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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蘭州報道）

「絲綢之路文化峰會」10日在甘肅省蘭州
市舉行，中國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在演講
中表示，絲綢之路輝煌的特徵是全人類的
財富，這條不以戰爭方式出現，並廣納人
類文明於一地的絲綢之路不僅是古代的生
命線，更是今天永恆的課堂，值得後來者
深入研究。
「希望本次絲綢之路峰會通過討論可達

成一種共識，就是我們在絲綢之路上可以
吸取多大的精神能量，這對今天的世界是
非常重要和關鍵的，這是基本思路。」余
秋雨說，至於後人有沒有可能在這條「絲
綢之路」重啟它的輝煌，只有認真研究，
才能在時間和空間發生很大變化的今天重
新發揮絲綢之路的優勢。
余秋雨表示，絲綢之路作為文化的重

心，作為人類文明的第一通道，並非對古
代的一種單純緬懷，而是一種從古到今一

直存在的現實，如果中華文明在研究過程
當中忘記絲綢之路，那就是忘本，忘記生
命的來源，忘記了最有生命力的時間和空
間。
在演講中，余秋雨強調，中華文化的認

知需要重點轉移，一個非常重大的轉移是
和絲綢之路有關，中華文化有一種振奮人
心的亮點，有一種讓今天的人都感到激動
的重點所在，而又被大家忽視的就是被稱
之為人類文明第一通道的絲綢之路。千年
以來，絲綢之路的核心目標是經濟交流和
文化交流，以文化為主軸，最終的目標符
合文明的本意，因此比世界其他交流通道
更文明，延續時間更長，效果更好。
余秋雨說，大湖在邊緣才有美麗的浪

花，一天之中早晨和傍晚才有美麗的霞
光，中華民族生命力振奮都和處於疆域邊
緣的發展有很大關係，文化的發展不能按
照經濟的體量劃分。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
後5世紀，絲綢之路對中國至關重要，
這條通道讓中華文化明白了世界上還
有別的文明，佛教亦經由絲綢之路東
漸，歷史上絲綢之路的交流克服了中
國文化中的弊端，從而成就的中國歷
史上最偉大的唐朝就是最好的例證。

柴祖舜的作品，評論家認為其化育而生之表象結構，
則無論中西色彩、線條、技法、材料、構圖、風格、精
神、理念等冗雜因素；經過心象的陶冶，他無法而有
法，筆隨心幻、似真若幻，溝通情趣靈性而致於物我兩
忘。此次香港展覽結束將移師澳門教科文中心，台灣、
新加坡、巴黎、倫敦、比利時、法蘭克福、紐約、聯合
國總部、歐盟總部等地的巡迴展出將陸續呈現。

心象藝術的堅毅

藝術評論家俞建文曾對內地傳媒表示：「柴祖舜先
生，是站在中華文化精神和人類文明建設的起點上，以
大無畏的探索和革新勇氣，化解了所有因歷史、文化、
人種、地域、審美觀念、藝術風格而堆積的是非對立和
矛盾。如其《山魂》、《溪山渾濛系列》和《聲》等佳
作，皆是他與宇宙造化率真的相依和對話，呈現出自由
的心靈、浪漫的情懷。很難相信，這些作品竟是出自於
一位人生坎坷又被疾病長久折磨的八旬老人之手。」
確實，中國畫的境界，看山似是山，看山不是山，看

山還是山。不同的藝術層次，帶來的是人們對國畫內涵
的一次次討論和作品精髓的感悟。據悉，柴祖舜教授如
今年事已高，雖然備受高齡疾擾之苦，但是仍舊每天堅
持創作，每一件作品的創作時間，從一周到一個月不
等。由此可見，每一件藝術作品的背後，都是對生活的
堅持與生命毅力的尊敬。
柴祖舜教授每一件描繪自然的藝術作品，無論是高山

還是流水，無論是樹木還是花草，都是生機勃勃的象

徵。心，是一份不滅的堅持；象，則是未來永恆的生命
圖景。每一件作品的絢麗色彩背後，實際上是藝術的坎
坷、滄桑；一個人生命歷程的跌宕起伏和奮進開拓。這
些，都融匯在了作品的意象、色彩之中。為我們帶來了
八旬老者的樂觀、豁達與開朗。

藝術熏陶的人生

柴祖舜，1935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一書香世家，受家庭
熏陶，從小喜畫。1952年入上海美專，師從顏文梁、劉
海粟、蘇天賜、關良、謝稚柳、陳大羽等名家，為自己
藝術之路打下了扎實基礎。歷任上海師大，上海戲劇學
院教授，擔任中、西繪畫創作和教學工作。他的畫多次
在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劉海粟美術館展出。
據悉，上世紀六十年代，柴祖舜以人物畫為主。人物

造型在他的筆下準確生動，表情質樸憨厚，具有時代氣
息。他較早地用油畫技法和宣紙材料結合的方法，創作
了《天下為公－－孫中山先生》達到了宣紙滲透暈化及
油畫筆觸細膩之肌理效果，將孫中山的儒雅和歷經滄桑
之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
其作品《白潔無瑕－－宋慶齡肖像》被孫中山親屬孫

穗芳收藏於美國家中。《雙獅圖》（中堂）、《九寨溝日
諾朗瀑布》被美國波士頓博物館收藏。其油畫《毛主席
視察上鋼一廠》一炮打響，令他在畫壇上獨領風騷。上
世紀八十年代，他一改畫風，專攻畫虎。他從民間
手，將神話中的飛虎、海浪、月光、烏雲⋯⋯展露無
遺。因為西畫功底之深，虎的骨骼、肌肉拿捏得十分準

確，加之他善於捕捉虎瞬間的動態，他筆下的老虎栩栩
如生，當時有「畫虎獨步天下」之美譽。

新世紀，畫風的華麗轉身

據介紹，新世紀始，柴祖舜在傳統畫的基礎上畫風突
變，用水油結合等技法組合成，既可全抽象也可抽象具
象相結合的意象畫。這些繪畫色彩斑斕，紋理縱橫交
錯，斑駁重疊，在墨色彩的交匯中，讓人琢磨到山川的
風貌，流水的波動，雲霧的聚散⋯⋯，從而讓觀眾與畫
家的心靈發生共鳴，去感受藝術家心靈的浪漫、率真及
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他的數幅心象畫被上
海市文化發展基金會收藏。
不少藝術界人士認為，柴祖舜用自己的心智，筆墨的

蛻變，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一次又一次地對藝術的
碰撞，飛躍。他融西於中，墨彩結合，力求表達中國文
化之精神，反映出亙古彌新，充滿渾樸厚重的一種氣
息，一種活力，反映出我們常說的宇宙精神。柴祖舜從
畫藝術已是整整一個甲子，六十年的風風雨雨，使他經
歷了坎坎坷坷的藝術生涯，可貴的是柴祖舜以艱難為悟
徹的起點，在藝術道路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創造出不同凡
響的成果。
這就是柴祖舜的心之靈，象之魂。如同外界評說的那

樣，長年來，柴祖舜積累了許許多多的寶貴經驗，也磨
煉了自己的藝術修養。厚積才有薄發。瞬間，柴祖舜從
自己個性中爆發，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令世人刮目相
看。

筆者曾經聽人這樣形容過生與死：
死亡就像大海，無邊無際，我們從海
裡來又回歸大海。人生就像是在窄窄
的海岸邊行走，危險而愉悅。一見到
吳承章的畫，筆者就想起了這個關於
生死的比喻。他的畫中多以大面積的
黑色為主，黑色緩緩漸變浮現出色彩
豔麗的中國鄉村風光，最終所有的顏
色會化成一道細長的亮光，背 竹簍
的人拄 拐杖義無反顧地走在這條光
路上，走向黑暗。有人形容吳承章的
畫像是一條絢爛的銀河；有人從山
川、石徑、吊腳樓中看出他熱愛自
然；有人結合吳承章貧瘠的生活分析
說那黑暗中的光明畫的是希望。一萬
個人眼中有一萬個哈姆雷特。筆者在
吳承章的畫裡看到得是生死間的循環，黑
暗是死亡的大海，光路似人生。
吳承章是香港著名的現代畫畫家，其畫

作透視感強，用墨濃淡相宜，筆觸蒼勁有
力。用中國水墨畫中國山水，風格卻西派
大膽，獨具韻味。身為畫家的他兼修書
法，其碑帖在中國內地頗受追捧。同為畫
家的程少藝女士在見到今次展覽的宣傳海
報後立即前來觀展，她向記者介紹說：
「對於們畫國畫的人來講，一副畫的好壞
取決於佈局、用墨與選色。你看這副無
題，全畫呈長條狀，大片的黑暗中僅有右
側的邊緣才能看見陽光。如此新派的構圖
在國畫中實為難得。吳承章用小空間畫出
了大環境。你再細看，陽光裡有些小小的
人沿 小道攀行，他只用寥寥幾筆就勾畫
出不同形態的人，人物雖小，但每一筆都

不苟且。吳承章用墨自
然且畫面色彩轉變柔
和，讓人感覺舒服不刺
眼。他的畫確實值得收
藏。」
吳承章生於1948年，

2008年因病不幸辭世，
他的一生可謂是命途多
舛。初到香港時，因家
境貧只勉強完成小學教
育後就進入社會謀生，
後來又半工半讀學習英
語、會計、商科和行政
管理。熱愛書畫藝術的
他早年為求生計即在貿易公司做過文職，
又在會計事務所和銀行做過文職，還在郵
輪公司做過學徒，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才
能真正將全部精神傾注於書畫創作之上。

他艱苦的一生和不懈的奮
鬥充分體現了「獅子山下」
一代港人頑強拚搏的精
神。
吳承章雖幾年前已離我

們而去，但為了讓愛延
續，其兄吳承歡特將其作
品展出拍賣，希望將所得
善款捐予湖南省長沙市一
間專門收養被遺棄患病兒
的臨終護理中心——「蝴
蝶之家」。我們可能都知
道，這些不幸的孩子或許
很快就得走進無邊的黑暗

中，但「蝴蝶之家」與吳承歡仍竭盡全力
為孩子們營造快樂的氛圍和舒適的環境，
使這幫可憐的孩子在他們的路上能夠少受
點苦，過得自在開心。 ■文／攝：趙僖

余秋雨：
絲綢之路是古代生命線
更是今天課堂

一條延續愛的銀河

■吳承章《無題》局部

■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

在「絲綢之路文化峰會」

上發表演講。

■吳承章《無題》局部

■吳承章作品《無題》

心之靈，象之魂
—柴祖舜國際巡迴展在港亮相

獨奏於世的心象妙韻繪畫展－－柴祖舜教授作品國際巡迴展

海外第一站日前在香港大會堂高座展覽廳開幕，展期到明日

（17日）上午12點結束。有人說，柴祖舜先生的心象藝術，秉

承 「心生於靈府，象顯在圓融」

的藝術理念。這位老者的心象藝

術作品在本港的亮相，也帶來了

市民心中對中國藝術史的滄桑、

幽靜之思考。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柴祖舜教授（中坐者）與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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