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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自然是绘画艺术的老师，正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世界绘画史上有过许多大师和绘画流派，或抽象、或写实，但归根溯源，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离不开
大自然的滋养。
当自然的美丽和智慧的灵思巧妙结合时，艺术便诞生了。
自然是艺术的原型，艺术是自然的升华。
    其实，广义的艺术还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在不断地探索和追求中，人生被理想和憧尺分割为诸多片断，每一个片段都是一种价值的实现与确认
，于是人生便有了某种艺术性，而此时的艺术亦臻至自然的最高境界。
    自然，艺术，人生紧密相关。
品味自然 ，方能理理艺术；品味艺术，方能涵咏人生。
谨以此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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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六朝，著名水粉画家，1952年生于河北文安。
现在河北省水彩，水粉画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基础教学部主任，教授。
长期从事高校美术专业色彩基础教学，精于水粉画的色彩和技巧运作。
其作品的绘画语言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加以有机的配合。
观其水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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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去海河之前，全公社的民工首先要集中培训两个月。
所谓培训，就是从公社河道工程上选择劳动强度大的泥土工程，让民工每人推一辆独轮木板车，从河
道中装上四五百斤重的泥土，顺一条斜坡小路推上河岸，把土倒在河堤上，再飞车跑回河道。
装土、推车、侄土，周而复始，每天重复几十次。
如此这般，民工们累得死去活来，每顿饭能吃掉十来个窝窝头或馒头。
这时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澎湃的时刻，每天大喇叭都把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又在劳动工地
设了宣传栏，栏中有最新指示，有批判坏分子的大字报，另外还有批判性的漫画。
听说我会画画，那些“海河工地临时指挥部”的头头们急忙请我入坐他们的指挥部，每天画一张丑陋
的怪画。
这也让我因画得福，少受了很多苦。
    培训工作结束后，我们就推起独轮车去远征海河了。
从家乡到工地约有四百华里路程，我们推着装满行李和劳动工具的独轮车，每天狂奔百里，饿了吃口
凉东西，经过四天“急行军”，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累是不用说，但大家依然很高兴，因为可以挣到真正男子汉的最高工分了。
这十分到年终结算能折合一毛五。
    没想到，到了目的地还有美差等着我。
河北省海河指挥部要制作一个挖河“模型”送到中国水利部参加展览，需要从民工中找几个“能手”
帮忙制作，廊坊地区就选了我。
我的工作很有趣，就是用粉笔制作模型上抽水用的电机。
我用小刻刀把粉笔刻成电机状，再涂上红红绿绿的颜色，算是“电机色”，再由其他人负责安装在规
定位置上。
半个月后，模型终于制成了，我们开车送到北京去。
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见到了天安门，见到了城市里高耸的大楼，宽阔的马路，以及悠闲逛街的人
们。
从那个累死累活的海河工地猛然进入这悠闲美丽、热闹繁华的大都市，我的心情异常复杂，有难过，
有兴奋，还有一丝淡淡的妒忌⋯⋯    模型送到水利部后，我们被安排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早晨起来吃饭，我要了一大盘雪白的像枣一样小的小馒头，还喝了七八碗粥(那碗小得像酒杯)
。
此“壮举”把所有周边人的视线都吸引到了我的饭桌上，他们很惊奇地看着我，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
表情。
    住过了最豪华的招待所，吃完了最美的早餐，中午我就赶回了海河工地，因为下午还要劳动。
    从梦中一下子跌入了现实，我又推起了独轮车。
海滨的河床都是软软的黑泥，推车行走的道路是用半尺宽的木板一块块从上到下连接而成。
小路又细又高，远远望去好像天梯，遥不可及。
装一车黏黏的泥土，堆成塔状，足有四五百斤重。
推车上坡时，泥巴完全挡住了视线，根本看不到前面的木板路，只能依靠感觉来识路，拼命顶着向上
推，稍不小心或力量不足；这塔状独轮车就会毫不留情地脱离“天梯”倒进两边的软泥里。
但是，摔倒了就要爬起来，人和车都一样，只能是再接再厉，勇往直前。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场面也真够壮观的。
窄窄的木板路上车一辆顶着一辆，排成一条细细的长队，高高的车后有一个小小的人在用力地推，远
远望去，这情景似乎有点像蚂蚁搬家。
都说蚂蚁是大力士，能驮得动比自己重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东西。
而今，我们也成大力士了，推着比自己重几倍的黑泥，而且还爬坡呢!    那活儿可真叫累呀!推一车泥，
来回至少要有一公里路，每人每天至少要推三十车泥，这还不算个人装车时所付出的力气。
前两天的时候我还能咬着牙坚持完成任务，第三天上午，由于体力不支，推到半路车就翻了，我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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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躲闪，车和泥全都砸在了身上和腿上，工友们急忙七手八脚把我拉了出来。
刚好大姐夫也在工地上，背上我一路小跑到了工地医院，医生检查说骨头完好，皮肉略伤。
于是大姐夫便向工地负责人替我请了一天假，伤略好后又接着上工了。
    两个月以后，终于竣工了。
我的手上已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硬得连拳头也攥不住了。
皮肤晒得黝黑粗糙，相比之下，牙齿倒在黑脸的衬托下显得白了，估计在夜里微笑能吓人一大跳。
“人奔家乡马奔槽”，我推着装满行李和工具的独轮车只用了三天就跑完了四百里路，回到家后除了
吃饭就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睡，一直睡了三天三夜，吓得母亲不时过来摸摸我的脸，口里还不断地唠
叨：“这孩子真有点睡傻了。
”    这次挖海河虽然很辛苦，不过也正因挖海河，我才得以见到了北京，见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
。
而这一切，要归功于“画画”。
因此，我暗下决心，要坚持学画，这将是我摆脱目前这种生活的惟一出路。
于是，我就更加珍惜那宝贵的休息时间了，一有空，便拿起铅笔画个不停。
    接下来的劳动并不轻松，我仍是用牛一样健壮的身体去做比牛还累的力气活。
由于我是上中农子弟，为了打破人们的阶级偏见，我事事都努力做好，这年年终我被评为村级和公社
级劳模，又当了生产队的民兵副排长。
1973年我又被评上了县级劳模，出席县模范大会胸前还戴着县级劳模代表会章，光荣得很。
后来，为劳模照相时，正好是原先认识的那位县文化馆摄影师为我们照。
他也认出了我，高兴地对我说，没想到他们的业余美术作者竟然还是个县劳模。
    回到家后，我这个业余美术作者依然是劳动时劳动，休息时画画，日子过得淡如止水，但心中的那
线希望依然是若明若暗，不绝如缕。
    四年时间飞逝而过，“大四”第二学期我们搞完了毕业创作，写完了毕业论文，春节开学后第一件
事就是等待分配工作，我的分配再次遇上了麻烦，当时艺术系的部分老师想让我留校任教，部分老师
又持异议，双方争持不下，让我是进亦忧，退亦忧。
我的分配比别人晚了一个多月，最后我决定再次回到河北省工艺美术学校教书，这一年我已三十岁。
    大学四年我学的是油画，但河北省工艺美术学校并没有开设这个专业，而是开办工艺班，美术基础
课也都是水粉静物、风景写生，因此，我只好放弃了油画，又重新向邱玉祥、杨天佐两位老师学起了
水粉画。
边学边教，两年下来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期间我的部分作品开始参加省美展和全国美展，并在一些报
刊杂志上零星发表，而且我个人也被评为保定市的市级优秀教师，从此以后，我就与水粉创作结下了
不解之缘。
刮风也罢，下雨也罢，开心也罢，痛苦也罢，我总喜欢打开画夹，在画纸上抒写阴晴变幻，描绘心情
色彩。
    1986年，我调进了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基础教研室(现合并为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依然是从事
水粉、水彩课的教学工作。
这段时间里我雄心勃勃，颇想大干一番事业，画了多幅水粉画作品，准备参加全国美展，因为种种不
便言说的原因，我的画被如数打回，堵死了我参展的通道。
一气之下，我干脆不再画这让人伤心的东西，多半时间都和学生一起，在课堂上画写生。
    1989年一场大病使我卧床不起，达半年之久。
那时住在筒子楼里一间小屋中，屋内堆满了生活用品，仅有一桌一凳可供我使用。
因此，我只能画一些漫画之类的东西聊以自娱，边养病边画画，这一年我在全国的报刊上发表了百余
幅漫画作品，并有部分作品获奖。
    身体恢复后我又继续画水粉和水彩画，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作品。
    夏日里，邻河而居，蛙声虫鸣阵阵，不绝于耳。
为感受大自然的野性与呵护，为体会大自然的恬静与悠闲，我每年到野外进行风景写生。
我喜欢寂静的山谷，无边的田园，也喜欢奔涌的大海和淙淙的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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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呼吸，聆听天籁，品尝农家风味，感受乡间风情。
忘掉一切尘世的喧嚣与烦杂，心灵也变得单纯而明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在经历了春的蓬勃和夏的火热以后，秋天，沉潜了更多的成熟与美丽。
它是绚烂至极后的明艳，是激情喷发后的热烈。
    日出日落的写生，应尽量选取较为简单的景色。
因为此时的色彩瞬息万变，取景太复杂容易顾此失彼。
这时候，最重要的要在绚丽中体现出气势的宏大，在简约中蕴含着变化的繁复。
    山乡的秋季，有很多美的东西供我们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画家们总是不厌其烦走进大山去享受美、
捕捉美的缘由了。
山，其实就是一杯古醇的酒，让人愈品愈欲罢不能；山，又像一首意韵深长的歌，让人吟唱在口中，
萦绕在心头。
    潺潺的水声，依稀传来，轻柔得如同琴弦上流淌出的一支美妙而欢快的曲子。
绿阴掩映下的屋舍又似一群年轻的舞者，对着连绵的群山起舞，光与色为他们做出了最美丽的裙摆。
也许是大自然太过于厚爱这方水土了，有了山，有了水，还有了这最活生生的绿色，我被这美丽吞没
了，不知自己身处何方。
这就是忘情吧，真想就这样流连于山水之间，让我自己化作一棵树，一株草，一方山石，一泓水波，
和自然一起律动，一起飞翔，歌唱。
    江南的春日，多雨。
也许只有在这烟雨蒙蒙之中才可更深地感受那温润的江南气息。
一切都被淅淅沥沥的雨声浸润着，湿漉漉的空气，湿漉漉的风，吹得让人心肺煞是爽快。
这沐浴在雨中的层层叠叠的屋舍似乎也在倾听着轻柔的细语，不再喧哗，不再张扬，倾听着从天而降
的甘露那婉转的歌。
街上的行人哪里去了，莫非也如同我一样退避在这样一个角落；温一壶清茶，展一方色彩，用眼睛来
端详这似曾相识的风景，用心去品味这为岚霭笼罩了的一切。
    秋的色彩是任何其它季节都无法比拟的，就连向来素雅清淡的南方小镇也显示了节日一样的斑斓。
那红红的，绿绿的，紫紫的色彩相互辉映，使青瓦白墙也不甘寂寞地跃动起来。
此时，人的心情也极易为环境所感染，随着婀娜婆娑的树影，绚丽缤纷的色彩而跃跃欲试。
对自然写生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身置其中，让一切把你包围，把你融化，用心去感受自然的真实，让
秋风与花香沁入肺腑。
只有此时，任何人都可以像孩童般地去对自然敞开自己的心胸，去哭去笑，去展露一份真诚，一份纯
洁，而这也正是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一种至真至纯的艺术境界。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有幸成为第一届大学生。
年轻人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每天的生活都是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周而复始却不知疲倦，最多是周六晚上看场电影，便是
很高级的娱乐活动了。
虽然当时的大学生多是二十五六的大龄男女，但很少涉猎爱情。
为了大家和睦相处，不致遭遇白眼嘲笑，大家都得忍着点。
实在忍不住，就到社会上让人给介绍一个，要么就只有等到毕业后再去浪漫了。
这种生活虽有些残酷，但当时的大学生确实学了不少东西，成为当今社会各单位的“中流砥柱”。
而他们也大多没有耽误婚姻，且非常美满。
    改革开放后，从王洛宾到邓丽君，火辣辣、热烈烈的情歌铺天盖地而来。
人们的生活日益改善，情歌也日渐成为主流。
二十多岁的年轻入，从“胎教”到出生到成人，就是在情歌的热烈甜蜜中长大的，真是幸福的一代人
。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从文字到形象，又是情话绵绵，又是肌肤相亲。
另外，情爱杂志、性知识读物、黄色光盘等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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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摆脱了禁欲主义的约束，同时又受到了纵欲主义的威胁。
青少年当中，早恋现象已相当普遍。
孩子们并不是在恋爱，而是在“练爱”，在异性那里去寻找快乐，缓解自己学业上的压力，甚至出现
了青少年性犯罪行为。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追求进步解放的人们又将何去何从?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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