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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物

时令已至大雪，夜半未眠，有风
敲窗，寒意袭来。近期构思作品，思
虑纠缠，我披衣起身，翻阅书架上的
一本杂志，想起了这份杂志创刊号封
面选用的是清代画家袁江的《梁园飞
雪图》。偌大的园林，俯瞰一角，巍
峨的宫殿、曲折的长廊、茂密的竹
林、空濛的远山，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亭台楼阁、古树翠竹、奇石异草、飞檐
斗拱，妙合准绳；繁密的斗拱、玲珑的
窗格，描画入微；宾客往来，落雪寂静，
一番廓然而又不失雅致的意境……

近些年，随着我对中国画更深的
了解，描绘梁园的这幅 《梁园飞雪
图》便成了我文学写作中的一颗“朱
砂痣”，我时常把购来的图片放大，
看了又看，揣测作者何其人，想象他
在 300多年前的庚子六月如何下起的
这场“梁园飞雪”。

一、袁江和他的神遇老师们

袁江与梁园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
比较，有两点不同：一是他用绘画的
形式呈现梁园，比起璀璨的梁园文学
星空，以梁园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显得
尤为稀奇珍贵；二是没有资料记载他
来过梁园，按常规，梁园历史上的非
本土文化名人，十有八九都是在此或
客居、或为官、或路过，从而为历代
的梁园摹状、抒怀。

既如此，他又是如何创作《梁园
飞雪图》的？那构筑精致的梁园雪景
是如何栩栩呈现于画端的？说这点
之前，我们先说说袁江和他神遇的老
师们。

袁江，字文涛，号岫泉，江苏扬
州人，中国绘画史上比较著名的宫廷
画家，长于山水楼阁，在清康熙、雍
正、乾隆时期负有盛名。

袁江早年以学习临摹古画为主，
尤其得益于宋画。书画行笔，自有出
处。鉴赏袁江的几幅大作，如《汉宫
秋月图》《骊山避暑图》，当然还有
《梁园飞雪图》，便能略见他那几位神
遇老师们的笔法痕迹。

第一位是仇英，明代绘画大师，
人物、山水、走兽、界画，样样精
通。明清之际，他是青绿山水间兀自
独立的巅峰。袁江早年从师于他，影
响颇深。人说看懂了一半仇英，也就
看懂了一半袁江，不过，仇英的代表
作是汉宫图，他很少画雪图，但是在
袁江的《梁园飞雪图》中，依然都能
捕捉到仇英的风雅。

第二位是郭忠恕，北宋的界画大
师，他的画作中有雪图，雍正年间，
袁江曾入宫廷画院任职，据说，是这
个时候见到的郭忠恕著名的《雪霁江
行图》。除此之外，他还观临多幅郭
忠恕的著作。袁江师承郭忠恕，学习
界画，由此步入界画的殿堂。

第三位是赵伯驹，南宋宫廷画
家，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其祖父
为北宋宫廷画师赵令穰，偶画雪图。
赵伯驹和赵令穰都画汉宫图，前者更
厉害些。学画汉宫图，这事萦绕着袁
江的前半生，初学仇英，后学赵伯驹。

第四位是无名氏，奇幻之人。清
代张庚《国朝画徵录》有记载：“中
年得无名氏临古人画稿，遂大进。”
这事听起来有些玄乎，但是，事实上，
袁江真的偶得了这么一幅无名氏临摹
古代的画稿，自此画技突飞猛进。也
正是这位无名氏的神来之作，把袁江
领进了恢宏壮观、粉妆玉砌的梁园。

二、“打架”的界画和文人画

《梁园飞雪图》属界画画种，什
么是界画？在以文人画为主流的明清
画坛上，袁江的山水楼阁界画如何能
独树一帜？

界画是中国画的一种，古时并列
于山水、人物等，作为绘画史上的一
朵“奇葩”，已经在绘画发展的进程
中凋落，近乎失传，所以，对界画，
我们听起来相对陌生。

界画之所以得名“界画”，是因
为绘画工具以界笔直尺为主，对画面
中的建筑物精细构图，其他景物用工
笔技法配合。清代徐沁《明画录》是
这样解释界画的：“画宫室者，胸中
先有一卷木经，始堪落笔。昔人谓屋
木折算，无亏笔墨，均壮深远空，一
点一画，皆有规矩准绳，非若他画，
可以草率意会也。”所谓木经，是建
筑学上的事，以此看，界画要求精工
细作，一丝不苟，绝不可随意发挥，
更没法融入个性思维。这与文人画相
比，在用笔、设色、构思等方面皆大
相径庭。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
鸟、梅兰竹菊等，讲究的是笔墨自
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把诗书画
印融于一体，抒怀明志。

界画的历史由来已久，据记载，
界画萌芽于秦，秦始皇灭六国，把各
国宫殿的图样都画了下来，这算是最
早的界画。宋以前，界画被称为“台
榭”“台阁”“屋木”“宫观”，到了北
宋，界画发展到顶峰时期。因为界画

“一点一笔，必求绳距，比他画为难
工”，这就很容易造成繁复而单调的
效果，很多界画家为了打破这种单
调，使其画面气韵生动，就在画中穿
插垂柳、古树、松柏，远处淡染空濛

远山，在楼阁的设色方面力求丰富，
从而冲破界画用笔的单调。我们熟知
的郭熙的《早春图》、张择端《清明
上河图》、宋徽宗《瑞鹤图》，都堪称
界画艺术的千古绝唱。

《明画录》 有言：“近人尚喜元
笔，目界画者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澌
灭矣。”到了元明时期，界画技法已
非常精熟，但同时也是文人画迅速发
展的时期，写实的界画因作画需要直
尺界笔辅助，被认为“匠气”过重，
遭到文人画排挤，画家急剧减少，出
现衰败迹象，日益沉寂。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清初时期的袁江又是如何做
到异军突起，再次让界画立足画坛？

功成者自有其道。暂走出画面，
择一处思想的高地，浅浅分析一下。

一是从袁江的绘画成长过程来
看，他具有高超界画水准，其作品雄
伟诡异，奇石危岸中配以精美台阁，
看《梁园飞雪图》，纵深廓远，完全呈现
出一种宽银幕效果。这颗星足够亮，
星空璀璨，依然看见它闪闪发光。

二是袁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界画
过于写实的死穴。回顾界画发展的起
起落落，它不是败在自身技法，而是
败在文人画“逸笔草草、外形不似”
的原则上，界画外在做不到这八个
字，但是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
限，做到写实而不实。梁孝王的梁园
距离袁江，早已淹没于历史的长河近
2000 年，某种意义说，它已不是实
物，而袁江借助想象把它呈现在了画
端，这就给画面拓宽了思想和情感的
空间。而想象亦从来都是浪漫、美好
的代名词。这些通过想象所创作的画
面，一方面气势恢宏，另一方面又因
精准精细的界画技法，使得这些存在
于想象的建筑仿若真实存在一般。如
此这般，“精准写实”的技法与想象
相辅相成，成就界画的再度辉煌。

三是袁江画作的主题牵出数不尽
的故国情思，《阿房宫图》《汉宫秋月
图》《梁园飞雪图》皆是。后人对先
世的辉煌总是怀有不尽的缅怀和畅
想，我们用什么方式承载这种情思？
文学为一，书画为二。

界画作为特定时代下的艺术形
式，它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但是，
300多年后的我们依然会赞叹那精工
细作下的宫廷楼宇，会被近乎真实的
画面和摄人心魄的意境拉进梁孝王与
他的雅士们的往事之中。

我在想——有一天，袁江的《梁
园飞雪图》会否成为现代数字化科技
描绘那段辉煌图景的依据或范本？这
应该是有极大可能的吧。

三、与袁江共同走进梁园飞雪

1714 年，52 岁的袁江拈界尺一
把，在梁园宫阙间徜徉，不觉六年过
去，在 1720 年，庚子六月，58 岁的
他描画出梁园飞雪的那一片绝世风
景。画上题：“梁园飞雪，庚子徂
暑，邗上袁江画。”《诗经》 有云: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徂暑指的是
农历六月，也就是说袁江是在 300年
前的庚子盛暑创作的梁园飞雪图。

梁园是当年梁孝王的皇家园林，
又称梁苑、菟园、修竹园、雪苑。
《西京杂记》记载：“梁孝王苑中有落
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岛。
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
靡不毕备。”梁园自西汉建成，经历
着历代风雨的洗礼，建筑群逐渐消失
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是所幸的是，在
梁园最璀璨夺目的时候，枚乘写有
《梁王菟园赋》，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江
淹的《学梁王菟园赋》，将梁园宫阙
的奇特美景和梁王门下文人雅集的热
闹场面描绘得极为细致生动。那满园
的绿竹，夹护着水池，自成曲径通幽
之美，营造了清幽的境界，池水映翠
竹，清澈而不见其底，倒影斑斑，竹
水一色；仰观西山，岩石巍巍耸立，
连绵不断。两篇菟园赋，为袁江关于
梁园景观的想象提供了足够多的依
据，《梁园飞雪图》 中的翠竹、宫
殿、曲径、古树，每一处都可以在二
人的赋作中找到落脚点。

当然，最为奇特的还是梁园的这
场雪，若不是雪，也便不是袁江的
《梁园飞雪图》，也便不会成为旷世之
作。这场雪怎么下？雪景和人物如何
互为烘托？袁江是认真诵读过南朝谢
惠连的《雪赋》的。“其为状也，散
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瀌瀌

弈弈。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
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
墀庑，末萦盈于帷席。”这段雪景的
描述是一幅流动的画面：是安静
的，亦像是热闹的；是清冷的，亦像
是火热的。

除谢惠连之《雪赋》，后世描绘

梁园飞雪的还有罗隐的《后雪赋》：
“莹净之姿，轻明之质，风雅交证，
方圆间出。”诵来，尽是美雅之词。
还有钱棻的《雪赋》、袁江同时代刘
榛的《梁园雪赋》，至于说唐宋诸多
大文豪们关于梁园雪的诗歌更是不胜
枚举。

故，袁江的这场梁园飞雪，是从西
汉的大赋里飘下，一直飘到了那个清
代庚子年的六月。时光飞逝，昔人已
去。梁王的梁园如同一场梦，在赋文
诗词里蹁跹数千年，那壮丽的宫阙和
如烟的往事在袁江的脑海里逐渐幻化
成形，他把梁园安置一个飞雪的冬季，
选取一个最佳视角。一起看吧——

近有奇石翠竹、宫殿楼宇；俯瞰
有镜面池水、迂回长廊，更有雪白屋
顶、飞檐瓦楞；远有朦胧殿脊、皑皑
素雪，还有绵延出画面的层峦树影；
细看，彩饰的建筑、精细的隔窗。画
面中的景物，不胜罗列，极尽宫苑之
壮丽。

自然景物的精妙绝伦，只能一时
令人惊艳，触动的是视觉。任何一
件艺术品真正能触动人心的一定是
它包含的、或它背后的人和事。 曾
经三百里梁园的壮丽和繁华，绝不仅
仅是“宫阙连属”的建筑群，而是盛
放着的无数个文人雅士的理想之花，
他们在此饮酒赋诗，在此豪情万丈。
且看——

殿堂内灯火通明，楼阁内有数十
人围坐，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另一
宫殿中三位女子动作灵动，笑意盈
盈；最远处一宫殿门外有人，似是起
身离去作别，又或似进门前与有人寒
暄招呼；曲折幽长的廊下不时有人往
来，有打扫的，有赏雪的，有侍候宾
客们的。这一番热闹的场景，让人不
禁想象，那些目不能及的殿内一定还
有很多人，他们一定也正谈诗论文，
抚琴品茗吧。

屋外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屋内
人声鼎沸，好不热闹。绝妙的烘托，
两种极致氛围的冲击，可以让两种景
致的表现力翻倍。

我们一起再从绘画技法的角度品
读一下吧。构图上，中心是一座巍峨
的宫殿，左侧是曲折的长廊，右侧是
茂密的树林，还有穿插其间的湖面、
远山、奇石、古树，点、线、面结
合，高低有致，远近呼应；设色上，
白雪覆盖屋顶，淹没瓦楞，全为留
白，庭院地面亦是白色，湖面以淡色
晕染，斗拱、窗格、纹饰，则是色彩
鲜艳，尤其凸显红色，宫殿楼台在周
围环境的烘托下更加细致、突出，环
境与人物结合完美，有虚有实、层次
分明，使得景色开阔旷远；笔法上，
宫殿、台阁、回廊等房屋的各个细部
全用均匀的直线画出，线条准确细
劲，一丝不苟，这是界画所特有，同
时还有点染、勾勒、渲染等，这些笔
墨的运用，使得雪景、宫殿等细节表
现得淋漓尽致，或流畅或粗犷的线条
使人物形象甚至情感、性格都表现得
栩栩如生。

这就是袁江和他的 《梁园飞雪
图》，依文学家的大赋而作的梁园雪
景。清庚子六月徂暑，袁江放下界
尺，染了最后一层色。落款，盖章。
在一个炽热的夏天，“梁园飞雪”定
格在了画面上！

此时，允许我再次延伸我的想
象：若轮换时代，枚乘、江淹、谢惠
连一定亦可以依此雪图而成“雪赋”
吧。无论是雪赋，或是雪图，皆为后
世留下一场说不完的幻梦、一篇做不
完的文章。

无尽感慨在胸中。一卷风雅万古
事，只有“梁园雪”。

只 有“ 梁 园 雪 ”
——品读清代袁江画作《梁园飞雪图》

□ 丁玉琳

“陈进先生在微信平台创办‘学论
语·书名言’公众号，至今整整一百
期，受到了艺术界朋友的一致好评。”
12月 12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夏
邑县书法家协会主席崔涛说，《论语》
乃国学经典，书法乃优秀传统文化，二
者结合相得益彰。

陈进曾任夏邑县文联主席，他退而
不休、老而弥坚。在书法艺术方面，他
常年呕心沥血、孜孜不倦；他苦心孤诣
钻研《论语》，研究和弘扬孔子思想与
儒家文化，取得了不凡成果。

夏邑县老年书画院秘书长孙延河
说，“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
花”，陈进创办的“学论语·书名言”
微信公众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
语》和国之瑰宝的书法有机结合，使观者
既受传统文化之熏陶，又享受书法艺术
带来的视觉美感，为我们这些书法新人
树立了标杆和楷模。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陈进之孙女陈
一诺在微信平台点赞道：爷爷的作品拉
近了我们与经典的距离，在嘈杂的网络
信息中，得一方净土受教静心。透过字
迹，依稀看到爷爷提笔挥墨的身影，习
文练字修身养性，不亦乐乎！

江苏省丰县书法家张道瑞在网上点
评说，陈进创办的“学论语，书名句”
微信公众号非常好。其一，书法以汉隶
为根基，以石门颂为标杆，帖味实足，
没有一笔漂浮，让人读了之后，心中既
踏实，又舒服，受益满满，让人有一种
收获感。其二，八十多岁的老者，写到这
种地步，不是常人所为，既秉承传统，又
大出新意，敢为善为。

《夏邑县志》 原主编闫明合说起
“学论语·书名言”十分感慨。他说，
陈进雄心不减，老当益壮。他将《论
语》原文写成书法作品展现出来，图文
并茂，创造了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新形式。过去对一些经典名言似懂非
懂，这下彻底明白了。同时也欣赏了书
法艺术，寓学于乐，赏心悦目，对我们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好的启
发、引领和指导作用。此公众号创办以

来，我每期必学，并记下心得体会。通
过阅读和学习，深感观之悦目，读之舒
心，思之有感，品之有味，深受启发，
受益颇丰。

《论语》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
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
集。其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
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个方面，较
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
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教育原
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
表，《论语》在中华五千年波澜壮阔的
历史文化长河中，始终闪耀着不朽的光
辉。孔子一生播仁施礼，教化天下，影
响广泛而深远，以此被尊为“万世师
表”，实至而名归。

正是仰慕孔子的深邃思想和高尚人
格，几十年来，陈进为研究和弘扬以孔

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化而呕心沥
血。在“孔子祖籍在夏邑”这一学术定论
的形成过程中，陈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他参与编辑出版的《孔子祖籍考》
学术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陈进凭着他的笔墨功力，以百篇隶
书和百篇篆书同时书写《论语》佳句，
创作出一幅幅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陈
进先生的这些作品，布局和谐，收放有
度，结构谨严，意蕴古朴。一勾一画，
如苍松老柏遒劲有力，字里行间，尽显
优秀书家风范。如此现代传播方式承载
着古老经典，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探索了新的形式，平添了几分趣
味。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耄耋之年的陈进，是
这千古名句的忠实践行者。陈进这种积
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不仅给老年朋友以

有益启示，更给年轻一代以深刻启迪。
踔厉奋发，永不停步，有所作为，才是
人生应该有的样子！

陈进：老树春深更著花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张壮伟 通讯员 王高峰

前几天和一个来自偏
远乡村的手工非遗传承人
聊天。他说，他们祖祖辈
辈都做一二百年了，都是
这个老手艺、老方法，因
为传承得好，他们才获批
省级非遗。可是，现在他
们的产品越来越难卖。

“为什么呢？”我问他。
他说：“现在客户越来越追
求个性化，都要求不要和别
人的重样，可是，我们是老
手艺，如果个个不重样，那
还能体现非遗特色吗？”他
一脸迷茫。我说：“你的烦
恼有一定普遍性。”

我曾经和一个做虎头
靴的非遗传承人聊营销，
当然，她做了一辈子，手
艺自不必说，可是，销售
不太好。我问她：“虎头靴
难道非要绣虎头吗？”她
说：“不绣这，咋能叫虎头
靴？”我说：“可不可以按
十二生肖绣，让龙宝宝、
马宝宝、羊宝宝等，按照
自己的属相买‘宝宝鞋’

‘属相鞋’‘走运鞋’等
等，目的不在于穿，而在
于以美好寓意吸引家庭收
藏，如果这个路子打通，
相信，销售数量会上升。”
她说，几十年都是这样
绣，其他样的绣不成。话
说到这，往下就没法谈了。

同样的，我也曾和王
贡酒业董事长刘文涛谈过
文创的问题。有一次，他
刚开发几个新样式，发给
我看，我说，发展定制
酒，就一定要把企业客户
或个人客户的特征精准地
设计到酒瓶上，体现独创
性。作为商丘酒界元老级
人物，刘文涛前些年只始
终坚持做质量，对酒瓶外
观设计不太看重。如今，王贡酒已经开始
内外兼修，效益走上了上坡路。

举这些例子，其实，就为了说明一个
意思：万物皆可文创，处处皆可文创，在
当下这个“文创时代”，我们的老手艺、老
房屋、老物件等皆可用创意赋能，我们所
有的非遗均可“新翻杨柳枝”，我们所有的
文旅项目均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文化创意
的实施，产生一波接一波的吸引力，从而
延长文旅项目的新鲜度。

“一切皆文创”，猛一听，“一切”这两
字，大而空，不具体，没抓手，其实，它
的重要指引作用，也恰恰就在于此：没有
条条框框的约束，任何人、任何物，随时
随地，皆可成为文创的主题和对象。譬
如，在农村，田地、油菜花、梨园、花生
壳、池塘等，皆可成为文旅文创对象，野
菜、豆苗、山药等皆可成为餐饮文创对象，
不一而足。可以说，当下就是“全民文创时
代”，只要敢想、会想，想出来新思路、新样
式、新口味等，皆可实施。

把全民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百花齐
放的局面，就会形成“文创机遇”。借力

“文创机遇”，吸引全产业融入、布局全链
条业态、立足整体性消费，就会推动形
成全民参与的全域文旅大格局打造，就
会让文旅 GDP 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亮点。

一切皆文旅，要注重激发全民的创新
积极性，文旅赋能一切，就要注重从智慧
科技方面发力，要从政府层面加快推进以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文
创、智慧文旅，要推动文化内容资产化，
推动数字文创的确权流转，并降本增效赋
能文旅景区、IP品牌传播。

当然，我们还要尽可能紧盯国家产业
布局，力所能及地在元宇宙、区块链、数
字文旅等方面下功夫，为文旅文创产业不
断蝶变升级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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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
近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文化和旅
游部副部长、国
家文物局局长李
群发布了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最新
成果。从距今约
5800年开始，中
华大地上各个区
域相继出现较为
明 显 的 社 会 分
化，进入了文明
起 源 的 加 速 阶
段。可将从距今
5800 年 至 距 今
3800年划分为古
国时代。与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第
四阶段相比，对
古国时代文明内
涵的认识更加深
化。

古国时代可
进一步细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距今 5800年
至 5200 年前后，
以西辽河流域的
牛河梁遗址为代
表；第二阶段为
距 今 5200 年 至
4300 年前后，社
会分化进一步凸
显，社会资源的
调动能力加强；
第三阶段为距今
4300年至 3800年
前后，形成了一
个以中原为中心

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
发展的基础。

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
来，多学科协同研究不断推向
深入。针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
究，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动
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
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
DNA 分析的协同研究显示，
距今 7000 年以来生业经济反
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手工业
方面的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
3800 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
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

李群表示，目前，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许多工
作还在进行之中。未来国家文
物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
进、深化探源工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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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飞雪图》

陈进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