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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民族百花奖”——中国各民族美
术作品展（中国画），日前在科尔沁草原名城
通辽落下帷幕。

“民族百花奖”是由文化部主管、中国少数
民族美术促进会主办的全国性美术作品奖。
自1994年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成立以
来，已举办了多届“民族百花奖”中国各民族美
术作品展。“民族百花奖”在美术界有着广泛的
社会影响和品牌效应。2010年，“民族百花
奖”被列为文化部常设的美术专业奖项，每两
年举办一次。

第九届“民族百花奖”中国各民族美术作
品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美术
促进会、通辽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让艺术回归人民

艺术史既是心灵史，也是各民族精神的
成长史，记录着一个时代、一段时期内各民族
的精神、理想、信念和追求。第九届“民族百
花奖”，突出了“人民性”主题创作的总体架
构，参展作品客观反映了“大中华”概念下各
民族与时俱进的生动写实。

据介绍，本次展览的主题秉承全国各族
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弘扬民
族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积极推动各
民族美术事业繁荣进步，大力弘扬民族艺术
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国画的艺术形式反
映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以及民族地区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展现出
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新
气象、新风貌。

第九届“民族百花奖”自今年3月向全国
发出征稿通知，至6月20日，共收到31个省市
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汉族、蒙古族、回族、
藏族、朝鲜族、壮族、苗族、彝族、瑶族、满族、侗
族、达斡尔族、布依族、白族、羌族等各民族作
者的作品照片3485件，评出243件入选参展
作品。其中有60件作品分别荣获金、银、铜、
优秀奖。这60件获奖作品中，有21位少数民
族作者获奖，获奖率超过三分之一。

“民族百花奖”美术作品展，汇聚了中华
之灵气，展示了当代中国画创作的民族风
采。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既体现了近年来
民族美术创作的发展势头，以及少数民族画
家的良好创作状态和发展潜力，也体现了各
民族美术家聚焦时代主题，关注时代发展，让
艺术回归自然、回归日常、回归人民的艺术创
作选择。

生命的本色在原乡

中华大地多锦绣，民族、民情、民风、民
俗，组成了各民族相互差异、交辉相映、共热
共舞的生活场景。

第九届“民族百花奖”美术作品展共展出
金奖作品3件、银奖作品6件、铜奖作品9件、
优秀奖作品42件。入选的作品中，既有崇山
屹立、大河奔流的江山多娇图，又有戈壁大
漠、千里草原的万里长风……各民族艺术家
纵览大好山河，在天地的豁达和情感的奔流
中，通过采风和艺术实践，由显入微，撷取生
活中的片段，集中笔墨，挥洒了此情此景下的
艺术阐发。由此创作的作品，寄情于山川、地
域、场景和走过四季，留下了幸福、简远、壮
丽、和煦的时代记忆。

湖南汉族画家夏令兵的作品《芦笙系列

——新歌一曲》、安徽苗族画家朱文松的作品
《苗岭夕照》、北京汉族画家刘士海的作品《山
中依样是葫芦》、天津汉族画家刘明礼的作品
《纳木错的早晨》、广西侗族画家吴伟林的作
品《侗寨欢笙》、壮族画家商进的作品《醉美侗
寨》、辽宁满族画家畅谈的作品《醉美苗乡》、
北京画家张向阳的作品《青山依旧在》等等，
从繁荣的“中心文化”地带向地处边陲的“亚
文化”地带展开深入思考、挖掘，体现了地域
差异、民族差异、文化差异下，各民族异地共
生、追求美满的共同精神指向和生活诉求。
金奖作品、安徽回族画家禹露的《奥特莱斯来
了》，是一幅为数不多的以城市题材为背景的
国画作品。该作品以现实生活场景为“生命
的原乡”，表达城市生活中某一个特殊时刻的
生活实录。

总览全部参展作品，各族美术家肇始于
对“原乡”的抒发和落墨，标志着各民族艺术
家在文化自信中获得了更多的审美给养，也
展示了艺术表现的纵深拓进。

美术始终是一种力量

“民族百花奖”美术作品展借鉴国际惯例
的“双年展”模式，第九届“民族百花奖”组委
会执行主席蒋骏雄说，“美术双年展”是文化
功能显著、国际影响深远的特殊美术展示形
式，同时也是国际间流行的美术作品的展览
制度与模式，以隔年举办为特征，以容纳反映
美术领域当前状况及最新动态的作品和资讯
为特点。采用“美术双年展”模式可以有效保
证“民族百花奖”产生广泛的、持续的影响力，
从而逐步成为以中华民族艺术为主要特色
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级文化品牌。要以
开阔的文化视野，以各民族独特的审美视角
和丰富的艺术语言创作出异彩纷呈的民族艺
术精品，展现中国气派、民族特色，开拓中华
民族美术创作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把
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
为追求，以更广大、更深远的历史目光，努力
向着人类先进文明注目，向着人物精神世界
的最深处探寻。

当前，争当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
先倡者，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艺术
家，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
品，书写和记录历史的丰厚、民族的进步、时
代的发展，歌颂和礼赞人民的伟大、英雄的伟
岸、精神的崇高，正在成为各类艺术家共同的
时代遵循。

第九届“民族百花奖”中国各民族美术作
品展带给我们诸多的启示，在时代发展的进
程中，以提升文化自信为基础，以提振民族精
神为发端，以多民族的差异化特点保持美术
生态的多样性，进一步推动中国画的传承和
发展，不断弘扬民族艺术精神，凝聚和激励各
民族的艺术家，创作出更多体现浓郁民族特
色和强烈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美术，始终是
一种力量。

生命的本色在原乡
——第九届“民族百花奖”美术作品展述评

◎美成

与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等50后台湾
女作家不同，萧丽红并不热衷于台湾城市
化之初的社会矛盾再现，也不以女性特有
的敏感，反映知识女性婚姻中的斗争与牺
牲，反而将目光聚焦在了乡土社会里维系
社会人情的根本——传统文化，对传统文
化给予价值肯定，不惜用 30万字的长篇小
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对其进行赞美和讴
歌。在萧丽红看来，中国是有“情”境的民
族，她说：“人们似乎在找回自己精神的源
头与出处后，才能真正快活，我今简略记下
这些，为了心里敬重，也为的骄傲和感
动”。这既是作者创作该小说的目的，更是
行文的最大风格。

小说在叙事上，使用了一种散文化抒情
叙事的手法，行文夹杂闽方言，情节构思上借
鉴《红楼梦》的散漫和隐喻结构，并不刻意书
写苦难，而是专注平凡世间的人生际遇，描摹
的是世间最普世的情与爱，表达的却是浓浓
的文化乡愁。小说表层上叙述着贞观与大信
的爱情故事，深层里则是对传统文化刚柔并
济、融合创新的隐喻。二人携手参观故宫时，
贞观与大信没有你侬我侬，而是借女主人公
之口表达了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在作
者看来，传统文化的延续除了保留本真，还需
要不断地吸纳，传统文化的乡愁正是源自于
这种延绵千年的包蕴性。

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对于传统文
化，人们总在捡拾挽留与丢弃放任之间徘徊，
而传统文化则如手中紧握的细沙，还是一点
一滴地从指尖滑落。面对不断被蚕食的传统
文化，“寻根”成为中国文学一大母题，怀念、

追忆、反思成为寻根文学创作的基调，《千江
有水千江月》通篇也弥漫着怀念追思的情怀，
但与绝大多数乡土寻根作品不同，作者没有
在追思中陷入伤感，也没有给予否定，更不为
传统文化谱写挽歌，反倒利用追忆，旗帜鲜明
地进行颂扬，以主人公贞观及其兄弟姐妹的
成长经历，反映传统文化如何内化升华成一
个人的精神品质，围绕整个家族所发生的好
人、好事构成了小说的“情”境。贞观成长于
一个大家族中，整个家族聚居一处，相亲相
爱，仁礼以待，其乐融融，虽不免有亲人离世
的苦楚、养儿育女的烦思、左领右舍的嫌隙、
三姑六婆的絮叨……但这里更多是传统文化
礼教的无声浸润，仁义礼智信是他们最基本
的处事原则，故而没有太多的婆媳矛盾、妯娌
纠纷，更多是真情相待的感动。这些温馨背
后的精神信念正是小说守望传统的核心“情”
境。

普世的爱情加上普世的乡情、族情、路人
之情构成了小说的完整架构。透过贞观的成
长经历，我们感受到的是传统文化的厚重；透
过台湾嘉义市布袋镇一方水土，我们品读到
的是人世间美好的亲情、爱情、乡情，如深埋
淤泥里的青莲种子，扎根在读者心中，给予读
者心灵的净化和慰藉。

守望传统 情满乾坤
——评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

◎李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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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明的长篇小说《往事如初》是为“致青春”而创
作的一部充满诚意的作品，其叙事具有较高的艺术
水准，很好地支撑了主题的言说。更主要的是这种
技巧背后所蕴含的人生态度、生命精神，即人性的温
度，是牛明叙事的魂魄。

青春挽歌的咏叹

《往事如初》这部洋洋洒洒20万言的小说，故事
并不复杂，采用了以时间先后的顺叙方式，再现了上
个世纪90年代一群青年从进入大学到毕业，发生在
大学校园里的种种令人感喟的青春故事。这部小说
犹如一部青春岁月的编年史，通过萧山、剑楠、连升、
张老大、王哲，以及正秋、吴冰等一系列鲜活人物的
塑造，生动记录了那个时代大学生们关于梦想、心
动、误解、失去、遗憾等情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小说对青春的礼赞
与反思。尽管每个青春故事的结局都不免令人伤
感，甚至是悲凉的，但小说里的人物都富有理想主义
色彩，他们对生活、对青春、对爱情、对未来都有着美
好的向往，并为之做着切实的努力。在爱情的追求
上，萧山与默妍、与白萍，连升与思远，剑楠与宁雪，
正秋与晓玲、与白萍，王哲与晓玲……他们的爱情故
事和众多的爱情故事一样，经历着该经历的一切，萌
动、爱慕、试探、爱护、热恋，但最后却都未能“终成眷
属”，因而小说就像一首青春的挽歌，在伤感的旋律
中落下帷幕，让人无奈、悲伤。

萧山，这个人物有点像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
说中的男主人公，敏感、多情又矛盾，充满浪漫的情
怀。又像金庸笔下的段誉，但好像只有段誉的软弱，
却没有段誉的执著。他对于默妍的好感与游离，对
白萍的倾慕与软弱，让人这样评价他：“萧山反正就
是那种不温不火，欲言又止的，有一下没一下……”
同时，萧山又是正直、善良的，比如他愿意帮助大家
都看不起的进修生顺子，他促成了连升和思远的爱
情，他考场上“帮助”急功近利的正秋……诸如此类，
可见他内心的纯净无暇。他也是勤奋的，小说中写
到他如何忘我地读书。萧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大
学生中的一类典型，充满诚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
活，有温度、有追求，努力地向上生长，完成自己的青
春。不仅萧山这样，连升和思远也是如此。小说将
连升与思远的爱情渲染得极为浪漫诗意，“冬雪纷扬
的时节，连升和思远终于修成了正果。他们手挽着
手，徜徉在一片白亮的世界。连升哼唱着《十送红
军》，思远应和着，整个世界都露出透明和清澈的特
质，拥抱着他们。”但小说却无意满足读者“有情人终
成眷属”的心理期待，最后所有的爱情，都走向了失
败，犹如一曲悲伤的挽歌震撼着读者的心。即便不
是爱情，像吴冰的死、穆清娟的休学、萧山的失意而
返回草原，都让人感到嘘唏。小说结尾写萧山送走
思远后，“先是要钻过地下通道，就在顺着台阶往下
走的时候，萧山发现自己流出了眼泪，一道一道，沿
着面颊，流淌了下来。萧山没有去擦，也似乎没有一
个人看到，任它流去，就像流走的大学，流走的时光，
连带4年的青春年华。”

青春群像的呈现

《往事如初》以艺术的眼光、文学的诗性传达了
作者对青春、对理想、对人生的生命体验，而这一切
则寄寓在鲜活、生动的典型形象之中。

关于典型人物的特征，黑格尔认为是“艺术形象
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
种妥帖性。”小说深谙此道，其中的人物大都具备这
种“妥帖性”，几乎没有一个人物不是“这一个”，都有
着其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比如剑楠，他是一个表
里如一、直率明快的小伙子，比如在写作课上，他不
顾高校的潜规则，敢与“小蜜蜂”老师辩论；在张德清
老师组织的英雄马玉祥的报告会上，他大胆提出自
己所思考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学校“综合测

评”、对辅导员向学生推销书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
意见。小说以较大篇幅写剑楠与宁雪的爱情。为了
追求宁雪，剑楠费尽了心思，而宁雪则一直处于无可
奈何的被动状态。小说结尾，写剑楠为救宁雪受伤
住院，这次遭遇使他醒悟了，他终于勇敢地走出了狭
隘的自我，为爱而选择了放手。就在这场“没有风
花，也少雪月的爱情”中，尽管结局令人遗憾，但剑楠
的形象却由此生动而高大起来，富有了人性的光彩。

同样的，小说塑造了一群像剑楠这样的血肉丰
满的青春形象，像多情而矛盾的萧山、善良又有情有
义的连升、世故的对爱情也要算计的正秋，以及被青
春期欲念痛苦折磨的吴冰等，还有巧笑倩兮、双眸清
亮的女汉子宁雪、沉静内敛的思远、缥缈而游离的白
萍、为爱深沉痴情的晓玲，以及那个可怜的穆清娟，
无一不是性格鲜明的形象，各自代表了某一方面的
典型。饶有意味的是，小说特别设置了一个颇有“仙
气”的张老大的形象。他在大学4年里好像从未认
真地去听课、去参加集体活动，他一直站在宿舍的窗
前，观察、打量着这个青春的世界，似乎对什么都洞
若观火，什么都参与又什么都置身事外。这样一个
有点“神”的人物，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一类大学生
的典型。小说设置张老大这个形象，其实是在用浪
漫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用个性原则超越着现实原则，
为人生、青春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这样看来，《往事
如初》又并不只是一部青春小说，而是关于时代的一
种书写，是作者用他的思想构筑起来的一个在场的
现实，由此实现了他“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
大量的思想”的创作目的。

春秋笔法的秉承

应该说，在艺术的经营上，《往事如初》是有雄心
的，那就是对“春秋笔法”的秉承。“春秋笔法”是中国
历史叙述方法有别于西方叙事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
特征，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
比兴手法为代表，那么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就是以

‘春秋笔法’为代表。”何为“春秋笔法”？左丘明在
《左传》中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
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其意
说孔子在记录历史时，不直接发表对历史人物和事
件的看法，而通过修辞手法、词汇选取、材料筛选等
委婉而微妙的形式表达作者的主观态度，行文暗含
褒贬，所谓“寓褒贬于记事”。《往事如初》在承继这种
叙事传统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尝试，既见出作者对传
统的继承，也见出其对艺术的抱负。

“春秋笔法”作为一种“隐含的叙述”，其最重要
的优势就是制造了艺术的张力，使小说具有了多义
性。福楼拜指出：“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
就象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面露面一样。”由于作者这种
艺术追求，就使人物形象所要表达的倾向、思想、意
义等更为含蓄，甚至远远“躲”在人物的后面，从而形
成一种含蓄美。童庆炳先生进而认为：“它一方面以
显示出特征的形式吸引你，诱惑你；另一方面又不愿
轻易地揭去面纱，露出真容。这就可以在审美过程
中造成一种探求的冲动，这冲动本身又可以加强典
型的吸引力。”由此可知，我国传统的“春秋笔法”，在
某些层面与西方典型塑造的原理是暗合的，而这在
牛明的叙述里得到了较好的证明。

品读《往事如初》，让人体味了作家对青春的祭
奠、对大学生活的缅怀，心灵会收获一份久违的感
动，正如作者所言：“所有人都应该感谢大学的4年，
也可以原谅一切。”

青春的礼青春的礼赞与反思赞与反思
——长篇小说《往事如初》艺术观察

◎于东新 魏华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