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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刺绣亮相海艺节非遗展
本报讯 （记者 祝嘉）日

前，由文化和旅游部、福建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海上丝

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福建泉

州举办。宝鸡千阳非遗艺人李

惠莲受邀携国家级非遗西秦

刺绣参加本届海艺节海上丝

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见
右图），让国内外游客近距离感

受到宝鸡民俗的独特魅力。

主题为“千年丝路 璀璨

非遗”的第三届海上丝绸之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是本届海艺

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展示

非遗传承人的匠心精神和立足

于向往美好生活的独特艺术创

造。现场分为海丝异彩·海上

丝绸之路国际非遗展、丝路对

话·中国丝路沿线省市非遗展、

八闽瑰宝·清新福建非遗展三

个展区，共有15个国家的118

个非遗项目参展，包括16项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

（名册）项目和85项国家级非

遗项目，其中我省有西秦刺绣

和耀州瓷两个项目参展。

在非遗展西秦刺绣展台，

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惠莲创

作的老虎系列刺绣产品广受欢

迎，虎头帽、虎头马甲、虎头披

肩等令游客爱不释手。游客表

示，这些刺绣产品很漂亮、很实

用，过年时穿戴起来很喜庆。李

惠莲告诉记者，参加此次非遗

展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西秦刺

绣，也让非遗艺人相互交流、

共同进步，对自己吸收多元文

化、创作新的产品很有帮助。

让城市美景成为创作主题
吕冠桦

山水画是中国画中最具
魅力的一个品种，历代精品层
出不穷，这些精品在令人叹为
观止的同时，也成了后世画家
很难突破的窠臼，很多人的创
作，不自觉地要去前人的作品
中寻找主题。直到清代，石涛
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
观念，受到当时及以后画家的
追捧。这个观念在当代依旧是
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在承袭和发展古人技法的同
时，如何反映时代，如何反映
生活，如何不再简单模拟古人
画境，真正画出属于当下的美
丽山水？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城镇
化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现代化
建设应该是当前创作的热点之
一。宝鸡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
有目共睹，渭河上各具特色的
新桥梁，街区里鳞次栉比的新
高层，这些新的城市建筑，承载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
果把其纳入画面，无疑会引起
观者审美上的高度共鸣。

徐悲鸿曾在《当前中国之
艺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
要继承的是汉唐艺术风格的
雄奇博大和宋代的高雅，但如

不在写生上打好基础，必然先
天不足，只会抄袭模仿。而写
生，自然是面对当下火热的生
活，不能把前人的写生成果当
作入画的唯一对象。

宝鸡建筑是时代审美的具象
无论唐画里的亭台楼阁，

还是宋画里的田园农庄，每个
时代的山水画都有每个时代
的题材，这些题材凸显了那个
时代的审美，就像唐代的雄强
和宋代的高雅。如今的时代，
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时尚的
城市生活成了大众审美的时
代方向。如果说在宋代就有

《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城市题
材绘画，那么在当今的时代，
时尚的城市主题应该是当代
山水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新世纪，宝鸡城市建设
的进程加快，路桥和高楼的更
新与出现，已经让大众的目光
从乡村投向城市，传统的田园
牧歌已经不再是风光审美的全
部对象，大众的视野已从传统

的山水更多地转向城市，从传
统的宴乐、游吟转向生产生活。
进入新时代，建成的国金大厦、
宝鸡文化艺术中心、宝鸡大剧
院等，以其极具现代感的造型
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城市的刻板
认识。如果说普通人还没有意
识到自己被现代设计改变了审
美，画家应该敏锐地发现，人们
内心向往和认同的美，有很大
一部分来自城市建筑环境的熏
陶。现代科技发展是空前强大
的，人们熟悉的生活空间由乡
野转向城市，那么表现我们熟
悉的、赖以生存的城市，就是笔
墨随时代的一个思路。谨慎地
使用笔墨将现代都市中的建
筑元素化处理，让这些现代建
筑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新变
化，让传统绘画获得全新的生
命力与凝聚力。

城市风格是地域特色的体现
作为体现社会生产力的

变化与成就的历史记录图像，
建设主题型绘画是我们需要

花费时间去长期摸索、努力实
验的方向，因为这些变化正是
我们所要表现的时代特征。

有个性的时代特征是有
地域特色的。宝鸡作为周秦故
地、青铜器之乡，其城市建筑
特色更加鲜明地彰显了地域
特色，因为这些特色是在古代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的积
累中逐渐形成的，所以，现代
城市的建筑风格有最具时代
感的地域特色。

不管是仿古还是现代，宝
鸡当代建筑所表现出的风格
的总和，才是当代宝鸡的地域
特征——拥有悠久历史文化
的现代城市。就拿宝鸡文化艺
术中心来说，由旧厂区改造的
现代建筑，在流畅的线条中包
裹着宝鸡近代发展的印记，洗
煤池、大烟囱和锈迹斑斑的工
业感，达到了记录宝鸡近代城
市特征的地标效果 ；而宝鸡
大剧院却用全新的材料结构
和理念去解读“凤凰于飞，翙

（huì）翙其羽”的美满，尽显

诗经故里的悠久与浪漫。诸如
此类的宝鸡地标性建筑，各有
各的美，各有各的历史成因。
为此，画家要更多地观察当
下、思考当下，想尽一切办法
使自己的艺术语言与这样的
题材达到完美的结合，既有笔
墨，更有深意。

当代城市是足以入画的主题
其实，自古以来，城市建

筑一直是入画的。敦煌壁画从
北魏到元代，不但描绘过各个
时期的城市建筑，更有不同地
域的生活场景。而唐宋元明清
时期，城市建筑题材的绘画更
是层出不穷。唐李思训的《京
畿（jī）瑞雪图》，宋赵伯驹的

《汉宫春晓图》，元夏永的《丰
乐楼图》，明文伯仁的《南溪草
堂图》，清徐扬的《京师生春诗
意图》，等等，都用写实的笔法
展现每个时代的城市风貌和
生活内容。尤其是妇孺皆知的
宋画《清明上河图》，不但为当
代人了解北宋城市生活打开

了一扇窗，就连明代大画家仇
英也曾揣摩绘制了一幅同题
作品，可见以城市建筑和当代
人生活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是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作为体现新时代建设成
就的绘画，可以暂且称作都市
山水。我们将现代建筑赋予其
更高的精神内涵，引发观者的
想象。强调意境的经营，坚守
中国画传统的审美品格，使其
仍然能够属于正统的山水画，
却更有力度地表现时代与现
代化进程。用笔墨统领全局，
进行有序排列，虚实、高低、错
落，打散重组，使作品拥有可
读性、叙事性，记录城市在某
个时间段的进步，达到个人情
感上的抒发。它从传统的构图
中走出来，强调写实，通过对
景写生、记录，进行自我感受、
自我调整，在新的体积结构和
空间氛围中琢磨笔墨、线条的
节奏韵律，赋予更有效的表现
力。因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当下经济建设的状态，画
面仍需要传统山水画中的叙
事性。所以，都市山水也不能
依靠简单描绘生产建设的情
景来完成，需要画家从中国画
的根本来探讨与研究。

苏轼与千阳的诗缘
杨惠强

北宋嘉祐六年（1061

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

第三等，授大理评事、凤翔

府判官。千阳在北宋时期归

秦凤路陇州管辖，与凤翔虽

不相属，由于与之毗邻，人

员往来频繁，苏东坡在凤翔

任上，留下了两首描写千阳

山水的诗歌佳作。

一首是《双池》：“千
流 入 城 郭，斖 斖（wěi 

wěi，形容勤勉不倦的样

子）渡千家。不见双池水，
长漂十里花。”多少年来，

对这首诗写的“城郭”多有

异议，有凤翔、千阳之说。

窃以为，这是写千阳无疑。

有两种原因 ：一是诗中有

“千流”二字，千流就是千

河。千阳在水沟境内的南

山上有一自然奇观 ：高峰

突起的山顶上，有两个并

排的四方大坑, 坑底各有

一口深不可测的井，俗称

双天井，又名双天池，此与

诗中地名一致。二是千河

进入宝鸡境内流过城郭的

只有陇县和千阳两县，诗

中的“双池”已经排除了陇

县，只能是千阳了。我们可

以想象，苏东坡游完双天

井，从南山下来，行至千河

南岸，看到山涧中的溪流

缓缓汇入千河，勤勉不倦

地浇灌着两岸的良田。他

向北眺望，千河绕着冯坊

河口西岸的千阳县城，缓

缓向东。一路相伴的春水，

漂着落花，泛着细浪，淹没

在一片烟柳之中。

另一首是《大老寺竹

间阁子》：“残花带叶暗，
新笋出林香。但见竹阴绿,
不知千水黄。树高倾陇鸟，
池浚落河鲂。栽种良辛苦,
孤 僧 瘦 欲 尪（wānɡ，脊

背骨弯曲）。”唐代千阳的

千河岸边就有千阳阁，清

代时还在。清代县志《石门

遗事·古迹》中还有“双清

阁”的记载，位置在今千阳

中学后面，“邑人于此观竞

渡，可以望远。”诗中景色

与千河两岸竹林环绕高阁

的风景完全吻合。另外, 诗

中的“陇鸟”暗用唐朝诗人

韦庄《千阳阁》中的“地贫

唯卖陇山鹦”句，以“陇鸟”

代地名。很显然，是作者游

览千阳时所作。

《大老寺竹间阁子》的

意境很美 ：一场春雨后,

树荫渐浓, 千河依然清

澈，没有夏天暴涨时浊浪

翻滚的景象。两岸春花凋

落，满山深绿，千阳阁旁的

新竹已是团团绿影。河岸

边的古树上，聚集着无数

只鸟儿，人们疏浚春灌的

水渠，河鲂等鱼在水中悠

闲地嬉戏。正是春播的农

忙时节，农人挥洒着汗水

在田地里忙碌着，一位驼

背老僧人孤独地行走在小

路上，不知他要去哪里。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

（1074 年），苏轼在密州（今

山东诸城）任太守。其时，

千阳段秀实的后裔段绎恰

好在密州担任劝农使。苏

轼和段绎都是爱民的好

官，志趣相投，成为好友，

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苏轼

写给段绎的诗有数首。《送

段屯田分得于字》是苏轼

记叙他与几位朋友在野外

饮酒之事。首句写道 ：“劝
农使者古丈夫，不惜春衫
践泥涂。”他赞扬段绎为了

鼓励督促农业生产，亲自

下地，不在意衬衫溅上春

天的污泥。一个勤政爱民

的好官形象跃然纸上。

苏轼和段绎的感情很

深。有一次苏轼生病，段绎

前来探望，苏轼非常感动，

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除

夜病中赠段屯田》。诗的大

意是这样的 ：苏轼患病之

后，情绪低落。寒夜漫漫，

想借酒消愁，却是故人零

落。就在极端苦闷之时，听

得好友段绎来，他仿佛病

都轻了许多，高兴得起身

洗漱整衣，拄着拐杖赶忙

出门迎接。他赞扬段绎重

情重义，不愧是忠烈门第

的后裔。他把自己心中的

委屈和愤懑倾诉给段绎 ：

我这一生的境遇就像死灰

一样无比暗淡，我决意解

职归田，官衙不过是暂且

居住的客舍。林子再大，

鹪鹩筑巢也不过占用其中

的一根枝条，人生对物质

的追求多少才会满足呢！

我已初备了归隐田园的费

用。你来了，今天就别走

了，陪我高高兴兴地住上

几天。

（ 摘 自《 历 代 名 人 与
千阳》）

陈仓荟萃

本 报 讯 （ 张 琼 刘 寅
啸）“这件泥塑取名‘龙腾盛

世’，这件叫‘气吞山河’，这

是‘傲视苍穹’‘龙生九子’

组件，它们都是我新近创作

的龙年吉祥物泥塑，恭祝大

家龙年大吉。”近日，在凤翔

泥塑博物馆内，国家级非遗

项目凤翔泥塑代表性传承

人胡新明为龙年创作的泥

塑作品精彩亮相，一条条威

风、绚烂的“泥塑龙”令人耳

目一新。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

腾和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力

量、吉祥、威严等美好寓意，

深受中国人喜爱。胡新明介

绍，为使泥塑龙看起来威风

生动，在制作泥塑作品过程

中，配色选取了红、黄、绿、

黑等凤翔泥塑传统色彩 ：黑

色主要用于勾勒泥塑的线

条 ；红色代表了霞光，像极

了日出破晓的色彩 ；绿色则

代表草木生发、生机盎然的

含义 ；黄色尽显尊贵之气。

这些色彩组合起来寄托了泥

塑艺人对龙年生活的美好祝

愿。细观这些泥塑龙的造型，

“龙腾盛世”体态矫健，前爪

抬起，仿佛在腾云驾雾 ；“气

吞山河”昂头扬尾，龙口大

张，气势非凡。泥塑龙造型动

感十足，龙鳞和犄角栩栩如

生，将龙的气宇轩昂表现得

淋漓尽致。

胡新明说 ：“我们在描

红画绿过程中，想尽力表达

龙的美好寓意。这次创作的

龙年吉祥物泥塑既没有失去

凤翔泥塑的传统底蕴，又注

入大量的现代审美元素，使

得这些新创作出的泥塑更具

活力和张力。”

凤翔泥塑龙年吉祥物“出炉”——

“龙腾盛世”迎龙年  
“气吞山河”贺新春

泥塑龙“龙腾盛世”

胡新明展示泥塑龙“气吞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