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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现实生
活。片中主人公程勇，是个贩卖
保健品的小人物，一开始为了致
富，从印度走私治疗“慢粒性白
血病”的仿制抗癌药物“格列
宁”。国内销售的正版“格列宁”
一瓶价格高达 4 万元，普通患者
根本吃不起。吃不起就只能等
死。但印度仿制的“格列宁”药
效一样，市场价只有两千。程勇
一面赚钱一面救人，还和吕受
益、刘牧师、刘思慧和“黄毛”
组成了自己的贩药团队。当然，
他心里明白，长此以往，自己迟
早会“进去”，于是见好就收，开
始改行。然而一年后，他看到一
个个如吕受益般因买不起正品药
而死去的病人后，打算重操旧

业。这个时候的程勇不再挣钱，
他纯粹是在贴钱卖药……

老实说，《我不是药神》 在
编、导、演等艺术层面上并没有
太过出色的表现。前半部分，略
带诙谐和幽默的色彩，是在为后
面“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残酷现
实做铺垫。但该片之所以收获良好
口碑和不俗票房，主要原因是让观
众看到了国产片也可以不犬儒、不
懦弱，也可以直面与普通百姓利益
攸关的敏感话题，而且将程勇这样
一个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灰色人物
塑造成平民英雄。这部电影还提出
了一个犀利的问题：当情与法相悖
时，生命权与法律该如何权衡？我
们总是感慨韩国电影对现实的映
射，佩服印度电影对现实的推动，
却不敢奢望自己的影片也能对复
杂现实有所回应。《我不是药神》

给了我们一个久违的惊喜。
影片用一个个贴近现实的细

节，还原了白血病患者所深陷的
购药困境。人生实苦，最苦莫若
身患绝症。人同此心，皆有物伤
其类的情感。所以，当影片中一
个患癌老人握着警察的手说：“谁
家没有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一
辈子不生病？”相信很多观众会
有所触动。这个情与法的悖论并
非通过艺术手法创设，而是由生
活本身直接彰显。片中，程勇通
过贩卖“假药”挣上了钱，出于
对自身违法行为的恐惧，他和团
队成员吃了一顿散伙饭后，执意
金盆洗手。一年之后，他已是一
家服装厂厂长，但吕受益自杀的
刺激，使他再次前往印度给病友
进药，哪怕后来印度的厂商被
封，哪怕“被抓坐牢”如一柄达

摩克利斯剑悬在头顶，他仍将进
价两千的药物以五百的低价卖给
那些命悬一线的白血病患者。至
此，程勇已然成为白血病患者眼
中的“药神”。而在观影的 117分
钟时间里，我们在笑声泪影中也
一直能感受到人们求生的欲望，
那种向死而生的奋力挣扎。观众
由此意识到：影片中的故事，其
实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我不
是药神》除了对白血病患者群体
的关照、对冷漠规则的批判，影片
最精彩之处还在于：故事从一个
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社会性的普
遍问题，传递出一份凄冷与温暖
交织的人生况味。

《我不是药神》的社会意义明
显大于艺术价值，即便它在艺术
上存在种种不足，仍然堪称一部
善莫大焉的现实主义佳作。

凄冷与温暖交织的人生

魏惠东，浙江嵊州人，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浙
江省版画家协会副秘书长、宁波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
浙江师范大学兼职硕导。作品曾获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
最高奖、“百年追梦”浙江美术创作精品工程创作奖、浙
江省版画展览优秀奖、首届全国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优
秀奖、浙江省第六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等。他还
入选浙江省视觉艺术青年人才培养“新峰计划”。部分作
品被浙江美术馆、浙江展览馆、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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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东是个画家，但更多时
候是个沉思者、阅读者。他喜欢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也阅
读卡夫卡、村上春树的作品，对
佛教、道教也有所涉猎。他的画
作 ， 从 标 题 上 看 就 显 得 高 深 莫
测。在上月底结束的全国第六届
青年美展上，他的综合材料作品

《当庄子遇上卡夫卡》 被评为最高
奖，并作为展区作品直接入选全
国十三届美展。

作为版画专业出身的画家，
魏惠东在这幅作品里以版画手法
复制了庄子 《逍遥游》 和卡夫卡

《变形记》 中的部分文字，并让它
们朦胧地呈现。同时，他将“子
非鱼，焉知鱼之不乐”的鱼与卡
夫卡小说中人化身的甲虫置于同
一画面。

魏惠东说，庄子追求无己、
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依凭而
游于无穷，这才是真正的“逍遥
游”。而西方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
以 小 说 反 思 人 类 异 化 成 了 “ 非
人”，成了身不由己的“甲虫”，

映照了现代人的社会命运。“庄子
和卡夫卡，两者都是以自我的处
世 体 验 切 入 社 会 观 照 ， 异 曲 同
工，相向而求，内在追求的精神
都是人生绝对自由的境界。”

魏惠东坦言，自己的艺术创
作试图表现迷雾中的自我，探索
罗素所说的“我为什么活着”。

“画画能直达我的内心深处，是我
心灵诉求最擅长的表现方式。”

大凡艺术家的创作追求和艺
术个性都与他们的经历和性格有
关。魏惠东在艺术创作中对生存
意义的拷问源于大学时代的一次
藏区经历。那年，他与同学来到
甘南藏区，目睹了雪山脚下天葬
台上堆积如山的衣物和枯骨以及
盘旋而至的秃鹫。“生命的终点竟
然是这样化为尘土。活着，意义
何在？”

大学毕业后的四五年间，魏
惠东几乎没有怎么作画。他阅读
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哲学家海
德格尔的作品。而从文学史的角
度，他在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村
上春树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寻
到了他们的源头——卡夫卡。他

也十分认同卢梭“人是生而自由
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观
点。那么，生命个体在红尘浮世
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束缚与诱惑，
如何解脱？在综合材料作品 《束
缚的形式》 中，他通过画面中女
模被红线的捆绑，反映了纷乱的
世界中，欲望与诱惑对人的种种
束缚。

在魏惠东的画作中，经常出
现经文符号、甲虫、鱼形、骷髅
等意象。“我试着借这些意象的重
复，寓言式地展示看似反常、却
能直指人心的生存真实。”这些
年 ， 魏 惠 东 的 作 品 从 “ 生 命 存
在”“生命遗韵”“生命镜语”系
列到“生命的枷锁”“三十年的步
履”“束缚的形式”系列，再到

“生命问道”“致弘一系列”“致
卡夫卡”“卡夫卡式的哲思”等
等，无一例外地是他与自我内心
的一种对话，对生存意义的不断
追问。著名策展人、评论家匡景
鹏认为：“魏惠东的作品呈现了
人类内心深处的自卑，又将这种
自卑升华为一种悲观意识，之后
又用艺术积极探寻心灵救赎的出
路。”

在艺术语言上的大胆创新，

也是此次魏惠东作品能获得全国
青 年 美 展 最 高 奖 的 原 因 。 早 在
2009 年 就 读 中 国 美 院 研 究 生 期
间，魏惠东就在张远帆、蔡枫、
孔国桥等导师的指导下，试着以
不断重复的线形笔触和经文字符
的 反 复 出 现 ， 突 出 画 面 的 形 式
感。在 《向弘一法师致敬》 等作
品中，这些形而上的线形笔触布
满 画 面 ， 不 断 进 行 符 号 式 的 反
复，并深化、扩展。

就在每一条线、每一块颜色
的不断挥洒过程中，魏惠东的心
静了下来。“这是一种认真与执着
的心理体验过程。在这样的过程
中人会脱离世俗的烦恼，进入止
观、定慧的状态，呈现出一种自
我的诉说和精神上的涅槃。”

魏惠东作品中，弘一法师是
出现最多的具象人物。在 《致弘
一系列·过客》 中，大师身着衲
衣，携一布袋，头戴斗笠，在死
亡 之 境 中 前 行 ， 留 下 坚 毅 的 背
影。弘一法师的一生，生活即艺
术，艺术即生活，最后从绚丽归
于平淡，这正是魏惠东景仰膜拜
的人生状态。他对于艺术，如同
虔 诚 的 信 徒 ， 去 发 现 人 生 的 答
案，寻找精神的归园。

魏惠东：以艺术寻找精神的归园

崔小明 陈可伟 汪灏

“好香啊！”7 月 4 日上午，香
港 特 区 行 政 长 官 林 郑 月 娥 出 席

“香约港城”2018宁波经贸·文化
周活动，在香港会展中心参观宁
波民间工艺展时，她由衷地为一
艘朱金漆木雕船鼓点赞。7月 4日
至 6 日，18 件宁波民间工艺精品
在香港展出，受到香港市民的欢
迎。

本次宁波民间工艺展是 2018
宁 波 经 贸 · 文 化 周 系 列 活 动 之
一，18 件展品是宁波众多民间工
艺门类中精选出来的优秀作品，
涵 盖 国 家 级 “ 非 遗 ” 朱 金 漆 木
雕、骨木镶嵌、金银彩绣、泥金
彩漆及越窑青瓷等项目，多件获
得 过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最 高 奖 山 花

奖，代表了我市工艺美术顶尖水
平。

林郑月娥点赞的船鼓曾获中
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由我市青年工艺美术师吴圣东主
创，由红木、樟木、黄杨木、牛
骨 等 多 种 材 质 组 成 ， 集 骨 木 镶
嵌 、 朱 金 漆 木 雕 、 黄 杨 吉 子 、
甬 式 家 具 制 作 技 艺 、 金 银 彩
绣 、 打 镴 技 艺 、 玻 璃 画 等 多 种
传 统 工 艺 于 一 体 ， 共 有 八 层 ，
每层由大小 252 块黄杨木雕花板
组 成 。 吴 圣 东 回 忆 当 时 的 情
景 ： 林 郑 月 娥 来 到 船 鼓 前 ， 对
造 型 精 美 的 船 只 表 现 出 浓 厚 的
兴趣，很自然地说了一声：“好
香 啊 ！” 吴 圣 东 向 林 郑 月 娥 介
绍，香味来自香樟木。吴圣东告
诉记者，这个展览吸引了很多香

港 市 民 特 别 是 在 港 的 宁 波 帮 人
士。每当有上了年纪的香港宁波
帮人士前来参观，吴圣东就会拿
出随身携带的甬式家具宣传册给
他们。看到这些熟悉的家具，老
人们非常高兴，有的说这个床我
小时候睡过，有的说这个家具小
时候在邻居家见过。传统家具勾
起了香港宁波帮人士浓浓的思乡
之情。

宁海东方艺术馆办公室主任
叶美君也在展览现场。她带去了
一 套 十 里 红 妆 系 列 作 品 ， 共 七
件，有双龙长提桶、子孙桶、淘
奶桶等。这些作品均由泥金彩漆
代表性传承人黄才良精心创作。
叶美君说，林郑月娥参观时问她
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当听说
是 古 代 宁 波 女 儿 结 婚 时 的 嫁 妆

时，林郑月娥连声说：“很好看！
很好看！”

慈溪市上越陶艺研究所所长
施珍专门为本次展览创作了越窑
青瓷“吉祥鸟双耳瓶”和“吉祥
鸟莲纹盖对罐”，两件作品以“吉
祥鸟”为主题，将上林湖越窑遗
址出土的唐代越窑秘色瓷的吉祥
鸟纹样作为装饰，再结合当代的
造型艺术，让越窑青瓷焕发出新
的光彩。林郑月娥听了施珍的介
绍后说：“很新颖。”

这次宁波民间工艺展还展出
了骨木镶嵌作品九屏风“梁祝传
说”、金银彩绣非遗传承人裘群珠
带去的 《清明上河图》 和 《甬城
风情图》 两件作品、鄞州区天成
佛像造型艺术馆馆长徐剑佩主创
的木雕“千手观音”。

宁波民间工艺“香”飘香江

周燕波 王朝武

执笔轻蘸墨，挥袖已成章。
笔锋辗转间，一个个墨迹清亮的
擘窠大字跃然纸上。然而很少有
人会想到，这些收放自如、技法
圆熟的书法作品会出自一位长年
跟钢筋、混凝土打交道的建筑行
业工程师之手。笔者最近走进位
于鄞州区首南街道的樊国龙书法
工作室，采访了这位民间书法艺
术家。

1960 年，樊国龙出生于奉化
大堰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村
里木匠，家境贫寒，加上整个中
小学时期恰逢十年动乱，所以樊
国龙接受的基础教育比较薄弱，
更不要说与艺术沾边了。

樊国龙说，上世纪 70年代他
在大堰中学求学时，班主任朱老
师毕业于杭州大学，写得一手好
字，他羡慕不已，暗地里偷偷模
仿。有一次，樊国龙跟着长辈去
县城走亲戚，正好遇到县里举办
书法展览。站在橱窗前，他一边
端详着那一幅幅潇洒俊秀的书法
作品，一边痴痴地想：什么时候
我也能写这样一手漂亮的字？

1987年，近 30岁的樊国龙听
说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即将在宁波
分校开班，这消息点燃了他对书
法艺术压抑多年的炽热之情，于
是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成为宁
波分校的首届学员。当时，在中
国书画函授大学总部授课的老师
有欧阳中石、刘炳森、李志敏等
书法名家。樊国龙不仅系统学习
名家们讲课的录像资料，还得到
宁波资深书法老师裘成源、沈元
发、杨光等人的悉心传授。

早期，樊国龙临摹了大量王
羲之、欧阳询等名家碑帖，篆、
隶、草、行、楷，各种字体一一
修研。潜心苦练 20年，他的书法
技艺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于清
新秀雅间不失雄浑大气的独特风
格。

樊国龙最擅长写榜书。2014
年，在宁波文化广场艺术培训中
心成立庆典上，樊国龙应邀前往
展现书艺。那天他在现场挥毫泼
墨，两幅长卷一气呵成，其中一
幅每字约一米见方，气势恢宏，
摄人心魂。

后来，樊国龙被聘为宁波文
化艺术培训中心成年班的书法讲
师。他自编教材，认真备课，班
上学员常常爆满。学员们称赞
道：“听樊老师书法课常常有豁然
开朗的感觉。”而樊国龙生怕“误
人子弟”，从 2016 年开始，56 岁
的他又苦心学习书法传授之道，
用两年时间考取了中国书协注册
高级书法教师资格证。

最近几年，樊国龙经常去机
关、部队、学校等单位做书法公
益讲座或示范创作；临近春节他
又赴基层乡镇、街道为群众写春
联、送春联。对于那些慕名而来
的书法爱好者，他总是热情接
待，耐心指点。在樊国龙看来，
这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前
两年樊国龙还拿出多幅精品之作
参加宁波慈善总会举行的慈善义
卖活动。

樊国龙从事建筑工程管理工
作，经常要去工地，脸庞被晒得
黝黑、粗糙。笔者问他如何在繁
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坚持书法创
作，他微微一笑：“建筑工程的监

理工作要求严谨细致，不得有一
丝一毫的出入，故我工作时严
谨、自律，而写书法的时候我又
可以自由地释放情感。”因此，樊
国龙无论在外工作有多忙，身体
有多累，每天都要抽点时间挥毫
习字，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放松与
享受。

在工作室，樊国龙当场为我
们示范书写。那气定神闲、一挥
而就的笔墨神韵足见其苦练多年
的功底。“所谓书法就是书写之法
则，书法跟写字不同，写字是记
录、交流的方式；而书法是艺
术，是中国文字经过长期发展逐
渐演变而成的一种线条造型艺
术。书法创作的关键是要把创作
者的情感发挥出来，把文字的意
韵表达出来……”谈起自己钟爱
的书法，一向温和沉静的樊国龙
侃侃而谈。

如今的樊国龙除了高级书法
注册教师的身份外，还是中国书
画印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国家
一级美术 （书法） 师、中华人民
美术网理事。最近 10年来，樊国
龙的作品屡次入选全国书画大赛
和展览并获各类奖项，还入选

《中华名人大典》《全国当代名人
名作书画精品集》《当代书画名家
墨迹大观》 等书籍。此外，他出
版了两本个人书法作品集，2010
年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名家题书活
动。2015 年、2018 年他在鄞州区
举办了两场个人书法作品展……

尽 管 取 得 了 瞩 目 的 艺 术 成
就，但在生活中，樊国龙仍然保
持着农家子弟那种温厚质朴、谦
和低调的本色。这么多年来，外
界对他尊崇有加，可他一直不肯
以书法家自居。“我只是一个书法
爱好者而已，只是因为喜欢，才
坚持到今天。”言及此，樊国龙显
得十分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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