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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者 之 道
——我眼里和心中的王懿

初次接触王懿，因其寡言，觉
得他多少有点孤冷；再次接触，尽
管他依旧话语偏少，其至热至诚，
却已被我悉数感知。王懿是精神
领域孤独的侠客，喜怒不轻易显露
于形色，其真诚、仁义和爱憎分
明，却在举手投足和一颦一笑间展
露无遗。王懿是一个心在燃烧之
人，甚至是一个心在滴血之人。冰
面之下，是他滔滔奔涌的情感洪流；
肤表之内，是他广阔的心灵底蕴。

王懿与书坛画坛的主流刻意保
持着距离。其显著区别在于，他首
先是一个求道者，然后才是一个求
艺者。在当今社会，谋食者熙熙，
谋道者寂寂。很多书画家，沉溺于
技，醉心于技。但究其本相，谋技
的最终指向，依然无外乎于谋食
——以娴熟的技法，来获取物质
和精神的双重收益——重技而轻
道。自古而今，俨然已成为中国
传统书法与绘画先天性的基因缺
陷。而那些被无限抬高，并身居神
坛的书画家，也难以避免这样的缺
憾。无血无骨无灵魂，即使线条再
汪洋恣肆，画面再精益求精，在我
看来，终究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吴冠中老先生所云：“一千个齐白
石都抵不住一个鲁迅的社会功
效。”显然并非虚妄之言。

王懿的胸中，有千山万壑储藏，
有千军万马激荡。世事的清与浊、
人性的红与黑、生命的智与愚、精
神的死与活，既引发他的思考与焦
虑，又强化着他艺术的格调与色度。
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具
有现代艺术观念和现代艺术精神的
知识分子，王懿的难能可贵之处，在
于他对人本主义立场的捍卫和坚
守。这种源自中国古代士大夫心忧
天下的精神骨血和西方现代文明的
精神独立，在王懿的艺术创造中，得
到有效融汇承袭。换句话说，王懿
不是线条的奴隶，不是色彩的囚徒，
不是文字的工匠，而是思想的再造
者、精神的传递者、人性的倡导者、
生命的捍卫者。他的作品里，有爱、
关怀、仁善，有鲜明的价值立场，有
明确的是非界限。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要
知有没有，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
的，即观者，务必要具备相当敏锐
的艺术洞察力和辨别力。不识货，
很容易将真金当烂铜，也很容易将

烂铜当真金。识货者，欣赏的是内
瓤的鲜嫩与丰盈；不识货者，只能
却步于西瓜皮的光滑与浑圆。

王懿的作品，唯有在识货者那
里才能获得敬重和追捧；贩夫走
卒，估计很难理解他的笔端所指和
弦外之音。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略
显曲高和寡，属于相对高端的小众
藏品，而非地摊化的大众消费。他
的书法和绘画，不求唯美但求意
高。犹如酒，不清澈、无花饰，浅尝
一口甚觉苦辣，但反复斟饮，才能
品出其后味的香。

王懿的绘画，以黑色调和冷色
调为主，很少见到那种热烈奔放的
色彩与画面。他把水火不容、尖锐
对立的两种元素聚合在一起，从而
形成一种鲜明的冲突，又构成一种
超然的平衡，使平面之中拥有了激
荡之风和震撼之力，也拥有了重叠
和错位的视觉冲击之效，当然也促
成绘画的技法，跃至一个“千山鸟
飞绝”的旷世巅峰。

曾历经刻苦临帖的王懿，系统
地临习过历朝碑帖，后以北碑为
主，进而参以《西峡颂》《张猛龙碑》
《好大王碑》等诸碑，其书法艺术无

疑是集百家米煮一锅粥，又注入现
代意识，极具高度的个性化风格，
布局谋篇看似不经意实则皆经深
思熟虑。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
书法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用来阅读
和品鉴的，像酒或像茶，唯有耐心品
味琢磨，才能如梦初醒般幡然醒悟。

王懿比之一般书画家更具有的
优势，在于他并未止步于书法与绘
画的尺寸之地，而是以更为辽远的
视觉和更远大的雄心，涉足随笔的写
作。他的随笔，不循规亦不蹈矩，不
受制于文体的捆绑，不因循于某种僵
化的套路，完全按照自己对文学的
理解而信马由缰。于是乎，他的思
绪与文字，有时像狂风，或呼啸而
过，或浅唱低吟；有时像流云，或风
轻云淡，或乌云翻涌；有时像河水，
或清流潺潺，或浊浪溃堤……

王懿还很年轻，无论书画和写
作都还跋涉于抵达理想巅峰的半
途。我相信以他的天赋和造诣，以及
锲而不舍地自我锻造的精神成长，更
大的成功，会在不远处向他招手。

谨以此文，为他祈福和祝福！
□安黎

茅
奖
大
家
为
你
解
决
这
个
春
天
的
﹃
书
荒
﹄

序与跋

资 讯

《考古有意思》
许卫红 著 中信出版社

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
和秦咸阳城发掘领队许卫红根
据 30 年来亲历的发掘现场，结
合秦帝都咸阳60年的考古发掘
成果，从考古发现的物质凭证，
讲述史书上没有记载的秦人生
活场景、秦国崛起的秘密，以及
秦人创造的绚烂文化。跟随考
古大咖，真正看懂兵马俑，读懂
秦王朝。

作者为著名艺术史专家巫鸿，
曾居美国，后回到大陆，是艺术史、
美术史领域的顶尖学者，在海内外
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本书视角独特，从艺术史的角
度，由建筑、雕塑、壁画通过“空间”
的艺术美感角度书写，拥有独特的
研究价值与独特的阅读感受。阅
读本书，有一种亲历欣赏莫高窟不
同洞窟的艺术精品感受。

《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
巫鸿 著 三联书店

新书讯

何以中国 何以不朽
故宫博物院开年首场大展“何以中国”，展出130多件上起石器时代下至清代的文物，

涵盖石器、陶瓷、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书画等各种门类，包含何尊、长信宫灯、藏文《四部
医典》等声名远播的国宝重器，以呈示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故宫文华殿“何以中国”展前厅中心位置摆放

的一级文物——何尊，是此次特展毫无争议的主
角。这件 1963年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出土的西
周初年铸造的青铜尊，口圆体方，以一种“天圆地
方”的造型，折射出华夏文明影响下早期人们对
周围世界的认识。

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汉代“五星出东
方利中国”锦护臂是一件五重平纹经锦的精美织
物，色彩斑斓，代表了汉式织锦最高水平。织锦以

“青赤黄白绿”五色与“五星”对应，把“阴阳五行”表
现得淋漓尽致。“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
天穹位置，而所谓“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
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换句话说，“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是一句占辞。《史记·天官书》中有：“五星分
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
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
法致天下。”诚如斯言，借古人的智慧预言，加之当
下人们的奋斗，当真正实现民富国强！

龙虎精神
中国人视自己为龙的传人。距今 7000 多年

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便开始对原始龙产生图腾崇

拜。从本展第一单元“源”中最为吸引人的展品之
一“红山玉龙”，到最后一件展品——存放乾隆皇
帝撰写的玉册《文渊阁记》的紫檀木匣外饰满描金
龙，可见国人对龙的执着。

关于龙的记载，可追溯到史前文明。1987年
河南考古团队在濮阳西水坡挖掘出一处仰韶文化
遗址，编号M45的墓主随葬用蚌壳摆出龙与虎的
图案，经碳-14 和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 4000
年前后。这是目前所知最早、造型最大的龙和虎
的图纹。其中龙的形象在同时期的彩陶纹饰中
亦有发现。进入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巨大发展为
龙形象提供了广阔载体。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
门寺任村的小克鼎，形制厚重，气魄雄浑，纹饰多
样，立耳两侧饰有相对的龙纹。

龙的形象同样出现在玉文化之中。中国人
治玉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红山、
良渚、齐家、石家河等治玉工艺高超的史前文
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新石器时期的玉龙
为目前所见同类器中最大一件。这一器物应是
史前巫师沟通神灵的重要工具，反映出先民的思
想观念，是史前宗教祭祀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
物。南方良渚文化的玉琮被认为是祭祀地祇的

法器。内壁为圆，代表天；外廓为方，代表地。通
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与此配对的是玉璧，专
为祭祀天神而设。这两种最为古老的玉器形态
形象地说明了原始先民对天地的认知。

伴随龙的神秘形象，先秦时期的中国人也赋
予了虎丰富的内涵。战国时期齐国的兵符——
辟大夫虎符，应为两半所拼合成的卧虎形，现存
右半部分。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圆牌为铁质，两面
均饰浅浮雕伏虎纹。虎面正向，毛发冲天，额上
似有一大二小共三颗宝珠，前爪抱于胸前，虎身
隐而不现。铁牌两面镶嵌有凸起的八思巴文五
行，字为银质，字体端庄规整。其形制与文字内
容反映了元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

农耕传家
信仰是精神力量的折射，而脚下的大地才是生

生不息的物质根基。来自河南博物院的磨盘、磨棒
与浙江博物馆收藏的带藤条骨耜，再加上石镰与石
斧，无疑最能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工具的
重要作用。

清道光年间烧制的“慎德堂”款粉彩耕织图盖
碗上画满了“男耕女织”的图案，表现出中国人对
平淡质朴生活的赞美。另有清代碧玉雕渔樵耕读
图笔筒，牧童穿行在山间，回望下山的樵夫。2000
多年来，中国人围绕农耕经济建立起相对自给自
足又相互交流交织的经济社会结构，滋养了参天法
道、敬祖惠民、崇德尚礼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
产生了礼教与哲学思想及教派。来自山东博物馆的
汉代画像石“孔子见老子”，表现了两位圣贤对中国
人的思想与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公元前 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终
于实现了对中华大地的首次统一。登基后的秦始
皇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一系列以秦制为基础的改革
诏令，“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颁
布统一的律法，推行郡县制度等，促使中国不仅
第一次实现了土地疆域上的完整统一，更在经
济、文化、军事、律法等诸多方面实现了真正的
归流。来自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与战国时期
各国的货币，体现出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在经
济与国家治理上的超前性。

制作于乾隆六十二年（1797年）的金瓯永固
杯，其工序之繁、艺技之精、动用人工之广，在中国
造宝历史上名列前茅。也正因为此，它堪称清代镇
国之宝。其寓意疆土坚固与基业长青，恰似无论怎
样沧桑变幻，中华文明永葆蓬勃生机。 □王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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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风小将 张天柱 摄

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被
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历
史文化和革命红色文化内容丰
富，每年有数亿游客前来旅
游。来陕西，带不走钟楼、大雁
塔、兵马俑，但众多特色文创产
品正作为文化符号被越来越多
的游客打包带走。

活化历史资源
让传承融入生活

“我们深挖博物馆馆藏文化
内涵，与北京华夏言文创联手推
出了‘俑’敢创造——中式榫卯
积木兵马俑系列盲盒，为虎年
添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新推出
的积木兵马俑盲盒的可玩性较
强，注重手动性，容易与消费者
产生情感共鸣。体验类、亲子
类和数字类等参与度高的文创
产品也是目前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文创研发的重点。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感召力和
影响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不
仅在文物发掘与保护、开放服
务和馆区建设等方面精耕细
作，还致力于聚焦文化内核、文
化成就的创意开发，架起历史
文化与当代观众沟通的艺术之
桥。铜车马音响、四季瓦当书
签、秦剑多功能书签、秦风手账
本以及兵团手环、秦小马钥匙
扣、虎符钥匙扣等产品深受消费
者欢迎，在让馆藏资源更好地绽
放出时代魅力的同时，也是对秦文化的
二次深度传播。

在 2021 陕西第七届旅游商品大赛
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参评文创产品“赢
天下秦半两茶”“秦贝贝”分别获得“最佳
创意设计奖”等3项大奖。“赢天下秦半两
茶”的设计创意源自对“秦半两”钱币文
化的深度发掘，结合陕西非物质文化遗
产茯茶，将陕西地域文化与秦文化融合，
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藏宝室里，玩家会看到昂扬端庄
的白玉蹲狮、神态生动的三彩马、怒目圆
睁的天王俑、体态丰腴的仕女俑以及典
雅古朴的磁州窑梅瓶……”2022年开年，
《文明与征服》登顶手游买量榜，成为
SLG类游戏中的一匹黑马，受到广大玩
家的追捧。

在3年的精心打磨中，该游戏致力于
还原真实历史、传播人类文明，西安大唐
西市博物馆是游戏开发重要合作伙伴。
大唐西市博物馆和《文明与征服》制作组
合作，将博物馆馆藏文物元素植入游戏

中，希望能够以一种更前卫的方
式吸引年轻人加入历史文化遗
产的保护中来，让年轻玩家在体
验游戏乐趣的同时，感受文化魅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化红色资源
把基因注入血脉

陕西拥有一大批具有重要
IP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衍生出
一大批具有时尚性、创意性、趣
味性、实用性的红色文创产
品。在陕西延安，陕西旅游集
团延安公司推出的“延知有礼”
文创产品中，有 17 款被列入中
国红色旅游创意产品录。红
日台灯、山丹丹花首饰套盒、
红宝文创精品、延安地标四季
立体便笺纸……通过与延安精
神的共振，让红色文化流淌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文创产品对于年轻人来说，
是大家喜欢的“潮文化”“潮生
活”。在消费升级的驱动下，旅游
纪念品从过去的“土特产”转变为
如今的各类文创产品，当文创产
品生命力、影响力持续上升时，更
需要产品形式多元化设计。

据介绍，“延知有礼”文创产
品在设计方面，将不同的红色元
素融入创意表达中，目前已推
出原创研发设计产品 196款，涵
盖了生活日用品、艺术品、服饰
配件等，将实用性与艺术性相
结合，为传统文化符号注入了
新的灵魂。

科技的进步为红色文创开拓了许多
新的发展空间。一些设计师积极借助数
字技术转化延安红色资源，创新体验形
式，使得人们可以 360度全景参观、全方
位欣赏革命文物、聆听专业讲解，红色
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断增强。

此外，延安还成功举办了首届延安
故事文旅文创产品创新设计大赛，让
延安红色文化与当代都市生活产生了
更为青春的碰撞，更好地讲述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文化。 □秦毅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一年，茅盾
文学奖获奖作家们会有哪些新作亮

相？这些作品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贾平凹写了不同于
以往的小说《秦岭记》；梁晓声新小说关注当代大学生的价
值观、友情观……绝对可以解决你这个春天的“书荒”。

贾平凹《秦岭记》趋于志异奇谈
继 2020年《暂坐》后，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贾平凹将

于 2022年推出新作《秦岭记》。目前，《秦岭记》节选内容已在
《人民文学》2022年第2期上发表。

据介绍，《秦岭记》全书共三个部分：“秦岭记”“秦岭记外
编一”“秦岭记外编二”。“秦岭记”是主体；“秦岭记外编一”17
个单独章属于一体，写的是秦岭最高峰太白山的世事；“秦岭
记外编二”则收录了7篇各自独立的旧作。

不同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秦岭记》更趋于志异奇谈的笔
记体小说，55个章节各有不同的故事，却在山石草木、世事纷
扰中透露出秦岭的无限可能。如《人民文学》卷首语所评价：

“阅微杂览间，隐约可见生存的时变境迁之痕、风俗的滤浊澄
清之势，以及山地深处的人生底细和生活况味。”

贾平凹《秦岭记》今年将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除
《秦岭记》之外，散文集《镜中开花》将于4月上市。

梁晓声《执否》主角是80后
根据梁晓声同名原著改编的热播剧《人世间》，以东北某

省会城市的一户周姓人家三代人的视角，展示了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历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引发大量的关注。据获
悉，梁晓声的最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执否》（暂定名）将于4月
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小说关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友情观、
爱情观，以及年轻人的职业理想和精神成长，是一部直面现实
饱含人文情怀的扎实新作，文笔细致质朴。

据介绍，梁晓声很少把自己糅进作品，唯一坚持的一件事
是把自己对于做人的理念写进去。在他的作品里，主人公大
多是青年，比如《知青》里的赵天亮，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的
主角是 80后，即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的新作《执否》（暂定名）写
的也是 80后。这些主角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正直、正派、
无畏，主动承担责任，自觉出面解决群体里的摩擦。

王蒙虎年写“猴”
88岁高龄的“人民艺术家”王蒙依然保持着创作热情，其

新作《猴儿与少年》今年1月由花城出版社推出。
小说通过王蒙的视角，讲述了 90岁高龄的外国文学专家

施炳炎老人的人生往事。1958年，青年施炳炎来到了北青山
区镇罗营乡大核桃树峪村，开始了不同的生活历练、体验和
遐思。他认识了与猴子“三少爷”有着奇妙缘分的少年侯长
友，与长友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中，从中可窥见时代和人物的
命运变迁。在王蒙笔下的老年题材中，往事永远鲜活，青春仍
然万岁，老年美丽无边。

迟子建、刘震云出合集
第七届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迟子建、刘震云将推

出作品集（选）。
据介绍，“迟子建作品”书系五卷本短篇小说集，分为《逝

川》《清水洗尘》《一坛猪油》《最短的白日》《炖马靴》，完整收录
迟子建 30余年创作生涯中，从处女作到最新的所有短篇小说
经典篇目，由迟子建亲自选编。

刘震云的《刘震云作品选》将由“长江新世纪”出品。该
书选取了刘震云作品中的代表作，包括“一”字头的三部小说
和“我”字头的两部小说，可以从中看出刘震云自《一地鸡毛》
文坛初试啼声到《一句顶一万句》式的大河奔流，再到《一日
三秋》般的人生之秋的创作脉络。

除此之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的新作也
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张恩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