内在风骨，
抒写法家风范。该展区气韵雍容，布
局张弛有度，自然之美与古典之美交
融，东西方审美对话，文明互鉴共通，
强调了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

中厅、北厅许多后现代风格的雕
塑作品也值得一观，不锈钢雕《梦想空

间》运用莫兰蒂梦幻蓝色，钢丝拼接成
一个匍匐前行的人的形状，寓意尽管
历经风雨、千疮百孔，也要勇毅前行的
精神意志；钢网作品《谧》采用鲜艳的
粉红色晕染，表现鸵鸟群悠然娴静的
状态，充满了自然的活力与魅力，令人
眼前一亮，心旷神怡；白色铜雕《语叶
白鹿》更是将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的情
感表达得温情脉脉，贴近生命本质的
表达震颤人心；综合材质《遥望的小天
使》将看似平常的四只小猫小狗雕琢
得憨态可掬，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
禁，看了又看。整个展区呈现了多种
审美风格，从写实到抽象，从动态到静
态，从象征到意象，反映了雕塑艺术的
多样性。

全球征集评选入围铜雕作品《大
团 结》由 许 鸿 飞 雕 制 ，人 物 形 态 各
异，神情明媚阳光；或奏响手风琴、
胡琴、鼓乐，或手捧哈达，载歌载舞，
十多个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鲜活律
动感，表现了一派民族大团结、欢乐
一家亲的欢腾和谐氛围，引得观众驻
足欣赏，感染共情。全球征集评选入
青铜作品《草原英雄小姐妹》由管桂
发雕制，整体色彩浓郁，表面的斑驳
感，深入镌刻历史佳话，人物特点鲜
明突出，代入感强，使人不禁沉思、
追忆，感受小英雄的精神与意志，深
深感动。青铜铸造《漫长的接力》由
景育民雕制，作品以超现实的浪漫主
义手法表现了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
之间漫长的体育接力过程。作品动
态优雅、造型精湛，体现了奥林匹克
运动的发展历程，也展示了当代中国
体育从羸弱到强大的崛起之路。该
作品获“第六届全国体育美术作品
展”优秀作品奖，并被中国奥林匹克
委员会收藏。

“北疆文化”是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形
成的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
域性文化品牌，打造“北疆
文化”品牌是自治区党委提
出的重大部署。全方位展
示内蒙古的厚重历史文化、
丰富人文资源，多路径持续
拓展“北疆文化”品牌的全
国影响力，“润物细无声”凝
聚起深厚的文化认同力量，
才能让“北疆文化”成为最
具辨识度的内蒙古文化符
号和草原各族儿女的精神
标识。

3月 28日，由内蒙古自
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内蒙古艺术剧院、内蒙
古戏剧家协会承办，呼和浩
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二
人台艺术研究院协办的“戏
曲北疆行”中华戏曲名家名
段展演活动，是一次推动传
统中华戏曲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提升“北疆文化”品牌
全国影响力的生动实践。

引进来，坚守中华文化
根脉

“北疆文化”植根于中
华文脉，是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地域文化。本次
中华戏曲名家名段展演，通
过具有丰富艺术实践的全
国知名艺术家们带来的经
典优秀作品，给我们带来了
独特的审美感受。各类不
同戏曲艺术的交流与碰撞，
不仅展现了中华戏曲的神

韵,还体现了内蒙古戏曲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中的使命和担当,用内蒙古戏曲守正创新的壮志豪
情诠释了“北疆文化”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

中华戏曲文化博大精深，每一类戏曲流派背后都蕴藏着
深厚的历史内涵，尤其是京剧，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国
粹艺术，融合了多种地方戏曲的精华，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包
容性的独特艺术形式。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第
25届梅花奖得主包飞演唱了京剧传统剧目《白门楼》吕布选
段，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喊在裉节儿上叫好声，也说明了
京剧在我区有着广泛的观众群体和精通京剧的戏迷、“票
友”。1960年，自治区“引进来”了中国戏曲学校（现为中国戏
曲学院）、北京艺术院团和东风京剧团等的演职员，组建了内
蒙古京剧团。在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血脉、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内蒙古京剧团立足“北疆文化”丰
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及时代价值，成功
地将“北疆文化”元素与符号有机地融汇到京剧表演之中，创
演了《巴林怒火》《草原小姐妹》《大漠昭君》《草原母亲》《甘
泉》《大盛魁》等一批彰显“北疆文化”艺术特质的优秀京剧作
品，也为京剧艺术的普及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2023年，
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与北京京剧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
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相信京蒙两地三院的此次战略合
作，将会进一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内蒙古的
京剧艺术坚守文化根脉、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擦亮以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
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容的“北疆文化”品
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昆曲是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
被誉为“百戏之祖”。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第
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郝士超表演了昆曲《林冲夜
奔》。这场戏需要演员一个人在舞台上不间断表演近 30分
钟，没有道具，没有布景。郝士超不仅声腔满宫满调高亢激
昂地唱出来，还把人物的情绪和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
表演不仅征服了现场的观众，他的实力与坚持也赢得了各位
戏曲同行的敬佩和赞誉。“引进来”与时俱进开展文化交流、
互学互鉴，激发“北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彰显“北疆文化”
的植根连续性、秉持传承性，激扬创新性、彰显时代性，坚守
统一性、突出认同性，赓续包容性、展现多样性，立足和平性、
践行开放性的特征，才是本次中华戏曲名家名段展演的目的
所在。

传出去，打响“北疆文化”品牌
打响“北疆文化”品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

要进一步拓展“北疆文化”品牌在全国的影响力，提高“北疆
文化”作为内蒙古标识的辨识度。这样才能让根植在北疆大
地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
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将“北疆文化”传播出去，是打响“北疆文化”品牌的重要
举措。“戏曲北疆行”中华戏曲名家名段展演是将“北疆文化”
传出去的一次具体实践。齐爱云是秦腔表演艺术家、中国秦
腔“四大名旦”之一，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第30
届上海“白玉兰主角奖”获得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国家一级
演员，在连续演唱了秦腔《书堂合婚》《宇宙锋》两出戏以后，
齐爱云也感触颇深。她对主持人说，她多次来到呼和浩特，
十分热爱内蒙古，这里的美食美景和地域文化让她流连忘
返，和内蒙古同行的多次交流探讨，也让她领略到了“北疆文
化”的魅力。通过戏曲名家之间的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将

“北疆文化”传出去，能够更深度传播“北疆文化”精髓，更形
象凸显“北疆文化”特点，更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提升“北疆
文化”的全国影响力。

二人台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剧种之一，是
内蒙古特色的戏曲门类，是长城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等
浓缩交融形成的艺术形式。二人台在唱腔、程式上所受的限
制较少，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可以大量地吸收兄弟剧种及其
他戏曲艺术元素融入其中，汇集了民歌、舞蹈、曲艺、戏剧等
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二人台现代戏《花落花开》讲述了发生
在内蒙古一个小山村的故事，展现出内蒙古农民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中的新生活、新变化、新面貌。通过剧中人月清
的刻画，表现内蒙古乡村女性的果敢、独立、爱憎分明、敢爱
敢恨的优良品质。该剧曾获“文华剧目奖”，由中华戏曲名家
传承人，蒙、晋、陕、冀四省区二人台的领军人物段八旺领衔
演出的“吐真情”一折，展现了艺术家们的深厚功力和二人台
艺术的显著特点。由本地名家演绎本地名段，对于“北疆文
化”传出去，树立内蒙古壮美和美善美、可信可亲可爱的形象
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蒙古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
蕴深厚，亮丽北疆文化气息浓郁、文化特色凸显、文化活力涌
动。此次“戏曲北疆行”中华戏曲名家名段展演活动，着眼于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北疆大地的历史文脉，推
进不同戏曲门类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传承地方戏曲经典，
对于提升“北疆文化”品牌的全国影响力必将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

3月 28日到 4月 6日，在内蒙古美
术馆举办了《翰墨桃李情——史诗师生
作品展》，本次展览是由内蒙古书法家
协会、内蒙古中华文化学院、内蒙古诗
书画研究会主办，农工党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协办，内蒙古美术馆支持，内蒙
古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委会学术支
持。

史诗是内蒙古著名书法家，现居首
府呼和浩特。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内蒙古诗书
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
法工作室书法家、内蒙古政协书画院院
士、内蒙古中华文化学院智库特聘专
家。

史诗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坚持从事
书法艺术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在青年
时代当过代课老师、电影美工、展览馆
设计师。他一直坚持习练书法，31 岁
就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成为内蒙古
自治区最年轻的中书协会员。1991
年，史诗的书法作品入选《首届中国书
坛新人作品展览》;2012 年史诗书法作
品入选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国际
当代汉字书法艺术展》；2019年史诗应
邀参加世界榜书名家作品展；史诗多幅
作品出国参展并被国内外美术馆、企业
家和知名人士收藏，作品入编《百年经
典——中国书法全集》等多部典籍。
2015 年他成立了史诗书法工作室并
创 办 书 法 班 ，从 事 书 法 教 育 9 年 之
久。史诗的儿子史轩昂深受父亲培
育影响，在北京语言大学毕业后回到
呼市创办了如意画室，从事美术教育
达 10 年之久。史诗带领他的书法弟

子，史轩昂带领他的美术弟子，举办了
此次师生作品展。从史诗精选的参展
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书法艺术的艰辛
历程。

墨彩盈怀，笔走龙蛇。伴着和煦
的春风，史诗史轩昂父子师生书画作
品呈现在了内蒙古最高的艺术殿堂。

本次展览是书画兼容，四世同馆，
师生共展，集体呈现。这场展览不仅
是对一个教师家族及全体师生书画艺
术成果的展示，也为青城增添了一道
亮丽而独特的传统文化风景线。

史诗老师是一代宗师沈鹏先生的
弟子，其书法既传承了沈先生的灵动
和气韵，又植根于传统，融合了历代书
法大家的精髓，在半个世纪的探索中，
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气
宇轩昂，刚劲有力，洒脱自如，雅俗共
赏，展现了丰富的人生阅历，浓厚的文
化底蕴和艺术造诣。其子史轩昂拥有
扎实的绘画功底，特别是在少儿美术
教育方面不懈的努力，在学习国学经
典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教学方法。

这次展览的作者上自87岁的老翁，
下至 5岁的孩童。其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立足于传统文化经典和百姓生活，
思想健康，满满的正能量，涵盖了书法、
油画、水粉、儿童画、创意画、素描等多
种类别，寄寓了创作者爱党、爱国、爱家
乡的真挚情感。展览充分展现了两位
老师 10余年来的教学成果和投身艺术
教育、一脉相承的深厚情感。

在这场展览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祖孙四代同馆展出，87岁的老教授史海

清拜儿子史诗为师学习书法，5岁的重
孙子书写大福字，祝福祖国 75 周年华
诞。在这场展览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勤
学励志、文化传承和家风孝道。细品家
族呈现的作品，震撼人心，让我们身临
其境，感受到暖暖的爱和深深的情。他
们的文人风骨和艺术气象值得我们由
衷赞叹！

丹青妙笔，点线飞扬。本次书画展
将会鼓励作者，激发观者，将会培养和
提升广大青少年和书画爱好者的艺术
修养和审美能力，进而引导广大书画爱
好者传承文明薪火，争做中华优秀文化
的传承者、传播者、建设者。同时也为
北疆文化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多彩画卷增色添彩。

育人有约，薪火相传。真诚奉献，
不负春光……

这次书画展的信息被春风带到各
处，许多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广
大观众和内蒙古自治区书画界知名人
士、文艺评论家对展出作品体现的家风
孝道及传统文化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予
高度评价。他们的师生作品展将为繁荣
和推动北疆书画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这次展览自始至终被一条闪光的
主线牵着，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代代
传承，今后书画展的主办方和书画艺术
家，应该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提取精
华、汲取营养，铸就博采众长的文化自
信，努力担当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新的文化使命。

希望今后能经常看到传承北疆文
化和艺术的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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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艺术世代相传
——《翰墨桃李情——史诗师生作品展》观后

■李悦

笔飞鸾耸立，章罢凤鶱腾
——品读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二）

■张文静

钢网雕塑《谧》 张雯迪 作

青铜雕塑《草原英雄小姐妹》 管桂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