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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我认真拜读了画家吴

楚龙先生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画教学散记》，对吴楚龙先

生的绘画创作及艺术生涯有了更清

晰、更深刻的认知。

楚龙先生从事绘画创作五十多

年，绘画早已融入他的精神与血液。

他在书中提过：“能熟练地画出心里

想画的形象，能完整地从立意、谋篇、

构图、造形、透视，到活用笔墨，做到

随心所欲地完成一幅画作时，内心得

到了甜蜜的满足”。这句话看似简单、

朴素，却体现着绘画从临摹到个性层

面的质的飞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从

形似到神似的转化，从物质向精神的

转化，从表象到心灵的转化，这也是

楚龙先生半个世纪的创作中，经历漫

长演变的巨大变化。理性地去分析，

作为画家，是被动地去创作，还是凭

着热爱去创作，二者的区别很大。从

哲学上来说，有着被动或主动的矛盾

体现。从美学的意象性来看，是艺术

美学非自觉性与自觉性在作品中的

不同呈现。

艺术的美学自觉体现于艺术家对

艺术语言、形式、技巧的探索与突破，

以及对传统审美观念的反思。楚龙先

生早期用大量的时间去临摹古今名人

的画作，他尤喜于希宁与关山月的梅

花，他说：“焦墨、浓墨、淡墨苍劲无比，

我在画作中时有效仿”。楚龙先生曾受

教于国画艺术家曾晓浒先生和书法家

蔡德林先生，曾晓浒笔势奔放、白描秀

劲的画风以及蔡德林苍辣平和、风神

超迈的书风于楚龙受益良多，直接影

响了他今后的创作走向。

临摹名作能博采众长，但毕竟是

他人的，对于自身来说有着非自觉

性。把笔墨变成一种学问、一种修养、

一种彻悟，成为自身的一种个性化的

不可替代的技法，艺术就以非自觉走

向了美学的自觉。正如宋代范宽的艺

术人生三境界所说：画老师的——画

自然里有的——画自己的感觉。

把热爱与感动融于自己的意识，

是楚龙先生绘画的一大特色。正如他

自己所说：“国画的象征性、寓意性随

着作画者的深思熟虑和迁想妙得，赋

予笔底无限生机和无限美好的寄托和

祝愿。吴楚龙先生的山水画就体现了

正能量的美好向往，意在笔先，笔随意

定，意随景生，或方或怪或透或险，全

仗心灵感悟。如他的山水系列之《酃县

水口》，远山如黛，烟波浩渺，草木青

翠，溪水潺潺，一片清幽宁静的山水，

美丽如诗，是远离尘世喧嚣的写照。楚

龙先生在他的山水国画中展现了南方

山水的旖旎秀美，充分体现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之韵，他的山水，有一种宁静

的氛围，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力量，他能

抓住墨和色之间的变化，通过丰富的

笔力线条去传达画家的感受和精神追

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名人心中的山

水，他们往往集墨韵、笔韵、神韵于一

体，使鲜活生动的物象跃然于纸，构成

感人肺腑的画卷。

楚龙先生有些山水画整体略显

浓烈，画面比较饱满，几乎很少留白，

吸收了元代王蒙的部分特点。如他的

《云山万里》《山乡巨变是农家》，这种

浓烈和饱满带来了意境的厚重感。画

中他巧妙地运用水流、云雾营造出

“透”的感觉，画面浓淡分明富有层次

感，绿色的田园，白墙红瓦色彩的点

缀，使整幅作品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楚龙先生的花鸟画也体现了这

种和谐的基调，看他的《和平系列》，

发现他的花鸟画比山水画布局更简

洁，更抽象，往往寥寥几笔却有如神

助，整幅画显得活灵活现。如《秋韵》，

几朵黄菊、几片红叶，两只闲鸟，有种

“尘世即蓬莱”悠然自得的境界。

“笔墨既是一种玄学，也是一种

哲学”，这是楚龙先生中国画中所体

现的一种人文精神。如他的画《苦尽

甘来》《蜘蛛》就象征性地体现了后现

代社会的一种理性思考。时代不一

样，名人画作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也不

一样，八大山人的《孤禽图》所体现的

正如他的一首题诗：“墨点无多泪点

多，山河仍是旧山河。”可我们从吴楚

龙先生的《秋韵》里面看到的却是，

“墨点无多笑点多，山河已是新山河”

的人文境界。

楚龙先生多才多艺，诗、书、画都

得心应手，就画而言，他除了中国传

统的青绿山水、水墨山水外，素描、水

彩、工笔都有涉猎，并能做到相互交

融，博采众长，互相映衬。

楚龙先生五十多年绘画艺术创

作的演化，是基于中国传统写意画的

遗传变异，是他在艺术创作中从非自

觉向审美自觉的过渡。吴楚龙先生调

动以往的审美经验，对特定对象进行

专注的观察、分析、综合、判断，形成

新的审美态度，进行新的创造。楚龙

先生的画还吸纳了西画的焦点透视，

并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相互

运用。他近期在国画的创新上主要从

简洁、虚化、变形上做文章，这里面也

吸纳了少量的西方绘画艺术思想。作

品《桥下》中的远山以及右下角的大

地就吸收了印象派的虚化风格。中国

在宋朝时，因为理学的影响，山水画

对形似的追求比较在意，关注的是自

然本身的规律。到元朝时审美越来越

主观化，山水花鸟更多是抒发自身心

绪的载体，作为绘画艺术创作而言，

简洁、变形、虚化给艺术思考以及审

美多元化留有更大的空间。

《基层女性》：
给所有女性的“启示录”

邓鼎妮

如果你是一个原生家庭并不好的基层女性，在

生活中感到困苦和迷茫，不知道怎么样改变自己的

现状，你可以看下《基层女性》这本书，它或许可以为

你提供一些改变的思路。

《基层女性》的作者叫王慧玲，一个出生安徽农

村、中专毕业的基层女性。她 16岁离家读中专，19岁

中专毕业后独自在上海打拼，通过不断勇敢前行，思

考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最终成长为一个健康向上

且拥有幸福家庭的女人。

她的经验是什么？有什么可以供基层普通女性

借鉴的地方？王慧玲在书中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供

了一些方法。

一个女人越活越好的底层逻辑：独立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这

种独立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更是心理上的独

立。对于很多女性来说，与原生家庭的抗争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然而，这种抗争也成了许多女性成长的起

点。她们学会了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坚持，学会了独

立思考和决策。

正如《基层女性》中说的那样，“你的责任是对你

自己的生命负责，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只有这

样，将来你才有可能给身边的人带去一些快乐和实

际的帮助。如果放弃自救，大家都只会一起陷在泥坑

里，互相侵害、互相折磨”。

女性需要通过自己的职业、家庭和社交活动等

方面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过程

中，她们也会学到更多的技能和知识，让自己变得更

加强大和自信。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现实生活中，仅仅基于爱情来维持婚姻往往是

不够的。因为爱情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耗殆

尽，婚姻也会面临各种危机和挑战。此时，合作就成

为维持婚姻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合作是婚姻的本质？

首先，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人

类的繁衍和家庭生活而产生的。因此，婚姻涉及双方的

责任和义务，这就需要合作，而不是仅仅依赖爱情。

其次，婚姻中的合作是指双方共同解决问题、共

同规划未来、分担家庭事务等，而不是仅仅依赖某一

方的付出和努力。这种合作需要双方都具备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互相支持、理解和信任。这

种合作超出了爱情的范畴。

最后，通过合作，夫妻双方能够更好地理解对

方，协调彼此的需求和利益。这种理解和协调是基于

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也是婚姻的本质。《基层女性》的

作者王慧玲把婚姻的本质看得很清楚，活得通透。她

的观点是，“婚姻的核心从来不是爱，而是合作”。

婚姻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当

两个人相互尊重和信任时，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

包容彼此的缺点，进而更好地合作。为了维持婚姻的

稳定和幸福，平衡和妥协是必不可少的。

养育孩子
是为了体验陪伴一个生命成长

在看待养育孩子这件事上，王慧玲也很通透。她

认为父母子女都是独立的个体，养育孩子的根本意

义，是为了体验陪伴一个生命成长。

父母亲自养育孩子的主要益处在于，能够重新

体验童年和少年时期，重新感受到内心小孩的存在。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提

高自我修养和素质，并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养育孩子不仅是父母在照顾孩子，更是孩子在

反哺父母。通过这种经验，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生

命，珍惜和感恩生活。

高普尼克在《园丁与木匠》中说：“养育孩子是人

类工程中最根本、最深刻、最宝贵的一部分。育儿不

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态度和信仰。”总之，父母亲

自养育孩子能够让他们重新感受到内心小孩的存

在，促进自我成长和提高素质。同时，孩子的反哺能

够培养人们的责任感和爱心。

株洲作家陈招生新书
《诗意人生》出版

倪锐 罗遇真

近日，株洲作家陈招生新书《诗意人生》由新华出版社

在全国出版发行。

全书选辑的 208 首古体诗，是陈招生近年来灵动思绪

的结晶，也是他所思所悟所遇见的一切美好的咏叹。《诗意

人生》共分四卷，卷一为城池风光，卷二为田园山水，卷三

为人生感悟，卷四为红色典章。

陈招生，1956 年出生，茶陵县人。他退休后，边旅行边

写诗，利用空闲之余创作的这本图文并茂的《诗意人生》，

他说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以诗促学。诗词里悠远的文脉、深邃的境界、磅礴

的情感，始终都会给我们以温暖和动力。一个人应当活到

老、学到老，“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诗词创作中提升对美的

认知、涵养内在素养，打开一个更为开阔、更有厚度的丰富

人生。

二是以诗育心。在中华诗词中，我们可以感悟“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名利；可以体味“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舍生取义；可以涵养“天地有正气，

杂然赋流形”的浩然正气。在诗歌的创作中，他也始秉持着

“诗歌是途径、育人是根本、共筑强国梦”是共同使命这一

理念，汲取正能量、传递正能量、释放正能量。

三是以诗兴文。诗词是传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

桥梁和纽带，从盛唐华章到宋词元曲，从山水田园风到豪

放婉约派，这些诗词早就融入了我们的文化血脉。这种基

因血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

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创作这些诗歌，既是种文化自

信，更是一份文化传承。

株洲作家李巧文新书
《我在》出版

倪锐 罗遇真

2024 年 10 月，株洲作家李巧文新书《我在》由天津出

版传媒集团百花文艺社出版发行，这是继 2018 年出版《遇

见》之后，李巧文出版的又一部散文集。李巧文，茶陵人，散

文获“炎帝文艺奖”“李东阳文艺奖”等奖项。

《我在》共 65 篇文章，分为四辑，每辑一个主题。大部

分为李巧文近六年之作，大多已在报刊杂志发表或获奖。

第一辑聚焦于当下，细腻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物百

态，事件变迁及地域风情。第二辑跨地域界限，收录他乡之

行的所见所闻。第三辑讲述故乡往事情怀。第四辑倾向内

心世界的探索，抒发个人见解和心灵感悟。

全书围绕在故乡、他乡和自己所在的城市与乡村的所

见所闻与所感自然融合，不求晦涩深奥，用心记录生活，撷

取生活里的片断，感受万物生长、自然变化与美，叩问内

心，率尔求真。生活里处处有动人的瞬间，万物共生共处，

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去发现、留存，如电影慢镜头，非吾所

有，却如苏轼所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

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

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从故乡到他乡，从外在到

内心，逐渐叠加的日子，生活慢慢打理，故乡远去，他乡追

往，一颗兀自奔忙的心在喜怒哀乐里跌跌撞撞，被文字捂

熟后，看待世界的目光从此变得温柔。

人生三分，一分平凡，一分真诚，一分觉悟，相携以往，

只为给流年一个交代。

小小说，又名微型小说，还被称为短小说、精小说、超短篇

小说、一分钟小说、袖珍小说、焦点小说、小品小说、拇指文学

等。据说我国最短的小说是《世说新语》中的《王戎卖李》，仅 16

个字：“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把王戎自私

狡黠的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鲁迅的《一件小事》《孔乙己》也都

是千字左右的小小说杰作，此正是“借一斑以知全豹，以一目尽

传精神”之谓也。唯其“小”，必须强力聚焦，透视万物；因其"

微”，必然小中见大，见微知著。这是小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

茫茫人海，世事纷繁，能用小小说的篇幅，聚焦透视，见微

知著，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本事。近读《小说选刊》第 11期，我市两

位作家的小小说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段淑芳《都是牛奶惹的祸》原发《湘江文艺》。在过去不久的

新冠疫情之时，单位食堂实施分餐制，早餐出现怪事一桩：领导

喝牛奶，员工喝稀饭，招来议论和微词。新来的领导以人为本，

体察民情，表态任职期间大家都一视同仁喝牛奶，皆大欢喜。

曾立力先生今年第二次上国刊。《发怵》是一幅耳熟能详的

世像图。怵，是恐惧、害怕的意思。作者笔下的发怵，我理解为“守

身”“敬畏”之意，能始终守住底线。不是吗？你看小说中的主人

公，让他调干，不去，让他当校长，不来神。怵，成了一种护身符。

而从不发怵的人，则最终膨胀进了局子。这可不是巧合，而是充

满生活的辩证法，多行不义必自毙。从喝奶喝粥的人，到发怵不

发怵的人，实乃日常生活的众生相。而能从日常琐碎中发现生活

的“异样”，进而引发读者的深思或会心一笑，这是一种能力。

《小说选刊》作为中国小说的国刊，继上半年一期刊发株洲

彭银华，倪锐和曾立力的作品后，这次又刊发段淑芳和曾立力

的小小说，体现了株洲作家在小小说创作方面的实力和成绩。

明冯梦龙所著《智囊》，自问世以

来，得到许多名人学者的青睐。毛泽

东便爱读《智囊》，在该书上还存有他

弥足珍贵的批语。

《智囊》一书取材专一，治学严

谨。大多采用历史的真实事例，孔子

诛少正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卫青

借神鼓士气、诸葛亮慧眼识刺客、西

门豹止河伯娶妇、触龙说赵太后等

等，何时何地何人运用智慧成功的案

例，皆有案可查。唯其真实，才更令人

信服，因而智慧的重要性便不言而

喻。

《智囊》系由从先秦至明代 1300

余篇短篇故事辑录而成。为方便阅读

查找，分别列为十部，二十八卷，每卷

由多个故事组成，军事的政治的经济

的审案的文化的生活的各种智慧，上

至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搜罗无

遗。故事精炼生动有趣，有的篇章还

有编者的精彩评点。尤值得一提的

是，《智囊》辑有“闺智”卷，认为男女

是同等的，充分肯定妇女的智慧，在

重男轻女的时代，难能可贵。如此编

辑，编者的独具慧眼和良苦用心可见

一斑。

《智囊》录用事例对事不对人，客

观取材，不避奸贤。秦桧是奸臣，为人

所不齿。但对于他的智慧，此书也给

予肯定。有个书生模仿秦桧的笔迹写

信去拜谒扬州太守，太守发现这是一

封伪造的假信，就将这人押送给秦桧

处理。秦桧见了这人，不但不处罚，反

而给了他一个官当。有人问为什么要

这样做，秦桧说，此人胆敢以我的名

义写信，必然不是一般人。如果不用

一个官职束缚他，他就会逃到北边胡

人那里被人利用，或逃到南方去为越

人效力与我们为敌，那就麻烦了。小

人的才干，如不加以驾驭，就会危害

国家。秦桧能看到这个隐患，预先加

以防范，不言而喻是明智的。

在引用上述秦桧的事例后，冯梦

龙接着说，宋仁宗时，韩琦和范仲淹

分任陕西安抚使和宣抚使，共同防御

西夏，有张、李二青年刻了一个诗碑，

将他们自己的才干德行吹嘘了一番，

让别人拉曵着从韩、范二人面前经

过，韩、范见了，疑其有诈，未敢用他

们。后来这两人逃到西夏，为西夏国

主赵元昊所用，以致成为北宋边境大

患。以此反证秦桧任用小人的正确。

而韩琦范仲淹系北宋贤臣，冯梦龙却

并不为其掩瑕。但这并不等于说，作

者扬秦桧贬韩、范。在其他篇中对范

仲淹爱民顺民“污身不辱国”，韩琦刚

正不阿的高风亮节的智慧大加褒扬。

由此可见他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

与主流崇尚的取向评判是一致的，传

递的仍是正能量。

有个故事说，有位县令用印时忽

然发现印盒里的官印不见了，官印是

做官的凭证，是宝物，丢失官印后果

严重。有亲信说，偷盗官印者定是家

贼，建议县令对县衙内的所有人员进

行搜查。县令说，那样一来会惊动偷

印之人，他就会把官印毁掉。官印没

了，不但没有证据证明偷印者有罪，

我还是会照样受处罚。县令想了想，

附耳对亲信说，你就如此这般。一会

儿，衙门后院忽然起火，人们纷纷奔

向火场救火，乱作一团。县令急忙将

印盒交给来救火的师爷，说了句“请

务必妥善保管”的话就匆匆去救火

了。师爷来不及当面打开印盒验看，

把这空印盒拿在手里，就像捧着一团

火，心里的火，熊熊燃烧得比衙门里

的火更急迫。他深知等会要是把这个

空盒交给县令，县令一看里面没官

印，必然要治他偷印之罪。为今之计，

只有把偷来的官印放进盒子里，完璧

归赵才能免罪。于是，县令的官印失

而复得。

冯梦龙 61岁时，出任福建寿宁知

县，寿宁重男轻女，“生女则溺之”。他

到任后，亲自撰写《禁溺女告示》，四

处张贴，刻石立碑，又“设厉禁，且捐

俸以赏收养者”。他运用双管齐下的

智慧终于将这一陋俗革除，使“此风

顿息”。

《智囊》之旨在“益智”。冯梦龙在

该书自序中说，智慧就好比在地上运

行的水，水往低处流，地势低洼的地

方就注满了水。人和事不顺时，如有

智慧，便可走出逆境。我们阅读《智

囊》后，便可知冯先生所说非虚。由是

可知，智慧如水，是随物赋形的。学习

《智囊》，可让人聪明，因时因地制宜，

便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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