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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江

我出生在长江西陵峡畔 !

从小便有一份我的三峡" 三峡应

当隽永!在我的身体里!峡江那

惊涛拍岸的涛声!一刻不停地撞

击着我的心胸# 峡江是粗犷的!

那奔涌的江水!那刀削斧劈般的

崖壁和峥峥岩石!更有那纤夫用

血泪勒成的纤痕!无不露出野性

的真性" 群山万壑$大江奔腾!三

峡自古就是诗的海洋$ 画的长

廊"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苏轼$

陆游$黄庭坚%%%一连串的诗人

铭刻在三峡的崖壁上"

三峡有大美!司空图赫赫有

名的&二十四诗品'将中国古诗

按照美学风格分为二十四种情

境!其中(劲健)一派中有(巫峡千

寻!走云连风)的诗句!这说明三

峡已成为一种符号!深入中国人

的美学观念中了"

在三峡我对地平线的概念

是模糊的! 在不起雾的日子!只

有那奔涌的江水尽头似乎就是

天际的地平线"

三峡如今已是声名大噪!而

且已是旧貌换新颜#高峡平湖的

形成彻底改变了长江的文化内

涵" 郦道元再也写不出(两岸连

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

日!自非亭午时分!不见曦月)的

佳句" 杜甫也不会有(风急天高

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

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的感怀"

三峡承担悲壮!承担的是崇

高的精神力量"

三峡的烟

云供养!我用带

着三峡气味的

身体和灵魂!主

宰画笔!抒写着

雄浑与苍茫的

意境#山水画不

等于风景画"乱

石穿空$惊涛拍

岸的长江三峡!

曾是一代代文

人墨客为之倾

心的形胜之地!

是长江文化源

流最光彩照人

的一段"世移时

移! 屈原归去$

李白不复!沿岸

的城镇早已人

去楼空!永沉江

底 " 四百里三

峡! 无峰不雄!

无滩不险!古往今来的旅人留恋

于斯地!亦无不将游赏之兴倾注

于三峡的山水之间!迸发的灵感

被收入诗集和画册! 代代相传"

一个民族的审美总是与其生存

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在三峡!

你最能深刻地体会华夏文明中

所蕴涵的审美取向*山之雄奇豪

放!水之奔涌激荡!云之横空游

弋" 与黄河文明比起来!长江文

明的特质最重要的是* 人文的$

开放的$多元的$感性的" 三峡的

山水早已面目全非!早期的影像

和写生也只能引导你进入梦境!

对三峡唯有内心的刻画!抒写那

生命不堪承担而又勇于承担的

重量"

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史上

我相信曾经是有重要地位的!但

是!为何明$清以后的水墨变成

大宗!而为何原来的重彩却鲜有

人涉足了呢+ 三峡或其它任何一

个地方!谁说它就只有黑白二色

呢+ 我不刻意表现水墨!往往是

根据画面的需要! 或水墨或重

彩!一切形式和内容都服务于我

的艺术构思" 三峡在成为记忆以

前! 我也画了一些唯美的风景!

但现在更多的表现它悲壮的文

化内涵"

一个由三峡变成的人!才能

真正体会三峡的神韵" 我画三

峡!史诗中的三峡!旨在表现三

峡精神%%%激流勇进 $ 浩浩荡

荡$冲破险阻$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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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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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生于甘肃秦安 !

%"&&

年毕业于 天 水 师 范

学院艺术学院 "

'(((

年结业于 全 国 第 二

届 国 画 家 高 研 班 !

)((&

年 结 业 于 中 国

国家画院 周 韶 华 工

作室研修班 " 现为中

国长城书画院画家 #

北京中国画院画家 #

周韶华艺 术 工 作 室

)((&

精 英 班 展 览 部

部长 #天水中国画研

究院院长 "

王雄熙的艺术! 有着丰饶多样的风

格!他一方面沉醉于传统艺术的魅力!一

方面清醒地看到现代文化对古老传统

强有力的冲击与反叛!难以化解而以一

种丰饶的状态呈现出来!在两者之间寻

找突围的方式!这种文化感情上的抉择!

构筑了王雄熙艺术性灵的核心!他的全

部风格都是由此出发并伸展的"

西部高原有着独特的面貌和诱惑

力!很多艺术家一再地表现它的风土人

情!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意象!到抽

象!不一而足" 王雄熙着力于西部山水

的雄浑苍凉" 他的画激情奔溢!走笔如

飞!狂扫漫卷!水和墨在他的激情里奔跑

溢散!俨然一种无限风光任我掌控的王

者风范!既狂且狷, 既是他的艺术风格!

又是西部山水特有的气质与风范" 他也

参禅静修般的绘画!气定神闲!一个笔

触!一个笔触!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积

染!积淀!文火慢炖!滋味越来越醇香,一

幅画!个把月!一场佛家的大修炼了"

无论是在王雄熙粗犷豪放的劲歌

中还是在他的参禅静修中!都能体悟到

西部大山大川的千万年未曾打破的寂

然!体悟到一种丰碑似的伟大的静穆!在

时间和空间上双重的无尽的寂寥!静得

可以听到古塬上窑洞人家晒太阳$晾辣

椒时的私语#静得可以听到大漠中穿行

的驼队厚厚的蹄掌扬起沙尘的 (唰唰)

声#甚至高原上牦牛沉重的鼻息呼呼"动

静结合!动寓于静!静纳万动!静里暗流

涌动%%%漂泊%%%没有静止" 从农村漂

泊到城市!寻求一种身份的认同!寻找一

个自己的日渐清晰却又瞬间朦胧的理

想#从城市漂泊到农村!寻找人化环境中

那份久违了的自然风韵!朝圣灵感诞生

的渊薮#在天水和北京!两点一线!不断

穿梭!也在更大的范围编制一张网络!四

处游走!辛苦并幸福着!痛并快乐着!我

们在羡慕他的成就!他在体验经历的痛!

并享受我们的朝拜#从故乡到异乡!异乡

再变为故乡!那最初的血地!最早的故

土!却已不再是儿时的景致!早已面目全

非!那片血地!那古塬上的窑洞!王雄熙

以及王雄熙们!再也回不去了--一轮

明月!几棵老树!浓重的剪影!是乡村夜

晚窗棂上极普通的景致! 如今衍化为

(静夜思 )!望月 !思乡 !挥之不去的乡

思, 不仅是对故乡的乡思!也是对传统

文化的乡思" 故乡衍变为异乡!心痛!却

无可奈何--又或者! 是些许欣慰的!

是向理想之境的必要变迁+,

是啊!这是一种双重含义的变迁!于

情感! 于风格" 王雄熙有着多样的创作

风格" 或者!视中国绘画艺术传统为故

友!重视笔墨意趣!以一种相对老成的构

图$渲染的方式!层层积染!以干旱贫瘠

的土地$山石$老树!共同组合为苦涩的

情调与悲凉粗犷的诗意以及一种静穆

的坚韧#或者!将传统艺术中视为末技的

肌理效果应用到创作中!水色渲染沉淀!

晕染渗化!水渍积淀!却是妙手偶得之!

别有天成的风流韵味" 西部山川的坚硬

稍稍软化!苍而润!因而有些(灵山秀色
!

空水氤氲)的南国景致的味道了" 不同

风格的展示! 变迁 ! 就是故乡%%%异

乡%%%故乡--之间不断的衍变更替"

在王雄熙的山水之间!展现着他悠

远的回忆!纯真的情感!也记录着他的

挣扎与彷徨" 他没有极端的$狂热的崇

拜与神化! 没有一边倒的五体投地的

缅迷与顶礼膜拜!在两个点上都没有!

没有以简单粗暴野蛮的方式消灭传统

的权威! 也没有棒吓谩骂侮辱水墨实

验 $时代语言 !他以一种广博的 $文化

宽容的心态来包涵文化的传承$变迁$

交流!并择其赏之!探索性地将其融会

于自己的创作" 莱维.斯特劳斯说*(每

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

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

如果没有这种抵抗! 那么很快它就不

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去交流" )

王雄熙正是这种态度的践行者" 是的!

我们不需要盲目崇捧!奴态婢颜!也不

需要飞扬跋扈!惟我独尊" 在世界越来

越多元! 各种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越来

越频繁的大背景之下!我们需要有(四

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这种对多

元文化的包容与理解的态度! 也许是

我们唯一理智的选择"

王雄熙细致的为我讲解他的一幅

画 &夜行者'%%%我原以为是单纯的山

水!山水中点缀了一个人物!不曾想在细

密的笔触中!潜藏着他的心机" 一座山!

一只狗!一盏灯火!一位山民行走在山间

小路上!路!时有!时无!时断!时续!群山

中!一个小土包!几棵松柏%%%坟茔" 这

件作品!抒发了人类最普遍的感情%%%

孤独$寂寥!天才的寂寥!普通人的孤独!

整个人类的孤独" 这幅画引发观者的思

考!也让我们动容!感同身受" 茫茫天地

间!一个孤独的身影!夜行者!是山民#

更是他!王雄熙#也是每一个探路者的

身影#是你!是我--

王雄熙!一次次不断出发!一直在

路上的思想者,

!

康小花"""王雄熙

杜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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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生!湖北宜昌

人"

%"&"

年拜周韶华先生为师" 现为中国国

家画院周韶华工作室画家$中国长城画院画

家!北京谷泉书画院$三峡画院特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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