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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明清时期遗存下来的木板
雕 刻 ， 业 界 称 为 花 板 。 一 个

“花”字，道出雕板题材的丰富
性 ， 人 物 、 动 物 、 山 水 、 花
鸟、虫草、博古等等，应有尽
有，让人眼花缭乱。

花板源于纸画，白描、工
笔、写意皆宜。这里所说的花
板，特指一种由中国古老界画
演变而来的木板画，我称之为
木 板 上 的 “ 界 画 ”。 清 代 嵊 县

（现嵊州市） 的木板界画，工艺
卓越，存世量稀少，堪称木板
界画的珍品。

界 画 原 本 是 画 在 纸 上 的 ，
它起源于建筑设计样本，因为
在 作 画 时 使 用 界 尺 引 线 ， 故
名。界画，晋代已有，隋代已
经 画 得 相 当 不 错 ， 唐 宋 时 成
熟。现存的唐懿德太子李重润
墓道西壁的 《阙楼图》，是中国
最早一幅大型界画。宋代的著
名 界 画 有 《黄 鹤 楼》《滕 王 阁
图》 等。界画的表现对象，在
广义上包括宫室、器物、车船
等 ， 狭 义 上 则 专 指 亭 台 楼 阁 。
界 画 的 创 作 宗 旨 是 ， 工 整 写
实，造型准确。建筑在界画中

占主导地位，台榭、屋木、宫
观、回廊等依山而筑，山川景
物异常秀美，犹如仙境，其中
人物活动安宁祥和，反映宫廷
贵族和民间的理想生活。明代
始更注重文人画，界画的地位
日 渐 式 微 ，《明 画 录》 写 道 ：

“有明以来，以此擅长者益少。
近人喜尚元笔，目界画都鄙为
匠气，此派日就澌灭者。”

江南明清木雕，浙工是翘
楚，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
远的是东阳木雕，然而嵊县木
雕在收藏界的口碑丝毫不逊于
东 阳 木 雕 。 嵊 县 木 雕 雕 工 独
特，艺术性强，其中对古老界
画的传承独树一帜，并赋予界
画新的生命。

这一切，跟嵊县深厚的文
化 积 淀 分 不 开 。 嵊 县 古 时 称
剡，李白诗中“东南山水越为
最 ， 越 地 风 光 剡 领 先 ” 的 剡 ，
指 的 就 是 嵊 县 。 李 白 、 杜 甫 、
陆游等诗人多次游历嵊县，留
下了不少咏剡的佳作绝句，比
如杜甫的“剡溪蕴秀异，欲罢
不 能 忘 ”， 陆 游 的 “ 会 当 游 剡
去，支许有深期”等等。嵊县
还是王羲之、戴逵等人的居住
终 老 地 。 被 后 人 尊 称 为 “ 雕
圣”的戴逵，是东晋著名美术
家、雕塑家和画家，他对嵊县

木雕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嵊县木板界画，以唐宋界

画为样板，以建筑为主体，雕
刻 极 为 工 整 细 致 ， 比 如 门 窗 、
回廊的纹饰，精细到要用放大
镜才能看清楚。这对雕刻板材
和 雕 刻 手 法 提 出 了 很 高 的 要
求。木雕板大都选择樟木、杏
木 ， 界 画 雕 板 则 只 选 用 川 楠 ，
因为川楠切面更光滑，木性更
细 腻 坚 韧 ， 板 子 入 刀 不 裂 不
崩，哪怕细微处都能处理得有
棱有角。在雕法上，嵊县工匠
创造了独门浅微雕手法，把密
密 麻 麻 、 重 重 叠 叠 的 建 筑 细
部，刻画得毫发毕现。浅微雕
都 是 清 雕 ， 藏 不 住 任 何 败 笔 ，
这就要求工匠大处着眼，细处
入手，刀法必须犀利，这非常
考验工匠的手艺和耐心，非屏
息静气、全神贯注，难以完成
一副出色的作品。

这些木板上的界画，建筑
以平行线和直线为主，讲究对
称之美，设计感很强。用个形
象的比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
今天的建筑效果图。当然，界
画毕竟是画，除了建筑，它有
山有水有树木有祥云，有人们
生活其间。嵊县的木板界画费
工费时，工艺要求又高，决定
了它是木雕中的稀有品种。

我 收 藏 江 南 木 雕 近 三 十
年 ， 一 直 在 寻 访 嵊 县 木 板 界
画 ， 其 间 走 访 过 嵊 县 有 关 村
落。嵊县木板界画大都为清代
建筑上的门窗腰板，尺寸最大
的，长六七十厘米，宽一二十
厘 米 ， 一 般 的 长 三 四 十 厘 米 ，
宽 一 二 十 厘 米 。 嵊 县 木 板 界
画，当年就不多，现在存世量
更 少 ， 或 不 过 百 片 。 据 我 了
解，甬上著名收藏家周巨乐先
生收藏有五六片，其中两片最
为 精 彩 ， 题 材 是 “ 一 门 三 进
士”和“吹箫引凤”。我也收藏
到 三 四 片 ， 其 中 一 片 最 经 典
的，反映了古人的田园生活。

下面我对这三块花板略作
介绍：

一 门 三 进 士 ： 建 筑 重 叠 ，
飞檐翘角，绣窗雕栏，阁道相
连，灯笼悬挂，树木环绕，三
进士围桌而坐谈笑风生，两书
童在旁服侍，绣楼上两女子头
梳云髻，左顾右盼，生动地反
映了达官贵人的闲适生活。

吹箫引凤：建筑占画面三
分之二，左上方翱翔盘旋着两
只凤凰，一翩翩公子在阁台上
吹箫引凤，老人、小孩和几个
身 材 窈 窕 执 团 扇 的 女 子 在 眺
望。箫声回荡，一片祥和。

田 园 生 活 ： 楼 阁 一 字 排
开，殿脊上整齐排列着块块灰
砖，雕梁画栋，角连拱接，山
石树木精细缜密，其中描绘着
捕鱼、耕作、插秧以及老少其
乐融融的田园生活场景。人物
描 写 线 条 遒 劲 ， 生 动 而 有 古
意，有魏晋之风。

上述三块木板界 画 ， 共 同
点 是 建 筑 描 绘 细 致 而 有 气
势 ， 楼 台 、 殿 阁 、 水 榭 、 回
廊 依 山 水 而 建 ， 整 体 雕 工 精
湛 ， 繁 而 不 乱 ， 清 秀 俊 逸 ，
美不胜收。

民间艺 术 里 我 偏 爱 花 板 ，
花板宜上手把玩，更重要在于
花板的题材涵盖着传统文化的
内容，艺术性很强，容易和人
产生共鸣。而传承于古老画种
界画的嵊县木板上的界画，以
其独特的面貌和高阔雄奇、工
谨绚丽的艺术感染力，鼎立于
中国民间艺术的长廊中，今天
依然璀璨生辉。

木 板 上 的 界 画
应敏明

湖南卫视播出的 12集电视连续
剧《我在他乡挺好的》，豆瓣打出了
8.3高分。本剧采用倒叙手法，第一
集就揪住人心：早高峰挤地铁赶去拉
单子的旅行社职员胡晶晶，刚回公司
就被勒令走人，公司还拒付辞退赔偿
金。这天正好是晶晶 26岁生日，她
却选择跳天桥殒命……胡晶晶是闺蜜
乔夕辰男友的“备胎”，是“太后”
母亲的依靠，是表姐纪南嘉光环下的
一道阴影——她积累了太多的负面情
绪，却还努力给自己建立太阳花的人
设，最终崩溃、凋谢。

《我 在 他 乡 挺
好的》 以写实的手
法，塑造了一组都
市女性群像，通过
不同个性与身份的
女性在职场、生活
与 情 感 的 种 种 际
遇，揭示了当下社
会 女 性 的 集 体 困
境。如果说胡晶晶
的困境缘于心理，
那么，剧中另外三
位女性的困境各有
指向：电视购物客
服许言的困境指向
消 费 ， 在 月 初 就

“光”的账单和依
赖男友经济的吵架
里 ， 她 迷 失 了 自
己；品牌咖啡策划
乔夕辰的困境指向
事业，她多年勤勉
精进，见过凌晨 4
点的 CBD，坐过空空荡荡的末班地
铁，却一直走不出职场的瓶颈；宴席
策划公司创始人纪南嘉的困境指向婚
恋，她开宝马越野车，拎爱马仕坤
包，35岁的她却身患宫颈癌，被母
亲逼婚，遭婚介所的男性征婚者挑剔
……从心理、消费、事业到婚恋，以
上四位女性的困境，各具特色，非常
典型，可谓给各个阶层的观众带来了
极强的代入感。

“长安居，大不易。”每一个追梦
人都应做好披荆斩棘的准备。《我在
他乡挺好的》直击大时代的热点与痛
点。据北京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全市2189.3万常住人口中，有841.8
万多外省市来京人口，北漂青年总数
庞大。北漂的意义在哪里？那里有优
质高等院校，有秉承前瞻优势的互联
网新兴产业，有全国领先的枢纽经
济。纪南嘉不想跟着男友欧阳移民，
她说国外有的，北京都有；北京有
的，国外不一定有。她喜欢北京。乔
夕辰被同事诬陷，失意醉酒，男友简
亦繁劝慰：不要因一时失败，怀疑所
有努力。在北京如果你才华横溢，就
可以功成名就；如果平凡却努力，也

能小富即安；如果啥也没有，只要踏
实肯干，也能有立足之地。诚如罗
曼·罗兰所言：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英
雄主义，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一线城市生活节奏
快，竞争激烈，肯定会遇到很多挫
折，但恰恰是过程的百折不挠最终承
载起年轻人的梦想。在笔者看来，
《我在他乡挺好的》除了直面北漂女
性的现实困境，更以温暖的基调，关
注年轻一代成长，这一主题才是打动
人心的关键。

《我在他乡挺好的》 里的女性，
都遇到了生存困境。“困境”在影视
文学里属于矛盾冲突，情节不流畅的
停滞点往往正是人物形象转身的地
方。来自单亲家庭的许言，看到母亲
动手术没有通知她，她与男友沈之畅
告别时微笑着说：“我们已经很努力

了。”许言离开
北 京 回 家 乡 发
展，一年后被评
上优秀员工。可
见她对亲情的担
当，领悟“三观
不 合 不 能 做 情
侣”的理性，以
及知晓能力不足
以撑起北京快节
奏和内卷压力的
明智。纪南嘉在
面对姐弟恋、放
弃买房以及放下
生育焦虑后，最
终也选择了与年
龄 、 疾 病 的 和
解。

《我在他乡
挺好的》之所以
能归属暖心的治
愈系列，其表现
手法上的暗线运

用功不可没。整部戏从第一集到最后一
集，一直在溯源自杀事件的个人动机与
时代因素。面对生死，很多事情就会被
放入草木一秋、人生一世的时间长河里
去考量。当生命的个体与社会因素相结
合的时候，剧中的情节不断地从异乡北
京与故乡东北吉林白城切换，地域空间
的拓展，心理空间也被打通了，这一点在
追求视觉艺术的影视剧中表现得尤其明
显。随着剧中人物心理空间的拓展，三
观由此便向更广阔的思维空间拓展了。

乔夕辰担任咖啡公司新产品开发
小组组长，带领几十个小伙伴踏上新
征程。她的恋人简亦繁要离开北京去
云南开发属于自己的咖啡品牌，乔夕
辰愿意尝试异地恋，说不能让男友在
自己与坚持的梦想之间做选择。可见
乔夕辰已经从事业的焦虑里突围，走
向了更多元的价值追求。

一部优秀影视剧，主旨指向纷
呈。在《我在他乡挺好的》中，也许会看
到一线城市提供给青年的更好平台，也
许会看到因众多青年才俊加盟一线城
市显现的青春样态，也许会让我们在建
设者与城市的关系里反观个体在时代
面前的觉悟担当以及价值诉求。

“北漂”的痛与暖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观后

鲍静静

郭风惠是一位十分有创造力的
中国画大家，可惜如今似乎已被大
家遗忘。

业 界 对 郭 风 惠 曾 有 极 高 的 评
价：“郭风惠是 20 世纪百年文化、
教育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
一，是‘北学’的领袖人物，于文
学、历史、法学、哲学、美学及医
学、军事、文字学、书画艺术诸方
面都有精深造诣”“书法入画最为
成功者”“公之诗才⋯⋯前后五百
年，亦恐无敢与之争席者”。

郭风惠的书画作品好在哪里？
好在有一种独特味道，这种味道主
要表现在笔墨的个性化和作品的趣
味性。

郭风惠绘画用笔简洁、爽快，
行笔似草书，畅利而快捷，有时又
似隶楷，厚实而质朴，线与墨、皴
与擦、中锋与侧锋等等，笔性灵

活，情到笔随，游刃有余。用墨
上，以淡墨为主，浓墨为辅，显示
文人画的高格。苍古、朴质、散
淡、自由，是郭风惠笔墨的鲜明个
性。

在众多绘画题材中，郭老画得
最 多 的 是 花 鸟 ， 如 这 幅 《雄 鹰
图》，鹰立岩头，一览众山小，画
出了雄鹰的豪迈与气势。画上题毛
泽东诗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 ”。 画 面 下 部 的 两 块 岩 石 ， 以
笔、墨、点、皴、擦多种手法绘
之，右下一枝红树与岩石互为交
叉，再用淡红色写出若干红叶，红
颜色在作品中显得十分醒目。作品
看似写雄鹰，实则描绘及歌颂伟人
的高瞻远瞩。郭风惠的绘画，笔墨
既 得 吴 昌 硕 的 厚 重 及 “ 以 书 入
画”，又有明徐渭的落墨淋漓，也
有八大的简约空灵。郭风惠的大写
意绘画，完全摆脱了一般人学吴昌
硕所体现的程式化样式。

当年北方花鸟画坛，除齐白石
外，还有一位重要画家李苦禅，他
与南方的甬籍画家潘天寿在现代画
坛有“南潘北李”之称。时居京城
的郭风惠长李苦禅一岁，两人又为
好友，他们常互以书画咏唱，如两
人合作的另一幅 《松鹰图》，款曰

“风惠画鹰，苦禅补松竹石”；还有
一幅 《蜀葵锦鸡图》，“郭风惠画锦
鸡，李苦禅画蜀葵”。从画面效果
看，两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天
衣无缝。

近代画坛画鹰较出色者，齐、
潘、李、郭各具风貌，齐白石的鹰
刚劲；潘天寿的鹰霸悍；李苦禅的
鹰英姿；郭风惠的鹰轻灵。这几人
中，郭风惠名气最小，但郭老亦有
过人之处，尤其体现在学问修养

上。作为现代著名诗人，郭风惠存
世诗作有数千首，高深的学问大大
提升了他的大写意中国画的内涵与
品位。现代桐城派诗人吴北江先生

如 此 赞 誉 郭 风 惠 诗 作 ：“ 公 之 诗
才，当于今世首屈一指，即前后五
百年，亦恐无敢与之争席者。”我
们可从郭老的一件 《鹰》 画自作题

诗中，领略一下他的诗风：“壮丽
河山旭日升，高崖片石也崚嶒，要
他 除 害 寻 狐 鼠 ， 添 个 昂 头 整 翮
鹰。”诗作简洁明快，寓意深刻，
一股正能量。郭风惠说过“作诗要
狠”，这个“狠”指的是入木三分。

郭老的诗能做到这样，其画亦
然。郭风惠的大写意能在众多“吴
派弟子”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他
的画有与众不同的趣味，画里有一
种朴拙、简约、率真的东西。他画
得十分放松，润与白，浓与淡，快
与慢，拿捏得恰到好处。“纷纷流
派争矜炫，艺品如人朴拙难”，这
句诗也反映郭风惠的书画艺术主
张：尚朴重质，一洗俗媚。

作者个人更喜欢郭老的山水。
他的粗笔山水，似乱头粗服，既见
笔又显墨，气息苍古，意境荒疏，
有八大、石涛的笔意。“敢拟米颠
刷字例，老夫大胆刷山来”。郭风
惠的山水，如他在诗中所说，是大
胆“刷”出来的，既得传统，又畅
达个性。现代写意山水画，黄宾虹
和陈子庄的山水也是以写为主，以
书入画，各自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
的路：黄宾虹浑厚华滋，陈子庄隽
永雅逸。郭风惠的山水笔墨大胆，
概括力强，画中有书，在山水画风

格、境界上也开出了新意，其成就
不在花鸟画之下。

真正的大写意文人画大家，其
书法水平也在大家之列，吴昌硕、
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
千、李可染、陆俨少⋯⋯莫不如
此。郭风惠也不例外。严格地说，
郭老用在书法上的时间多于绘画，
论成就，他在现代书法史上应有一
席之地，他是一位碑学大家，篆隶
正行草五体俱通，大小字皆擅，其
书法受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颜体及汉
魏，经过书家的消化、吸收、变
革，形成了沉雄郁拔、恣肆超逸的
风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工具的性能、品质好坏对书法创作
影响极大。林散之以特殊的长锋来
表达他草书中独特抒情的线条；沙
孟海选择用粗壮而锋短的笔，来表
达厚重遒劲霸气的线质；郭风惠则
选择了鸡毫笔，“用最软的笔，写
最 硬 的 字 ”。 鸡 毫 是 一 种 极 软 的
毛，一般书家难以掌控，因为它不
具有狼毫、羊毫那样的弹性。而一
旦控制好，则“唯笔软则奇怪生
焉”，笔下能出意外之韵致。

观郭风惠书法，其行书、草书
线条变化丰富，墨色润枯浓淡结
合，并有较强的现代感；其篆隶楷
书，也颇具个性特点。如他临汉隶

《张 迁 碑》，保 留 了 张 迁 碑 字 形 的
“方”与气息的“古”，由于受到鸡毫
笔的影响，笔法上很少有原帖的方
笔，线条上也不像张迁那样粗壮厚
重古拙，而以粗细多变为主，这种

“意临”，受到工具影响较大。不过，
郭老以鸡毫书就的作品，也有一些
欠缺，如线条行走过程中颤抖感过
多，显程式化，易成为习气。

艺品如人朴拙难
——郭风惠书画浅谈

方向前

郭 风 惠 （1898- 1973），
号堞庐、不息翁，河北河间
人。现代书画大家、著名学
者。

《我在他乡挺好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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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县木板界画《田园生活》清代（应敏明供图）

郭风惠《雄鹰图》 郭风惠书法作品（方向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