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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精神之“睛”
时代精神的展现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舒勇笔下的
龙，没有停留在对龙本身的

“状物”呈现，而是通过以形传
神的描绘，把绘画引导到人的
精神高度上，深刻而又含蓄地
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舒勇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
精神凝聚在笔墨中，其画中之
龙注重以目传神，或激昂，或
聪慧，或勇敢，或坚毅，都是龙
马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新时代
中国人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
流露。

点造型之“睛”
神龙见首的特写

与其他生肖不同，龙并不
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这给画家
塑绘造型带来了不确定性，但
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
间。北宋董羽的《画龙辑议》，
把画龙归纳为“自首至项，自
项至腹，自腹至尾”和“头似
牛，嘴似驴，眼似虾，角似鹿，耳
似象，鳞似鱼，须似人，腹似蛇，
爪似凤”。这些画龙要领成为
画龙的法则和形象注解。在画
龙的作品中，很多还与云、与水
密切相关。

舒勇画龙的不同之处是，
既没有飞龙在天的“云龙图”，
也没有潜龙在渊的“起蛟图”，
他基于中国传统绘画“传神阿
堵”的理念，按照“神龙见首不
见尾”的布局，出于画龙重在

“点晴”的考虑，大胆从对龙的
全身和全景的描写中跳出来，
重点把龙头作为表现对象。如
果说过去的龙画更多是窥其全
貌的全景图，那么舒勇的造型
就是聚焦龙头的局部图，给出
了放大局部的“特写镜头”。在
对龙头的具体呈现中，他摆脱
了“牛头”“驴嘴”“鹿角”“虾眼”
等固有形象的约束，充分发挥
想象力，以大写意和夸张的手
法，创造出似牛非牛、似驴非
驴、似鹿非鹿、似虾非虾的形
象。这种造型作为一种“人心
营构之象”，打上艺术家独特的
印记，产生了独具魅力的艺术
效果。

点意象之“睛”
龙人合一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舒勇重视龙头
面部形状和表情的刻画，使龙
具有人脸的轮廓与特点，好似
人的化身，呈现龙就是人、人
亦即龙的相互融合、物我一体
的意象。

在把龙头画成人像的过程
中，舒勇别出心裁地借鉴了中
国传统文化标识之一的京剧脸
谱手法，让人隐约感到，龙仿
佛戴上了某种特定类型的京剧
脸谱面具，不同龙头的脸谱又
各有千秋。

为了给固定图式的京剧脸
谱注入生气和灵气，他充分发
挥水墨渲染的特性，通过水与
墨色、线条的自然相融，营造
了鲜活的、涂鸦的画面感，呈
现出既朦胧又可感知、有时还
似繁花绽放般的脸谱形象。他
以色、墨与线条的交响，形成
龙、人、花合一的独特画龙观念
与模式，营造出雾里看龙、看
人、看花相互交织的意象。龙

在这里的“象外之意”，成为一
种在物我两忘中实现自由、净
化心灵的象征，显示出中国画
追求“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
思想境界。

点技法之“睛”
智能时代的创新

舒勇在以水墨画龙的同
时，还尝试用人工智能的方式
进行创作。他把脑海中龙的印
象，先通过文字描述来表达对
龙的感知，再通过人工智能把
他理解的龙直接转译生成图
像。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很
真实、立体、丰富地还原或异化
表达对象，但没有画笔的痕
迹，没有跃然纸上的生动。它
可以达到高智慧、高技术、高标
准，却无法呈现粗犷、涂鸦、生
涩这些伴随人类诞生以来的本
能、本性。

“情感”是人工智能创作的
盲区。于是，舒勇回归水墨画
的传统技法，试图通过水墨画
和人工智能绘画的对比，寻找
创造力的比较优势。一方面，
他把握人工智能技术，把 AI
绘画为艺术创作带来的新鲜
感、成就感融入水墨画，让画
龙变得更逼真立体、更酣畅淋
漓；另一方面，他发扬水墨画
的笔墨传统，把笔法笔意看作
中国画的灵魂和精髓，探索本
能、本性的画龙路径。因此，
这批水墨画在某种程度上是人
和人工智能对抗与合作的文化
实验，是水墨绘画与人工智能
互补和融合的结晶。画家通过
艺术实践，思考着人工智能时
代全面来临之时，我们如何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文化守正
创新。

以上四个方面，有传承，也
有创造，是“道”，也是“术”。其
实，在这个龙腾四海、万象俱
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是生活的
画家。只要我们勇于和善于做
生活的“点睛者”，就一定能绘
就破壁而飞、一飞冲天的人生
画卷。这也是舒勇画龙留给我
们的更大启示。

（作者系湖南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
日。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国古人
以谷子一熟为一“年”，谷物的播种与收
获周期也成为人们生活的节律。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到了岁末，又逢冬
去春来，在欢庆丰收年成的同时，也
迎来新一轮播种和收获。人们为此敬
天祭祖、祈福纳祥、宴饮游娱、辞旧迎
新，形成一系列隆重喜庆的民俗活动。

中华民族的春节不只是节日的狂
欢，还包含祭祖、守岁、祈福、团聚等仪
式活动及其内涵，从而不断建构每一
个个体与逝去的祖先、过去的历史、广
阔的自然、无尽流动的时间以及亲人、
友朋的联系，不断憧憬和充盈现实生
活的愿景和希望，不断表达和实现关
于善与美的追求。这一切既是精神的、
实践的，也往往是有形可感的，通过
艺术的形式加以表达，在审美中得到
进一步凝聚和升华。

正如春节的传统里，从小年起，
人们就开始“忙年”的种种准备，洒扫
除尘，采办年货，发面蒸馍，张贴年
画、春联、“福”字、窗花等。天津俗话
说，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人要顶
毡帽。春节是喜庆，是更新，是对美的
追求。到农历新年来临，人们摆“清
供”，逛庙会，行花街，耍社火，舞狮舞
龙，观灯彩，在生动鲜明的形态、沉浸
式的体验中，表达情感，寄托愿望，
感受喜庆欢愉，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从这个意义上看，春节既是民俗
的，也是艺术的、审美的，并且春节之
艺术，是民间、大众、民族集体关于美
的创造与体验，它是所有人亲身参与
的过程。

如果对丰富多彩的春节民艺加以
划分，大致包括祈福纳祥的艺术、家居
装饰的艺术、宴饮交流的艺术和游艺欢
娱的艺术，涉及春节文化仪式与意义
的艺术化呈现、装饰审美以及游艺体
验，也往往相互交织，在表达春节辞
旧迎新、趋吉迎祥的意义的同时，装饰
空间、装点氛围。

首先，传统春节里，家家户户张
贴门神、年画、“福”字、窗花、门笺、对联
等，正是“千门万户瞳瞳日”，喜庆热
烈。陕北信天游唱，春节走门串户，

“一看窗子二看帘子”。门上的春联、
窗上的窗花透着一户人家的精气神。
还有门神、年画、“福”字、门笺等，色彩
基调大都红红火火，配色往往华丽强
烈，形象图案都是老百姓最熟悉的，
鲜明甚至夸张，往往有看头、有讲头，
文字有力，画中有戏，让人百看不腻。
吉瑞的文字、酣畅的书法、威严的神像
以及关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合家欢
乐、福寿康宁等理想生活的图景，表达
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和寄托，也成为善
与美的社会教化和精神激励。值得一
提的是，这些民间画作、剪纸不仅在创
作中讲究“知人、知物、知时”，表达群众
的爱好和追求，还满足了传统家居环
境装饰的需要。譬如门神有房宅大门
的门神、屋门的门神以及街道街门的门
神；年画有门户上的门画、灶台墙壁的
灶画、居室墙上的四条屏以及炕围、桌
围、窗顶的炕画、桌画、窗画、喜幅等；

“福”字也有大门上的“福”字以及水缸、
柜子和牛棚马厩门上的“福”字；玲珑剔
透的剪纸不仅有窗花，还有顶棚花、灯
笼花、供品花等……装饰无所不及，把
日子装扮得花团锦簇。

除了这些用以张贴的艺术与装

饰，传统春节里的家居装饰艺术还有
“岁朝清供”，就是在室内案头放置供观
赏的物品摆设，包括时令水果、花卉盆
景、古玩奇石等。所谓“山家除夕无他
事，插了梅花便是年”，或如文学家汪曾
祺所述，即使牡丹梅花不易得，养一
盆青蒜代替水仙，也要有一点颜色。
不论富丽典雅或质朴清新，春节的装
饰都是喜庆的、悦目的、充满希望的。

在饮食上，祭祖、贺岁、年夜饭、吃
年例等，比平日丰盛的美食，既是对
饮食本身的丰富体验，也包含富足美
好的寓意，而且往往由食物的形、味之
美上升到精神情感之美。比如腊八，
集五谷杂粮煮粥食粥并向邻居亲友送
粥赠粥于一体，这种惜物爱物并馈赠
分享的习俗，超越了一粥一饭的饮食
滋味，进入一种文化心灵上的仪式体
验。又如山东胶东地区，传统春节自
小年起，家家户户开始蒸大枣饽饽、烙
喜饼、做寿桃，制作种种寓意吉祥、造
型生动的面花，既是节日饮食的一部

分，也用作赠礼和供奉，从饮食之美到
情感交流，成为一种精神的共鸣。艺
术家张仃曾回忆：“记得儿时在家乡过
旧历年……当时我最满意的差使，是
母亲给调一个胭脂棉花碟，用根筷子，
沾着胭脂，向新出笼的馒头上，一个
个打红点”，一个个圆圆的红点，点染
出新年的气氛，如果无它，“就似乎秃
秃荒荒，缺少些什么，不像过年的样
子”。这“一点之美”便是生活的一种美
的境界。

春节期间，还有丰富多彩的游艺
欢庆活动。俗话说“老百姓，要快活，赶
会、唱戏、弄社火”，高台高跷、舞狮舞
龙、鼓乐秧歌等民间艺术在社火、花会
中汇集，城乡群众自发的表演惟妙惟
肖，观看互动的人潮如山似海，欢快
的鼓乐激越昂扬，演艺的妆容或面具
往往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共同组成
热闹的节日庆典。此外，从除夕到正
月十五，在广大城镇和乡村，商铺与
人家往往挂起红红的大灯笼。“灯笼高，
灯笼低，灯笼底下秧歌起”，在陕北的乡
村，正月十五夜转黄河九曲灯阵；在云
贵高原，少数民族的篝火歌舞红红火
火……灯火与歌舞交织，表达着中华
民族真挚素朴的情感。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
现代，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
信息文明，春节仪式发生着不同程度
的变化，但依旧隆重盛大，春节的艺
术与审美在传承中创新，也依然热烈
深沉。如今，千里万里回家过年，春
节春运成为一种文化物候；新春的文
创和服饰等“国潮”涌动，中国红、吉祥
纹、生肖像成为潮流的要素；传统的年

节礼俗、歌舞游艺也在破圈突围，成为
“国风”特色，在新的代际人群中产生
新的共鸣。

山川远阔，人间星河。春节是中
华民族千百年沉潜的文化矿脉，积淀
传承着生命生活的力量和追求。民间
艺术里的春节穿越历史，超越物质，在
对美好、善良、幸福的追求中，展现着
生活的理想与意义。

（作者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日前，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美术
家协会、石河子美术馆、石河子市书画
院、乌鲁木齐市书画院主办的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老美术家作品文献巡展

（乌鲁木齐站）在新疆乌鲁木齐美术馆
举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

“兵团”）老一辈美术家，用美术佳作
向新中国 75 周年华诞和兵团成立 70
周年致敬。

展览分为“军垦战歌”“瀚海新歌”
“生命如歌”“绿洲新歌”四个篇章，参
展作品包括版画、中国画、木刻等多种
艺术形式，聚焦兵团建设时期的生产
生活、风土人情等方面，展现兵团事

业的辉煌历程。
宋兴华的雕塑《女拖拉机手》《战

士》《军垦第一犁》，塑造出典型的兵团
战士形象；黄戈捷的版画《瀚海新歌》

《夜宿火焰山》，刻画了军垦战士在革
命工作中的斗志和豪情；潘隆璜的

《春》、林镜淞的《情深水长》、金仁香的
《麦海夜战》等作品，真实记录了兵团
儿女开荒造田、兴修水利、丰收粮棉的
劳动场景。

许多作品聚焦民族团结主题，用
丰富的表现手法、生动的色彩语言，
讲述兵团各族儿女共同建设家园、团
结奋进的故事。比如宋大赵的版画

《鱼水情深》通过“送水”这一生活场
景，表现了少数民族群众和军垦战士
之间的日常互动与和谐相处，展现浓
浓的“军民鱼水情”。黄戈捷、王惠仪
的版画《阿姨好》，则以独特的视角，
呈现军民相敬相爱的温馨画面。

此次巡展通过兵团老一辈美术家
的作品，回顾兵团创业历程，展现一
代代兵团人保家卫国、建设边疆的生
动实践，旨在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增
强中华民族自豪感，不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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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品再现兵团光辉历程
张 凡 张志英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女十忙》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藏

江苏无锡惠山泥塑《新春乐》 龚 琦 中国美术馆藏

花灯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藏

河北三河剪纸《小鸟莲花》 赵景安
中国美术馆藏

女拖拉机手 （雕塑） 宋兴华女拖拉机手 （雕塑） 宋兴华

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一

个“画龙点睛”的故事广为人

知。传说梁代画家张僧繇在

寺中壁上画两条龙，一条龙

点睛后在风雨雷电中“破壁而

飞”，另一条未曾点睛的龙仍

留在壁上。这个成语，道出

中国画的造型原理和精神实

质。在甲辰龙年到来之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

事、湖南省美协副主席舒勇创

作了系列龙头水墨画。这批

作品立足当下，赓续文脉，

在内容挖掘、造型处理、意象

营造、技法修炼等方面匠心独

运，不仅彰显了中国传统美

学思想，也突出了时代特征

和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