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我在网上读到海日寒的一些诗歌，深感其以
少胜多的意境，即留白，那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灵动又
飘逸，给我无穷无尽的联想。

海日寒的诗大多为短诗、短句，活泼、自然、富于变
化，且喻指多多、与众不同，营造出的空间穿透性和诗魂
在场性十分浓厚，使我们不由得不考量他悠远的诗意和
含蓄的理性。

读海日寒的诗，感受到景与意的相兼，特别是他留
白的风景，给我们以有生命、有情感、有意趣、有神韵的
高境界的审美享受，“表现着与理想甚远的现实永不妥
协的志气”，冥冥中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仿佛被他的一颗
诗心照亮。

总结海日寒的诗歌，有以下几个特征：
哲理性。法国诗人瓦莱里曾说：“诗人有他的抽象

思维，也可以说有他的哲学。”同理，像海日寒的《瞬间·
永恒》，其诗题就颇具哲理性。像他的《没有》，通过再现
没有与曾经有的巨大冲击、反差，将我们深陷在矛盾的
两面体中，进而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二者存在的微妙关
系，最终如何取舍、权衡利弊由读者决定。像他的《空山
曲·僧》凸显了僧的参禅境界，即世界为一，顿悟永恒。
诗歌所传达出的境界有空灵之气，我们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赋诗以哲理性，是用形象表达一种观念，是艺术至
境的高级形象形态，它升华了诗的主题，渲染了诗的意
境，既有深厚的内涵，又不乏诗意情趣，给我们以深刻的
思想启迪和发人深省的禅意，有益于现代人性的修正。

多喻性。海日寒的诗从字面上看似乎简单，但意境
深，以有形创无形，常常产生出审美多喻性，不同的读者
读后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回味无穷。如他的《灿烂》《吟》

《独唱》《执着》等诗皆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中《独唱》全
诗只有 9 行 33 个字，用大量的物象构成。在诗中，诗人
没有明显写出悲喜的心境，而是将这些山、亭、松树、云
等物象，加上修饰，最后进入主题——独唱，生动地表达
了某种意象。至于是什么意象，让我们自己驰骋想象
吧，可以是自我表现的一道风景，可以是无人喝彩的孤
独，也可以是寓意人生如戏、自己才是主角等等。《执着》
的诗意空间也是多向的，我认为其意至少有三：一是人
生有很多次选择，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二是世界之
大，只有一条路适合你走；三是只要你找到一条适合自
己的路就得坚持，成全自己。总之，多重含义使诗歌之
美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诗歌正是以它丰富而复杂的意
蕴拨弄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之弦，勾起读者对它的痴
迷。

求解性。当意象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
可解不可解之时，便更能引起读者对“象下之义”产生一
种不懈的求解欲望和冲动。我们读海日寒的诗，往往会
遇上此类情况。如他的《人间曲·午》，单从表面上理解，
他是用“瞌睡的太阳”“苍蝇不飞”象征夏日的炎热，用

“蜗牛悠哉游哉爬进黄昏”象征夏日的漫长，仅此而已
吗？如果是，我想诗人不会写这首诗，太简单太明了，那
还叫什么诗？是不是诗人把生活比作熔炉，火热难耐，
但喻意只要你横下一条心，坚持下去，就会百炼成钢？
总之诗歌中的“空白”和“不定点”都有待读者去填充。
又如他的《孤独》，是黑夜一直亮到天明的一盏灯，那分
明是在修炼自己，让孤独变成我们的一种能力，这样就
不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路⋯⋯在此意义上，孤独是充
电，是拄着思绪的走⋯⋯依靠读者去寻找与诗意之间的
联系，从而领会诗旨，这就是求解性。

荒诞性。我们读海日寒的诗，有的读不太懂，这类
诗意象是荒诞的，它表现了一种朦胧之美。像他的《风
儿曲·零》，由盛放的花、凋零是一首歌、凄美的音符、被
风吹散、宛如叹息的火焰几种不合逻辑的部分组成，是
诗人对这个世界的情感体验、意识能动，“是人的意图与
现实之间残酷的紧张的较量”，一句“叹息的火焰”，使全
诗活了，具有了奇崛幽深的意境，即是说“不在沉默中爆
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至于如何抉择，因人而异。留白
中有留白，意中还有意，颇值得我们三思而后行。其他
如《境遇》《江南曲·幻》《如梦曲·影》等都属于荒诞诗。
这些诗“有意创造出不合常理、不合常形的形象以达到
揭示某种哲理或观念的目的”，唤醒我们对自身生活所
面临的严峻事实的认知以及理性的思考。

以上是海日寒诗歌诸多特征里的几个方面。他的诗
歌留白，风景独好。用海日寒的话说“诗歌不仅需要言
说，还需要沉默，意在言外、境在象外才更蕴藉、更有韵
味，留给读者的那些巨大空白才是诗歌的意旨所在。”

海日寒是蒙古族，用母语创作在他属于常态。可是
上面我们谈论的诗，都是他用汉语创作的，这属于跨文
化写作，而且写得独出心裁，自成一家，需要我们慢下来
欣赏。

海日寒诗歌特征浅议
◎常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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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是 时 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一
腊酒浓时，拿到吴国丽两本新书，沉稳内敛的吴国

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她的两部作品绝不是应付之作、应景之作，而是顺

天应人之作。看完细品，《指间沙》很“热”，作者对生活
的热情，让人感到很享受；《泠泠明月》很“冷”，那一段段
真实的故事让人冷静地思考，让人替主人公难受。

《指间沙》由“有情闻酒醉”“低吟四季”“花开故人
来”“此生有你”“闲言碎语”5 个部分组成，从日常的柴
米油盐酱腊茶开始，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琴棋书画诗酒
花，采撷着生活的点滴、色彩和韵律，揭示着生活的真
谛。

行文中，作者以小见大，以境见情，以事见意，赞美
着自然，讴歌着友谊，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如《能饮一杯
无》中，作者“执着地喜欢着，白酒，黄酒，红酒。啤酒除
外。”为什么？作者表面是在说酒，实则她在向往浓烈的
友谊（或爱情）、浓郁的真诚和浪漫的情调。

《指间沙》还表现了作者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她
喜欢《心净如泉》的“干净的人”。在作者看来，《有些事，
待在下雪那天不肯走》《总有一场遇见让人心动》才是生
活的风花雪月和命运交响。作者哪里是有情闻酒醉？
她喝的是寂寞、醉的是情义、品的是生活。

时光像指间沙一样柔柔地溜走，作者的浪漫情怀还
在发散，从《春江月明》《春日思语》到《窗内窗外》《花海
识香》，再到《九月听风》《雪的味道》，心之狂野，四季行
踪，无法收敛，也无须收敛。这源于对自然的爱、对生活
的爱、对生命的敬畏。

《指间沙》尽管浪漫，却很写实。作者对《负了韶华
负了你》而不安，盼着《花开故人来》《情落敖包山》。但
是，现实总会和人开玩笑，《恍然情已非》，昨日不重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能庆幸的只能是《此生有
你》。作者以时光飞逝为序、以人情更迭为意，重现了旧
日的时光，所有的闲言碎语带着淡淡的忧伤，越飘越远。

精巧的构思、诗化的语言，是《指间沙》的又一特

色。这部散文中的随笔，用淡淡的笔调写了淡淡的景，
用淡淡的思想抒了淡淡的情，无痕到像指间的沙子一样
随风溜走。

二
看山是山看水还是水，这是吴国丽在《泠泠明月》中

体现的思想境界。
作者以女人的视角写女人的故事，如出世高人，把

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讲得不动声色、心如止水。
这就是文学，所有的苦辣酸甜让读者自己去品味。

这就是小说《泠泠明月》的张力和厚度，空间在读者。
笔者通读全书，感觉最成功的是《兰疯子》。在我的

印象中，那个时代，每村都有一个“兰疯子”。情让人疯，
钱也让人疯，疯起来都要命。

《泠泠明月》冷静地观察客观世界和人物内心，不紧
不慢地叙述，就像鸭子凫水一样，表面平静，两只小脚却
在不断地捯饬，铺陈着故事，挖掘着世道人心，记录着生
之不易，告诉人们要珍惜生活、爱情和人生，珍惜人世间
所有最美好的东西。

写实，是《泠泠明月》的一大特色，也是作品的最成
功之处。作者关闭了自己的想象之门，无非想给读者展
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作者在理性客观地唤醒读者，也在
声嘶力竭地唤醒社会。

真，才能善；善，才能美。
从《指间沙》的“热”到《泠泠明月》的“冷”，从风花雪

月转到世态炎凉，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的态度：表面冷
静、内心狂热、是非清楚、黑白分明。

元朝王冕有一首《墨梅》诗：“吾家洗砚池边树，朵朵
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指间沙》的“热”与《泠泠明月》的“冷”
——读吴国丽新书

◎高子民

近年来，内蒙古的文化生态和艺术生态
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民间的艺术机构、文化
力量不断涌现，十分活跃，成为多元文化景观
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这其中，内蒙古草原油
画院的表现尤为突出。内蒙古草原油画院是
由内蒙古文化厅主管的一家民营艺术机构。
画院聘请我国著名油画家妥木斯为名誉院
长，聘请原内蒙古美术馆馆长、内蒙古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王延青为院长，另有 11 人组成的
学术委员会，还聘请高级画师及画师百余
人。画院成立 10 余年来，策划组织了众多的
艺术活动和文化活动，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
在自治区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个创作群体，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价
值取向和审美追求，那就是以自己的创作对
内蒙古的草原生活和民族精神进行挖掘和表
达，并对油画本体语言做深入研究和探索。

内蒙古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独具特色
的风土人情、充满魅力的自然景观，历来是内
蒙古艺术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表现这
些，也是内蒙古艺术家责无旁贷的历史责
任。在这方面，草原油画院的画家们体现出
了强烈的自觉意识。蒙古族画家自不必说，
他们血脉里流淌的游牧民族的血液，注定使
他们对游牧民族的精神体验更为直接和深
刻，艺术表达也更为自然和纯粹。汉族画家
也由于长期生长在这片土地，蒙古高原的阳
光和雨露，草原文化的熏陶和洗礼，自然培育
了他们独具个性的精神气质，并转化为艺术
创作的灵性和天赋，使他们在对游牧民族和
草原大漠的艺术表现方面，具有内地艺术家
无法比拟的优势和特点，从而形成了鲜明的
群体特色。

妥木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美术界
产生影响以来，他的创作一直坚持表现自己
民族的“草原生活”。他以其诗意、抒情的笔
调以及对油画形式语言的独特把握，创作了
大量个性鲜明，又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
的油画作品，享誉国内外。作为内蒙古草原
油画院的名誉院长，他对草原油画院的创作
起到了重要的表率和引领作用。

燕杰、王延青和马莲是内蒙古油画创作
的杰出代表，他们虽然都已年近耄耋，但创作
活力依然旺盛。他们以出色的创作为大家树
立了榜样。王延青的身上充溢着一种朴素的
乡土情怀，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一样——纯朴、
自然，富于草原气息。如他所说，“我所追求
的，只是站在自己深爱的内蒙古大草原上，用
画笔去表达自己民族的北方气质：古老、博
大、粗犷、朴实、热情、坚毅⋯⋯用画笔去解读
草原的历史，去追忆草原的过去，去表述草原
的当代⋯⋯”近年来，他放弃原来纯粹的写实
风格，探索一条中西结合的绘画道路，其作品
在平面化与装饰化的形式语言中，追求一种
仪式感和崇高感。他善于在一种高雅的灰色
调中充分利用造型、色彩、明暗、细节、线条及
肌理等绘画元素，营造出独特的画面效果。
作品人物造型考究，形象刻画有力，充分表现
了蒙古民族的人物特征和精神气质。

燕杰和马莲都是汉族画家，但他们曾长
期生活在内蒙古基层，对蒙古民族和草原大
漠非常熟悉和了解，并有深厚的感情。燕杰
善于在平凡的草原生活中发现绘画之美，并
用他娴熟的绘画技艺和充满魅力的油画语
言，赋予普通生活内容一种审美的高度。他
的作品一般没有过多的人物，他总是把一个、
两个，最多不过三个人物置于普通的生活场
景之中，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获得理想
的情致和独特的境界。他善于画平凡的生
活、平凡的牧人，他能从普通的景致和普通的
情趣中发掘出生活的底蕴和淳美，把看似平
凡的题材内容表现得浓郁动人。马莲的油画
是装饰性的，这源于他多年从事书籍装帧设
计和纸上装饰画创作的结果，“马莲在他多年
的装饰性绘画中积累了丰富的‘变奏’生活的
技巧，掌握了创造多重形式结构的经验”。他
采用直线切割和方块化切分的处理手法，赋
予草原上日常生活一种形式趣味，从而使他
的油画具有一种现代感，并与内蒙古其他油
画家的作品拉开了距离。

在中年画家中，砂金的创作独具特色且
成绩斐然。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40 余年
来，他坚定地沿着自己的艺术追求一路走
来。他的绘画不是对草原生活的表面再现，
而是从草原生活中感受和领悟到一种精神内
涵，并把它转化为油画的形式语言，再与草原
生活的元素和符号相结合，如此他的作品已
经超越了对草原生活的表面描述，具有了深
刻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品格。

周宇和侯德也是坚定的画布上的跋涉
者。在生活中，他们显得憨厚、拙朴，但在艺
术上，却敏感又敏锐。周宇在绘画上曾进行
了多种风格面貌和形式语言的探索，作品既
有写意的、表现性的，又有非常具象和写实
的。他的具象写实不是传统油画的写实，而
是融入他非常明确的主观化处理，他将空间
关系压缩在三维和二维之间，如同戴着镣铐
跳舞。在表现语言上，他将感性的挥洒和理
性的调控相结合，显示了对油画艺术和草原
生活的独到理解和把握；侯德的优势是人物
画，他对人物形象特征和精神气质的成功塑
造，体现了他刻画人物的深厚功力。他的《永
恒的祝福》不但是内蒙古美术创作难得的佳
作，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创作的优秀之
作。他近些年所作的特写肖像系列，也以个
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粗犷有力的形式语言打
动人心。

蔡树本是个艺术上的多面手，他游弋于
油画、壁画、室内设计和水墨画多个领域，均

游刃有余，表现不俗。单就油画而言，他的作
品形式多样，风格迥异——从写实到装饰，从
具象到抽象，无论哪种风格，他都驾轻就熟，
有很好的掌控，体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学养和
丰富的艺术才情。

易晶是位勤奋又多产的画家，他执着地
追求油画艺术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精神。他
将中国画的用线造型、写意性与油画的塑造
能力和色彩优势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全新的
审美境界。他既讲求“笔墨”的灵动，又讲求
色彩的微妙变化；既减弱人物、景物的立体
感，又强调画面的空间层次；既强调生活的
质感，又注意画面氛围的营造，从而把草原
上人们平凡的日常生活表现得充满韵味和
情调。

李化军、苗景昌、王治平都是风景画家，
他们长期致力于表现内蒙古大草原以及“西
部风景”。李化军是写生大咖，他在对呼和
浩特周边地区的写生创作中投入了巨大的
精力，创作出众多感情真挚、风格朴实的作
品；苗景昌对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用
充满意趣和理性精神的笔触，把苍凉、辽阔
的“西部风景”表现得具有诗的品质和精神
的深度；同样是表现“西部风景”，王治平的
作品则开朗、宏阔，具有平易近人和雅俗共
赏的特点。

谢建德和阿斯巴根是两位蒙古族画家，
他们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谢
建德从欧洲文艺复兴美术和中国传统民间美
术中汲取营养，创造了独特的图式风格。他
的作品不是对某个具体生活场景的描绘，而
是把蒙古民族的人物形象和草原生活的视觉
符号重新组合，构造出一个主观的画面，追求
一种永恒性和象征性，以期在形而上的层面
对蒙古民族和草原文化进行富有个性的表
达。阿斯巴根的绘画则具有明显的表现性倾
向，他从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中
寻求灵感，从先民留下的深厚的物质和精神
资源里获得丰富的营养。他反对机械地模仿
客观对象，强调绘画的感情色彩和主观表
现。在他那些充溢着民族基因的作品里，造
型、色彩、构成、笔触的魅力得到了很好地发
挥。他的画，构图天马行空，十分自由，造型
硬朗，色彩强烈，用笔大胆狂放，无拘无束，形
成自己鲜明的风格特点。

刘乐民的绘画涉及人物和风景两个领
域，他用十分内敛和朴素的绘画语言描绘西
部的人与土地，表现了“实实在在的人情味
和莫大的诗意”。他的画具有强烈的个性气
质，其人物画体现了他对西部人物的深刻理
解和独特表现，传递出“西部地区人与社会
的难言气息”；他的风景画在简洁、单纯的构
图中，展现了西部地区特有的地域风貌，营
造出一种苍凉、静谧、庄重、雄宏的史诗品
格，具有一种永恒感和历史感，体现了明显
的精神性追求。

在青年画家中，王耀中、张可扬和李波是
杰出代表。同样是表现内蒙古的草原生活，
他们的作品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王耀
中思想敏锐，关注现实，其作品表现当下的草
原生活，特别是现代文明对游牧生活的影
响。作品人物塑造典型、有力，色彩主观而鲜
艳，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油画《守望草原》获
中国百家金陵画展金奖；张可扬深得俄罗斯
油画传统之精髓，在写实性和叙事性的画面
里表现草原生活，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和
场景表现生动，色彩跌宕、明快，技法娴熟，把
油画的表现力发挥得酣畅淋漓；李波从中国
传统壁画中汲取营养，运用综合材料和综合
技法表现他对草原生活和草原文化的理解。
作品色彩厚重、层次丰富，加之斑驳的肌理效
果，很好地表现了草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沧
桑的历史感。

10 年，对于内蒙古草原油画院来说，是
一个从创立走向成熟的艰辛历程，也是一个
不断耕耘和不断收获的过程。2014 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和文艺工作者座谈时，特别提到
了近年来民营文化机构和自由文化工作者等
民间力量的活跃，他强调指出：“我们要扩大
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
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
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
力量”。这是民营文化机构的福音，因为艺术
生态正是这样，只有百花齐放，多元发展，才
能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和活力，反之，只能是
死水一潭。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天是世界
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
进的方向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
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
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
彩”。结合内蒙古的实际，这段话非常形象地
告诫我们，文艺工作者既要脚踏实地，站在民
族文化的土壤上，关注当下内蒙古人的生存
现实，又要胸怀天下，放眼世界，向人类最先
进的文化思想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
既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气派，又能和时代同步
伐，为世界所欢迎的优秀作品来。我们祝愿
内蒙古草原油画院这个创作群体，能以更加
开放的胸怀和更高层次的参与精神，努力探
索与实践，在坚守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开拓多
元局面，创作出更多富有艺术个性和时代精
神的优秀作品。

民间的力量
——内蒙古草原油画院美术创作述评

◎王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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