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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电影《醒来
2》 上映了，这对我
来说是件大事，有一
睹为快的冲动。带着
全家老少四代六口人
驱车120公里到济南
观看了特映式后，又
有一种“漫卷诗书喜
欲狂”的冲动。但我
还是按下冲动，静静
地品味和思考了良
久：抛开对这部电影
中编剧、总导演、演
员和拍摄地等诸多个
人情结，用冷静客观
的视角看这部电影的
真正价值和意义，我
应该负责任地说些什
么呢？

我认为，这部电
影的昭示意义在于，
这是当下国内影视创
作的一次精神返乡之
旅。

我 之 所 以 这 样
说，是针对当前中国
电影创作存在的诸多
问题，例如：脱离社
会生活，虚幻、生编
的情节，云山雾罩的
人物面貌，导致价值
观混乱，思想平面
化，感情浅薄化；背
弃历史唯物主义，热衷表现宫廷争
斗、情仇恩怨，“戏说”“臆造”历
史；唯题材取胜，将革命斗争生活演
绎成游戏；缺乏历史知识胡编滥造抗
日故事——抗日战士成了神勇的侠
客，日寇军人好似小丑傻瓜；低俗、
庸俗、媚俗的倾向；非艺术非审美的
倾向等。

不是说当下没有好电影，但是电
影市场确实存在“一边原子弹爆炸
了，一边原珠笔不下水儿”的现象，
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
太少，能给他们补气血之亏和精神之
钙的电影真的不多。原因不是本文讨
论的话题，只想说的是，《醒来2》是
一次扭转，是一次担当，是一次敢于
不谄媚世俗、不迎合市场，向现实生
活深处、向精神原乡逆旅的良心之
作、良知之行。

现代化多元观念冲击下，民众情
感、传统习俗弱化，亲情淡漠、金钱
至上的价值观念，使文化和道德得不
到尊重，文化断层、道德匮缺、价值
扭曲、情感淡漠，成为一种现象、一
种人们见多不怪的社会现实。一段时
间以来，好多行业不去正视、探究妇
女儿童老人和“90后”及“00后”青
年人群中存在的严峻社会问题，只是
一味窥视和逐利他们代表的消费市
场，看似世俗门庭车马喧哗，其实心
灵后院萧条冷落。影视创作圈子更未
免俗，现实主义与“沙发可乐薯条”
文化暗合，输出了一大批难见社会生
活真面目的影视产品，让仁人志士不
忍直视而又无可奈何！

《醒来2》通过主人公徐丽的个人
思想历程和生活变故，将当下人们对
于幸福观的认知与碰撞，将家庭这个
社会细胞中出现的量变与质变，进行
了一次直面的、真切的、立体的展示
和剖析。这部电影看似没有惊心动魄
的故事情节，没有当红影星的助力客
串，却凭借着超强的思想蕴涵和艺术
张力，对当下“商道”“孝道”“子
道”“夫妻道”“朋友道”中存在的迷
失与错位进行了明喻和暗讽、纠偏与
扶正。若从影视“商业规则”的角度
看，这部电影是一次明显冒险的“士
兵突击”，而从影视“商道规律”的
角度看，这又分明是一次明心见性的

“游子返乡”。这种“出世”与“入
世”，既体现了全体主创人员的思想
站位与艺术追求，也契合了广大观众
的良久期盼与集体渴望。

让电影“叫好”不容易，让电影
“叫座”亦不容易，让电影“叫好又
叫座”着实不容易。《醒来 2》 让人

“叫好”了，也让影院“叫座”了。
希望这不仅仅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圈子里的集体狂欢，更应该成为全
国广大观众的精神“嘉年华”。这可
能是一条非常长远的路，要用长时间
的探索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但在这
期间的征途上一定要坚信：认准方向
远比努力更重要，不忘初心远比出走
更宝贵，守住底色远比涂抹更亮丽！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中，一句“记得住乡
愁”，不知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记
得住乡愁”就是要传承几千年来深藏
于我们文化基因中的祖训家规、传统
美德和家国情怀。电影《醒来2》，就
是想拨动观众的心弦，让他们望得见
生活的山水，记得住人生的来处，找
得到真正的幸福。影片更大的意旨，
是要去延续中华文脉、重塑理想价值
和推动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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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论谈

沧州是“中国工笔画之城”。近
来，全国级画展频频在沧举办，大
运河畔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令
狮城百姓目不暇接。这些画展，在
满足大众文化需求、提升城市文化
档次之时，也给沧州画界、文化界
带来启迪。展览中那些立于时代潮
头的绘画作品、创作背景、展陈形
式、著名画家往来信函所承载的信
息等，对开阔沧州画家眼界、凸显
地域精神、探索个性语言都深具启
发意义，其反思之结果，则又会整
体提升狮城工笔画的水准。

高格展陈 融汇时代新理念
名家辈出 成就千年大文脉

6月 4日，“千年文脉·大运河”
中国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在沧州博物
馆开幕。本次画展，集中展示了大
运河沿线 8省市 60余位当代艺术家
的百余幅作品。其中，既有写意，
也有工笔，人物与草虫并陈，山水
和花鸟竞秀，形式及内容均呈现时
代最新风貌。

这是市政府主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承办、新华区美术馆协办
的一次高规格展览。是大运河沿线
诸多省市绘画在沧州的集中展示，
传递出站在时代前沿的画家们，对
大运河悠久文化积淀的理解和思

考。画展汇集大运河沿岸省市之绘
画最新成果，沧州为推进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创新，再次张开与全国
文化交融的怀抱。

前不久，在大运河畔，不仅有
黄胄弟子杨秀坤画展的举办，也有
沧州画家杜玉寒等画家作品的呈
现。全国性和地域性作品亮相狮
城，互相掩映，争奇斗艳，各吐芳
菲。沧州画事与大运河文脉的交
融，创下历史新高度。

这些绘画作品，虽题材不同、
形式各异，但给沧州绘画，尤其给
沧州工笔画创作带来了许多宝贵启
示。沧州是“中国工笔画之城”，这
一全国性的荣誉，源自沧州人不懈
地努力和悠久的历史累积。

沧州绘画历史，是中国美术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号称“中国
十大名画”之一的《五牛图》，是现存
的唐代绘画杰作。人们评价作者韩滉
画牛“落笔绝人”；诗人陆游认为这张
画是他有生所见之“尤物”，并由此发
出归去来兮、回归田园之慨；集文化
大成的元代赵孟頫盛赞其“神气磊
落，稀世名笔”；“扬州八怪”之一的金
农，叹为“神物”。因其画艺卓绝，《五
牛图》被乾隆皇帝收入内府。尤其可
贵的是，10余年前，沧州本地文史工
作者根据《四库全书》及明代画家祝
允明的记载、沧州出土文物，对韩滉
生平进行了扎实考证——这位享誉世
界的大画家，竟是沧州海兴小山人。

比韩滉更早、名气更大的沧州
画家是隋代展子虔。这位历经北
魏、北齐、北周后被隋文帝召入宫
中的画家，据考也是隋朝有史可查
的唯一的著名画家。展子虔的《游
春图》 开启了中国画的山水时代，
堪称后来如李思训、王维、荆浩等
山水画大师们的祖师。

展子虔、韩滉，几乎与隋唐大运
河的开挖同时，迨至大运河流经南
北，沿线文化经济郁郁葱葱之时，又
一个沧州人走进中国美术史。这个人
就是乾隆时期活跃于扬州的画家张锡
宁。张锡宁深得纪晓岚赏识，与当时
名画家罗聘齐名。他从沧县走来，走
向通州，并曾与运河有过更为密切的
交融——担任通州管河通判。张锡宁
顶着家乡的草露芬芳，游学于京师的
文化名流间，草露芬芳，生发成水木
清华。此后，他又来了一个漂亮的转
身，折而南行，侨居扬州，从大运河
北端来到几乎是大运河的南头，从大
运河的新开挖地，来到大运河的前身
古邗沟。张锡宁由沧州而通州、由通
州而扬州的漂亮转身，全部身心融入
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为沧州画家在高
手如林的扬州，争得重要席位。

举办大展 吞吐全国性成果
不懈追求 获工笔之城桂冠

占据中国美术史重镇的沧州画

家，为沧州人促进年画向工笔画的
转化、提升沧州工笔画影响力及争
取“中国工笔画之城”的荣誉，积
攒了足够的底气。

沧州市美协原主席康连顺曾具
体负责“中国工笔画之城”申报、
筹备等工作。他回忆，摘取这顶桂
冠，源自市委、市政府对文化形势
的准确把握。在市文联、市美协及
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沧州工笔画名
声鹊起，享誉全国。康连顺说，在
20世纪中期，沧州工笔画的名气一
点也不响亮，当代沧州工笔画现象
的形成，源自那时的年画。那时以
米春茂、田云鹏等为代表的第一代
沧州工笔画家，多在从事年画创
作。“用很细微很精巧的笔调，在水
彩纸和素描纸上创作，还谈不上在
宣纸上描绘，但是已经加入了渲染
勾描等中国元素。”后来这批老画家
如米春茂等人先后在全国获得大
奖。画家们在宣纸上进行工笔画创
作成为常态，并形成群体，沧州工
笔画在全国初见影响。

随着沧州工笔画创作群体扩
大、接连在全国获奖，争取“中国
工笔画之城”的时机成熟了。2008
年，由市委、市政府举办的沧州工
笔画展暨中国画艺术高层论坛在沧
州盛大开幕。一时间，中国人民大
学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评论家陈
传席，著名美术评论家夏硕奇，中
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天
胜，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刘新
华等国家一流艺术家和评论家聚集
沧州，场面宏大，阵容整肃。活动
期间，本报记者曾与这些名家一一
交流，请他们谈沧州工笔画的现象
与创作。在原迎宾馆，陈传席先生
滔滔不绝，以学者独到的眼光，点
评中国画，点评中国画与沧州工笔
画的联系，分析一个画家所需具足
的人文素养、技术锤炼、精神高
度。陈传席说，他参加过各种各样
的论坛和展览，此次规格之高、规
模之大，是他遇到的第一次。高和
大，指市里几套班子领导全部出
席，而全国工笔画界、评论界的高
手几乎全部受邀光临，这在一个地
级城市几乎是没有过的。由此可见
沧州市委、市政府对提升文化实
力，建设文化沧州的重视和付出的
巨大努力。沧州走出去的全国名家
如何家英、贾又福等，是沧州绘画
的杰出代表，本次展出的沧州当地
画家的集体阵容，令人刮目相看。

那次画展和学术论坛为沧州工
笔画在全国造了势，紧接着，市
委、市政府又与中国美协接洽，争
取到 2012年全国工笔画展在沧州首
展的机会。全国工笔画展每5年举办
一次，级别最高。在沧 20 天的展
览，平均每天都有千余人参观，共
接纳观者两万多人次。展览在沧结
束后，又在江苏美术馆、辽宁辽河

美术馆、山东莱州等地展出，沧州
工笔画取得全国性声誉。

康连顺说，此后，沧州在一次
全国权威展览中竟有 20多人入展、
获奖。“这个数字看似不多，其实，
它相当于好几个边缘省份获奖人数
的总和。”至此，终于在2015年1月
20日，时任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的
冯大中代表学会，授予沧州“中国
工笔画之城”这一光彩夺目又沉甸
甸的品牌。“中国工笔画学会创作、
写生、培训基地”揭牌仪式也同时
举行。

上下合力 延续传承
一脉活水 三代嬗变

沧州摘取“中国工笔画之城”
的桂冠，源自市委、市政府对沧州
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也来自美术
界、文化界和沧州百姓的努力。上
下合力，不仅把沧州工笔画推向全
国，使沧州工笔画成为人们津津乐
道的文化现象，也延续传承了中国
画这一承载人文精神的艺术媒介，
并在每代人的作品上呈现出持续的
创新精神。

沧州美协原副主席、早期在全
国获工笔画展览大奖的王庆利说，
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沧州工笔画
创作群体至今已走到了第三代。第
一代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出生的那
批老画家，如米春茂、齐兆璠、田
云鹏等人，他们或在一线创作、或
在美术系教学，或因一只猫、几只
大公鸡而享誉，或因编写全面精湛
的花鸟教材而传世。20多年前，王
庆利在钻研工笔花鸟画时常常参考
的教材，就包括齐兆璠的《鸟类画
谱》《工笔画鸟类画法》。在王庆利
看来，浩如烟海的工笔画鸟类画谱
里，齐兆璠的著作，在全国都属上
乘。“这一代画家推进了年画向沧州
工笔画的转变，在沧州工笔画领
域，受到普遍尊重。开拓之功，有
口皆碑。”

第二代就是王庆利、图东方、
谭玉洲、耿玉轩等20世纪60年代前
后出生的画家。这代人的创作，在
画风题材上都有了拓展。康连顺
说，这代人对花卉翎毛走兽飞禽都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往往把动
物放置于比较具体的背景下去描
绘，比如雨后残荷、苇荡睡凫、广
场群鸽，有的画家更探索至山水人
物等更大更宏阔的题材中去。这代
群体，都普遍重视笔墨功夫的淬
炼，对“书画同源”有更多的理解
和实践，比如王庆利曾放下绘画，
集中数年时间，临摹历代法书，以
增加笔力、提高笔墨的概括抽象能
力。他们在大写意与工笔画相互渗
透和借鉴中，进行探索。

此后的第三代人包括了 20世纪
90年代出生的群体。王庆利说，第
三代群体观念很新，受教育程度也
比较高。日新月异的出版技术和更
加便利的交通条件，使这代人具备
得天独厚的条件，几乎可以随时随
地去观赏古代的杰作、近现代的名
画。他们对各种学术交流、名家论
坛、大型展览、前卫理念，都抱有
极大热忱。于是在他们笔下，传统

工笔画的“之”字形、“甲”字形等
构图模式被解构，西画的构图模式
乃至汽车造型流水线等形式都被拿
来借鉴，勾描染等技术被代之以大
面积色块。电影、电视制作中的蒙
太奇等手法与传统技法交融，给赏
者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呈现热
烈、奔放、美艳、朦胧、奇幻等意
味。

三代人对沧州工笔画的努力，
呈现出不断行进的活态，犹如河水
流淌，一步一景，节点不同，韵致
各异。

大众创作 写人间烟火
个性探索 绘运河风情

沧州工笔画创作群众基础很
厚。走进职业画家李荣起的工作
室，不少孩子正在这里学习书法绘
画。有的孩子将以工笔画为方向，
在这里完成人生初始的积淀。“孩子
们不经意的一笔，虽然技法尚显稚
嫩，但其纯真和对生活场景的描
绘，往往令成年画家称奇。”

李荣起说：“孩子们单纯，画画
时想得不多，注意力全在画上，并
没有成年人那么多功利思想。他们
的画，往往画的是对他们小小心灵
触动很深的东西。”这种纯粹，也许
是引起大众对一幅工笔画产生共鸣
的基本元素，而充满生活味道、抽
象了人间烟火的工笔画作，更能引
起大众的认同。同样，只有源自人
间烟火的活态创作，才能避免浮躁
跟风、形式至上、内容贫瘠的工笔
画制作，而变成艺术创作。

大众认同，雅俗共赏，是沧州
工笔画努力的一个方向。俗不是低
级，雅也不是表面，而是骨子里、
内容上的雅，是描绘生命状态真切
真实的流淌。

在王庆利的工作室，两位女士
正在用心绘画。王女士画的是山
水，河畔芦苇的赭石色，不系之舟
的悠闲情，让人立刻想到大运河的
景色。杨女士画的是牡丹，这一常
见题材，呈现出人们对美好的一种
热切向往，因水墨交融，俗见题材
呈现出些许自然雅淡。王女士和杨
女士一位是法律界人士，一位是金
融界人士，职业本与画画不相干，
但她们觉得，绘画，是最能让她们
内心安然的事情，每周来画室画一
天画，是最好的享受。

在大运河畔，许多装裱、美术
用品类店铺的主人，往往是工笔画
爱好者。店铺里悬挂着他们自己创
作的工笔小品，常能给他们带来艺
术的享受和经济上的收获。而这种
现象，在沧州的城乡也较常见。沧
州工笔画，已经成为大众抒发情
怀、寄托感想乃至改善生活的艺术
门类。

大众性创作，能给专业创作储
备后继力量，专业创作也能给大众
创作提供前卫的意识和精湛的技
法。紧扣绘画表达情愫、描绘生
活、承载人文精神这一艺术功能的
本质，再加以对沧州本土世相百
态、大运河风情的提炼融入，沧州
工笔画将与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文脉
相互生发，清流汩汩。

绘画，几乎是人类有

意识表达情愫的最早艺术

载体。国家、民族、区

域、时代不同，绘画语言

各有一面，但又呈融汇合

流之势。沧州绘画与此并

无二致。与流淌千年的大

运河一样，都承载着沧州

特有的文化精神，既延续

着传统精髓，又因时代变

迁而流转嬗变，绽放新华。

田云鹏作品田云鹏作品

谭玉洲作品谭玉洲作品

米春茂作品米春茂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