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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乡情

田林海迎春国画
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融媒记者 刘仲明） 日前，

由市文广旅体局、市博物馆等单位举办

的水墨乡情——田林海迎春国画作品

展在市博物馆开展。

“你看，这幢房子前面有两口塘，这

是他对小时候家乡的回忆。”展厅内，市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吕伟杰分享了田林

海的一幅山水画《家乡的记忆》。画面

上氤氲的笔墨意象，隐现出老画家的家

乡西城街道花川村大塘头自然村的景

象，一口浅浅的池塘寄托了他对家乡的

深深思念。

此次展览汇聚田林海近几年创作

的近百幅艺术精品，既有祖国各地的秀

美山川，也有许多融入永康浓浓乡情、

乡貌的作品。“他的画风非常广，既有我

们江南山水的味道，又有北方雄浑大气

的风格，画得非常好。”吕伟杰说。

据了解，1948年出生的田林海是一

位山水画家。他成长于江南，就读于中

国美术学院，任职于齐鲁大地，现居住

于济南。良好的禀赋，丰富的阅历，多

方的艺术滋养，造就了其极具个性的艺

术风格，或草木山水、浑厚华滋，或高人

韵士、情趣盎然，风格隽秀雅逸又不失

雄奇开阔。

“前面用焦墨点叶，后面用淡墨铺

远山，上色清雅，朱砂的那种颜色也非

常漂亮。”前来观展的市民胡志明说。

从屎壳郎“西西弗斯”写起

杨方作品《月光草原》入选多个文学榜单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近

期，各类有影响力的文学机构、刊物纷

纷发布年度文学榜单。值得关注的

是，永康籍作家杨方的中篇小说《月光

草原》入选“2023 收获文学榜”“中国

当代文学研究会年榜（2023）”“2023

年度中国生态小说榜单”等多个文学

榜单。

杨方祖籍永康，岀生在新疆，中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2013-2014 年驻校诗人。作品发表

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诗刊》等

刊物，并有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

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入选多种

年度选本。出版诗集《像白云一样生

活》《骆驼羔一样的眼睛》，小说集《打

马跑过乌孙山》等。曾获第十届华文

青年诗人奖、第二届扬子江诗学奖、浙

江优秀青年作品奖等奖项。

新疆背景是杨方多部作品中的底

色，边疆的曲折风貌被润物细无声地镶

嵌进小说的叙事之中。《月光草原》从主

人公找不到一只名为“西西弗斯”的屎

壳郎开始写起，以生态文明的新维度

关注人与动物、草原与动物的和谐相

处之道。作品轻快浪漫，细节丰盈，契

合新时代的潮流脉动，别具趣味。

追怀苏东坡对后世赏石影响

永康松石亮相西湖博物馆永康松石亮相西湖博物馆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近

日，一方刻着“千古苍松化为石”铭文

的永康松石在杭州西湖博物馆亮相，

揭开了“石丑而文——古代赏石艺术

特展”的面纱，邀观众穿越旧时光，探

寻赏石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石丑而文”源自苏东坡《文与可梅

竹石赞》：“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

文，是为三益之友。”千年以前，以苏东

坡为杰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创立了赏

石艺术，留下大量赏石诗文。为追怀苏

东坡对于后世赏石的影响，本次展览展

出了传统赏石与诸多画家画石之作。

树皮肌理清晰 文化底蕴深厚
这方高约 20 厘米的松石，缘何能

代表永康松石在杭州展出？松石藏家

陈高升说，答案就在铭文中。1992

年，陈高升偶然发现了这方松石，该石

树皮肌理清晰，遍身包浆老到，石上罕

见地刻有楷书诗句及纪年款：“千古苍

松化为石”“甲戌”。由此可见，永康松

石深厚的文化底蕴。

早在唐末时期，就有关于松石的

传说和诗句，永康松石盛极一时。清

光绪《永康县志·仙释》中，记载了唐代

著名羽客马湘在永康古道观延真观前

指松化石的事迹。原文是这样写的：

“马湘字自然，唐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八月十五日，湘南自霍山至永康延

真观（《续仙传》作天宝观）前，指庭松

曰：‘此松已三千年矣，当化为石。’已

而果然。忽大风震电，石作数段。”在

宋代李昉等人编纂的《太平广记》中，

也有此记载。马自然指松化石的故事

生动传神，流传甚广，时至今日依然脍

炙人口。

永康松石的成名，还与晚唐诗人陆

龟蒙的《二遗诗》有关。“永康之地多名

山，中饶古松，往往化而为石。盘根大

柯，文理具析，好事者攻而置于人间，以

为耳目之异。”诗序中的这段话道出了

永康多产松石，且松树的枝节纹理俱

存，当时在民间广为收藏和赏玩。

陆龟蒙不仅将松石引入观赏奇石

行列，还提出了影响至今的审美理

念。“谁从毫末见参天？又到苍苍化石

年。万古清风吹作籁，一条寒溜滴成

川。闲追金带徒劳恨，静格朱丝更可

怜。幸与野人俱散诞，不烦良匠更雕

琢。”在陆龟蒙看来，天然奇美的松石，

无须人为雕琢。

列入非遗名录 注入新的活力
千年以来，有关永康松石的诗文

不胜枚举。北宋矿物岩石学家杜绾所

著的《云林石谱》记载：“唐陆龟蒙得石

枕、琴荐，因作《二遗诗》，序中言东阳、

永康一路，松老皆化为石⋯⋯大者径

三二尺，尚存松节脂脉纹。土人运而

为坐具。至有小如拳者，亦堪置几案

间。”南宋状元陈亮在《永康地景赋》中

写道：“松石、桃源，古称胜境；五岗、双

锦，代产名贤。”

永 康 松 石 文 化 还 体 现 在 地 名

中。1991 年版《永康县志》载，民国

时，永康县城有松石镇、松石街、松石

亭、松石桥等以松石命名的地名建

筑，还有部分名称沿用至今。永康人

对松石更是情有独钟，喜欢将松石陈

列在佛寺道观、祠堂民宅、庭院建筑

内观赏。

如今，松石文化已然成为永康地

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可

喜的是，永康松石在西湖博物馆展出

期间，“永康松石赏石艺术”项目正式

列入第十批永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这是永康松石界的一大盛事，

为松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回顾永康松石文化发展史，松石

精神与永康精神一脉相承。历经亿年

不改其形、不失其真的松化石，正如一

代代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永康人，创

造了无数个奇迹。在历史的长河中，

松石精神弥足珍贵。希望能不断擦亮

松石文化“金名片”，让更多松化石“走

出深闺”，走进大众视野。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近日，

由中国抽象艺术联盟、武义县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武义县美术家协会、永

康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田庐美术馆协办

的“心相共生”应世明抽象水墨小品展

在武义县履坦镇坛头村田庐美术馆开

展，来自永康、武义、金华和北京等地的

50余名民间艺术代表观看了展览。

应世明从事书画艺术30多年，作品

不拘一格、内容丰富，充分展现了艺术

家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此次展览共

展出应世明的 81 幅抽象水墨画作品，

这些作品是对中国水墨画抽象语言的

一次大胆探索，是心相的艺术性表达，

更是对传统技法程式化的一次突破。

旅美当代著名抽象水墨画家高泉

强高度评价应世明的作品：“他精通书

法、篆刻以及油画和水彩，水墨画艺术

秉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并与西方

艺术完美融合，别具一格地展开无尽的

想象，将传统水墨插上现代观念的翅膀

自由飞翔。”

“其实，绘画的本质、绘画的语言，

就是形和色，基于它的内容，基于它的

思想性进行创作。如果墨守成规不能

创新，就无法对接未来，更无法融入到

世界主流艺术。”应世明说。

此次展览是继绍兴首展后，“心相

共生”应世明抽象水墨小品展巡展的第

二站。展览将展至2月24日，感兴趣的

市民可前往田庐美术馆参观。

“心相共生”

应世明抽象水墨
小品展走进武义

凝聚匠心 惊艳时光
第十批永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布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千

年丽州，华溪流觞，丽州大地拥有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日，市政府公

布了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风筝技艺制作”“楚宝堂金银错”

等 13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榜，涵盖传

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民间文

学、民俗五大类别。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对非遗项目的保护

力度不断加大。市文广旅体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全市将继续开展非遗进

校园、进社区、进景区等活动，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让市民在感知、体验中了解永康

非遗文化，进一步激发市民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增强大家保护文化遗

产的自觉性。

本报讯（融媒记者 程卓一) 2 月

3 日下午，在方岩镇下宅村文化礼堂，

村民们集中观看“Z 视介 App 戏曲频

道”新春越剧大拜年直播，享受了一场

年味十足的文化盛宴。

屏幕上，经典剧目轮番上演，从

《盘夫索夫·官人好比天上月》到《天山

雪莲·恋歌》，越剧演员通过手势、舞

步、唱腔等多种表演手法，细腻、生动

地讲述人物故事。从抱在怀里的孩子

到拄着拐杖的老年人，村民们个个神

情专注地沉浸在戏中。有的村民相互

交流讨论，有的村民还用手机将直播

画面录制下来。

据了解，本次直播由浙江省文化

广电和旅游厅、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

办，永康市融媒体中心等全省县融联

动。共有 80 余个经典越剧节目，由

江浙沪闽 23 家越剧院团、16 位中国

戏剧梅花奖获得者、120 位演员精心

录制而成，以戏为媒，充分满足了农

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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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戏为媒 满足需求

新春越剧大拜年直播活动走进下宅村

抽象水墨作品

在西湖博物馆展出的永康松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