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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艺 术 搬 回 家
□ 陈 颐

在长江三峡水库重庆市涪陵区白鹤
梁水下博物馆中，有一件镇馆之宝——
双鲤石鱼，它的存在见证了长江的历史。

江水滔滔、奔流不息，壮丽的长江千
百年来润泽着两岸百姓。在涪陵城长江
中，有一道天然石梁被当地人称为白鹤
梁。白鹤梁上曾有两尾线雕石鱼。前雌
后雄，溯江而上，前边一尾口衔莲花，后
边一尾口衔蓂草，石鱼双目注视着长江
的潮起潮落。

石鱼出水兆丰年！石鱼落出，表示
一个少雨干旱的枯水周期已过，丰收年
景将至。故“石鱼出水兆丰年”有其重要
的科学依据。鱼眼则代表一个水文高
度，与长江水位的高低、降雨量的多少、
气象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与降雨量的
多少、气象的好坏、农业的丰歉，有着内
在的因果关系。石鱼水标的镌刻，代表
了古老原始水文站的源起和滥觞，它比
英国人在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
武汉江汉关水文站，要早 1100多年。白
鹤梁古老的水文资料，为长江的航运事
业、桥梁建设、沿岸防洪、城市供水、资源
开发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水文佐证。

石鱼水标的镌刻，最早始于唐广德
元年（公元 763 年）以前。双鲤石鱼上方
至今还留有唐广德年间镌刻的石鱼一
尾，并有隶书“石鱼”二字为证。这就是
原始水标的命名方式。到了清代康熙二
十四年（公元 1685 年），时任涪州州牧萧
星拱来到白鹤梁，命人重新镌刻两尾石
鱼来代替唐鱼，使得这一古时文化现象
和水文科学价值得以延续至今。

双鲤石鱼记载了长江 1200 年间 72
个年份枯水水文资料，有着极其重要的
水文科学价值。兹摘数句：“广德元年，
水去鱼下四尺”；“大宋大观元年，水去鱼
下七尺，是岁夏秋果大稔”；“今春出水几
四尺”；“石鱼出水面六尺”等。后来，根
据 1963 年、1972 年两次科学检测，人们
惊奇地发现，这两尾石鱼眼睛的高程，大
体上相当于川江航运部门涪陵地区的水
位零点。

萧星拱任涪州州牧时于白鹤梁上题
有《重镌双鱼记》：“涪江石鱼，镌于波底，
现则岁丰，数千百年来，传为盛事。康熙
乙丑(公元 1685 年)春三水落而鱼复出。
望前二日，偕同人往观之，仿佛双鱼莲隐
跃。盖因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
问，遂命石工刻而新之，俾不至湮没无
传，且以望丰享之永兆云尔⋯⋯”笔力苍
劲，毫无拘谨，宏厚峭挺，气势磅礴。

涪陵城江边 1600米的天然石梁，因
早年常有白鹤群集梁上，展翅嬉戏，引颈
高亢，故而人称白鹤梁。白鹤梁上有题
刻 165段，石鱼 18尾，1尾高浮雕，2尾浅
浮雕，15 尾线雕，真正有水文价值的只
有在白鹤梁东段，位于 137.91 米高程的
位置的两尾线雕石鱼，前面一尾长 1.08
米，后面一尾 1.07 米，身上鳞甲十分讲
究，为三十六鳞，呈游动状。遗憾的是，
历经岁月沧桑唐代双鲤石鱼只留下一
尾。清代镌刻的双鲤石鱼还清晰可见，
栩栩如生。

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白
鹤梁保护工程于 2003 年动工，历时七
年，耗资 2.1 亿元，建成了世界首座水下
博物馆，并于 2009 年 5 月 18 日世界博
物馆日对世人开放。白鹤梁浴火涅槃，
石鱼实现了华丽重生，现今静谧地躺在

“保护体”内，使更多的人感受科技之光
为人类文化遗产带来的保护成果，让更
多的游客亲眼目睹双鲤石鱼这一国之
瑰宝。

回望乡愁中的和合之美
□ 陈 玮

☞ 我们的家也许不需要收藏品，但需要艺术作品

☞ 未来，艺术和家居的结合会越来越有意思

中国电视艺术创作不断从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将历史传统文化

的精髓进行艺术转化、形象表述，弘扬民族

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增强中华文化的

感染力。《记住乡愁》正是这样一个栏目，它

从历史传统中获取思想、获取灵感、获取题

材、获取素材，形成对本民族历史传统文化

广泛与深刻的开掘。

在近几年的电视荧屏上，不少栏目、节

目将独属于中华的传统输送到千家万户，

汇聚成文艺领域一股强劲的本土风。《记住

乡愁》是一个不靠时尚元素来拨动受众神

经的栏目，成就它的，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传

统文化中的精髓，例如其中的第八集《涧岩

头村——和合湘乡》，便通过涧岩头村周氏

家族的生存法则，传递了中华民族崇尚的

“和合之美”。涧岩头村的民居建筑、风俗

文化、家规家训，附着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

价值，《记住乡愁》栏目将这一具有典型传

统文化特征的古老村落，作为活着的历史

文化遗存搬上荧屏，不仅为观众接触传统

文化架设了桥梁，也丰富了电视节目题材

内容，这源自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并

化为乡愁，化为对文化之根的深情眷念，成

为该节目的核心价值和最大特色。

这期节目中我们看到，涧岩头村周氏

族人将以和为贵的精神化为各种图案，镌

刻在大院的地坪之上，传递合家团圆生活

和美的美好愿望，他们深知，只有家族和睦

团结，才能生生不息，只有崇尚和合之美，

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证整个村庄氏族繁衍生

息的和谐与稳定。涧岩头村周氏一族的先

祖是宋代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其天人合

一的理学思想及为官做人的品格，被涧岩

头村周氏后人不断丰富升华，当作治理家

族、培育子孙、和睦相邻、处世为人的传家

之宝，他们将这份传家之宝编写成严格的

族规家训，来约束族人，以维持家族的安定

与平和，家规 16 条，核心是以和为贵，自明

代修谱以来，此核心价值观从未更改，和兄

弟、睦宗族、亲邻里的规则变成了整个家族

的行为准则。本期节目精心呈现村落的物

质风貌和生活形态，以周氏家族治家理念

中以和为贵、敦亲睦族为内核，定位精准、

底蕴深厚，深具文化辨识度。

生存发展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视文

化节目，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注重放眼世

界，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在艺术创作、

电视制作中的新思维、新经验、新技术、新

手段，不断实现思想观念、艺术形式、表现

手法的超越和创新。也正是在面向国际的

宏阔视野中，中国电视艺术越发确认“唯有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道理，也越发认识到

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而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

代表了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

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和国

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未来的希望。

正是这样一些基本认识的确定，让中国的

电视艺术转而更加珍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

史传统文化，将其视为安身立命、发展进步

的最深厚基石，《记住乡愁》正是由此而生，

《涧岩头村——和合湘乡》正是其中的一个

典型代表。

走进艺术之家

一件真人身高的金星飞人形器挂在墙
上，一个黄色镶边的圆形大脑袋，10个白色
透明的球在慢悠悠地移动；一幅中国山水
画用 60 万根小钉子组成，重量达 100 多
斤；一个名为《动磁》的透明盒子安放了数
十个小磁铁，利用磁铁同极相斥的原理，呈
现出规律的美的变化，在灯光的照耀下，如
同在茫茫宇宙中的闪闪星云⋯⋯在北京居
然之家七层的居然顶层设计中心首届当代
艺术新年展上，一场汇集当代艺术各种展
现形式的 50 多件艺术品争奇斗艳，展现出
原创当代艺术作品独特的个性魅力。

30多年来一直醉心于抽象派画风的画
家马树青站在自己从国外带回的作品前，
感慨地说：“25 年来，我常年居住在法国
和德国，作品都是在美术馆和艺术画廊
展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家居大卖场
顶层这种特别的空间展出艺术品。艺术
和设计永远不能分开，但在 20 多年前我
在德国上学时，最不喜欢别人说我的绘
画中有设计成分。此次这种艺术与家居的
结合给了我新的启发，当我们在欣赏一件
艺术品时，作品和空间的相互关系都要包
括在其中。”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摆设一些
装饰品，其中可称得上艺术品的并不少
见。不过，如果连家具都能和艺术品沾边
的，就不多了。毕竟家具都是以实用为主，
讲究方便耐用，而艺术品更多追求个性、创
新 等 特 点 ，两 者 之 间 的 跨 界 看 上 去 很
美，真正实现并不容易。

“增加家居设计的艺术含量是大势所
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居住品质的追求
不断提升，这是我们创建设计中心的原动
力。”居然之家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想通
过耳目一新的家居理念，开启人们在心灵
深处对艺术的追求。”

从事艺术品投资的丹蒙艺术董事总经
理张苏萍也有类似的念头。她认为，随着
艺术收藏更加私人化、独特化、个性化，如
果能推出当代艺术与家居设计结合的展
览，或许会让更多的人对现代家居艺术感
兴趣。

在家居卖场举办艺术展，获得了双方
的认可。其实，这几年，这种家居空间
与艺术品的合作并不少见。之前，记者
也曾参观过一些类似的家具艺术展。在
这种特殊的空间中，家具在艺术品的附
身下也展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
阳春白雪的艺术品在家具之间的陈设，
似 乎 也 增 加 了 不 少 新 的 功 能 。 张 苏 萍
说：“在这样特殊的展示空间举办当代艺
术展览，在这个‘家’里可以更生动地告
诉每个人，你可以把艺术带回家，可以让
家里更有情趣。”

让眼睛发光

把艺术品带到大众身边，需要借助融
合、跨界的思维来实现？萧煌就是一位力
求借助不同行业的优势，通过与当代艺术
品的融合，进行跨界合作的独立策展人。
1979年出生的萧煌很符合人们印象中艺术
家的形象，儒雅、消瘦、白净，一头天然的卷
发和一双小眼睛。“一定要把好的当代艺术
带到大众的生活空间”，这是萧煌的追求。

张苏萍想通过家具卖场开办当代艺术
展这个大胆的想法，给了萧煌启发和灵
感。他以艺术家的思维和行动派的速度，
到全国各地寻找有潜力的当代艺术家和他
们的作品。“我要让当代艺术回到生活和
审美本身。”萧煌说。在他眼里，当代艺
术存在许多误读，受每个人的自身素质和
审美不同所限，过去人们一想到当代艺术
品，第一个反应就是诡怪、难懂的画面，
一帮搞怪的人为吸引眼球而做的出格行
为。“我选择的方向和目标是那些热爱生活
和有感悟的艺术家，尊重他们在进行艺术
创作时注重表达艺术语言的创新，在深厚
的来自生活的灵感土壤里，进行实实在在
的艺术创作，在艺术创作的转换中进行自
我内心的表达。”

转换是艺术家的创新，语言、文化、思
想、观念，在悟性和精神性中找到合理性。
艺术家通常有一种精神能量，当他进入一
种生命与艺术互动关系之后，他的作品所
产生的社会效应可以把时代的气息展现出
来，用正能量推动人们的生活向积极乐观
美好的方向发展，产生出生命的原动力。

作为策展人，好作品是灵魂。萧煌为
准备当代艺术展，用几个月的时间遍寻各
个不同门类和风格的当地艺术品。“发现好
的作品会使我眼睛发光。”萧煌的眼睛里闪

着光。记者看到，在此次当代艺术新年展
上，50 多件作品的作者不仅有在国内外知
名的艺术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后起之
秀。萧煌充满感情地说：“从作品身上，我
看到的是他们的创造力和青春活力以及毅
力。比如向阳的作品是将一根根羊骨头打
磨成像玉一样的圆管子，通过造型做成艺
术品。这就是毅力加心志，是艺术家对艺
术的认真态度。”萧煌特别介绍了来自天津
美院学生张慧颖。22 岁的姑娘用 100 多万
颗小钉子，制成三幅中国山水画作品。这
个有着一张娃娃脸的姑娘告诉我：“每天都
在做，白天晚上节假日都做，用了几个月的
时间，每一幅大概 100 多斤重，需要几个人
一起搬运，我把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
都安放在这个作品中，艺术不是一笔挥成
的，生活处处都是细节。”

一心不乱

在如此特别的展厅中，所陈列的艺术
品也与环境相互呼应，那些在心灵间生发、
指缝间流动出的艺术作品源于生活，在生
活之上。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让人一目
了然，还是有一些作品令人感到不容易理
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于是记者请教带来四
幅《无题》抽象派作品的马树青先生。他笑
着说：“看不懂是全世界的问题，德国男人
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说，我的画一半
是给女性看的，绘画不需要阅读，你看就好
了。”其实，艺术能够进入现代家居，就是因
为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爱好和审美。

来自台湾的李子勋带来的金星飞人形
器最受观众喜爱，特别是孩子们，总想上
去摸一把。毕业于德国杜塞道夫艺术学院
的李子勋向记者讲述这件作品的创作思
路：“艺术是发明与想象的结合，我要打破
平面之门，艺术贴近生活，要与时代共进，

艺术给人一种新的感官刺激。每一个作品
都是独立的生命体，我要探索的是新媒体
高科技和人之间的关系，我的作品代表的
是我对世界内在的兴趣。”

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越来越走进普
通人的生活。著名设计师梁建国对记者
说，他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出现在美术馆和
各种艺术展馆中，从 2006 年起开始探索，
如何把当代艺术放入家的环境，如何让当
代艺术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在相互关
系中更加快乐。“为什么我们的家需要艺术
作品而不是收藏？我的理想是，让艺术生
活化，要把有灵魂的艺术带回家，这样做能
使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比如这次展览的
一幅作品挂在墙上就是一幅画，但在它的
前面摆上一组沙发，马上就感觉出一种味
道，立体和平面相互作用，和谐地组合。未
来，艺术和家居的结合会越来越有意义。
大家一起玩，就特别有意义。”梁建国说，

同样从事艺术，萧煌深知从事艺术创
作所需要的天赋和投入，他因此将此次当
代艺术新年展的主题起名为“制心一处”。
他说：“我想表达的是一种状态，以一心不
乱的专注及辨识之力，传递我们心灵的尺
度与纯粹的力量。用艺术的审美与设计相
结合，在空间的营造再生上借助艺术的原
创，挖掘我们日常生活中隐秘于事物内在
的美，在视觉、触觉、心觉上立体呈现互动，
赋予空间以韵律与气息流转。”

放下成见，敞开心扉，去找一件打动自
己的当代艺术作品搬回家吧。

人们对家居的要求越来越高，家具和
装饰物能不能在实用的基础上，透露一点
主人独特的小心机呢？或许艺术设计能帮
这个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