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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鉴赏■■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赏析]
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四月

九日，当时白居易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大林寺，在庐山大林峰上。其时，白居易与十
六人同登香炉峰，夜宿大林寺。因“大林穷远，
人迹罕到。……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
夏月，如正二月天，山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
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
界者”（《游大林寺序》），故口占一绝，即这首
《大林寺桃花》。

诗歌命意即上面引文所说“山高地深，时
节绝晚”的物候现象，富于理趣；而后面寻春一
句，则又富于童趣。四月时节，山下地带，

芳菲已尽，到此山寺之中，桃花却刚开始绽
放。多么奇怪的现象，又是多么惊喜的相
遇，从山下走来，仿佛到了仙境一般，无怪
乎诗人惊呼：难道我们到了另一个世界？诗人
不说“平地”，而用“人间”（往往与“天上”相
对），“山寺”与之对应，暗指山寺非世俗之境。
为何“山寺桃花始盛开”？这很容易理解，沈括

《梦溪笔谈》云：“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
同也。”按照现代物候学的理论，高下的差异是
影响物候的重要因素，“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
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
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竺可桢《大自然的
语言》）。这样解释倒是准确，却未免无趣。诗
人别有新颖想法，他顺着之前的思路揣测、想

象：以前常常叹息春天太短，匆匆逝去，无从寻
觅，原来是春到了此处。桃红柳绿，百花鲜艳，
如此美好的春光，世人千方百计想“留春住”，
有人试图“拚一醉留春”，有人想以“柳丝绾住
东风脚”，还有人盼望“到江南赶上春”，无非表
达对春天和美好事物的眷恋；诗人寻春觅春，
却不料在这山寺之中相遇，诗人笔下，春天仿
佛调皮的孩童，与人捉起迷藏。这一新颖而
富于童趣的表达，也表现出诗人对春光的热
爱和眷恋。

某尼《悟道诗》：“着意寻春不见春，芒鞋踏
破岭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花枝头已十
分。”与此诗参读，似又可体悟到某种禅机、某
种理趣：世间生命周流轮转，生生不息，不必哀
怨惆怅，苦苦寻觅，以平常心对待，也许能重新
发现世界的美好。

（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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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黑旋风李逵吗？”“张飞怎
么可以这么萌？”“太不可思议了，从来没有想到可
以这样欣赏戏曲。”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的“戏韵
丹青——第三届水墨戏曲人物画展”惊艳着越来
越多的参观者。9位艺术家以丹青妙笔捕捉戏曲
神韵，呈现了百余幅精品力作。当“戏曲”与“中国
画”两大国粹跨界结合，当戏境与画境交融合一，
当光阴流转下的人间百态凝结为精心撷取的片刻
永恒，我们仿佛置身于观之能动、听之有声、呼之
欲出的诗性世界，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交响中聆
听“戏”“画”间艺理相通的声声碰撞。

“以戏入画，由画品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
化传统。战国至唐宋时期的歌舞石刻、壁画，明代
的戏剧版画插图，清代的戏曲木版年画，民国香烟
画片上的戏曲形象……伴随着中国戏曲的演变，
戏曲绘画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20世纪中期，
关良、林风眠等画家在学习西洋艺术之后积极探
索新的绘画手段和观念，反思中国艺术的民族特
色。他们开始在水墨写意与西方表现主义、后印
象主义等绘画风格中寻求融合点，萃取戏曲与中
国画的共性艺术特征，开启了水墨戏曲人物画在
绘画领域的新篇章。随之，借西画之法、于传统中
守正出新，拓宽中国绘画语言和精神疆域成为水
墨戏曲人物画画家的责任与使命。

“戏”与“画”之间的转译

“中国画”与“戏曲”之间具有多重同一性，二
者遵循着共同的艺术原则——强调精神性、注重

“传神”。中国画讲求“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戏
曲中同样注重“略形传神，以神制形”；基于此，从
艺术特征而言，二者均选择了写意化、综合式的表
达，在“以虚代实，虚实相生”中直抵气韵生动的艺
术意境；而落实在艺术手法上即以夸张的线条和
造型来强化艺术表现的张力与效果——中国画中
的泼墨大写意，戏曲中夸张的脸谱、装饰便是有力
的证明。从语言到视觉，从动态到静态，绘画对于
戏曲的转译便是以探寻二者共同的生存原则为根
基的。

综观水墨戏曲人物画，自关良等艺术家始便
开宗明义——以西画作躯壳，以国画为灵魂，他们
在戏曲人物的脸谱、服饰、装扮、程式中挖掘概括
性的表现手法，不拘泥于细节的描摹与透视比例，
在笔简形具中展现东方诗性审美。在王德惠的
《西厢记》《牡丹亭》组图中，对于红娘、张生、
杜丽娘等人物的塑造选用减笔勾勒，多见颤笔，
形简而旨丰。罗彬同样也选择了以淡墨数笔抓住
人物的精髓，在简化、迅捷的笔法以及水墨的氤
氲流变中触及戏曲人物的精神本质，将身段、姿
态等传神的特征予以放大，使得人物气魄、声容
活现纸上。而郭洪海、周宇光则更为注重墨韵与
色彩融合的表达，追寻水与墨化合而生成的气韵
与生命感。自然流布的水墨变象辅以块面性的鲜
艳色彩，赋予了画面极大的自由度，在浓淡干湿的
变化中给予观者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彰显诗性
之美。水情墨韵的写意，计白当黑的简化完成了

“脱略形似”“遗貌取神”的“戏”“画”转译，也将“气
韵生动”“妙在似与不似间”的艺术精髓予以强化、
突出。

混搭与变形中的审美

黑格尔将艺术的发展过程定义为“不断摒弃
感觉的无意识并延续惊奇感的过程”，由此，艺术
家应该借助于“陌生化”的表达。许力将漫画元
素、写意笔墨与西方现代派艺术、民俗艺术加以混
搭，他笔下的京剧人物王英极具“漫趣”。二头身
的比例中，身体为一头之高，其扮相、穿戴打扮以
戏曲人物原型为依据，明快的色彩与墨的交叠透
出富有装饰趣味的画面效果；脑袋大而圆，大头、
小身材的强烈反差令人忍俊不禁；其面部表情丰
满而夸张，浑圆的眼睛搭配樱桃小口，不乏诙谐、
呆萌、童稚的趣味。画中所题趣味简评，使得“民
间味”与“新奇感”跃然纸上。李雷塑造的三国人
物以及吕超然笔下的楚霸王、水浒人物均带有一
种朴拙的意蕴。前者作品《桃园三结义》通过易圆
以方的笔法变形让人物棱角分明，并将青铜面饰
融入人物的五官塑造；吕超然则易整以散，通过不

规则的短线和夸张扭曲的抽象变形给人以不拘法
度、谐趣盎然之感。

当代艺术家以混搭、变形的创新尝试，意在通
过反常、奇特的“陌生化”手法，将耳熟能详的戏曲
人物与情节变得不再寻常，从而增加感受的维度，
艺术欣赏中的感受过程得以延长，引领观者重新
认识原本熟悉的戏曲人物与情节，获得全新的、更
深刻的认识。

个性化表达中的真性

自水墨戏曲人物画诞生以来，其造型与图式
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关良将印象派、
后印象派的风格融入中国画笔墨，形成“钝、滞、
涩、重”的创作风格；林风眠则融入民间剪纸和皮
影戏元素，注重戏曲人物装饰性的造型；韩羽多从
西方现代派获得给养，作品意境荒诞而抽象。当
代画家中，杨慧生从故乡的黄梅戏中汲取灵感，自
成一体；季平善于用浓墨重彩画戏曲艺术精致多
彩的妆容和造型；于明诠融书法入画，笔墨散逸；
石丁善于借鉴剪纸、年画等民间美术元素，风格鲜
明；郭洪海擅绘群像；王红运将水墨写意与精微刻
画结合……“笔墨当随时代”，画家将艺术直觉与
感受融合于个人的绘画语言表现中，根据自身对
于戏曲的理解与个人生命体验，以古人规矩开自
己生面，借古以鉴今、借戏以喻世，借由线条、色
彩、形象等表现符号形成超越现实的情感表达，在
捕捉戏曲人物的情态和稍纵即逝的人物动态的过
程中，将自我的情感与对于生命的洞见、省察编织
其中。

作品形式风格迥异、艺术面貌多样的背后是
画家在水墨变象、笔法简化、借鉴西画的探索中超
越形神，实现对于自我本心的追求。正如画家许
力所言：“我画的戏，说的都是我今天的心事儿。”
无论是抒写情天恨海，抑或是定格人生百态，唯有
浸润了艺术家生命真性的当下观照，将生活与生
命的价值寓于其中，那些曾活跃于历史中的人物、
沉淀下来的事与情方才有了灵魂。这正是水墨戏
曲人物画创变新生的不竭动力。

期待网络文学能挤掉泡
沫，在深耕细作中提高质量，获
得更健康长远的发展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
发通知，要求规范网络文学行
业秩序，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
理，坚持高质量发展，努力以精
品奉献人民。网络文学如何提
升质量，再次引发热议。

网络文学发展20余年，其
产业体量有多大？根据《2019
年度网络文学发展报告》，国内
网络文学用户数量已达 4.55
亿，五成以上网民都是网文读
者，创作者已达 1755 万人。
然而，“量大质不优”的问
题，一直困扰着网络文学发
展。网络文学作品宛若星辰，
但精品力作却偏少，存在大量
同质化作品，重量级的网络作
家更是屈指可数。

量大质不优，与网络文学
的付费阅读机制有莫大关系。
网络文学从早期文字爱好者的
自发创作，发展为粉丝经济逻
辑主导的成熟产业，离不开付
费阅读机制。无论网站收费还
是粉丝打赏，都跟作品的字数、
更新速度挂钩。有人曾戏称，

“成功的网文作家不一定写得
好，但肯定很勤劳。”网络文学
作品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字，容
易出现情节前后不统一、语言
表达欠锤炼等问题，注水现象
比较突出。

另一方面，平台的推文机
制也或多或少影响着创作者的
选择。在排行榜头部、点击量
显著的文章，会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大家参考的范本，其风格、
元素、情节都有可能被套写。
一些网络文学平台为充实“书
库”，也会购买批量生产的“套
路文”。

此次出台的通知，对网络
文学存在的“虚火”开出了药
方。如，要求网络文学出版单位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

“坚决抵制模式化、同质化倾向”，此外，还要开展社会效
益评价考核，做得好的给予奖励，不合格的要批评处罚。
所谓“不破不立”，标准明确之后，网络文学的生长路径
会更加清晰。

网络文学的高速成长，一路伴随着规范和调整。如今，
网络小说的题材类型众多，已经形成都市、历史、游戏等20
余个大类型、200余种小分类，还新增了大量的二次元、体
育、科幻题材类型作品，大批“现实文”乃至“冲奖文”涌现出
来。部分细分类型里，有作品在原有的“套路”上多走了几
步，在圆熟的基础上微创新。期待此次出台的新举措，能进
一步引导网络文学向积极方向前行。

根据行业观察，网络文学的4亿多读者中，愿意持续付
费、评论的核心粉丝有2000万左右，其中大部分都曾尝试
网文写作。他们的热爱和鼓励，是支撑网络文学发展最深
厚的力量。每一次期待更新的点击，每一份鼓励创作的付
费，都不应该被辜负。期待网络文学能挤掉泡沫，在深耕细
作中提高质量，获得更健康长远的发展。

柳润生（1898年—1947年）原名柳树堂，又名槐三，学名
青庭。生于吉林省伯都讷厅新城北王家窝堡屯（今松原市扶
余区大清乡果园村）一个地主家庭。其祖辈于清道光年间同
一王姓汉民由关内来此开荒立屯，成为大洼一带有名的地
主。后柳家家道中落，至柳润生出生时，其家只有8公顷土地
和10余匹马，每年租地4公顷多，雇工耕种。他1909年入本
乡私塾读书，从此使用学名青庭。1915年转读县高小，1917
年毕业，考入本县中学堂。读初中半年后，因父母相继去世辍
学回乡，事农理家。后经人介绍，同四马架屯（今扶余四马架
乡政府驻地）的大地主萧家结亲，娶萧振瀛之妹萧桂芳为妻。

柳青庭不安于一个租地户地主的安逸生活，他读过七八
年书，善于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世界。自清末至中华民
国以来，国难日深，东北大地奉系军阀横行，匪患不绝；日本
沙俄侵略势力日益发展；频频发生的天灾人祸等，给家乡人
民特别是农民增添着痛苦。目睹这一切，他总想着学习中国
历史上那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豪杰，为民解难。特
别是同萧家结亲后，常与内兄萧振瀛谈论天下大事，更增强
了自己爱家乡的责任感。他为人坦诚，性格刚烈，办事公道，
敢作敢为，且又有文化，读的书多，写一手好字，赢得乡里人
的拥戴，二十多岁便成为城北一带有名人物。

1929年，柳青庭出任扶余第二区北平乡乡长。同年，去
农安入吉林军常尧臣骑兵第四旅教导队接受军训6个月。
回来后，兼任区保卫团二队队长。当时，三民主义思想及一
些进步书刊也流传到东北。柳青庭通过浏览进步书籍和与
各界人物广泛交往，眼界渐渐开阔。这一时期，对其影响较
大的有两个人，一是其内兄萧振瀛。萧自青年时便外出读
书，后经商，又学法政，做过军法官，也做过地方行政长官，曾
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也曾因组织“民治促进会”而下狱；
1927年，出于正义感在西安擅自释放过数千名“反共清党”
时被捕的爱国青年和进步军人。柳青庭在同他的接触中，看
到了一条冲破封建小地主生活圈子的束缚而走向革命的道
路。另一人是他的族侄柳国栋，当时在北平读俄文法政大
学，系一热血青年，因读俄文之便，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在与柳国栋接触中，渐渐知道了
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无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
在这些新思潮、新思想的熏陶下，柳青庭渐渐对从小即奉为
经典的传统封建意识不那么盲目崇拜了，在他原来单纯的封
建伦理观念中，也揉进了一些“自由、平等、博爱”等进步思
想，甚至也朦朦胧胧地向往过“大同世界”。这些，都使他朴
素的爱国爱乡思想有了初步的升华。他渴望着一种新的思
想，一种新的生活。

1931年东北军奉“不抵抗主义”的命令节节南撤，数日
之间，东北国土沦丧敌手。亡国的滋味使柳青庭痛心疾首。
在柳国栋、柳国贤和萧振瀛等人的支持下，他认识到“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下决心义赴国难，拉队伍，打击日本侵略者。
柳青庭首先串联本乡刘忠良、崔云凌等人，以组织自卫团免
遭匪患为名，在本区各乡抽调团丁，每乡一队50人，自带枪
马，共编10队，抓紧进行实战训练。11月，马占山在江桥发
动对日阻击战，消息传来，人心大振。他感到举义时机已到，
开始谋划具体行动方案。但由于刚组建起来的区自卫团团
总职务被地方豪绅陈某把持，且无举义之心，因此，他决定率
领他们自己掌握的2个队自卫团举义抗敌。11月底，他带头
拉出家里的4匹马、3支枪，同崔、刘等人率100余名家乡子
弟毅然举起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旗。从这一天开始，
柳青庭开始了新生活。义旗一举，即有驻防扶余的东北骑兵
第七旅第十三团三连王致超等全体官兵参加。不久县保安
队1个中队投诚，队伍逐渐壮大。由于敌伪在县城驻军兵力
较强，柳青庭遂率部转移松花江两岸，继续扩大武装，相继收
编了200余绿林武装。到1932年，这支队伍已发展到500
多人，在松花江两岸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由于队伍扩充较快，消耗大，出现了给养和弹药不足问
题。他们是自发举义，无处索饷，不得不向一些大户征粮筹
款。柳青庭本人也亲自去四马架岳父家协商，经反复工作得
到一些援助。这支义勇军队伍就这样在松花江两岸立住了
脚、扎下了根，并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锄奸活动。

由于这支队伍的成份比较复杂，有自发起来的民众，有

旧军人，也免不了掺杂一些流氓兵痞。柳青庭感到，自己拉
起的这支队伍是抗日义勇军，绝非一般绿林武装，队伍如不
认真整顿，很容易背离起义宗旨而走上扰民的邪路，他决心
彻底整顿义勇军队伍。首先，他同崔云凌、王致超等一起研
究制定了较为严明的军纪；接着又对队伍成员进行了清理，
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团结大多数，清理个别兵痞、惯匪和内
奸。当他发现共同举义的组织者之一刘中良投敌叛变并掌
握确凿证据后，进行了公开处决。经过一番整顿，部队的纪
律性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加强。柳部义勇军名声很快传
遍松花江南北，他本人也提高了威望，江湖上依其族兄弟排
行尊称他“柳八爷”。扶余和江北“三肇”一带的土豪劣绅对
他的队伍又恨又怕，一些汉奸对“柳八爷”也是闻风丧胆。但
乡亲们对这支队伍感情很深，并积极资助。因他本人肤色微
黑，乡亲们都称之为“柳黑子”。原吉林省警备司令、奉军第
24旅中将旅长李杜将军率部抗日，攻占哈尔滨以后，被推为

“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柳青庭感到，这正是给自己带领的这
支义勇军寻找个“上司”而有所依赖的好时机。他遂派遣代
表去哈市谒见李杜将军，表示愿意接受其指挥，并请颁番
号。李杜考虑到柳部活动地带有马占山所部活动，当即指挥
柳部，可与黑龙江抗日部队配合作战。此次柳部虽未编入李
杜所部，但他自此与李杜结下了终生友谊。1932年初，原黑
龙江主席王占山投敌。其部下李海青（又名李忠义）率部起
义离开省城，到“三肇”一带活动。3月间，李海青在肇东县
城昌五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自任总司令。柳青庭
闻讯，即率本部500余人投奔李海青，被李海青委任为第十
三团长。

（九十）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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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韵丹青”里的创变新生
●谷疏博

墨韵满庭芳（中国画）王红运

牡丹亭寻梦（中国画）王德惠

戏剧人物之四（中国画）关良

侠气素心（中国画）许力

中国故事（中国画）郭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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