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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流行「國學熱」，有人認為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部分國人崇洋媚外、數典忘祖，
忘記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與文化，變成身為
「洋奴」而不自知，反而自鳴得意，實為國之不
幸、民之大禍。一批又一批「有識之士」見此情
境，不甘禮教盡失、綱常無存，奮起「捍衛」華
夏固有之文明道德。一時間，「返本開新」之風
日甚，大有恢復長衫馬褂之勢。
在一片「反傳統」的聲浪中，出現過「打倒孔

家店、救出真孔子」的呼籲，中國傳統文化被一
部分人曲解甚至踐踏，部分原本屬於傳統文化範
疇的事物被西化潮流吞噬。但是問題遠遠沒有嚴
重到需要去爭論「油條和麵包，哪個更好吃」的
地步。畢竟中國畫可以汲取西方的表現手法，也
可以融匯現代的意象。數千年前的文化，並不是
只存在於那個時代中，而是有 歷史而具體的現
實寫照。只有對自己不自信的文化體系，才會將
自己封閉在與世隔絕的世界中。油條和麵包有其
共同點，都是用來充飢的食物，都是以麵粉為原
料製成的。
前些年，仿照西洋交響樂團的組合模式，新加

坡、台灣、香港和內地都相繼成立了民族樂團，
雖然稱呼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將中國傳
統的民族樂器進行交響化、樂團化組合，經過新

的編配後，形成全新的演奏形式。這是文化傳播
模式的巨大創新，因為民族樂團除了樂器與演奏
方式以外，其餘的運作手段幾乎與西方的交響樂
團沒有任何區別，同樣需要樂譜，同樣需要指
揮。事實證明樂團化的改革路徑是成功的，通過
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的民樂團演奏，西方人民開始
了解中國樂器的音色、質地、歷史淵源以及演奏
特色，成功將中國音樂推向了世界。
但是創新並未止步於此，另一種大膽的進步形

式是用民樂團來演奏西方樂曲。自從內地民樂團
在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新春音樂會後，《拉德斯
基進行曲》幾乎成為每次音樂會結尾必定演奏的
曲目，而這恰好與西方的音樂會風格一致。乍一
聽，這種做法似乎有些不對味兒，但是卻為聽眾
提供了另一種新的藝術理解方式。藝術的差異，
在於詮釋方法的不同，但人類對美好事物的共同
熱愛，將詮釋的差異性概括掉。這就是藝術跨越
國界的魅力，也是藝術的普世價值。
主張單一文化至上或持強烈的「文化相對論」

的人似乎忽視了一個內在概念上的巨大矛盾：確
立中國千百年來道統思想的儒家觀念，其實是一
種「天下主義」的學說。天下主義，主張的是大
同世界，認可的是世界文明的交融與合一，而這
恰恰與今日舉凡「逢西必反」的傳統文化論者主

張的文明獨特性思維有所衝突。也就是說，如果
我們真的去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就必須走出一條
面對世界文明、包容多元文化的道路。
回望晚清時期，中國經歷的是千年未有的變

局。怎樣理解這種變化呢？國門在外敵入侵的狀
況下打開，實際上摧毀的並不是中國特有的文化
體系，而是打破了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文明優越
感，這才是後來國粹派興起的根本原因。晚清時
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念茲在茲的除了救亡，
還有另一個偉大的目標就是啟蒙。啟蒙的根本道
理是啟迪人民怎樣成為現代社會的成員。塵封在
故紙堆中的孔孟之道與天下的大同思想又被拿了
出來。有一首叫《勉學歌》的學堂音樂，其中有
這樣一段歌詞：「近追日本遠歐美，世界文明次
第開。」也就是說，那個時候的國家教育，給民
眾倡導的是追趕世界的文化與潮流，而這與堅守
自我的文化底線其實並不矛盾。
我們堅信國畫可以有現代的創作題材與表現方

式，也應當相信中國的傳統文明也存在 現代化
的途徑。整理國故的本質不是拋棄，而是汲取。
當人們感慨於香港擁有全世界最好的公務員制度
時，就應該想到，英國的這套文官體制，是從中
國的科舉取士中學來的。同樣，我們也應該有廣
闊的胸襟去接納新的文明。 ■文、攝：徐全

「六要」畫秋
所謂「六要」，是指中國畫中的六種特有境界，

分別是氣、韻、思、景、筆、墨。趙道珍將這六
種境界融匯於描繪秋日的作品中，具有深厚的沉
鬱感，又不失振奮力。趙道珍認為，在中國傳統
的文化認知中，「秋」的意象，往往有正反兩種
形式的解讀。一種解釋認為，秋日是冬季的前
奏，充滿了肅殺、凋敝和絕望的氣氛，具有極為
灰色和負面的情感；另一種思考則認為，秋季是
豐收的代表季節，是盛載果實與希望的光景，令
人覺得積極和正面。他認為，一個國畫家需要公
平對待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秋日思考，需要用畫筆
等距離地勾勒出秋季在這兩種情感中的深邃與悠
遠。因此，把握「六要」的基調顯得尤為重要。
最符合「六要」筆工的作品，大概就是《深邃

幽澗天外秋》這幅畫了。畫中以秋日為背景，為
了描摹出秋日的希望，畫家採用了松樹的常綠為
輔助色調，在兩山交錯的峰頂間屹立不倒。從氣
的角度看，松樹的傲氣、山峰的偉氣是整幅畫的
基本風骨，恰好體現出中國山水畫注重寫實，又
精於表現的特質。從韻的角度來說，不同的自然
景觀形成的「和」韻極為突出——若少了遠處山
巒的點綴，近處的山穹似乎變成突兀的石頭。從
思的角度看，《深邃幽澗天外秋》言在畫中卻又
寫在畫外，看到畫中風景的看官，似乎又想 畫
外的景致。從景的角度來看，畫面呈現的風景有
多層次的重疊，顯得錯落有致而毫無累贅之感。
從筆的視角看，趙道珍運用了表現「蒙太奇」的
手法，恰當把握不同意象之間的飛白跳躍，大有
煙花絢麗之感。講到「六要」的最後一點「墨」，趙
道珍用深淺兩色的比對墨法，畫出人們心中對秋
日的兩種不同情懷，不偏不倚、中庸之至。
《深邃幽澗天外秋》整體意境上的深邃

感，是趙道珍 力追求的。為何鍾情秋天
風景裡的深刻心志？趙道珍表示，這是中
國文化中深刻的山水意象內涵所要求的。
中國古代的文人，若不能夠濟世救民，便
只能歸隱田園，終日與山水為伴。但是，
對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統
擔當，又使得他們對山水的把握不如村野
農夫那樣來得純粹和自然，總是有一些現
實的慨歎。因此，中國的山水畫在表現山
川壯麗、物產豐隆的同時，也伴隨了個人
對家國天下的情懷和思考。

「五色」寫物
「五色」乃是國畫中五種不同墨水的運

用形式。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
說道：「運墨而五色具」。「五色」——
濃、淡、乾、濕、燥，成為畫中描物的五
種筆力。每一個物件， 墨的多少、厚
薄、乾濕，實際上都是此物在作者心境中
的地位以及在整幅作品中的作用所決定
的。趙道珍認為，「物」在中國傳統文化

中，是「人」與「心」的延伸。中國傳統藝術作
品 重探討的是「物」與「人」、「物」與「心」
的關係。物是人的化身和主體的延續，在中國人
的思維中，每一件物品都被賦予價值化的情感色
彩，大自然中的萬物更是如此。中國傳統講究長
幼、尊卑、序階，通過「五色」的筆鋒，可看出
一件事物在人們心中的地位高下。這也是中國畫
寫物最為成功的原因之一。
趙道珍以《幽谷秋夢》這幅畫為例，講解「五

色」在中國畫中的運用。五色之於國畫，可以轉
化為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可以轉變
為五種顏色的交錯搭配——紅、黃、藍、白、
黑。濃、淡、乾、濕、燥這五種運墨方式與五種
色調、五行的協調，並不完全是一一對應的關
係，若完全對應，就是上乘之作。在《幽谷秋夢》
中，紅、黃、藍、白、黑五色清晰可見，分別是
紅色的楓葉、黃色的金穗、藍色的澗流、白色的
山霧、黑色的枝條與泥土。紅色的楓葉，色彩最
為濃重，運墨極為突出，在秋高氣爽的時節中頗
有一枝獨秀的造詣。黃色的金穗則是秋日時分最
為顯著的意境，是豐收的果實與希望的起點，金
穗色調偏淡，寓意深秋的羞澀和靦腆；藍色的澗
流是整幅作品中唯一具有動態感的景致，澗流雖
是液體，但是流淌於山色秋明中的石道間，凸顯
出時有時無的乾涸感；白色的山霧是中國畫中最
具神意的表徵，霧氣將整座山包圍於神秘和緊張
的情感中，加上茂密樹林的映襯，能夠感受到丘
陵地區深厚的濕氣，從而突出其濕感；黑色的枝
條與泥土表現出大地的雄偉與壯麗，枝條不但是
鳥兒憩息之地，也是人類一直以來的生火工具。
人來自於土地，也回歸於土地——這種「燥」的
書寫，其實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寫照。

趙道珍認為，中國的山水畫，應當畫出民族情
感和意境。在他的心中，廣闊的國土不僅僅是繪
畫的素材，也是中華民族對土地的眷戀與摯愛。
《幽谷秋夢》表達了民族的精神，是中國人對大
自然的深邃理解與洞察，是國人在一次次民族危
亡時刻的奮起與警醒。正是有了華夏兒女在秋日
中幽靜的夢想，我們的國家才能在內憂外患的歲
月中有「近追日本遠歐美」的雄心壯志。這就是
趙道珍作品中的山河氣與民族魂，在他看來，中
國既是一個苦難的國家，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國
家，用畫筆將這種歷史與現實的愛國熱情表現出
來，是自己作為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開闢中國畫的新路徑
在趙道珍的作品中，有一幅畫叫作《戰爭．災

難．和平》，他以2003年伊拉克戰爭為創作背景。
整體而言，此畫帶有西方油畫的質地，也正是趙
道珍為中國畫開闢的新路徑——融匯傳統與現代
的意象，結合東西方的手法創作的中國畫。
《戰爭．災難．和平》這幅畫的兩側是伊拉克

前總統薩達姆、伊拉克國旗與美國前總統小布
什、美國國旗，畫的中央是轟炸、戰鬥、逃亡等
場面。趙道珍表示，所有的場景全部來自新聞中
的真實畫面。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清真寺圖案，
也是從前線戰地記者的報道中獲得的。這幅畫的
另一個特點是時效的連接，表面上每一個場景都
代表了當天的戰地新聞，實際上是多幅畫構成的
一個國畫群。趙道珍認為，戰爭與和平是全世
界、全人類不分東西方與種族的共同課題，以西
方油畫的形式來表現水墨畫的特質，也表現了中
國人的和平觀。他覺得，未來的國畫應當多注重
當下，多注重寫實，這也是其出路與前途。

山河氣民族魂
——記國畫名家趙道珍

不久前，內地著名國畫名家趙道珍來香港舉辦個人作品展。綜觀趙道珍的畫作，大多集中於山水風貌的描繪與刻劃，有雄渾大

氣之感，是中國壯美河山的最佳寫照，也是民族魂器的又一力作。另一方面，趙道珍不滿足於山水畫的傳統筆工，也嘗試用新題

材來充實中國畫的風韻，不斷與時俱進，力求以現代的特有精神詮釋中國藝術的精髓，這是他當下的探索與追求。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藝術的普世性

■趙道珍（左一）

■《幽谷秋夢》

■《深邃幽風》

■《戰爭．災難．和平》

■《松風疊韻》

■《深邃幽澗天外秋》

■戰爭下的兒童。

■趙道珍筆下的戰火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