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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俊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
脉相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
影视剧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样式，在文化建设中正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影
视剧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
到精气神。

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元年的
500年中，这个世界连续出现了
四位伟大先圣，他们是中国的儒
家先圣孔子、印度的佛教创立者
释迦牟尼、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
底、基督教救世主耶稣。

释迦牟尼在细数人生八苦的
基础上，倡导八正道，以期指引
黎民百姓在因果轮回中摆脱苦
难。耶稣主动担当上帝之子的使
命与责任，代替人类受难，告诉
人们如何通往永生之路。苏格拉
底是一个追问真理的典范，他不
仅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深
刻影响了柏拉图，也间接影响了
亚里士多德，乃至后世以“理
性”为首要特质的西方哲学思
想。我们的先圣孔子，是儒家学
派的创始人，其“仁”“礼”思
想，超越了鬼神，在注重“明
智”的基础上关注自然、关注人
性、关心社会和人生，是生命派
的哲学。

两千多年兴衰往复，儒家思
想早已渗入我们这个民族的骨
髓，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和
历史走向。

举个例子。戏曲艺术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被称
为“百戏之母”的昆曲，在中国
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
史、美术史上都有着非常独特的
地位。它在文学思想表达上的意
象委婉、音乐表达上的细腻婉转、
美术表达上的清澄淡雅、身形表
达上的柔媚精准，处处体现出天
人合一、天道自然的美学气质。

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
中，会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意义和
重要性的惯性的评价标准和看
法。而所谓优秀传统价值观，则
是指那些符合民族长远利益的价
值评价标准。笔者认为，当下的
影视剧，要着力倡导中华优秀传
统价值观。

作为一种讲故事的综合艺
术，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影视
剧创作首先要面对的是价值观的
选择与确立。无论中外，那些能
够在历史上留下声名并且得到观
众认可的影视剧，一定是有着某
种正确而且亲近的价值取向的作
品。近年来，国产影视剧深受好
莱坞视效大片和韩剧、美剧的冲
击，几乎让中国编剧、中国导演
们集体自卑、无所适从。个人英
雄主义、自由主义也随着西方影
视剧的大力传播而彰显。

与宗教至上或理性至上的他
者文化传统相比，我们的传统价
值观中的温暖和平 （关注人生、
考试入仕）、宽容达观 （对待外
来文化和他人的态度）、注重内
省、重义轻利、尚祖爱国、坚韧
不拔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价值取向，有待我们在影视剧
作品中主张。将我们的优秀传统
价值观借由影视剧的方式表达出
来、传播开来，既是提升文化自
信的需要，也是国产影视剧事业
可持续生命力的保证。

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代表作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国产电影
关注普通人生的首倡者，其所褒
扬的善良、贤惠、坚韧等传统美
德，引发了广大观众强烈的情感
共鸣。今年出现《战狼2》这样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作
品，令人振奋。在紧张刺激的叙
事中，《战狼 2》 所表现的爱好
和平、不惧牺牲、重义轻利等价
值取向满足了中国观众的情感需
求和价值需求，是其取得巨大成
功的重要原因。反之，许多在浮
躁状态下创作的肤浅的玄幻剧、
宫斗剧、“美图秀秀”剧等，终

究得不到真正的认可。
除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价值

观，我们的影视作品还可以在传
统美学中汲取营养。

与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
的“早熟”一样，中国的美学思
想也是早熟的。早在宋代，中国
就已经形成了虚实、流畅、空
灵、风骨等美学意境，并养成了
中国人悠远、诗意的生活态度与
生活方式。

在现代化轰隆隆的背景下，
我们曾经倾向于全盘否定自己，
也曾武断地背弃过我们的先圣。
但即便如此，在今天的中国，诗
歌、书法、国画、象棋、围棋、
服饰、瓷器，乃至婚丧嫁娶之
礼，在民间仍有非常深厚而坚韧
的力量，有待发掘。另外，我们
还有十分丰富的少数民族音乐、
舞蹈、建筑、民俗、民间技艺等
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

把中华传统美学融入影视剧
作品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
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美学修养，还
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诚意。有
的作品虽然也试图问津，但终究
火候未到，只有形式上的焊接，
显得生硬而尴尬——《长城》和
《我不是潘金莲》，在笔者看来就
是具体例子。自然也有很多成功
范 例 。 再 说 《一 江 春 水 向 东
流》。在叙事结构上，该片采用
了非常典型的戏剧式结构，完
整、清晰，层层递进，发展脉
络、层次非常鲜明。在艺术风格
方面，“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
一个总的喻体，带有鲜明的东方
式象征意义；月亮，这个中国人
最熟悉的喻体，在定情、惜别、
苦思、背叛等时刻反复出现，带
有明显的隐喻色彩，非常好地实
现了抒情和表意功能。浙江影视
企业出品的动画电影 《大圣归
来》，从故事的改编、人物的塑
造，到影像画面的美术设计，处
处散发着东方美学的风格化特
征，给予观众一次东方美学的视
觉和情感体验盛宴。这恐怕也是
该片能够赢得一致肯定和巨大票
房收益的重要原因吧。

如何在影视剧创作中弘扬传
统美学，创新传统美学表达，前
途漫漫。然而，一旦有了这样一
种创作共识，再深入做好知识积
累和技术准备，我们就一定能为
世界影视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
独有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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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田文 赵淑萍

11 月 29 日，由中共宁波市委
宣传部、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宁波
市文联、北仑区政协主办的“水墨
写出山海情——中国美术家王复才
书画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此次
展览，展出作品 118幅，其中，新
作占到50%。画中，山海雄奇，礁岩
突兀，帆影猎猎，鸥鸟纷飞。一种气
息，那是海的粗犷、阳刚和山的秀
丽、俊朗，这种气息激起的是观者对
浙东山水的眷恋和骄傲之情。

王复才温和、谦逊，脸上总带
着一丝笑意。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那双眼睛——虽年逾古稀，那双眼
睛，清亮，时时闪着熠熠光泽。这
是一双善于捕捉美的眼睛，层峦叠
嶂、山海风光，正是通过这双眼
睛，投射在他的心灵，又落到了纸
上。

从“田头秀才”到专业画家

王复才有多幅山水画，是画镇
海九龙山的。他可以指着画，告诉
你画的是九龙山的哪个具体部位，
这地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他出
生在山下，从小就在九龙湖一带放
羊、割草、砍柴，走遍了山里的每
一个角落。放牛间隙，他会顺手捡
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画。飞禽走
兽、草木花卉、瀑布流泉……他就
想把世间所有的美好画下来。不仅
在山里画，回家后也画，常常全神
贯注，在地上一蹲就是一小时。他
照着年画和故事书中的插图画，那
桃园结义的刘关张，那花果山上的
孙悟空，那送子观音...... 人们发
现，这孩子画得还真像。而且，他
学什么都那么灵。除了“孵秧子”

“踏草篷”，他干遍了所有的农活且
样样干得出色。这个因为家里兄弟
姐妹众多，不得不辍学干活帮着补
贴家用的男孩，凭着自己的聪颖和
吃苦耐劳，赢得了乡民的信赖和喜
爱。他出村里的黑板报，写字、画
画、排版一手包了。说起他，人们
都称之为“田头秀才”。21岁，他
担任了九龙湖镇河头公社的团委书
记，领导把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1970 年，他面临着人生的重
大选择。读书的机会来了，上面要
求推荐各行业品学兼优的人去读大
学。村里河头中心的校长知道他喜
欢画画，就传递给他这个消息。他
毅然决定去大学进修美术。那年，
他 26 岁，从镇海步行到宁波，踏
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

后来，他成了一名专业画家。
说起当初的选择，他觉得自己是对
的。当年的浙江美院不像现在这样
年年招生，他入学的前后 3年，一
共才招了 80 个人。正是到美院进
修，一扇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门打开
了。他得以遇见那么多的名师：方
增先、宋忠元、吴山明、孔仲起、
顾生岳……这些如今大名鼎鼎的教
授、名家，当年还是讲师，去农村
写生，年轻的他们和学生同吃同
住，关系融洽。在美院，王复才知
道了什么叫素描，什么叫水墨，接
触到西洋画的透视明暗、结构比
例。他求知如渴，每天晚上都埋头
苦练基本功，有时画着画着，已是
斜月西沉，夜阑人静。

美院毕业后，他分配到镇海区
文化馆，当了一名美术干部。虽说
大部分时候是在传播群众文化，但
职业和爱好关联，他仍是幸运的。

从人物画转入山水画

熟悉王复才的朋友说，不要看
王复才待人随和，蔼然可亲，但绝
对是外圆内方。他对自己很严苛。
任何事，一旦拿定主意，就“一条
道走到黑”。

一开始，他被分到美院油画
系，但因为骨子里喜欢中国画，而
且喜欢古典、诗词书法，他选择了
中国画系。最先，他从事的是人物
画创作。《思》《溪边少女》《清
风》等侍女画，线条流畅、造型准
确，画中人俊眼修眉，娴静优雅。
国庆 30 周年时，他曾花整整一个
月时间，描绘了当年宁波老百姓热
情欢迎解放军从三江口进城的画
面。那是一幅群像，里面有 70 多
个人物，个个形态逼真、神态各
异。背景是宁波老的轮船码头。

（巧的是这个码头后来建成了宁波
市美术馆。他的作品多次在这里展
出。2014 年，他还专门在这里举
办个展。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机
缘）

眼看人物画势头很好，可后

来，他还是转到了山水画。“其实
理由很简单，画人物需要模特写
生，对于工作在基层的我来说，人
物画的创作和交流存在现实的障
碍。”他说。

王复才从小生活在东海边、九
龙山下，熟谙那里的山水。他爱着
山的灵秀、巍峨、高峻，爱着海的
浩渺、雄浑和粗犷。故乡的美、山
水的美、天地间的大美是他最有欲
望表达的。而且传统的山水画是他

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这更坚定了
他立志山水画创作的决心。

从写生到创作

30 多年，王复才把四分之三
的业余时间用在山水画和书法创作
中。他背着画板，坐上小船，访名
山、踏岛屿、观海潮，心无旁骛，

潜心创作。从秀丽的九龙山到莽莽
的四明山，从象山港千帆竞发的开
渔壮观到嵊泗列岛辽阔无际的“海
气清晖”；从壁立千仞的普陀岛礁
到惊涛裂岸的东海大潮......王复才
揽山海入怀，笔底海礁耸立、波澜
起伏。

在他家里，有好几本厚厚的速
写。每到一个风景点，他总随带笔
和纸，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构图。
一次，在绍兴柯桥，在凛冽寒风
中，他用冻僵的手，一鼓作气画了
20 多幅速写，后来，回到宾馆，
继续回忆创作，直到手滚烫得差点
握不稳毛笔，他才意识到，可能冻
伤了。还有一次，去雁荡山，天下
起了雨，为了捕捉住山间云雾弥漫
的景象，他竟然不撑伞，只顾看。
后来，又把伞给丢了。雨越下越
大，他被淋得浑身湿透。每次出外
写生，回来时，他总是上车最晚的
那个人。因为，就在临别时，他恋
恋不舍地四处回望时，突然又发现
了好的景致。一边车上人在催，一
边他疾速几笔，画完后，还边走边
回头看……“那一刻捕捉的，往往
是最妙的。那是对美的瞬间的统
摄，择取，最动人心魄。”他说。

他的老师孔仲起如此评价：
“他的写生稿线条流畅，造型生
动，构图灵活多变，往往极平常的
景色，一经组合便形成美妙新颖的
画面。他的速写既是创作素材、生
活积累和造型训练，更是一幅幅完
美的艺术品。”他的速写在全国 20
多家报刊发表，其中 《水乡旧踪》
获“全国写生画展”最高奖，刊登
在《美术》杂志上。

他曾多次去东海列岛写生。去
嵊泗的那一次经历刻骨铭心。当
时，他和几位画家雇了一只船，绕
岛而行，以便观察石壁的纹路。不
料后来风浪越来越大，小船不住地
颠簸，连撑船的小伙子都害怕了。
而他，牢牢握住手中的相机，恐惧
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所幸后来风
浪渐渐平息。正是这次历险，使他
创作出了 《海气图》。图中，是斑
驳的海岛石壁，那经过多少年风霜
浊浪侵蚀而风化的石纹清晰可见。
海鸥翱翔，云气氤氲，渔船执拗而
坚韧地行驶在海天之间。“虽然没
有人物，但有渔船，创作的寓意就
是表达一种人们用智慧坚毅与自然
相处的情景。”他说。这幅作品
1998 年获得了文化部举办的全国
第八届“群星奖”优秀作品。创作

《海气图》，他实现了一次艺术的跨
越：以传统作基点，但时时不忘突
破藩篱，融入时代气息和精神。

几十年痴迷大海，无数次凝
眸，无数次观照，他逐渐摸索出一
套绘画大海景物的创作技巧。看他
笔下的海礁和石壁，特别粗犷、厚
重，有岁月的沧桑。那是因为，他
独创龟裂皴和破网皴技法，为描绘
海岛开辟了一条新路。同时，他用

“没骨法”画波浪、画江河之水，
富有韵味。大海波涛起伏，礁石狰
狞耸立，海气白雾迷蒙......他的作
品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生机勃
勃。这样的山水新作，给人以强烈
的新鲜感和震撼力，得到刘江、孔
仲起、吴山明、周沧米先生的首
肯，他们认为王复才画“笔墨清
新，意气苍浑”“笔精墨练，境高
意远”。

从意境到情感

书画同源。王复才的书法功底
深厚，深得老书法家蒋思豫先生赞
许。他学唐楷，继习二王，又研秦
简、汉隶，他的书法作品方圆并
济，古朴厚重，笔法精到，气势开
张。而且，他业余还学格律诗词，
经常以古诗词和自己创作的诗句作
为画的提款。可谓以书入画，书画
并茂。“书法伴随我画事渐进，隶
楷的筋骨、行草的风韵，诗文涵
养，丰满着我艺术的翅膀，引导我
向广度和深度进发。”他说。

王复才非常喜欢一首诗，这首
诗，他书写过无数遍：“千岩万壑
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
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他
认为，一个人追求艺术，追求事
业，就要有“瀑布”这样的精神，
百转千回，不辞辛劳，最后奔流入
海，有容乃大。

王复才曾经改过名字。起初，
他叫“福才”，后来，毕业后，自
己改成了“复才”。因为他觉得自
己底子很薄，不比书画世家的那种
幼受庭训、有良好的书画修养。所
以，他提醒自己，要反复磨炼才能
成才。“好学便是福，无情不是
才”。正因为好学、“有情”，他在
笔墨中写出了山海情怀。

王复才：水墨写出山海情

人物名片：

王复才，号浙东九龙山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
协会会员，宁波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名誉理事，宁波书画院画
师。

上世纪 70 年代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 （现中国美术学院） 国画
系，受教于方增先、吴山明、孔仲起、童中焘、周仓米等名家。先学
人物画，后专攻山水画和书法。他的画，以浙派虚灵秀逸的笔墨为根
基，吸收厚朴雄强的北方风格和岭南色墨交融的风韵，并在现实生活
和大自然中吸取艺术营养，在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构建中体现诗情画
意。先后有上千幅作品在全国、省、市发表、展出。有50多幅作品
获奖，其中，山水画《海气图》《水乡旧踪》等十余幅作品入展中国
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等全国大赛并获金彩奖、优秀奖、最高
奖和创新奖。2016年，其作品和事迹在中央电视台作专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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