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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白音格力先生是位中国
古典绘画的爱好者，他在门类繁
多的人文古画中，尤其钟情山水
画。而这本图文并茂的《墨戏》，
便是他按照历史年代，从唐至清，
介绍李思训、董源、巨然、范宽、米
友仁、黄公望等古代画坛名家的
读画、品画之作。所谓“读画、品
画”，即从画作中解读水墨晕染的
人文情怀，品味笔触细节的艺术
趣味。

关于绘画欣赏的书籍，并不
罕见，大多数是从专业角度，结合
画作的创作背景，解说画家的高
明技巧，分析绘画的艺术特征。
但白音格力本身并不会画画，也
不专事中国山水画的研究，他所
擅长的乃是精准且详细地描述由
画幅本身引发出来的直观感受。
说白了，他其实是和最大多数的
读者一样，以一种“外行”眼光体
验作品带给观者的视觉影响和情
感荡漾。这种“读画”手法也许在
那些学院派的画论家眼中，无异
于隔靴搔痒，瞽人摸象。可事实
上，一幅传世名画，完全可以有多
种解读方式。它们既为经典，就
注定能使不同的赏画者产生不同
的艺术感受。此种与生俱来的丰
富性和多元性，原本就是杰出画
作真正的魅力价值所在。

白音格力观画有他自己的特
点。首先，他品鉴一幅山水画，
会十分在意画中人物的举动。我
们知道，多数山水画，既然名曰

“山水”，自然是以山峦、树林、流

水、瀑布等景观为主体形象，并不
一定出现人物动态。即便出现，
也不大会占据画面的重要位置。
所以那些“一人”或“二三人”到了
画家笔下，往往就是简略的几笔
勾勒，追求的是意在笔先、神胜于
形的效果。可白音格力觉得山水
画作要有神，造化之功虽不可少，
人形意态也颇要紧。用他的话来
说，就是：“其上之人，或骑行江
边，或孤帆江上，或楼阁之中，林
木之间，小到无从辨认，但又引人
想一探究竟。待反反复复看那

‘斗马寸人’，看到‘须眉毕露’，便
喜欢得如入画中。”

其次，他善于从分层设色的
浓郁浅淡中揣摩作画人的艺术
功力。五代时后梁画家荆浩有
幅水墨佳作，名曰《匡庐图》。由
于此画之中的山峦不仅雄伟峻
峭，而且高深回环，所以一般被
视为我国山水画由唐向宋发展
过程中的标志性作品。而且此
画还深得宋高宗赵构的喜爱，
故而画上有御笔亲自题的“荆
浩真迹神品”六字。不过就笔
者的一己陋见，觉得：山水画要
画得雄奇或俊逸并不难，难就
难在呈现出观画人触目就能领
略的峥嵘之气。人有气质，山
水同样有气质。荆浩之画，之
所以叫人心驰神往，过目难忘，
确实是如白音格力所云：他的
用墨技巧已臻化境。据书中介
绍，荆浩既是“北方山水画派之
祖”，也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

著有提出水墨画有气、韵、景、
思、笔、墨这绘景“六要”的《笔
法记》一书。

再次，白音格力还非常看重
画家寄寓在画作中的独特情怀，
这种情怀是可以贯穿古今的。比
如南宋画家李唐绘有一幅著名的
《策杖探梅图》。其实甫一看此
画，会觉得这幅“山水画”并不怎
么“山水”。整个画面，上半部分
几乎全是空白，内容只出现于画
幅的下半部分：一个清逸的古人
悠然闲步，从容策杖，走在山间一
座小桥之前。我们常说“踏雪寻
梅”，李唐画的却是“策杖探梅”，
一字之别，意境迥然。“寻”带有鲜
明的目的性，是在求索，在访觅。

“探”则似乎还需要梅花作为拟人
化的对象来给予回应，且“探”字
含有尝试之意，藏了一份古典雅
趣。李唐这幅画中的梅花也别具
新意，画家没有按照常规，给出

“梅分五瓣”的形态之美，而是先
用简练、秀丽的线条绘出几株老
梅，然后再星星点点，缀出梅花花
苞，以烘托初雪天气里大自然的
清新况味。

《墨戏》中的每一幅画都像是
一个谜面，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
艺术眼光，判断能力，审美倾向，
得出不同“谜底”。而这个过程也
像是我们随着该书作者在小心翼
翼、亦步亦趋地行走于那些古画
当中，自得其乐，乐此不疲。

(《墨戏》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21年1月版)

《疫苗是什么》
作 者：刁连东（主审）
出 版 社：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本书是与疫苗相关的知识

的通识科普图书。以人类历史
上重大疫情对世界的挑战、疫苗
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主线和背景，
讲述疫苗促进科技进步和人类
历史转折发展的相关历史、科学
事件和人物故事。

励开刚 文

山水云烟丹青图
——《墨戏》读后有感

清 宸

烟火气里的澄澈时光
——读陈慧散文集《世间的小儿女》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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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弱女子》
作 者：郁达夫
出 版 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7月
本书为郁达夫的中短篇小

说集，收录了作者中短篇小说二
十余篇。作者以现代文学史上
首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
道，后续佳作《春风沉醉的晚上》
等篇目结构更为精巧雅致，且具
有更鲜明的识别度。

《如尝橄榄》
作 者：陈跃飞
出 版 社：中信出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作者造访已被历史遗忘的

偏僻城镇，漫游于游客很少踏足
的生活街区，与当地人谈天喝
酒，体验他们真实的生活；在那
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探索
一个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世界，努
力展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创造
出的美和生命力。

评书

法布尔购得一老旧住宅，用普
罗旺斯语取了雅号“荒石”，他穿着
粗呢子外套，刨刨挖挖，建成百虫
乐园，并记录劳动成果，1907年他
的《昆虫记》第十卷问世。历史相
似，陈慧在余姚梁弄菜市场摆摊
16年，曾出版散文集《渡你的人再
久也会来》，2021年晚春，她在宁
波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本散文
集《世间的小儿女》。出版以来，这
本书入选了多种类型的好书榜。

上榜理由是：本书以作者的
出生地和创业地为背景，描画其
养父母、邻居、菜场摊贩等社会基
层人群的生活，折射出他们或闪
亮质朴、或自信独立、或执着简单
的精神品质。作者以一支真挚之
笔，写尽了世间亲情、人情、爱情
等主题，重现生命最初的粗粝与
鲜活，呈现出对生活、对社会、对
人生的思考。

法布尔说：“其他科学家研究
昆虫在实验室，把昆虫肢解了或
制成标本；我研究昆虫在蓝天、白
云和清风里，昆虫有生命，值得尊
重与敬畏。”陈慧与之契合，别人
写作通过采风或蹲点深入生活，
而她则扎根在热气腾腾的小镇菜
市场，不是一天、一星期、一个月，
而是实打实的十六年。陈慧说：

“很多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只是

像一朵黑乎乎的香菇一样端坐在
我位于小溪边的三间房子里，慢
吞吞地写着我想写的文字，一天，
一月，一年，然后好几年。”

这样的文字是有辨识度的，散
文集《世间的小儿女》很接地气，如
同原生态的田野调查。本书26篇
作品，写人物为主。陈慧很有本
事，把散文写得像小说一般好看。
文中人物立足小镇市井，第一类人
物显现庸常性，以《姚木匠》为代
表。写人物的文本主角出彩不稀
奇，难得的是配角也闪亮。

散文集《世间的小儿女》塑造
的第二类人物呈现了命运的传奇
性。这一类人物以《毛永宽先生》
为代表。笔者猜想文本可能会涉
及风水的神秘色彩，没想到写的
是“风水先生”自己的人生。

陈慧的散文，庸常性与传奇
性浑然一体，好似铺开江南小镇
的市井画卷，有着热气腾腾的生
活气息和真性情的风范。素描人
物的方式，让她的文字质朴中有
着流丽，平实中有着清新。生活
的尖锐与柔软，生存的刚气与脆
弱，在书里水乳交融。如《大院里
的阳光》“醉鬼”范德轩膝下明理
得令人心疼的锦玲和锦宁姐弟，
《父与女》中两代人的冲突及亲情
的融合，《陶姨》里东北丈母娘对

嫁到江南的女儿的牵挂……诸如
此类，不胜枚举。

为何陈慧能自带“光源”，在
小镇菜市场摆摊的一地鸡毛里，
十六年如一日地追求文学梦想？
知名作家谢志强说，童年和故乡往
往能够影响人的一生。在这本书
的序里，陈慧说：“我有一个丰沛的
童年。在苏中平原的蔡家庄，那里
有我善良淳朴的养父母，有曾经
亲密无间的小伙伴，有性格鲜明
的村人邻居。我熟悉蔡家庄村
的河流、大树、田野以及更迭的
四季，尽管我已经离开那里三
十年了，但此刻的我仍可以描
绘出当时那湛蓝高远的天空。
我甚至记得一只经常到我家门
前的大河来觅食的翠鸟。”

也许正是如此地跨越了
万水千山，才使陈慧立足生活
现场，以个性化目光，观照江
南小镇民众生活状态、生命态
度以及价值观，时而感叹、时
而感动、时而凝思，引领读者
思考人性的互补性与复杂
性。本书有一种吸引力，它
似乎呼唤我们在俗世也
要坚守纯粹。喜欢
这样的阅读，期
待陈慧的下
一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