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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弹

生如夏花

吴源

晴空一鹤

蔡小平读史侧翼

省博印象

苏启雅如歌行板

如果说，博物馆是城市的会客
厅，那么，遐迩闻名的海南省博物馆
就是海口市乃至海南省的会客厅
了。这座会客厅也是一座艺术殿堂，
独一无二，人称“省博”“琼博”。

省博有自然之美。繁华的国兴
大道连接西东，道北是省委，道南是
省博。西面是美舍河和明昌塔，南面
是攀丹古村。最美的风景在东面。
那是一方占地比省博还大的全开放
绿地公园，一年四季，鸟语花香，草木
常青，生机勃勃。公园东望，就是美
若彩虹的琼州大桥和琼州第一大河
南渡江。江面吹来和风，三角梅枝头
颤动，令人心旷神怡。省博北面，凤
凰花红似火，桄榔树影婆娑，大门两边
的大王棕，就像仪容整齐的仪仗队，恭
候游客光临。广场东西两侧的荔枝园
给省博增添秀色，东园曰“东坡”，寓意
东坡爱荔；西园曰“西洲”，寓意纪念明
代唐西洲曾在此地执掌“西洲书院”。
五六月是海南荔枝成熟的季节，“东
坡”“西洲”满园的荔枝垂满枝条，又红
又大的是“荔枝王”，红中带绿的是“妃
子笑”。省博对这两个荔枝园的命名，
不管是地理方位，还是人名寓意，别出
心裁，应景合意。

省博有设计之美。省博是国家
一级博物馆，4A级旅游景区，占地60
亩，展厅20个。省博的建筑设计创意
源于H和N的组合，是代表“海南”之
意。大厅最具特色，是H和N的重叠
框架造型，给人一种无限的延展性观
感。大厅正对大门有一块海南历史
的巨幅浮雕，有苏东坡的“海南万里
真吾乡”，有丘濬的“五峰如指翠相
连”，还有黄道婆的“衣被天下”。省
博是海口地标建筑，更凭独特的文化
魅力成为海南的网红打卡点。

六年前省博二期建成，新旧场馆
连成一体，愈加厚重大方。游客服务
大厅玻璃天井超高透亮，可观天色，
美其名曰“天容厅”；艺术走廊常常
举办各色书画展，美其名曰“海色
轩”。“天容厅”和“海色轩”，是对苏
东坡的“天容海色本澄清”的活用，
亦是省博传承东坡文化的一种寄
托。一期是艺术馆，重点展出非遗四
个一“琼工坊”“琼肴街”“琼崖村”

“琼戏台”。二期是历史馆，重点展
出“南溟泛舸”“方外封疆”“仙凡之
间”。最喜欢一期东侧的“唤鱼池”，
那里可以拍手唤鱼，还可以跟苏轼与
王弗的“夜来幽梦”塑像打卡，追忆
他们“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
难忘”的凄美爱情。

省博有人文之美。如果不了解
海南的史志，到省博可以寻迹海南

“四大名人”——“著绝”丘濬、“忠绝”
海瑞、“吟绝”王佐、“书绝”张岳崧的
遗风，探一探“海南第五大名人”——
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的旷世才
华和清风道骨。关于海南厚重的贬
官文化，省博的“讲述”恢宏磅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坡公被
贬黄州四年、惠州三年、海南三年。每贬
一处，皆成文化高峰。“一自坡公谪南海，
天下不敢小惠州！”在琼三年，坡公劝和、
劝学、劝农、劝医，完成《书传》《易传》《论
语说》巨著，写下300多首诗词文章。坡公
在海南传道授业，传播中原文化，已成星
火燎原之势。海南巨儒丘濬的《南溟奇甸
赋》享誉古今，把海南喻为南海奇岛、宝
岛，是南海一颗璀璨的明珠，物产丰富，地
灵人杰。省博的基本陈列，即以《南溟奇
甸赋》为纲，一赋成展，特色鲜明，稳稳占
有全国一席之地。

且不说省博有26000多件文物，内有
十大镇馆之宝，更不用说为我们守候了800
年之久的华光礁I号，17000多件精美的瓷
器，511块船板，那也只是“南海一粟”。南
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入选“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标志着我国深
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
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面对浩瀚无边、珠
沉璧碎的南海，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发出最强音——海南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
产大省。每次走出省博展厅，内心就增添
一份文化自信。每次想起省博，总是念念
不忘“南溟之大，中有奇甸数千里，地居炎
方，多热少寒”，总是念念不忘南海丝路上
的千帆竞发。

省博有如家之美，观众宾至如归。省
博不仅书香之气浓郁，省博人还热爱运
动，阳光向上，崇尚自然和谐理念。全馆
上上下下“不惨鸟雀”“鱼鸟亲人”，不令而
信，蔚然成风。

闲暇之余，我喜欢到省博的展厅转一
转，默默与展柜里的文物对话，领悟南溟奇
甸的奥妙；喜欢到大厅走一走，感受“第二
课堂”的滋养，分享人来人往的热闹。

在唐诗灿烂的群星中，我独爱刘禹
锡。

刘禹锡，字梦得，生于公元772年，河
南洛阳人。安史之乱期间，他的父亲避地
江南，刘禹锡整个青少年阶段便在苏州度
过。他饱读诗书，才华出众，21岁便中进
士又登博学宏词科，授监察御史。这一时
期，虽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但是整个社
会政治经济每况愈下。永贞年间，王叔文
得幸太子，执掌大权，推行改革。刘禹锡
目睹时弊，赞同王叔文政见并坚决加入永
贞革新行列，成为王叔文集团的核心骨
干，这自然得罪了宦官和贵族阶层。不料
革新很快失败，朝廷中的保守势力伺机反
扑，刘禹锡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从这时
开始，连续被贬至朗州、连州、夔州、和州、
苏州、同州，晚年才入朝为主客郎中，这时
他已经56岁了。

对于人生，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
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从宋玉《九
辩》以来，历代文人笔下的秋景，大都写得
萧瑟悲凉。由此看来悲秋其实就是志士
失志，借秋天的萧条肃杀来抒发对现实的
失望和对前途的悲观。刘禹锡前半生风
光得意，33岁却急转直下，一而再再而三
四处颠簸辗转，不仅丢了官，母亲和妻子
也客死他乡。还有什么样的际遇比他更

悲惨！然而，此时的刘禹锡却不沉
溺于悲伤中，他站在瑟瑟的秋风
里，一反老调，唱出高昂雄健之声，
礼赞秋天的美丽。“我言秋日胜春
朝”，热烈的笔调足以冲破秋天肃
杀的氛围，使人们的精神为之抖
擞。在他的眼中，什么得意失意，
什么顺境逆境，通通都算不了什
么。你看，他捕捉白鹤凌云这一励
志景象，展现出秋高气爽，万里晴
空，白鹤翱翔的雄伟壮阔的画面。
此情此景，真是令人心胸开阔，心
潮澎湃，诗人自己也顿觉诗情被激
发，被吸引，而随着凌云的白鹤飞
上万里碧霄。

逆境和苦难折磨着他的身心，
却磨不掉他的意志。公元826年
冬，刘禹锡终于结束了自己的贬谪
生涯，归途经扬州，他遇到了挚友
白居易。白居易看着这个从前意
气风发的好友，如今变成了满脸沧
桑的老人，感慨良多，当即在宴会
上赋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引，与
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
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
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
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
二十八使君》），深为他的遭遇感到
不平和同情。刘禹锡看后颇有同
感，于是也回赠一首七律《酬乐天
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
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
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
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
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白
诗显得低沉伤感，在这种场合对友
人的安慰是很贴切的。刘诗也饱
含愤激，但又不仅仅止于愤激。他
的豁达敞亮是在笔锋一转，以“沉
舟”“病树”自喻，虽然，世事变迁和
宦海沉浮他也忧伤惆怅，但是不必
为此消沉颓唐。在我的侧畔前头
不是有千帆竞发，万木争春么，相
信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好，不是值得
欣慰么。这种振作自持的人生哲
理是多么的深刻。

面对年华迟暮，壮志难酬，热
血不再，很多人表现出来的都是叹
老伤春，衰颓沉沦，这也是很正常
的心绪，毕竟人生太短暂了。刘禹
锡却显得固执而豪迈。生老病死
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幸免。刘禹
锡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被耽误
了，可他并没有失去激情，灵魂依
然鲜活如初。面对未来，他响亮乐
观地唱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颇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
豪情，何其平静从容！

刘禹锡对父母奉尽孝道；对妻
儿悉心照料；对朋友更是珍惜情
谊。最好的朋友柳宗元临终前委
托他一系列遗嘱，他全部照办；宰
相李绛、令狐楚、韦处厚等去世以
后，其后代或亲属请他编撰遗集序
文，他全部照办；韩愈、元稹、王璠
诸友人去世，他或写祭文或写悼
诗；王叔文后来与韦执宜闹矛盾，
他站在王叔文一边，但当韦执宜的
儿子韦绚前来求学，他二话不说将
其收留身边。即便是自己的宿敌，
如武元衡三番四次对他打击报复，
在被刺身亡后，他仍写诗作悼情真
意切；窦群曾在朝廷中公开弹劾他

“挟邪乱政”，积怨颇深，但当窦群
受挫被贬，请他代撰表章，他捐弃
前嫌为他撰文。从那千古名篇《陋
室铭》中可以看出他安贫乐道，不
同流俗的生活态度和体静心闲、超
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甲辰夏日，王家儒水彩新作展如期在
世界花园城市新加坡若轩艺术展示空间
举行。

这是近年来相继在法国巴黎、德国海
德堡、美国弗吉尼亚举办王家儒系列艺术
展后，王家儒先生的又一重要个展。

数十张作品，如花绽放。海南椰林沙
滩，山野茂林。悠然的小船，雀跃的燕
子。玩耍的小孩，小溪边洗刷的妇女，渔
排劳碌的渔民……平凡的世界图景被画
家不凡的眼光和高超技巧尽收笔端。王
家儒生在海口，骑楼老街是其长期关注、
探索表现的题材，在其周游世界的丰富阅
历里，在中西文化的坐标中，他以更高的
境界，更开阔的视野，寻找挖掘海南文化，
骑楼文化。他试图在稠密灰暗的水泥丛
林，在悠长狭窄的骑楼小巷，在骑楼每一
个细微处，在漫长浓厚的商业氛围里，探
寻深层次的人文元素和海口人的精神元
素。寻找点滴感动，融入其作品创作中。

在这批作品中，有画家长期反复打
磨、精雕细琢的精品，也有短时间见缝插
针，速战速决的小品。花期不同，各自精
妙。一棵树，一片湖海，数个人物……在
其画面中间，不仅仅呈现自然的一部分，
是生态，是生活本然美好的样子，也俨然
成为他心灵的种子，人生情感的载体，装
载对家乡人、家乡景，以及自然的一片深
情，装载画家长期深厚的艺术积淀及人生
感悟。画家崇尚巴比松画派、印象派等，
长期坚持现场写生，用形状，线条和色彩
谱写内心情感的乐章，准确地捕捉大自然
瞬间感觉和印象的同时，凸显出色的色彩
表现、微妙的光影效果。王家儒绘画语言

清丽，意味隽永，将水彩的技巧和细节，简
约和深度，抒情和哲思完美结合，给人以无
尽美感和启迪，让观众领略不一样的海南
山水景观和风情魅力 ，领略如花般自然的
勃勃生机，领略画家坚韧，热烈，奔放的创
作激情，领略作品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

1988年，王家儒研究生毕业后就扎根
海南，乃当之无愧的海南当代美术教育及美
术组织和美术理论重要的开拓者和传承
人。他张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海南地域文化，
长期致力于培育海南地域美术人才——他
早年创办海南省青年美术协会，主持天涯画
室，主编《海南青年美术报》……王家儒几乎
用毕生精力投身于教书育人的系列工作当
中，评论指导、组织青年画家采风、写生，办
画展，甘愿为人作嫁衣。王家儒的日常就像
夏花，热情似火，尽情绽放……

作为一位艺术家，王家儒持久保持着
艺术本色和良好的创作状态，笔耕不辍，其
几十幅精品力作曾入选国家级重要展览并
获奖，备受海南乃至国内同行赞誉。绽放
是花的态度，画画是王家儒的生命本然，也
是一种使命和宿命。生如夏花，不惧风雨
酷暑，不惧风尘棘刺，不惧孤独寂寞，不张
扬不炫耀，独处静心，澄怀诗意，在喧嚣浮
躁的尘世构筑一块属于自己的清新通透的
精神家园，呈现美好的人生和艺术状态。

王家儒的水彩新作展在新加坡等不
同国家的成功展出，使更多不同地域的人
们从他的作品里认识海南，品读海南，感
受其中的艺术脉动，感受其艺术心花朵
朵、斑斓芳香……

王家儒画作《钟楼月色》。 王家儒供图

海南省博物馆。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