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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鲁生

杜大恺先生为人好，画得
好，很多学生追随他。无私的心
地、豁达的性格、对生活的热情、
对朋友的胸怀普照大家，交往中
总有至情至善的真实和感动。艺
术说到底，是人心灵性的显现，
无论舒展胸中的逸气，还是反观
内照生命的跃动，总离不开本心
的尺度和格局。

中国传统水墨有自己的文
脉，在精神层面是一种文人理想
和情怀的寄托。儒家的忧患意
识、道家的超然解脱、世事沉郁
积淀的价值观念、生命体验等
等，都化为水墨的意象，往往能
够唤起有着共同命运和追求的
文人群体心灵深处的共鸣。水墨
语言和境界里因此维系着一种
精神价值体系，作为意象存在，
与哲学义理呼应，烛照混沌的生
命。但在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
过程中，传统人文主义对人性与
内心的追求建构之路很大程度
上发生断裂。比如传统儒家认同
的凡夫俗子可以变成士、士可以
为君子、君子可以成贤圣的修为
之路，道家向往鲲变为鹏、鹏怒

而飞、一飞万里、生命到达自由
而无限的境界，释家认为人可以
从凡夫变为阿罗汉、小菩萨、大
菩萨，最后成佛而不断超越自我
达到至善的境界，这条以发展自
身成全人格为目的精神建构和
修为之路，在近现代以来发生了
深刻变化。水墨作为艺术形态得
以存续，但赖以生成依托的人文
世界经历了毁弃与重建，无论是
入泥古窠臼，还是肢解传统、迎
合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失了心
神，有其形无其魂。水墨往何处
去？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命题，作
为时代的文化镜像，折射心魂也
普映苍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杜
大恺传承而岀新的水墨创作，呈
现了不寻常的意义。

杜大恺坚持中国传统的水
墨方式，但突破了传统题材的阈
限，以写生为基底，题材有传统
村落、乡土民居、商贸集市、市井
人物，捕捉和打量的是日常生活
本身。就像一个行者，一路走来，
所遇所观不只是大山大水，有夏
日窗前的一抹浓荫、斑驳寥落的
电线杆倒影、农家院墙屋檐错落
交织的印记。杜大恺注重现实生
活的意味，甚至不刻意提取典

型，表现的是平实的生活、寻常
的景物、司空见惯的常态，是众
生共同经历的生活，似曾相识间
贯通的是一种深刻的况味。他用
水墨创作观照现实生活，撷取鲜
活意象，捕捉单纯之美，诠释其
中的生命体验。这绝不是一种风
格和技法，而是艺术家看待社会
和时代的态度和方式，并用水墨
创作努力再现这一不断变动、发
展着的现实和内在的意义。生活
变迁，当下人们面临新的境遇和
问题，新的生活的深刻性和丰富
性以及人们所需的精神慰藉与
关怀，需要通过艺术语言、意象、
境界加以诠释和表达，并达成新
的共鸣。我想，中国水墨的破题
之处正在于此，是建构内在鲜活
灵动的精神而后形诸笔墨，而非
仅是抽离了体验与追求之后的
抽象观念表达和形式探索。杜大
恺的水墨创作，探索了一条体现
当代语境、具有当代意义的传承
与出新之路。

杜大恺在现实的淬炼中塑
造自己的艺术语境。他擅用单纯
的水墨语言，将流动的韵律和现
实的延宕融合在一起，在至简的
笔法和物象中，表现深沉的况

味、自由的空间以及现实的断裂
和变化，以笔墨传神来探索深层
次的情感表达。费舍曾言“现实
从来不是现成的东西 ,现实是
未完成的东西 ,是打开的东西 ,
不是固定的状态 ,而是一个过
程。在正在消失的现实中 ,已有
新的真实在形成”。杜大恺在
水墨意象中诠释了每时每刻
都存在于生活和现实意义，并
有一种诗意悠游其间。水墨语
言的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从传统根基里涌出新的生命力
是关键所在。近半个多世纪以
来，艺术家们在不同的领域探
索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技法，力
求突破创新，往往对水墨自身
造型体系和内在精神基础的
认识不足，简单套用西画的观
察方法或因循古人的用笔概
念，失了心境，难有其神，所谓
创新实则无从下手。杜大恺的
突破来自他对水墨的认识高度
和艺术境界，是一种内在艺术
精神的表达。他保留了人文传
统中一己之心通达于天地万
物的价值之源，又搁置了一切
通常的感觉、概念、判断和一眼
望去的自然外表，在自己的生命

体验中把一切都还原到直观的
真实之中，实现了新现实主义的
水墨创新。

杜大恺在水墨艺术上的探
索、变法、出新，与他深厚的学养
及广泛涉猎工艺美术、装饰艺
术、公共艺术、绘画艺术等各
个 领 域 密 不 可 分 。综 合 即 出
新，杜大恺半个多世纪的艺术
经历，见证了我国工艺美术的
变迁，参与了装饰艺术思潮与
实践，推进了艺术教学的大变
革，融入了深刻的生活体验创
新的绘画语言。可以说，他是
一位艺术界多面手，是理论与
实践的探索者，是表现生活的
当代艺术家。所谓光景常新，
温故而知新，杜大恺的水墨创
作体现这种传统精神与当下
生活、历史实践与传承出新的
气象贯通，带给我们深刻的启
示。中国水墨往何处去？杜大恺
先生做出了生动深刻的回答。

在杜大恺先生作品展济南
开幕之际，是以记之。

（作者为著名艺术家，山东
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院长）

丙申谷雨于历山作坊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相对来说，《谁的青春不迷
茫》，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最靠近
青春的青春片。

青春是什么？在《牯岭街少年
杀人事件》里，青春是眷村少年游
离迷茫的眼神，在《那些年，我们
一起追的女孩》里，青春是擦肩而
过的中年式回望，在《同桌的你》
里，青春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
只有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

在《谁的青春不迷茫》里，青
春是成人视野与少年心绪的冲
突，这个冲突没有答案，所以有青
春的迷茫。

应该说，《谁的青春不迷茫》，
有许多套路性的情节，比如，女学
霸和坏学生的朦胧情愫，比如粗
暴的老师和家长，比如，暗恋着天
骄、“俯视着”高翔的学霸黄韬。女
学霸天骄考试作弊，坏学生高翔

替他担责，类似的套路，在《那些
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早已出
现过。

《谁的青春不迷茫》里，有部
分台词被认为浮夸，不说人话。比
如，“越是沉重，越要飞翔”。从生
活的真实看，这样的“书面用语”
在生活中很难出现。但这就是成
人视野与少年心绪的不同，在成
人的视野里，这样的话不真实，不
接地气，但在懵懂的少年心里，用
一些貌似严肃的词语表达内心的
情绪，是常有的事情。

《谁的青春不迷茫》里，家长

和老师眼中的优秀学生当然是那
些成绩好的人，好到可以当省三
好学生，沉重的压力让少年的心
不堪重负。在少年的世界里，特定
时期的青春荷尔蒙冲动，让他们
对青春的判断与成年人有所不
同，在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里，

“坏孩子”高翔更关注林天骄开不
开心，这种对个性的追求，迎合了
林天骄被压抑的内心。

“开不开心”和当省三好学
生，哪个才是青春的意义？在现实
生活中，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所
以，才有青春的迷茫。

本报讯（记者 邱祎）
本周日晚9点整，东方卫视天
猫国际《极限挑战2》迎来第二
期《真真三国无双》的播出。极
限男人帮成员孙红雷、黄渤、
黄磊、罗志祥、王迅和张艺兴，
将携手岳云鹏、宋小宝、薛之
谦组成的“极限三逗”，九人一
起“穿越”回了三国时期。

在嘉宾们和男人帮一同
完成任务的同时，诸多三国典
故和成语故事都被渗透在了
各项任务环节中。任务一开
始，孙红雷、黄渤和“关羽”宋
小宝组成了蜀国；黄磊、王迅
以及“周瑜”岳云鹏组成了吴
国；而罗志祥、张艺兴和“司马
懿”薛之谦则分属于魏国。三

队人马兵分三路，需要通过
“深锁二乔”、“桃园结义”、“七
步成诗”三关，才能进入下一
轮的对决。随后，蜀国来到大
小乔的深闺“乔府”，欲要娶走
两位美女，而吴国三兄弟则赶
往桃园结拜。罗志祥、张艺兴
和薛之谦的魏国则要前往铜
雀台，赢得“三国第一美女”的
转身。

刚一进乔府，机智的黄渤
就发现了地板有问题，于是和
孙红雷怂恿宋小宝先去“以身
试险”，小宝还没搞清楚状况
就落入圈套。等等到黄渤、孙
红雷推门而入时，看到的不是
小乔，而是已被“五花大绑”的
小宝……

新片放眼瞧

越越是是沉沉重重，，越越要要飞飞翔翔

“极限男人帮”分“三国”
宋小宝锁二乔反被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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