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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的圖騰再造
龍是一種圖騰，儘管大家都知道並不存在這種動

物，但是龍的藝術內涵往往能夠在東方文化的語境中
構造出真實的意義與價值。這其中的原因，與東方文
化的原始圖騰崇拜有很大的關係。東方國家，以中國
的大陸文明為例，充滿㠥對土地與陸地的敬畏，萬物
生長與綻放，需要雨水的滋養與澆灌。由於大陸文明
和海洋相隔遙遠，因此，圖騰化的龍，實際上成為了
一種對海洋的思考與提煉的方式。在中國古典的神話
傳說中，龍王不僅僅是海中的霸主，同時還掌管㠥陸
地的降雨，正因為有了龍的存在，才聯繫了陸地與海
洋，才構成了水與土的平衡。正是中國人對龍的圖騰
崇拜，建構起了藝術視角中的龍的偉岸形象。
龍除了代表水與陸地，還有一種藝術上的土地與雨

水的意象，就是代表中國文化中的長壽與歲月的延
續。龍不但成為了民族的圖騰，成為農事活動的守護
神，同時還變成了帝王君主權力永固、健康長壽的體
現。龍的意象成為了帝王權力的代表，同時也是吉祥
如意的彰顯。在中國的占卜文化中，特別強調建築的
龍氣、龍脈，這些觀點都將龍的內涵從動物內化為精
神的控制力。而從生物層面而言，龍成為了第一和歡
騰的象徵。龍騰虎躍、龍馬精神，便是將龍進行人性
化改造的行為。無論龍具有怎樣的意境，人在龍的價
值取向上，都賦予它極高的意境與地位。因此，在藝
術層面上的龍，既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
袁順在2010年創作的第二十八號作品，就是一幅龍

的圖騰。龍的圖騰再造，具有崇拜與敬畏的雙重意
義。與龍一樣可以彪炳千秋的，就是日月。在圖畫
中，太陽的造型被刻意減小，一條龍張開大口，但顯
然不是要吃掉甚麼，而是要進行精華氣概的吸收。太
陽與月亮同時出現在畫面上，再搭配上龍威帶來的旋
風造型，讓人真切體會到龍圖騰的萬世不易、歲月永
葆。畫面中的龍，是盤踞在空中的，也具有超能力的
思維想象。在山巒之間，龍成為了萬物的主宰，也是
千百萬年以前，人類對生命起源的一種思考與暢想。
生命不曾凋零，奮鬥也就不會停止。正是龍的精神，

才映襯了人類在千百年的歷史中，自強不息的鬥志。

五色的山巒
在中國文化中，山巒有大自然的威力與體魄的意

涵。在古老的農耕文明中，山巒的意義與神明的崇拜
往往結合在一起，帶來了對大地的敬畏與膜拜。在道
教的神仙體系中，山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神仙，因為
一個山神決定一個地方一年的收成，也能夠決定過往
路人的生死命運。在山神的意識中，人類是諸多生物
中非常小的一種。萬物在山中都可以找尋依歸。山巒
的凸起，代表㠥大地向空中的延伸，也是尋找生命新
旅程的起點。連綿不斷的山峰，是人類一步一步前進
時需要跨越的障礙。但也是對山峰的跨越，形成了後
世人類在諸多領域的進步。可以說，正是一個又一個
的頂峰，鍛造了人類在精神上的高度與成就。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山巒還有另一種意象——

就是隱匿與深邃。在中國古典文化中，山巒的霧氣，
往往會給現實帶來一絲神秘的色彩。正是這種色彩，
構成人類對未知世界的不斷探索與追求。在中國古
代，藝術作品和文學作品，往往將隱士所處的地方界
定為山。這是因為，一方面，山在視覺上具有無窮的
高度，隱居的人不會因為離開了現實的生活，就與現
實世界脫離。另一方面，山的高度，以及攀登時需要
付出的力氣，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難，決定居住在
山中的人，也會有一定程度的隔離感。正是這種隔離
感，造就出山巒的藝術意境——似有似無、若隱若
現，在朦朧的感官中承受生活之重。
袁順在2009年創作的第二十二號作品，就是一幅山

的寫意。這是一座怎樣的山呢？乍一看，是一座石頭
山，遠處的幾座山峰，作者使用的是金黃色。看得
出，這似乎是在一個炎熱的地方，展現山巒的酷暑。
不過，作品的奇妙之處在於，山巒的意境被人格化的
山中景象所覆蓋。山中出現了火光——這似乎是火山
之光，不過也可能是農家的煙囪。山中的石頭已經有
了白色和灰色之分，這就似乎是年輪的環繞一樣，成
為了山巒意境的寫生與素描。人都是生活在山中的，
不僅僅是現實中的那座高山，也有深藏於心中的高

山，而要跨越心中的高山，最重要的就是能夠把握山
巒究竟有多高、有多大。

書寫人的永㞫價值
在「億年江山」系列作品中，沒有出現人的形象。

但是，無論怎樣，這是出自於人類的不朽藝術成就。
在億萬年之前，地球上已經有了大自然，已經有了各
種各樣的動物，也已經有了千秋萬代的自然風光。然
而，到今日，沉浸在科技進步的成功喜悅中的人類，
是否能夠回歸大自然的本質，這實在是一個值得人們
深思的問題。無論怎樣，保持對自然的一份敬畏，是
袁順作品帶給我們的啟迪。人類不過是所有生物中的
一個，保持謙卑，是一種良好的品德。

一直以來，以山水題材為主題的藝術創
作頗受人們喜愛，人們從中可以看到高遠
的意境，也可以感受到身心的愉悅，還能
夠體會到生活的輕鬆與快樂。但是山水題
材的畫作如此受到好評與追捧，其實還有
另一個原因，就是大自然純真的消逝。
其實，換一個角度來看，正是因為在現

實生活中已經很難再找到這樣的自然景
觀，人們才將自己的情感放在藝術作品
中。這是一種移情的作用，也是一種寄託
與感傷。因此，筆者認為，欣賞自然畫
作，最高的境界必須要超越藝術品本身，
融入自然的環境中，才能體會到藝術家對
自然的一份真摯情感，或者說，我們必須

從畫作中，激發出對大自然的敬畏，對環
境保護的支持，才能說是一種藝術鑒賞的
成功。
今日的長江，已經不再是一百年甚至是

五十年前的長江了；今日的黃河，在過去常
常引起水患，造成大面積的洪澇災害，但是
如今，卻經常發生斷流，以致水量不足。
在科技進步的旗幟下，連自然生態的本質
都不再一樣了。這就是我們當下所面臨的
狀況，也是極為尷尬和令人糾結的現實。
一個不成文的規則是，似乎工業化就

一定代表㠥污染。要想實現工業化，就
一定要向大自然進行索取，然後破壞環
境、浪費資源。在工業化的口號下，自

然江山的美麗消失了，曾經一度讓國人
沾沾自喜的，是宏偉的廠房、巨大的機
械以及高聳入雲的煙囪。這些，似乎被
認為是走向現代文明的必經之路，如果
少了這一課，也就缺少了通向未來世界
的標靶與指針。
但是，現實不再給我們喘息的機會，自

然環境的惡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環
境文化的背後，是未來生活空間變得愈來
愈小。我們已經不再為子孫後代開創生活
空間，而是將自己的生活——而且還是被
污染的環境留給他們。這是一種現代化的
反諷，也是生活遺留下來的巨大創傷。以
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生在前蘇聯切爾諾貝利

核電站事故為例，盲目追求工業化、核能
化，卻忽視環境保護與安全生產的重要
性，在事故發生後，當局並不是思考如何
將已發生的事故危害降到最低，而是千方
百計去隱瞞事故的真相，加深環境污染的
程度，最終的後果就是當地居民的生活質
量與身體健康受到的巨大的威脅與損害。
如今，切爾諾貝利已經成為了一代人的傷
痛，其失敗的現實運作背後，既有體制化
的因素，也有人性道德失落的因素。最
終，垮掉的不是哪一個人或者哪一個產
業，而是將整個國家的未來全部斷送，這
就是這場核洩漏事故帶來的最大影響。
我們不能夠對環境的危害漠然視之，也

不能夠只是在藝術品的鑒賞中去欣賞大自
然的優美與山川的壯麗。而是將藝術欣賞
帶來的精髓轉化為現實意境中的動力。這
是我們對藝術的一種承擔，也是性本善的
一種解釋。個人的力量固然微小，但是在
藝術構思的背後，是我們對自我生活的熱
愛與追求。這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我們若能夠真切體會到大自然的靚麗不應
該專美於前，也就能夠明白自己對現實生
活的一份承諾。地球上的生物可以成為化
石，手造之物可以成為古蹟，但是賴以生
存的家園——大自然，應當不斷延續下
去，成為後世子孫生息繁衍的樂土，這就
是藝術鑒賞的至高境界。

文、攝：徐全

對大自然保持些許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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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順作品賞析人類的文明只有幾千年，但正是在這幾千年的歷程中，人類創造出無與倫比的科學技術與

文化特色，不同的文明體系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創造的輝煌成為疊加式的文明爆炸。但是，相

比手造之物而言，有更多的東西不是在這數千年中創造的。事實上，地球家園的自然景觀已

經存在了上萬甚至上億年。自然美好的事物總是比人為手造的機械更加具有藝術的魅力與價

值。這就是袁順的「億年江山」系列作品帶給大家的啟示。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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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年江山的藝術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