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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日前，由内蒙古美术家协会、通辽市总
工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科尔沁油画综合
材料绘画双年展暨内蒙古东部职工油画综
合材料绘画作品展”开展。该展览的举办
旨在深入促进和提高内蒙古东部通辽市、
赤峰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
油画、综合材料绘画的整体创作水平，积极
为职工群众搭建起文化交流的平台，以绘
画艺术的形式，唱响时代主旋律，讲好中国
故事，讲好内蒙古故事。

该展览自 2021年启动以来，至今已举
办了两届。展览紧密结合内蒙古美术创作
新特点、新趋势，立足全区各盟市间的学术
交流与协作，组织引领东部地区油画、综合
材料绘画的创作群体，着眼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北疆大
地的历史文脉。展览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为精神内核，以各民族人民守望相助为
底色，以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为特质，
充分展现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
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的“北疆
文化”的独特魅力。

展览兼顾内蒙古美术创作力量的区域
性均衡发展，打造并持续完善在内蒙古东
部各盟市长期落地的展览平台，用油画、综
合材料绘画艺术的视角，展现内蒙古东部5
个盟市职工群众和美术家们，聚焦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
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文艺力量。

此次展览对内蒙古东部油画、综合材
料绘画在当代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了

一次全方位的展示、梳理、比较和研究。
从展览作品看，创作者们用画笔描绘了祖
国北疆的绿水青山、辽阔壮美，也记录了
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景象、各
族群众心手相牵、守望相助的温暖画面。

此次展览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是一
个融思想性、艺术性、学术性于一体的展
览。展览中的作品紧扣时代主题，聚焦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自
治区文艺创作“两个打造”，坚持以弘扬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创作导向，全面展
示了职工群众和美术工作者的艺术创作
成果，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精
神等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展
示了各族人民携手并肩、共创美好生活
的景象，展示了新时代各行各业的新形
象、新成就、新面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
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
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从此
次展出的作品可以看出，无论是写实的
作品，还是写意的作品，都有情、有感、有
形，凸现了油画本体语言，遵循了艺术创
作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立足于时代，从实
际生活中汲取灵感，从朴实的人民中寻
找色彩。展览着重探讨艺术的内涵性与
精神性，多视角、多层次地拓展现代油画
语汇，油画创作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秉承
艺术的鲜活与灵动，体现了艺术创作者
的美学理想与艺术追求。所展作品形神
兼备，创作者以心写境，以境为画，画为
心印，彰显了艺术的灵性。此次展览为
繁荣和推动内蒙古油画创作做出了积极
的探索和尝试。

画 为 心 印画 为 心 印
◎韩亚成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交响，音域宽广、和声
丰 满 、力 度 速 度 变 化 鲜
明，有着独奏无法到达的
厚重。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艺
韵北疆——内蒙古自治区
美术、雕塑、书法、摄影跨
年大展”以“七彩丹青绘北
疆”“空间艺术塑北疆”“墨
舞中华颂北疆”“光影追风
映北疆”4 个系列展组成，
600 多幅作品，是音符，是
旋律，是歌者，在内蒙古美
术馆内汇聚成曲……

老天爷很配合地下了
一 场 雪 。 在 这 样 浪 漫 的
天气里，走进内蒙古美术
馆，就像在童话的世界里
推开一扇艺术之门。

“墨舞中华颂北疆”展
厅，墨香如弦，音色浑厚
饱满。

来 自 全 区 书 法 家 的
206 幅书画篆刻作品，在
我 眼 前 铺 成 海 一 样 的 画
卷，驻足在作品前的观众
以及书法篆刻爱好者，或
钻研，或赞叹，三三两两，
远远看去，像一艘艘漂浮
在海面的小船，承载着欢
喜与梦想。

中国的书法与篆刻艺
术是中国文化瑰宝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独特的艺术价值。这
些年，内蒙古的书法篆刻
发展迅速，在“墨舞中华颂
北疆”展厅，有幸看到何奇
耶徒、康新民、艺如乐图等
名家作品，徜徉其中，静一
静心感觉很好。

雕塑如鼓，用力与美
敲出鲜明的节奏，为乐曲
带 来 丰 富 的 节 奏 层 次 和
动感。

在“空间艺术塑北疆”
展厅，我用眼睛与每一件作品深谈，陈栓柱的
《草原母亲》、那仁满都拉的《苍穹之下——
酿》、齐立文的《印象草原之红云》、付地理《阳
光灿烂的日子》，以及关于骑兵、关于“三千孤
儿入内蒙”、关于包钢等重大题材创作，都给
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再次邂逅王济达的作品，这位内蒙古雕
塑创作的优秀代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
术创作中，创作了风格多样的优秀作品。如
今在呼和浩特市还留有多尊标志性的大型户
外雕塑，捧着哈达欢迎远方客人的女性、跃跃
欲试准备出场的摔跤手等，均出自王济达之
手。此展中他的作品《母与子》，风格写实，质
朴自然；《铁臂》造型概括，突出“力”与“势”之
妙，动感十足。

我在“光影追风映北疆”展厅停留，细数
那些我熟悉的作者名字：鄂博、和平、诺敏河、
阿音、包长青……摄影家们用自己的镜头，记
录了内蒙古的发展，记录了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的生活瞬间。

“七彩丹青绘北疆”如管弦齐奏，时而柔
软如云，时而气势恢弘。

挂在展厅门口醒目位置的是易晶的作品
《准格尔人家》，易晶是一位中国画、油画兼通
的画家，平时多见他的油画作品，这次难得见
到他的中国画。这幅作品采用写实手法，形
象地表达出内蒙古准格尔一带黄河峡谷这种
典型地貌特点和当地民居，整幅画面的色彩
增加了时代感，这轻柔极简的旋律，将观众带
入了一个宁静、优美的世界。

展厅深处，两幅画家夫妻的作品像一对
情侣牵着手，迎面而来。丈夫胡日查的油画
《影》具有一定的写意精神，即有具体形象，又
非现实景像；妻子乌吉斯古楞油画《福祉》，画
得很松，色彩完全主观处理，打破现实中空
间、体积、透视等因素，形成个人非常明确的
风格特点。

如果这对夫妻的随性表达，是交响乐中的
和声，把旋律推向高潮，那么田存波的作品《展
线青春——画中青城》就是一曲明亮亲切的奏
鸣曲，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这幅作品记录了
展陈工作生活的某个瞬间，是作者田存波的生
活写实。他既是布展人，也是参展画家，一手
拿画笔一手开起重机是他青春的影像。作品
名字“展线青春”取自“展现青春”的谐音，再通
过画中画形式展现，更显有趣。

每次来内蒙古美术馆，就像走亲戚，有的
作品不用看标签，就知道是谁的作品，是谁的
风格。来这里，不是为了附庸风雅，也不是装
点门面，只是觉得生活需要这样的仪式感，只
是忙里偷闲，让自己离艺术、离色彩更近。

许廷旺是近些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儿童文
学作家。在创作上，他敢于涉足多种题材，是一
个多面手。随着主题出版的兴起，他开始尝试
如何将校园题材与主题出版相结合。他在紧守
儿童本位中，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艺术之路。他
的新作《云端有个足球场》便体现了辛苦的探索
精神。

在《云端有个足球场》里，许廷旺运用举重
若轻的灵巧之笔，为读者描绘了一群彝族儿女
的群像，展现了他们不畏艰难困苦、满怀信心与
梦想的精神面貌，讴歌了乡村振兴中涌现出的
平凡而又英勇的人物。在云端小学校（校名“瓦
吾小学”）里，一群孩子的足球运动，与杭州亚运
会相联通，体现了中华儿女的体育精神，张扬的
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学习与足球

在《云端有个足球场》里，许廷旺辩证地思
考学习与足球之间的关系，这甚至构成了他的
创作起点。在许多人的认识里，贫困山区要致
富，老百姓要走出大山，只能靠两种途径，一是
修路，二是读书。这固然没有错，却很少有人会
意识到体育也能在其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些
保守的人可能还有僵化的思想，担心体育运动
会影响孩子学习，浪费孩子的读书时间。幸运
的是，云端小学的校长认为，“让山里的孩子们
除了学习之外，还能多一项技能，让他们有机会
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对孩子们来说，

踢足球让它们增添了信心，也提高了本领。这
是对生命的另一种理解。”踢足球“是对生命的
另一种理解”，这个生命，是小说中吉作、约日等
小学生成长的梦想。

生活在云端，不一定有梦想，甚至可能为大
山的云端所困扰而逐渐麻木。但如果在云端，
能够凭借足球运动，放飞梦想，展现生命的激
情，甚至因此而获得成长的力量、成功的可能，
这就足以说明足球一定能够促进成长，也一定
能够促进学习。许廷旺一定是从云端小学校长
原型——曲比史古这里获得了创作灵感，找到
了由足球运动进入学生心灵世界的通道。曲比
史古认为练习足球等体育项目，也是彝族孩子
走出大山的另一条路子。许廷旺敏锐地捕捉到
这种力量，形成他创作《云端有个足球场》的强
劲动力。

在云端学校，原本也一样存在优生、差生之
别。甚至，这种差别还体现在食堂打饭等细节
上。“孩子们排成两排，一边等着打饭，一边背单
词”，能够顺利背完的，将会奖励多打“一勺饭”
或“一勺菜”。而男生约日是一个不守本分的学
生，成绩差不说，在午休时还经常溜出去踢足
球。好在班长吉作不但不制止，反而跟着出去；
日丹老师不但不呵斥，反而“饶有兴致地观
战”。日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老师，他除了“教
书”，更在于能够“育人”。他发现，如果大凉山
的孩子们，没有走出大山，往往在小学毕业后几
年，就会结婚生子，如同小说里写到的尔外。而
他们最大的梦想，不过是能够走出大山去打
工。这个贫穷落后的现状，让日丹老师意识到，
大凉山的孩子们，再也不能步入父辈一样的生
活轨道。他从孩子们踢足球这里找到了另一种

“生命”，发现这个“生命”里有梦想，有梦想也就
有了一切。于是他支持云端小学
扩建足球队（后来还建了女子足球
队），不再阻止女生吉作练足球，反
而要约日当吉作的教练。

就这样，在学习和足球之间，
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活形态。这是
大凉山孩子们全新的生活，也是梦

想开始的起点。

教育与乡村振兴

在《云端有个足球场》中，许廷旺还深刻地
思考了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如果说，
《云端有个足球场》只是停留在足球给孩子们带
来了生命的律动，诱发了孩子们开眼看世界的
梦想，这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谁，也没有什么生
活，可以成为一个孤立的存在。如果大凉山不
能实现乡村振兴，不能为孩子们提供新的生活、
新的环境，而让云端学校走向了以培养小小足
球运动员为目的的教育模式，这肯定是一个不
能令人满意的结局。

足球，只是云端学校和大凉山发生变化的
一个小小缩影，而真正能够为云端学校带来巨
变的，是全新的教育理念和乡村振兴的发展理
念。这就不能不去观察在吉作、约日、伍且、沙
红、史呷、什衣等小学生以外，日丹老师、冯哥、
井古木、友阿木等大人的梦想与追求了。

日丹老师是“瓦吾小学”的灵魂，他把学生
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贴心呵护，看着他们成
长。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而能担当得
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光荣称号。他更看
重知识以外的精神塑造。这种教育理念无疑给
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曙光。至于孩子们口里亲
切喊着的实习老师“冯哥”（本名冯志超），作为
从大都市来的支教者，身上的闪光点非常多。
他“多才多艺，教英语、美术、音乐，有时还教学
生跳舞”，而且他的教学理念也是全新的，能够
循序渐进，最后大家背单词的功夫都进步了，连
一向视背英语单词为畏途的约日，也能“异常顺
畅”了。“冯哥”除了当老师，还成为“瓦吾小学”

足球队的编外教练，告诉孩子们踢
球要有点冒险精神。他跟孩子们
打成了一片。中国的乡村教育，缺
的正是类似日丹老师和“冯哥”这
样的育人者。大凉山更需要有文
化、脚踏实地的年轻人，山里孩子
的精神面貌和志向，都可能因他们

而不同。
在学校之外，《云端有个足球场》还有另一个

若隐若现的“主题”——村主任井古木发动村民
们通过养牛提高收入，以及在上级部门的支持
下，建设了瓦吾新村和新瓦吾小学。在孩子们眼
里，乡村振兴是他们未来生活的希望。而“瓦吾
小学”所有变化，也是中国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儿童与成年人

在《云端有个足球场》里，许廷旺正确处理
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在“瓦吾小
学”足球队成长的过程中，竟然跟养牛发家致富
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以约日为例，“家里的空地
有限，牛舍只能建在约日的球门那里”，而“这球
门可是约日的宝贝”，结果约日的爸爸井古木强
拆了球门，“约日一肚子火”。这是儿童世界与
成人世界的一个大冲突，也是儿童的梦想与成
人的梦想相撞击的时刻。都说儿童文学是沟通
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文学，能否处理好二者
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

在作者的妙笔“调解”之下，约日帮爸爸修
牛舍，爸爸给约日买运动服，懂事的约日“不想
让爸爸发现自己难过的心情，到时候，爸爸该有
心理负担了”。这段话拿捏得非常准确，体现了
父子情深，也体现了约日正走向成熟。在约日
家养牛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些个小小矛盾。
约日家的牛渐渐长大了，因为性子烈，把约日推
倒在地。约日想挥拳揍牛，却被爸爸呵斥，并严
厉地训斥道：“小牛心情不好，就不长肉……”言
外之意，不能卖好价钱，爸爸把小牛当心肝宝
贝，“对约日连问都没有问上一句”。这个小小
矛盾，又以爸爸获胜。

“让山村学校成为一个有梦想的地方”，梦
想作为小说的文眼，贯穿始终，既有学生渴望长
大，走出大山看世界的梦想，更有成人们通过辛
勤劳动，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脱贫致富的梦
想。最后，梦想个个成真，而且他们还在追逐梦
想的路上。这就是小说向读者展示的“梦想的
力量”。

梦 想 的 力 量梦 想 的 力 量
—— 儿 童 小 说《云 端 有 个 足 球 场》读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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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生产之套马》 刘海军《跳鲁日格勒的达斡尔姑娘》 朱勇洁
《《清莲清莲》》 王杰王杰

《《
乌
力
雅
斯
台

乌
力
雅
斯
台
··
清
秋
清
秋
》》

学
军
学
军

《
逐
光
而
行
》

郭
建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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