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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奥斯卡最佳影
片《水形物语》在中国上映，
由鹿菏设计操刀的中国版海
报受到广泛关注，导演吉尔
莫·德尔·托罗在邮件里用30
多个感叹号为海报点赞。

27岁的水彩插画家鹿
菏，现居四川，喜欢旅行、摄
影和阅读，在新浪微博有30
万粉丝。曾为《芭莎艺术》《漫
客绘心》《中华遗产》《小说
绘》等杂志绘制封面与插图，
近年陆续出版了《浮生物语》
《隐世之国》等绘本。

对鹿和鹤的喜好，是他
艺名的由来。而他的画作，也
常常兼有鹿的灵动柔美和鹤
的神秘优雅。鹿菏的创作题
材从宗教神灵到《山海经》，
再到电影角色，看似跨度很
大，实则都以中华传统文化
为统一的根基。

“留白，留下浪漫和温暖

的空间”

鹿菏说，自己为《水形物
语》海报画了好几个版本，
最后导演选择了留白最多的
一张。“其实，对于自己太过
于清淡简约的画风，也一度
担忧过———没有其他电影的
绘画海报那么璀璨华丽夺人
眼球吧。但没想到导演是真
的很喜欢这一版，不仅拿着
海报合影，还发在了他的
Twitter上。”

《水形物语》故事设定在
1963年的美国冷战时期，讲
述了在实验室做底层工作的
哑女艾丽莎和一条供实验用
的人鱼之间的奇异爱情故
事。鹿菏的理解是：“对影片
中两个角色之间互助的感觉
和救援的黑暗时期的处理，
留白是比其他更多色彩的风
格更强烈的表达选择。”

鹿菏坦言：“作为一名中
国人，对水墨画的欣赏是我
DNA的一部分。”他笃信水墨
画是描绘美的最合适的方
式，这促使他“想要找到一种
在观众眼中重现水墨美的方
法”。在中国版的海报中，他
只画了两个主角，模糊了背
景，作了大量的留白，“留下
他们追求浪漫和温暖的空
间”。

事实上，传统文化风格
对鹿菏的影响，不仅表现在
这一幅海报上。从小接触美
术的鹿菏，一直被中国传统
水墨画的美感深深地吸引。

“我三四岁开始画画，起初是
拿毛笔墨汁涂鸦，高中才接
触水彩。小时候家里有很多

国画画册，我拿它们当课外
读物，潜移默化地对自己的
审美产生了很大影响。”

综观鹿菏的作品，很多
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充满
新武侠和玄幻神秘色彩，这
几乎可以成为他风格的代名
词。

“绘画是向外界展示自

己的方式”

鹿菏并不是美术科班出
身，“只是从小喜欢画画而
已”。“初中时，大家都看漫画
和动画，日本动漫给我很多
影响。”从那时起，鹿菏就想
成为一名漫画家，“那些年整
天临摹漫画，锻炼画技，为了
画好发丝飘起的效果，不知
道画坏多少笔。”

“刚开始走这条路很难，
因为是新人，合作很少，收入
勉强能维持生存。”幸运的
是，“爸爸妈妈一直很支持
我。”鹿菏开心地说。父母为
鹿菏的画而骄傲，也不曾强
迫他去考公务员什么的。“他
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父母，
不会觉得什么有用就去学什
么，就是自己喜欢哪个就去
学哪个。”

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哪
幅作品让鹿菏完全满意。就
算是《水形物语》的海报，鹿
菏自己对细节方面也有担
忧。“刚画完的时候觉得好满
意、好漂亮，过段时间再看，
觉得也就那样吧。可能最满
意的永远是下一幅吧。”

“每天睡前，脑子里会出
现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灵感，
越是睡前灵感越多。”因此鹿
菏身旁常有一个空白本，用

来记录突然想到的画面，“第
二天如果能想得起来，就丰
富他们。想不起来就算了，随
缘。”

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自
然的热爱，是供给鹿菏画作
的养分，也是维持灵气的土
壤。他认同网友对其“画作灵
动柔美，背后却隐含着复杂
的人生况味和人性剖析，充
满生活的感悟”的评价。

鹿菏说，自己的生活可
以说简单到极致，笔下、画中
的感悟，更多的来自阅读。

“画画是文字表达的变体，画
画代替文字的功能，成为我
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最珍
贵的地方在于不管年龄长大
几岁，我的心还是之前那颗少
年心，对世界的好奇和对自然
的热爱没有变化。很多朋友和
同学见到我会说，你还是没
变，你还是那样，就觉得很开
心，就觉得我拥有了赤子之
心，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孤独的创作者”

鹿菏每年都会换一个城
市居住，他喜欢南方。“空气
湿润，绿植多”是鹿菏选择城
市居住的标准。虽然“繁多的
画材不便运输，从大理去重
庆时，整整带了55箱画材”，
但房租到期时，他还是会忍
不住在地图上寻觅下一个心
仪的去处。

“一个孤独的创作者”，
是鹿菏对自己的定位。“我工
作特殊，不经常出门，和外界
的交流少了很多。”有时，他
会给自己放小假，出去旅行、
拍照。“或许摄影才是我真正
的业余爱好，我不会因此有

任何收入，却乐此不疲，很纯
粹。”

起初，鹿菏直接住在山
里，后来发现住在城市最热
闹的市区和住在山里没什么
差别，“因为我都不出门”。

“当然，山里窗外的风景
比较美，但居住在不同的城
市，外面的风景也很不一
样。”这是他每年坚持搬家的
原因。

鹿菏习惯睡到中午，早
午饭一顿解决。其他时间大
都用在画画上。下午一点开
始工作，晚上八九点结束。

“下午到晚上创作激情大、质
量高”。“画画的时候很享受，
朝九晚五上班的工作很恐
怖，不适合我。”

如今，他已不再为过分
清净带来的孤独所困扰，“每
一种生活方式都会有付出，
这是我需要接受的，应该去
正视。”

2018年3月，鹿菏通过申
报“国家艺术基金”，提交自
己已出版的八本作品，成功
进入四川美术学院学习。“因
为用的是笔名，大家并不知
道我是谁。所以跟其他同学
一样，早上九点上课，下午四
五点下课。上课记笔记、听
讲。”

鹿菏“对现在的生活状
态很满意，可以学习，还能和
很多很好的品牌项目合作，
展示自己的特长，一切都在
往好的轨道上发展”。

这个不再年少的画家，
对世界有自己的解释，“或许
只有拿起画笔，才能让思想
恰到好处地流淌。”内心里，
他是一个孤独的“隐士”。

（据《北京青年报》）

聊聊时段
我们读文学作品时，尤其是读古典文

学作品时，经常遇到“黄昏”“人定”等表示
“时段”的一些词语，读古典文学作品之前，
如果把这些“拦路虎”弄明白了，那么一切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古代每两个小时为1个“时段”，共12个
“时段”：

夜半，是一昼夜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
辰，与子时、三更（三鼓）相对应，时间是从夜
间11时至次日凌晨1时。“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张继《枫桥夜泊》）

鸡鸣，是一昼夜十二时辰的第二个时
辰，以地支来称其名则为丑时，相当于凌晨
1至3时。与四更（四鼓）相对应。“飞来山上
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宋代诗人王安
石《望飞来峰》）

平旦，是一昼夜十二时辰的第三个时
辰，太阳露出地平线之前，天刚蒙蒙亮的一
段时候称“平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黎明之时。用地支表示这个时段则为寅时，
即每天清晨的3至5时，即是我们古时讲的
五更（五鼓）。骆宾王《帝京篇》：“三条九陌
丽（一作凤）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辞
海》92页)

日出，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四个
时辰，指上午的5至7时，地支命名是卯时。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唐
代诗人白居易《忆江南》）

食时，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五个
时辰，又名早食。古人“朝食”之时也就是吃
早饭时间，上午7时至上午9时，地支命名是
辰时。“食时不叹，不训斥子弟。”（李炳南教
授编述《常礼举要·（一）居家十二》）

隅中，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六个
时辰，临近中午的时候称为隅中。上午9时
至上午11时，地支为巳时。《淮南子·天文
训》：“（日）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
是谓正中。”衡阳，昆吾两山皆在南方，太阳
走到衡山的时候，还未到正中，所以叫“隅
中”。（《辞海》1008页）

日中，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六个
时辰，中午，上午11时至下午1时，地支为午
时。《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与庄贾约，旦
日日中，会于军门。”(《辞海》3132页)

日■，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七个
时辰，太阳偏西为日跌。下午1时至下午3
时，地支为未时。《汉书·游侠传》：“诸客奔
走市卖，至日■皆会。”（《辞海.3191页》

晡日，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八个
时辰，下午3时至下午5时，地支为申时。杜
甫《徐步》诗：“荒庭日欲晡。”（《辞海》3196
页）

日入，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九个
时辰，意为太阳落山的时候。下午5时至下
午7时，地支命名是酉时。“客心贫易动，日
入愁未息。”（唐·白居易《秋江晚泊》）

黄昏，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十个
时辰，下午7时至9时，地支为戌时，与一更
（一鼓）相对应。欧阳修《生查子·元夕》：“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人定，这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最末
一个时辰，也就是第十二时辰，它指夜里的
21时至23时，地支命名是亥时，与二更（二
鼓）相对应。意思为：夜已很深，人们已经是
停止活动、安歇睡眠了。古乐府《孔雀东南
飞》：“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出。”
（《辞海》693页） 文/白守双

给《水形物语》画宣传海报
这个90后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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