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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生活、时代特色与艺术品格
——简析包世学的工笔人物画创作

■王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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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散文集《在碎片中寻

找》，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
画卷，由文学艺术评论家、
水墨艺术家兴安老师精心
绘制，时代文艺出版社细
致装帧，呈现给读者。全
书共收录了兴安老师41篇
独具匠心的文章，总计 19
万字，书中每一字每一句
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

该散文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好似一条清澈的小溪，缓
缓流淌着兴安对文学与艺术、社会与生活的亲身体验和深刻感
悟。在这里，读者可以感受到他笔下那细腻的情感，以及他对
生活点滴的珍视；第二部分则如同一座璀璨的星空，闪烁着对
汪曾祺、林斤澜、雷加、乌·白辛、张洁、刘恒、邹静之、王小波、格
非、刘震云、孙甘露、肖克凡、徐坤、艺如乐图等当代国内多位作
家与艺术家的敬仰与印象。兴安用他独特的视角，捕捉了这些
文学家与艺术家的独特魅力和精神风貌，将他们的形象栩栩如
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第三部分则如同一片广袤的海洋，汇聚
了兴安在阅读、研究外国作家和作品之余的所感所悟。

兴安老师在这部散文集中运用了一种感性与理性相互交
织、不拘一格的文体形式。他巧妙地采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
手法，使文字充满了情感和张力。在明畅安然的叙述中，不时
点缀着思辨的语句，让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也能思考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碎片”作为这部散文集的核心概念，被兴安老师巧妙地运
用在作品中。这些碎片不仅是对生活中值得记忆的人和事、特
别的物与景的记录，更是对人生细节的串联和引申。

细细品读该书，在一种朴实平和、光明畅达的氛围中，在一
个让人读出温度，读出真情和思想”的时空里，体味着兴安所营
造出的大气深沉、豪迈坚毅的效果，从中清澈地浏览到了他文
学的历史、生活的习惯、独特的审美和观念，探秘到了他最深刻
的记忆和情怀。我想，这部散文集就是当了30多年的编辑，也
做了近40年的写作者的兴安“在那些前行者的足迹里领悟到了
职业的真谛乃至人生的真谛”后，积淀出的一部静水深流的人
生精美力作，更是世人寻找兴安、兴安寻找自我的意义所在。

二
《在碎片中寻找》这部散文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于使用

了“题画诗”这一文学形式。书中，三幅精心创作的“题画诗”如
同精巧的织锦，“碎片”巧妙排序、精致打包、精心分割，使得这
部作品以无标题的三分法灵巧衔接，层次清晰、质量上乘地展
现在读者面前。

在北疆文化脉络中，“马”承载着深邃的象征意义，它是草
原的灵魂，是团结的象征，带着深厚的情感参与了历史的建构
与叙述，其身上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元素与信息。在这本书中，
兴安以艺术家的视角，选择了马作为“题画诗”的主要载体。他
通过对马的意象进行深入创作、细腻欣赏、独到品评、深刻领悟
和潜心分析，将自己的情感、抱负与审美感受深深寄寓其中。

初读三首“题画诗”，它们以五言绝句的形式，以马为灵魂，
寥寥数语，却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这不仅仅是马的“履历简
介”，更是全书丰富内容的精彩浓缩。而配合三首诗的三幅画，
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以简洁的线条为主，通过墨色的晕染
和空间的留白，在没有任何多余渲染的背景下，用心描绘、美妙
剪裁、深度解构出马的形态、体感、动感和空间感。看似是随意
的淡墨涂抹，实则早已胸中有马，一笔一划之间，将风姿卓越、
矫健灵动、质朴纯真、宁静致远、英气逼人的马的形象，完美地
凝聚、抒发、铺展在天地之间。这样的“题画诗”与画作相得益
彰，相互辉映，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深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
涵。

我深深觉得，兴安老师，这位“以笔墨为鞭，以心为厩，‘养
马’的诗人与画家”，他的咏马与画马之作，并非仅仅描绘现实
中某一匹特定的白马或黑马。他笔下的线条，仿佛拥有了生
命，在文字间自由驰骋，好似骏马奔腾在广袤的原野上。他笔
下的马，早已超越了形体的束缚。在画与诗交相辉映，诗意与
画意完美融合的奇妙境界里，兴安老师用他如丝如缕的笔触，
巧妙地将虚与实、抽象与具象相融合，以马为媒介，隐喻人生，
在文字间编织出一幅幅充满思想与文学性的图画，传达出他内
心深处的淡泊明志、清雅高洁、审美理念，以及他对生活、国家
的热爱与对未来的追求。

三
《在碎片中寻找》这部作品，有如一幅细腻且富有层次的诗

书画卷，每一笔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韵味和人生哲理。在书
中，品茶时，那袅袅升起的茶香仿佛诉说着一段静谧而深远的
故事；饮酒时，琼浆玉液在喉间流转，又似在叙述另一段豪放不
羁的传奇。书法之墨香，绘画之色彩，皆在笔端流淌，一撇一
捺、一笔一划，都承载了作者的感情与灵魂。而在这品、饮、写、
画的过程中，人的情感如泉涌般自然流露，灵魂也在这些艺术
活动中得到了寄托。

可以说，《在碎片中寻找》不单单是一本散文集，它让我们
在阅读中感悟人生、理解艺术、追寻真理，是一部值得一读再读
的佳作。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秘书长）

关注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共兴安盟委宣传部主办的“村歌
嘹亮”2024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是我们借
助歌声，了解当下内蒙古大地上村庄、村
民、村情难能可贵的审美视角。

当第一首由呼伦贝尔市文联选送的
参赛歌曲《稻花香里汉古尔河》唱响时，随
着三拍子节奏，女高音用柔情酿就了悠
扬，用美妙让轻盈飘起，圆舞曲律动天然
的浪漫，搭建起实景与愿景的桥梁，“祖祖
辈辈辛勤劳作，诺敏河一路欢歌，农家院
里喜乐祥和，我们唱一支幸福的歌”，这样
的词汇，化作人们翩翩起舞的动力……

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与家乡的河、
湾、湖（海）相关的题材接踵而至：《风起无
定河》《霸王河 母亲的河》《一溜湾情思》

《来沙漠看海》……当我们沉浸在碧波荡
漾的通感联想时，有回眸之意、期盼之情，
有缕缕乡愁、丝丝牵挂，情绪时而沉重，时
而激奋，时而欢愉。

乌兰布和沙漠，是我国八大沙漠之
一。今天的乌海湖拥有 7个千岛湖的面
积，变化之大，令人惊叹。难怪乌海选手
在《来沙漠看海》中，热情而豪迈地唱出

“那是乌海湖的船，好悠然；乌兰布和沙
漠，画出黄河最美的一道弯……”四拍子
的节奏舒展着人们的心胸，稳健的男女声
对唱，令人阵阵感慨。

如果说，“饮一壶霸王河的水，喊一声
娘，感恩你宽厚的胸襟，把我抚养”的真诚
感，是诗人祯子沉淀了多年有感于家乡由
贫而富的真情流露，值此，听众一定会联
想到“文旅广告词”中“北京向西一步就是
乌兰察布”的气魄与自豪。昔日，无论商
都县、化德县，还是兴和县、凉城县，没有

亲身体味过那里极为贫困的生活，就不可
能写出今天“乌兰察布的辉煌”这样的歌
词。《霸王河 母亲的河》旋律曲调犹如天
籁，创作手法炉火纯青，旋律的最高音设
置在“霸王河”，且辅以上波音装饰音，为
歌词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令听众感慨震
撼。

“山药丝丝山药片儿，山药窝窝山药
蛋儿；山药鱼鱼尖儿对尖儿……”随着乌
兰察布选送的另一首歌《山药蛋儿》唱响
时，几位男歌手大胆运用Rap说唱，反复
强调了家乡优质的马铃薯有多少种烹饪
方法，又有多么刺激味蕾时，直白的歌词
淳朴而动人，欢快的节奏跃动而务实，使
听众由听觉到视觉、由视觉到嗅觉、由嗅
觉到味觉的一系列通觉瞬间被激活、被打
通，进而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尝一尝这
神奇的山药蛋儿究竟有多么美味。尽管
从最终的评分结果看，这首作品没有得到
很高的分数，却是已经走进人的心里，令
人难忘。

毕生致力于为农民服务的著名喜剧
表演艺术家武利平在观看了“村歌嘹亮”
擂台大赛后说：“适合于农牧民演唱的歌，
要唱感情，有乡愁，有农村牧区中人们宁
静的心态，而不是单纯唱情绪。从演唱技
术上看，《山药蛋儿》不见得是最好的，但
是掌声证明老百姓非常喜欢。”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歌曲，作为重要
的艺术门类，寓教于乐是天职。让接收者
在感受、感动的同时，能够感悟出一些什
么，是最重要的。反之，没有率直、质朴的
真情，即使歌唱得再响，歌词雕琢得再精
致，也不会引发听众的关切。可见，一曲

《山药蛋儿》，把基于劳动收获带来的快

乐，基于生活而带来的体验，实实在在地
唱了出来，其过程不仅被歌手们呈现得细
腻具象、灵动无比，而且还引发人们往实
处想、往深处想——要有怎样的岁月静
好，广大的农民兄弟才会有如此的心情和
趣味啊！

想象，是对记忆表象的重构，艺术想
象亦如此，却必须合情合理。兴安盟文联
选送的《稻香记忆》就是如此。这是一首
创作于2019年的歌曲，却因其在呈现方式
上不断创新而令人感动。童声稚嫩的音
色将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作为开场的
咏诵，可谓别出心裁。情景剧的展现，让
人们听到了吃饭时谁也不能先坐下，因为
要等待“稻田里辛勤劳动的老爸”，同时还
看到了家和万事兴的朝鲜族家庭，是如何
尊老爱幼、相亲相爱、和睦无间的。

“村歌嘹亮”这场大擂台，参赛者有汉
族、达斡尔族、朝鲜族、蒙古族、满族等各
族兄弟姐妹，也有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等各个年龄段的村民。由赤峰市文联推
选的入选优秀村歌的作品《富饶幸福麻斯
塔拉》，女声独唱是用双语演绎的，“兄弟
姐妹，情深意长；亲如一家，共筑梦想……
心中记忆是美的故乡”，辅以小调式的旋
律，平和、平静、平稳，却又非常生动。此
刻，出现在歌者身后的一位女性伴舞者引
起了观众的注意：她随着歌曲节奏的变
化，舞姿悠然，从容沉静，无论耸动的双
肩、摆动的双臂，还是摇动的身姿，均由衷

而发，她用舞蹈语言展现了内蒙古各族人
民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
结亲如一家的生动实践，展现了内蒙古各
族人民“齐心协力，创造明天，大步向前，
迎着朝阳”的精神风貌。

创新，是突破常规，借力打力；创新，
是多元融合，顺势开拓。呼和浩特市文联
选送的作品《一溜湾情思》，出人预料地由
女演员的唢呐独奏开场，以这样的方式将
高手在乡间的事实展现出来，给了观众新
鲜感，更给农民兄弟姐妹强烈的自豪感。
非常有趣的还有“版画伴唱”的创意，由通
辽市文联选送的作品《美丽乡村》，不仅把

“农村强不强，看满面的红光……农村美
不美，看青山和绿水”这般朴素的语言咏
唱出来，而且还独辟蹊径地请来一位助演
者，手持一幅幅装裱好的版画作品在舞台
上展示，以视觉的真实性印证在科尔沁大
地上的乡村之美不是虚言，而是有见证、
有经历、有记载的实情。

“强基过程”要“强”的是什么？是中
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而大面积保存
的传统文化区域，无疑是在乡村。因而，
内蒙古文联、中共兴安盟委宣传部以突破
性创新的实绩，推出“村歌嘹亮”大擂台，
是对广大百姓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的尊重，
是增强基层农牧民骨气、勇气、志气的文
化助力，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具有无可替代的
重要意义。

包世学是内蒙古著名画家，并具有
全国性影响。由于其在绘画创作上的突
出成绩，2009 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政府颁发的“内蒙古文学艺术杰出贡
献奖”。

多年来，包世学扎根北疆大地，完成
了大量绘画作品，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
是工笔人物画创作，而且这些作品主要
集中于 20世纪 60年代。所以，本文主要
想就其这一时期的工笔人物画创作谈些
感受和看法。

一、北疆生活与时代特色
众所周知，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生活

的反映。一个画家只有在生活的源泉中
开采矿藏、汲取营养，真实地反映社会生
活，真诚地表现对生活的感受，他的创作
才会有生命力。包世学长期坚持深入草
原深处，体验草原生活，记录草原生活，
用手中的画笔表现草原生活。20 世纪
60年代，他完成了多件表现草原生活的
主题性工笔画作品，为其带来声誉并在
自治区内外产生影响。这些作品以现实
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草原生
活，表现草原上的人们独特的生活内容
和精神风貌。主要有《那达慕的冠军》
（1962 年）、《代表归来》（又名《北京归
来》1964年）、《草原新春》（1965年）、《那
达慕组图》（1965 年）等。《那达慕的冠
军》是其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件重要作品，
此时的作者在艺术表现上虽然还不是十
分成熟，但已呈现出很好的势头，其充沛
的创作激情，画面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
有力的人物塑造，给作品带来强烈的艺
术感染力。《代表归来》表现草原上的劳
模赴北京开会归来，牧民群众欢快迎接
的情景。画面情绪饱满，场面热烈，色彩
鲜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作品入选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周年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华北地区展”，受到好评；
《草原新春》表现初春时节草原上的人们
接羔保畜的劳动场面，成功地塑造了健
康、淳朴、感人的草原儿女形象，洋溢着
幸福美好的青春气息。画面构图生动活
泼，色彩鲜艳明快，生活气息浓郁。对春
羔的艺术处理，既显示出画家对草原生
活的谙熟，又如一股幸福的源泉欢愉而
出。春羔的造型准确生动，安排组合优
美而富有活力。作品入选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和华北五省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

“华北地区年画、版画展览”，受到广泛好
评，后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单行出版，并被
内蒙古美术馆收藏；《那达慕组图》采用
四联画的形式，通过摔跤、商贸、赛马、射
箭四组内容，生动地描绘了草原上举行
那达慕的盛况，表现了草原儿女的幸福
生活和精神风貌。

这一阶段的包世学创作活力旺盛，
他以每年一到两幅重要作品的姿态频频
出现于全国性的美展中，不但为内蒙古
赢得了荣誉，也引起全国美术界的关注。

包世学这一时期工笔画创作的另一
个特点是鲜明的时代特色。他形象地记
录着那个时代草原上人们的生产生活状
态，记录着他们精神世界的喜怒哀乐，记
录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和向往。通
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典型场景的描绘、典
型符号和道具的运用以及对典型细节的
把握，让观者看到时代的主潮、时代的风
貌、时代的特点和时代的精神。正因如
此，他创作于半个世纪前的这些作品在
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散发着动人的
魅力。

二、形式语言与艺术品格
包世学这些工笔画作品的动人之

处，还在于其独特的形式语言和艺术品
格。其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准确生动的造型。四年的专业
教育，加之在生活中大量写生的历练，造
就了包世学坚实的造型能力。这些在其
工笔画创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画面中
的造型既准确生动，又略带夸张变形，从
而更好地表现了草原人民的形象特征、
个性气质和精神面貌。

二是概括有力的线条。包世学在传
统中国画用线造型的基础上，进行提炼、
概括、升华，注入现代意识，逐步形成了
概括有力、凝炼优美、独具魅力的“包氏
铁线描”。在表现内蒙古草原生活，塑造
草原儿女人物形象的同时，赋予中国画
线描形式以北疆文化特有的精神韵味和
审美韵味。受到美术界的好评。著名画
家华君武评价说：“他的铁线描形式是对
当代中国画创作形式的成功实践和发
展”。

三是明快艳丽的色彩。包世学的工
笔人物画作品中特别强调了色彩的表现
力。他画面中的色彩，不是淡淡的层层
渲染，而几乎就是浓重的“平涂”，他大胆
使用红、黄、蓝、绿等鲜艳的颜色，营造出
明快、艳丽、热烈的氛围，赋予作品鲜明
的时代感和现代感。

四是朴实健康、积极明朗的艺术品
格。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要高于生
活。如果说生活是粮食，艺术是美酒，那
么创作就是对生活的酿造。没有这个过
程，生活还是原始素材，还不能变为感人
的艺术作品。人民之所以需要艺术，并
在漫长的历史中精心守护它，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艺术始终用审美观照生活，
发现生活的本真并负载人们的情感和理
想，让人们得到心灵的净化、精神的陶
冶，引领和推动人类自身及社会不断进
步。包世学对草原爱的深沉，他说“牧民
真诚、牧民善良、牧民坚强、牧民热情”。

在他的心目中，草原上的牧民都是可亲、
可爱、可敬之人。所以他画笔下的草原
生活和牧人形象总是朴实健康，阳光开
朗的，总是洋溢着一种幸福美好、积极豁
朗的朝气，他用真挚淳朴的感情和满腔
热情，浓墨重彩地讴歌生活，讴歌草原上
的人们。这一方面体现了他的艺术观，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

三、包世学工笔画的当下意义
如今，包世学先生已是一位 85岁高

龄的耄耋老人，在当今画坛，他继续以其
充沛的创作激情和独具魅力的形式语言
为内蒙古的美术创作和当代中国的美术
长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北疆文化的
繁荣付出着自己的努力。那么，我们今
天重新审视他创作于 20世纪 60年代的
这些工笔画作品，有什么当下意义呢？
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1. 包世学的工笔画用线凝练有力，
画风简洁大气，感情表达直接充沛，如果
有年轻人直接从包世学作品中学习借鉴
形式语言，用来表现当下的草原生活，也
可以走出一条新路。

2. 当今画坛，一些年轻人为了追求
所谓作品的个性化和现代感，对画面人
物进行变形和夸张处理，有些处理不当，
分寸把握不好，造成了对表现对象的扭
曲和丑化，使大众难以理解。包世学作
品中的人物塑造也有夸张和变形，但他
的夸张和变形是为了美化，而不是为了
所谓的个性，更不是为了变形而变形。
他对草原牧人爱的真诚，他坚持站在人
民立场表现人民、讴歌人民、赞美人民的
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对今天的画坛特
别是年轻画家尤具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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