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4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三

JINRI LONGYOU

天南地北龙游人
责任编辑：方钧良 版式：余欣 电话：0570-7888555 E-mail：jrly118@sina.com

龙行万里 初心不改
———记龙游籍著名画家包辰初先生（5）

◆徐兆云

步入耄耋之年的包老，可谓老骥
伏枥壮心未已，仍然艺心蓬勃，趣味
更甚，对山水画的创作孜孜不倦。 他
用熟练和简洁的独具匠心的色彩语
言，描绘出不同的光影与气氛、洋溢
着非同寻常的生命感，他每每作画即
在笔酣墨饱时，都能以迅疾的笔势和
遒劲的笔力， 使之产生一种润而厚、
涩而实的笔墨效果，从而使人感受到
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墨韵之美。 每
幅作品都做到立意高远、 格调高雅、
用笔活而扎实、精益求精，对古今中
外的绘画艺术作了进一步关注和思
考。“中国画里像包老这样注重色彩，
并运用色彩气势的探索是很少见
的。 ”他的色彩浓烈，突出表现在：鲜
明、鲜艳、鲜活；层次分明，有较强的
层次感和立体感，突出主色调，强调
主旋律，富有生机活力，反映时代特
点。 他的绘画具有独特的风格，让人
越看越觉得有品位、有一种美的艺术
享受。

如今将迎来百岁高龄的包老，依
然保持着对生活的敏锐感、对艺术的
追求力。尽管他在 2019 年冬经受过一
次脑梗，又在 2022 年底经受过新冠病
毒的重度感染，在重症监护室度过长
达近一个月时间的他，虽然全身酸痛
乏力、双耳失聪、四肢麻木，而他依然
以豁达恬然的心态抵御了病痛侵袭，
焕发出惊人的毅力。 他的学习热情不
退、探索劲头不减，每天有规律地读
书、看报、看电视新闻、看微信视频，
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画外功，可获取
新能量。 更为可贵的是，只要同仁、学
生、同乡来请教、探讨有关书画艺术
上的事，包老从不推辞、谢绝，而是竭
尽所力帮助解决。 平时只要身体能支
撑得住，他就会挥毫泼墨、坚持创作。
包老总是说：“艺术是我人生的全部，
与吃饭、睡觉一样重要。 对于画画来
说，虽然体力上不如以前，但我喜欢
现阶段的我，因为更加自由奔放地体
现了‘浪漫主义’，通过岁月积累，也
提高了东西方绘画多方面的艺术修
养水平。 我希望身体健康，以支撑后
续的发展。 ”“正是生活常新、思想常
新、意匠表现手法常新，才使包辰初
的绘画具有神奇的艺术魅力。 ”西泠
印社艺术鉴定评估中心主任、中国美

术学院特聘教授叶子表
达了自己对包老的看法。
由此可见， 在包老身上，
凝聚着一股多么厚重的
匠心气息和多么旺盛的
艺术生命力，回顾他的百
年匠心，让我深思：他也
是跟着传统， 学习古人、
学习传统一路走过来，但
他学古不迷古、用西不迷
西。 这种融合中西、吞吐

古今的创作思路， 走自己的路子，形
神兼备、乱中有静、雅俗共赏，实现了
艺术突破，在迈向艺术高峰的同时也
走向人生高寿。 这不是时代的幸事？
这不是龙商精神真实版的再现？ 这不
是万年龙游、千年龙商所滋养的游子
才情与性格的真正体现？

崇尚精神。 包老对石涛《画语录》
中“夫画者，从于心者也”有着自己的
解读。 他认为：这里的“心”，不仅是技
巧和形式的展现，更是品学、情趣、学
识、品格、胸襟、气质和情操的体现。
一幅好的画， 首先应该要有思想、有
感情、有创造，同时也应有美感、内涵
和意境，为大众所创作，让大众读懂。
因此，他主张艺术家应该有崇高的心
声、心灵和心智，艺术作品应给人以
精神启示、审美感染、健康引导。 包老
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2022 年
10 月，在一次接受雅昌艺术网记者采
访时，包老感慨地说：“从书画艺术来
说，艺术仅表现‘美’还不够，还需要
表现‘人生’。 只会画画是不够的，还
需要更好地学习， 更好地感悟人生，
要了解群众， 表现人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新中国第一代记者，也是新中国
第一批书画艺术专业毕业生，应始终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自觉承担记录新
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
命。 ”所以，我们看他的作品会赏心悦
目，总是体现着一种乐观积极、阳光
和健康，呈现出一种甜美和清新。

包老心中有敬仰，他坚定不移地
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 发自内心地热爱党、赞
美祖国、描绘时代，用笔墨为党为国
讴歌、为时代立碑、为人民抒怀。 值得
一提的是，在 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在杭州市桐庐
县生态文化村疗养的包老，看到大会
开幕式时，他热血沸腾地让保姆拿来
了纸和笔，当场在房间的小画桌上兴
致勃勃地提笔作画。 因保姆是我帮助
找的小南海镇的人，她虽然没有读过
一天书， 但龙游妇女身上该有的善
良、勤劳、朴实一样不缺。 她在电话里
对我说：“近期来，很少见到包老师如
此兴奋、激动，想要画画。 ”她便用手
机拍摄了包老的新作， 发给我欣赏。

我看到了一幅以《苍松》为题材，落款
为“热烈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的精美作品。 那挺拔的松枝、茂盛的
枝叶， 雄健苍劲的笔力和清润的墨
色，所寓意的是我们的党伟大而又坚
强，在亿万人民心中万古长青，使我
感到欣喜的同时，对包老更多了一份
崇敬之心。 在征得包老同意后，我给
《今日龙游》投了稿。 第二天，包老看
到了我用手机所发的《今日龙游》刊
登他的作品视频时，高兴地说：“没想
到！ 家乡龙游的媒体这么重视，录用
的效率这么高，谢谢他们为一个老艺
人发声。 ”从这件事中，让我不禁联想
起齐白石先生，1955 年国庆节时，他
创作了《祖国万岁》，两位长者的作品
寓意一脉相承。 更巧的是，白石老人
当年创作此画时也是 95 岁， 画面的
主题是万年青，同样都表达了老艺术
家们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情
怀。 包老即使快到期颐之年，仍然保
持一种阳光的、积极的情态，使他的
画面自然而然散发出一种热爱生活、
激情似火的张力，这种阳光心态的意
境表达， 正是他崇尚精神的充分体
现，健康、正能量地在积极传递。

故乡情
“我的根在龙游，我的祖宗长眠

在龙游土地上，我的艺术启蒙老师是
龙游的。 那里有我的恩人和贵人，那
里的血缘、人缘、地缘、商缘铸就了
我，换天换地也不会忘
掉故土。 ”这是一个游
子铿锵而又坚定的语
言。 的确，一个与书画
艺术缠绵了近一个世
纪的文化老人，将一腔
赤子之心倾注于画作，
从来没有忘记过家乡，
乡情、乡风、乡景、乡音
一直烙刻在他的骨子
里、 融化在他的血液
中、 深藏在心底里、凝
炼在他的画面上，家乡
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
题材、是他源源不断的
创作动力，是他如游子
恋母般的深厚感情在
故土落地生根。

包老的许多作品，
是其内心感动而情动于画面上的家
乡印迹， 并常常用画与家乡人民对
话，用画表露思乡之情、用墨彩倾诉
家乡情结，让乡人能读懂。 然而，当你
真正能读懂包老的山水画与家乡有
几分相似、熟悉的亲切感，而对其作
品进行赞美时， 包老却总是笑笑说：

“我在家乡龙游的沃土里长大， 那里
有淳朴的民风、 美丽的田野风光、蔚
蓝的天空、弯弯的江水、茫茫的竹海，
沧桑的古桥、古街、古亭、古村落，这

些美妙的意境，都是我的创作源泉。 ”
的确，故乡有他心中的山、想象中的
水、回忆中的景，凭着自己几十年的
笔墨功夫， 用老辣的笔触， 万壑在
胸， 整合为一个个富有生活气息和
生态韵律的整体， 从而创作出一幅
幅潇洒自若、生机勃勃、富有诗意、
让人动情的作品。 如他墨彩中的《远
古迷宫》《石窟深渊》等图，让乡人非
常有看头、有嚼味，会让人激起心灵
的激荡和无限遐想。 特别是，他笔墨
下的一根根伟岸擎天柱， 象征着从
古到今的龙游人顶天立地的精神，
那乱中透齐的凿痕， 好像能听到古
人的凿石声， 尤其是那远古深邃的
洞壁窟顶， 让人忆想起宋代词人张
正道“千年尽露波涛色，万古犹存斧
凿痕”诗句中的意境，给人留下更多
的“谜”与“奇”。 同时，他所用的墨彩
也显示出异于旁人的审美吸引力。
包老为家乡所创的作品中， 让人更
吃惊的是他不仅仅局限于家乡的影
子， 而是用他的笔触做色彩、 做构
成、做梦幻、做效果，极大地丰富了
景物的表现力。 如透过他大气磅礴
的《翠光映霞》图，用大量绿色来增
强画面的勃勃生机感，象征着发展、
希望，让我们不仅看到日新月异、生
机勃勃的现代新龙游景象， 又有流
动的朦胧和颇具韵味的衢江意境。同
样，他还用泼彩的绘画方式，巧妙再

现绿色龙游在霞光的衬托下显得格
外的美丽妖娆。 品读了这些画，如同
找回我们最可珍惜的、最美好的龙游
景色， 看到让人所向往的美丽家园。
正如龙游籍画家、杭州师范大学硕士
生导师周增炎所说：“包老师的作品
以诗入画、以色入画、以情入画，色墨
情相融，气象万千，如果没有如此表
达，其作品就不会如此感人、不会让
人情不自禁地为之倾倒。 ”

（未完待续）

晴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