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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严寺的菩萨婀娜多姿，以气质典雅、富有神韵著称。
姜坤的水墨淡彩菩萨以一种沉醉于古典艺术的激情，传递了他所体验、领悟到的传统艺术的精髓、生
命和魅力。
在生态文化启蒙的时代，画家的创作思想超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羁绊，试图创造自然生态的雄浑图式
及其形式语言，难能可贵。
通过《姜坤画集》，读者可以欣赏到姜坤作品的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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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坤，1940年生于邵阳，从事中国画创作40余年，1964年，就以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山里新人》走
红全国。
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湖南省书画研究院专职画家。
姜坤长期深入湖乡和湘黔山寨体验生活，带病考察长江源头。
在当今画坛，像他这样历尽磨砺，远离名利、潜心创作的人不多，因此，他笔下的吊脚楼、山寨女、
水墨人体，在国内外同行和评论家眼里，具有别人无可替代的艺术韵味和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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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品《魂系长江》，画家以五分之四的篇幅表现洪水铺天盖地的气势，而将人的抗洪缩小到画面的右
下角一小块地方。
表面上，是在张扬自然的雄力，但实质仍是在歌颂人。
这种精卫填海般的主动进攻，高扬的是人的崇高&mdash;&mdash;精神的崇高。
这正如康德所说：&ldquo;这景象越是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
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
类的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来较量一下。
&rdquo;（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101页，商务印书馆，1987）按中国哲学，不能简单地将自然看
成是人的对立面，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内在地与人有着一种血缘性的联系。
在姜坤的这幅作品中，洪水铺天盖地的气势与人的敢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其实是相互肯定的，它们在
宇宙本体意义上实现了完满的统一。
中国儒家讲的&ldquo;乐天知命&rdquo;从来就不是消极的苟活，而是与天合一的刚健进取。
&ldquo;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rdquo;&ldquo;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rdquo;（《周易&middot;文言传》）姜坤的山水中分明回荡着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与自然奋斗诚然乐趣无穷，即使是日常的生活，也自有其乐趣。
姜坤的作品更多地表现普通的日常生活，不论是《秋醉苗岭》中的吊脚楼中的苗家女子，还是《逝水
流年》中铁铸般的赤裸着身子的老人，都让人感受到一种&ldquo;乐天&rdquo;的情趣。
《万枝杨柳拂春风》画的一位渔家姑娘对着湖水在理妆的情景，让人感到了一种人与自然相映、相融
、相合的美，中国古典哲学非常看重人与自然的交感和谐，体现在美学上，则有&ldquo;景中生情，情
中含景&rdquo;（王夫之《姜斋诗话》）的观点。
在这幅作品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ldquo;一切景语皆情语&rdquo;（王国维《人间词话》）的魅力。
生活诚然有苦难，有血泪，但生活从本质上是快乐的。
中华民族对于生命对于生活有它独特的理解，这就是将生活的快乐与大自然的生意联系在一起。
姜坤的画，更多地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乐，&mdash;&mdash;生意的乐，&mdash;&mdash;宇宙本体的乐
。
他的每一幅画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活力。
姜坤表现宇宙的生意，不重在动，而重在静，他的画面更多地充满静谧。
大山是静谧的，村寨是静谧的，即使是表现大河也从本质上体现出一种深沉的静谧。
从静中把握宇宙的生机，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老子讲&ldquo;守静笃&rdquo;（《老子》16章），荀子讲&ldquo;虚一而静&rdquo;（《荀子&middot;解
蔽》），周敦颐诗云：&ldquo;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rdquo;他们强调只有以虚静的心态才能体悟宇宙的本体&mdash;&mdash;道。
道从本质上说，是宇宙的生机。
宇宙的生机表现为动，归根为静。
庄子讲&ldquo;地籁&rdquo;、&ldquo;人籁&rdquo;、&ldquo;天籁&rdquo;，最高为&ldquo;天籁&rdquo;
。
风过众窍而发声为地籁，人吹笛孔而发声为人籁，地籁、人籁均有所凭借，不能说是自己发声。
天籁则&ldquo;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rdquo;（《庄子&middot;齐物论》）&ldquo;咸其自取&rdquo;，岂能有声？
实为无声。
然无声之声，为声之本。
声之本，当然是大声，所谓&ldquo;大音希声&rdquo;。
姜坤的画正是这样的。
尽管他画的事物、人物是动态的，但其境界是静的，这种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静，是&ldquo;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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籁&rdquo;的静。
不是吗？
只要你凝神地品味他的画，特别是那些经典式的大画，你能感受到那份宇宙之本、生命之源的静穆。
这种静不是静寂，不是空无，而是让你进入深层次的思维，当然不是理性的思辨，而是一种理性的感
悟，或者说理性的直觉。
读《村雪》，画面上清爽极了，静谧极了，然松松的犹如棉絮般的白雪，还有窗户透出的一点灯光，
让人强烈感受到生命的意味。
《万类霜天竞自由》画的是张家界的奇峰，秋阳中，群峰静穆地屹立着，闪着金光。
画面的基调也是静的，然透出的蓬勃生机让人感到无比的温馨。
这些画总是隐隐地传达出一种发自天地深处的声音，一种源自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意蕴。
在人生旅程中，不知走过了多少路，度过了多少如梦的岁月，逝去的便成了历史，其中有的烟消云散
，有的却长留在记忆的画页中。
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天秋天，我降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山坳里。
家乡的那块弹丸之地旧称宝庆，位于两条江河的交汇之处。
这是一个石板路和吊脚楼组成的小镇，南来北往的山民、船工、手工艺人多从这里经过，云南人在此
贩烟，江西人在此设店，瑶、苗、侗族的草药摊，峨嵋山的耍蛇人也多在此争一席之地。
然而，尽管各色人群熙熙攘攘，时聚时散，斑斓一片，这里仍然是宝庆人造就的世界。
他们深居山坳，不知天地究竟有多大，却充满着玄想，禀性刚烈如火，民气强悍如焰，习武成风，执
著而坚毅。
他们认定的一件事，干下去便永不回头，于是，在外面的世界落得一个&ldquo;宝庆蛮子&rdquo;的俗
称，那些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宝庆人，旋转于历史的大机运中，走出了家乡的小山坳，抱着救世的
理想，在中国大地上扮演了各种英雄角色，在中国深远的夜空中泻过各种耀眼的光彩，多是用自己鲜
活的生命和血写在中国现代历史的篇章中，染着强烈的悲剧色彩。
这大概和宝庆人的&ldquo;蛮子&rdquo;禀性有不可分绝的关联。
50年代，我离开了山坳的小镇，去看我向往的山外世界，于是跑到喧嚣的都市去，于是便有了新的生
活，新的世界，于是，又有了新的向往，新的探求。
在山坳外的世界，我游历中国的名山大川，探幽寻奥，登高望远，到庙堂朝拜先哲圣贤，又异想天开
地越过万里重洋到大洋彼岸的天使之都，去领略异国的情趣。
在历史的无常烟云与绘画的迷宫之中，不知不觉地走过了三十余载，走到世纪的末叶，再走下去，便
能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新世纪的曙光。
然而不管山外的世界是如何美妙奇异，我却常常生活在山坳世界的印象里，作的是山坳里的梦。
我生长的那个地方，昔日的河上，常年有从上游漂来的木排，连绵数十里，河面尽是木排的天地。
自然，城里的房屋多是就地取材，各式木屋依山建造，鳞次栉比，逶迤参差，曲尽其妙。
那河岸的峭壁上，是千姿百态的吊脚楼，每座吊脚楼都由数根冲天木柱支撑着，巍然壮观。
在吊脚楼上可眺望远航归来的男人，河面上的人一吆喝，楼上的那个便可答话。
那街上的木楼，则多是扎扎实实的几层，下面的铺面，最高一层多伸出雕花栏杆的晒楼。
木楼之间由砖墙相隔，远远望去，高高的墙垛尽露，又是一番严实气派。
那低矮的爿爿木屋，便是小手工业作坊，相对门户的楼上常有木柱相连，作坊的人在此挂布晒纱，极
为实用。
至于那深藏小巷的大户人家，则为封闭式的四合院，木雕精致，重漆油刷显示出此地贵族的身价。
这里的一切，给我的童年和少年带来许多奇妙的梦境。
我喜欢在河边的沙滩上观赏夕阳中的吊脚楼，楼上有人、有花、有动物，在落日余晖的光照下，展现
出童话般的迷离境界；我喜欢去看庙里的各式各样的菩萨，尾随朝圣的善男信女的队伍，欣赏他们武
士般红黑两色的远行装束，特别是对那绣有&ldquo;南岳进香&rdquo;和八卦图案的肚兜，感到极为神
圣；我还喜欢站在低矮的木屋的作坊里，看染织工洗纱、染布的劲健身姿，在他们染满颜色的双手下
，土纱会染成五颜六色的彩霞，蓝布会印上吉祥如意的图形；我喜欢听那小街上此起彼伏形形色色叫
卖的吆喝声，还有那算命先生拉出的悠悠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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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阑人静时，透过木屋飘来的阵阵单调悠长的敲梆打更声，给人以一种莫明的凄凉之感。
就在这如梦的山坳里，开始了我的人生教育，那善恶贤愚相互掺杂的生活，那耳闻目睹的声息和场面
，曾浸透了我孩时心灵。
岁月不居，沧桑屡变，唯独木屋是那样地经得起拖熬。
而今，年深日久的木屋，也已显得陈旧灰暗，老屋刻满了时光流逝的印记。
风雨百年不曾修缮的残板朽木，尽管倾斜欲摧，却不会轻易地倒塌，那木屋散发出的烟熏雨袭存积的
气味，像在显示它的久历深资。
木屋，给予我的印象，是难忘也难以言尽的。
我虽见过一些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时代的各式各样的房屋，也曾为之惊叹过、赞美过。
但是，他乡异国的奇特风味和情韵，往往更多的是勾起我的怀乡之情，常把我带回到乡梦之中。
真所谓&ldquo;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园楼&rdquo;。
我思念中的山坳景色，是古老陈旧、萧索孤独的，同时又是那样生机勃发，春意盎然，一切有如空中
之音，镜中之像，总被它的幽灵所牵携，不经意地表现在我的画上。
春去秋来，画来画去，我笔下的山坳景色已与真实的山坳相距十万八千里，成了我的山坳梦境，我在
怡然知足的恬静中，寻觅那似梦非梦、扑朔迷离、朦胧不定的意境。
让自己的思绪无羁束地飞越穹苍，飘然远引，在艺术和自然之中神游，从而获得对人生的一种领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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