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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友陈力同志，按照全国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要求，撰写了《长
征画传》（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江苏
人民出版社）一书。她以生动的笔法，以
文字为线、图画为珠，以线串画，以线映
画，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记述了人类
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红军长征，是一
部特别值得一读的好书。

长征途中，党中央于 1935 年 1 月召
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
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
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
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
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
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
重要的保证。

对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长征画
传》进行了真实的记录。在毛泽东的旗帜
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仅夺取了举世
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许多辉煌成就，为完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地实现中国历史上
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
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
基础。我认为，这是《长征画传》的第一
个显著特点。

《长征画传》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就
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党和红军为什么
被迫进行长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
党中央，他们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拒绝
和压制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独立自
主，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
题。对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长征画
传》 如实地进行了记录，这是 《长征画
传》极为可贵之处，也称得上是一部特别

值得一读的信史。
《长征画传》 第三个显著的特点，

是如实地记录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忠实
地践行党和红军的宗旨、始终同人民群
众保持血肉联系，这是红军夺取长征伟
大胜利的力量源泉。在长征途中，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植根
于人民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党的性
质决定的，也是党和红军的生命所系，
力量所系。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
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
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
行。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
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
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
耀着火热的光芒。《长征画传》对此也进
行了生动形象的记录，我认为，这是《画
传》的第四个显著特点。

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我们党特别需要用崇高的理
想信念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
想和行动，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以
高度的自觉和自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而努力奋斗。我衷心地希望大家读读

《长征画传》，深信会受益匪浅。

画笔传递长征精神
□徐占权

新兴木刻从诞生的那天起，便和中华
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
众的命运血肉相连，“与中华民族共同着
生命，悲现实之悲，喜现实之喜”。作为

“中国新兴木刻之父”的鲁迅先生曾经说
过，版画“乃是画家执了铁笔，在木板
上作画……自然也可以逼真，也可以精
细，然而这些之外有美，有力”。

延安木刻版画艺术是20世纪30年代
在延安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版画艺术形
式，它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人民群众的需
求为导向，在艺术与政治相结合的情况下
诞生的。

《抗战时期延安木刻艺术研究》（后简
称为 《延安木刻》）（安徽美术出版社）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周爱民撰写，是
其近年来对这一时期木刻活动的系统性的
研究总结。

在内容呈现方面，分别介绍了延安新
兴木刻的诞生及其革命传统、延安木刻重
要基地鲁迅艺术学院的木刻教学、延安木
刻“民族形式”讨论与解放区新木刻创作
等，充分挖掘了延安木刻艺术所凝聚的丰
富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

在文献价值与学术理论方面，作者在
查阅并广泛搜集文献资料，采访健在的艺
术家，联系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
基础上，深入探讨延安木刻运动的成因、
过程、成果和影响，对这一活动的发展历
史、相关人物、重要事件、历史档案、艺

术作品均进行了系统的爬梳整理与深刻的
分析研究。

延安木刻运动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抗战时期有效地
发挥了宣传、教育、启蒙大众的社会
作用，并在创作形式上吸取了民族文
化传统，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
艺术风格。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当革命之时，
版画用途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因而从历史意义这一层面来说，延安木

刻运动不仅是中国木刻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也是抗战时期人民革命斗争的可贵
史料。它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记录了
抗日战争“那段充满战火与硝烟、痛苦
与喜悦、牺牲与胜利的历史”，有力地配
合了抗日战争中的文化宣传，将中国的
新兴木刻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
国文艺史和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说到延安木刻，就不得不提及其群
众路线的创作立场。在创作方式上，创
作者们扬弃了国外木刻的表现手法，“用
简单的轮廓线和简练的刀法来表现物
体，画面明快，群众更加容易接受”。同
时，他们向民间艺术深入学习，从工农
兵生活中汲取灵感，在陕北民间艺术如
剪纸、年画中寻找创作资源，并将这些
传统民间元素加入自己的作品中，让
木刻艺术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百姓，
使延安木刻形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

读完 《延安木刻》 一书，我的脑海
中也浮现出这样一句话：木刻是黑白
的，鲜血是红色的，理想是崇高的，
奋斗是无畏的，信念是炽热的，人生
是纯粹的。

作者在后记中有言：“作品即是言
说。”在我看来，这些作品与创作它们的
木刻家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印记与
民族记忆的刻痕。

炽热信念 纯粹人生
□孙晨

历时月余，我完成了《木刻青年——
新兴版画的开拓者》（江西美术出版社）
这部新著。在写作期间我始终保持着高度
的创作热情，边写作边感到脑海中记忆深
处的灵感被激活。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我
就写完了这26位木刻家的故事，就如同
我刻《木刻青年》这组木刻肖像时一样，
放笔直抒，一气呵成。

在我看来，文学写作与艺术创作都
是建立在有感而发的基础上，都要有新
的构思、新的视角、新的手法，我在写
鲁迅、黄新波、汪刃锋、夏朋时特地变
换了视角，采用了诗的语言来叙述，其
余各篇则均是采用散文随笔的形式。木
刻青年的形象都有鲜明的个性，每个木
刻青年的故事也都有各自的风采。但他
们又具有共同的鲜明特征，在他们身上
没有一丝的萎靡、颓唐、冷漠、空谈，
只有振作、向上、热情、务实！这群木
刻青年在他们的导师鲁迅带领下，担当
起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他们个
个充满了理想、情怀和担当，像是默
默无闻的实干家——野夫、戴荆棘冠的
作家——陈烟桥、一个英俊的华野军
人——赖少其等等。

木刻青年诞生于新兴木刻的黎明期，
也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黎明期。这一群木

刻青年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热血青
年，他们在鲁迅的率领下进行了英勇顽强
的斗争，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又不断
发展、壮大。木刻青年这一群体现象在中
外艺术史上独一无二，这是中国特定历史
时期的必然产物，时代造就了他们一生的
辉煌！

在创作《木刻青年》时，我要庆幸多

年来所存有的那批文献资料和图书影像。
正是有这些珍贵的历史留存，才使得我的
创作灵感能如此顺利地被激活，才使得我
能焕发出饱满的创作激情。每当我翻阅鲁
迅编印的《引玉集》《士敏土》《奔流》杂
志，每当我翻阅 《从木刻看中国》 版画
集，每当我翻阅木刻青年们编印的 《抗
战八年木刻选集》 以及大量的报纸杂志
上的木刻副刊，我都会心潮澎湃，久久
无法平复……

这些图书影像为何能数十年来一直吸
引着我呢？大概是因为这些图书影像就如
黑白木刻那样单纯、强烈、淳朴、明快，
给人们一种力与美的冲击。

回顾我 81 年的艺术人生，我幸运
地生活在这群木刻青年身边，亲身领
略到他们人格的魅力，更有幸的是在
晚年又与他们进行深度对话，对他们
的认知从感性升华到理性。我一生偏
爱刻“林木交响”，又偏爱刻“人物肖
像”。创作木刻青年的肖像是我一生中
最大的心愿，所幸在我八旬这年完成
了这一心愿。我刻这 26 位的木刻肖像
时，刀刀入心，就如同我与他们进行
了一次深度对话。我沿着木刻青年的
足迹，用木刻刀刻出一代人的精神风
貌，我感到无比欣慰！

刻出我心中的“木刻青年”
□王炜

读徐进女士编著的《纹以载道——
中国民族纹样创新设计》（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 一书，勾起多年前的记
忆，关于色彩，关于图案与绘画之间
的联系，以及永恒的秘密。

2000 年，在大理见到一片老绣
片，色彩美得不可思议，以至于我完
全注意不到上面的图案，只看见由种
种蓝灰、紫灰、点缀的暖灰色所合成
的雅致而闪闪发亮的银灰色调画面，
那简直是纳比派大师维亚尔的作品。
还有很多美丽的绣片，用色之大胆，
造型之出乎意料，图案组合之奇妙，
让我这个被现代美术教育规训的人感
到惊奇。可惜，绣片的价格不是当时
还是学生的我所能负担得起的，只能
默默赞叹，不知道它出于哪一位母
亲、哪一个色彩天才的女性之手。

古时候，人们用图案纹样来装饰
生活，设计家徽、族徽。通过纹样，
我们得以形象地感受到各民族的爱好
与信仰、历史与神话。西南少数民族
服饰的颜色和图案，有些还遗留着青
铜时代的古风。据我模糊的印象，在
青铜时代，从欧亚大陆到美洲，图
案纹样与色彩有许多相似之处，也
许图案纹样里隐藏着文明的起源与
传播交流。

西方绘画是在模拟现实世界的实
践中发展成熟起来的，而据我观察分
析，自商周时期以来，中国绘画受到
图案纹样的巨大影响，在汉魏六朝才
逐渐成熟起来，历程漫长。因此六朝
绘画有一种介于图案与绘画之间的美。

最早吸引我的是敦煌的藻井图案
和上古的旋涡纹，因为藻井图案的颜
色古雅，旋涡纹与圆形的组合俨然显
示了天体的运动方式，向我召唤梵高
的 《星空》 与 《向日葵》。抽象的图
形与情感有着直接的联系，等边三
角形与矩形冷静、均衡，圆形与弧
形是流动的，而旋涡纹令人激动，
感到迷幻。具象的图案纹样，比如
动植物纹样从自然中提炼而来，抽
象的几何图形却是由几何图形自身
推 演 而 成 ， 从 简 单 到 复 杂 ， 三 角
形 、 矩 形 、 菱 形 、 五 角 形 、 八 角
形，乃至复合的图形。也许因为多
边形具有方位指向，先人把他们的
宇宙观放进了几何图形里。据阿城先
生分析，苗族图纹里藏着中华古老文
明的秘密——河图与洛书。

绘制图案纹样的先人们没有写实
和几何的界限，他们巧妙组合两者，

构成一个具象与抽象、感性与理性的
世界。几千年前，他们早已懂得用一
两种或三四种元素组合，排出二方连
续、四方连续，指向无限与循环。他
们也懂得分解图案然后重组，就像20
世纪的立体主义艺术家。

抽象的几何图形属于理念世界，
来自人类的推理与演化能力。按古希
腊的观点，现实世界是理念的投影，如
此说来，人类具有神性，因而有幸“看
见”世界的“真相”，并描绘下来。以上，
是我所理解的“纹以载道”。

花开了，终究要谢落。千年的树
也有枯死的那一天，看似坚固的事
物，比如长城、钢铁也在风化、生
锈。画里的花比真实的花长久，然
而纸终究要发黄、毁坏直至消失。
写实画里的鲜花是定格的瞬间，令
人联想起青春的美好，却非长久。
只有看南宋吴琚 《出水莲》、元代郑
所南 《墨兰》 那样的画，我从未想
着画里的花朵会枯萎，因为这些画
有着图案般的美。

然而，现代文明使得我们的传
统图案纹样正在生活中消失，庶几
成为“文化遗产”或“藏品”。图案
纹样是有形的，唯有依附于生活应
用，才能得到真的传承与发展。而
今民间“现代化”，图案纹样正在失
去 过 去 深 厚 的 土 壤 ， 幸 好 在 学 院
里，古老的图纹依然被学习、被研
究、被开发应用。《纹以载道》 记录
了徐进女士与她的学生们这些年对
纹样图案的研究和应用的尝试，希
望有益于读者诸君。

纹样之美
□韦羲

在面对独自旅行、长途旅行时，
女性所面临的障碍似乎总是更大一
些。也许是在身边的“案例”中，没
有看到适合自己的旅途类型，也许是
把某些环节想得过于艰难。那么，如
果我们集中足够多的旅行“样本”，涉
及旅途的方方面面，能为这些心存担
忧的女性提供一份参考和动力吗？这
就是策划《旅行没有方法论·飒》（中
国地图出版集团）一书的初衷。

《旅行没有方法论·飒》由《孤独
星球》杂志的女性作者书写。在选文
和约稿时，我们尽可能地包含不同年
龄段的女性旅行者，涵盖各种场景，
还邀请资深旅行作者列出她写给女性
旅行者的实用建议。

女性的旅行和男性有何不同？不知
你是否对这个问题预设过答案。在书中
9 个走心的人生故事里，在《可持续旅
行，从尝鲜到事业》一文中，作者告别律
师行业，去赞比亚进行间隔年旅行，竟
然促成了她人生的重大转折——从职
场精英回归大自然，在旅行中找到新的
意义。在《潜入旅行中，一个LP旅行指
南作者的自白》一文中，作者分享了她
在为LP旅行指南工作时的种种趣事，
旅行是她的爱好，也是她的事业。从20
岁到60岁的5位女性作者有趣的独自
旅行的独白，也让人看到旅行不拘泥于
年龄的质朴与洒脱。

作者在“女孩子的旅行”章节中，分
享了她们丰富的旅行体验。9个旅行故
事，9种截然不同的旅行主题，建筑、游
猎、摄影、探索秘境、户外活动……当你
看到每篇文章标题右下角提示属于这
个故事的小小关键词时，就会意识到旅
行的可能性不只如此，旅行灵感和勇气
的源泉就此生发。

9 个有趣的打卡清单在“花式打
卡”章节。日本的紫阳花赏花处、意
大利的特色街头小吃、摩洛哥的经典
电影取景地、小众又有趣的巴黎名人
公墓……是否也在你的旅行清单上？

有知识、有图片、有实用信息，在你
的心里“种了草”，信息量十足、干货
满满，也让你能立马实践起来。

对于女性读者而言，大家面对的
困难和尴尬多有相似之处。除了聚焦
旅行者最关心的健康、安全问题，书
中还从女性的实际需求角度分享了实
用打包技巧，例如怎样制定打包清
单，如何合理利用空间，怎样做到既
要轻装出行又要百变造型，当然还有
一些别的行前准备——包括心理准备。

这是女性写给女性的小贴士，里
面的经验大多来自她们的亲身经历。
尤其是从20岁到60岁不等的女性旅行
者分享的独自旅行故事中，你能感受
到更多的同理心和共鸣感。

当你看完这本书，也许会发现，
女性与男性的旅行或许有些不同，但
是总的来说，是相似的。

她们去过世界上不同的角落，有
过各种各样的体验。不管是天涯海
角，还是身边熟悉的目的地……这些
可能性，不会因为旅行者的性别而变
化，这些精彩，完全可以属于你。

写给女性读者的旅行参考
□林紫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