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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邵大箴：

王金明一直注重写生、关心现实，在艺术表现
上强调笔墨的表现。他赋予具象景象以自成一格
的形式感，良好的素描造型、水墨技巧和谙熟传统
笔墨之奥秘这三者的结合，形成王金明作品不同
于别人的个性特色。这一特色之所以鲜明，是因为
统率画面的不仅是传统的审美趣味和格调，而且
还有强烈的生活气息。

他不同于一般传统类型的文人画，跳动着时
代的节奏和韵律。他重视笔墨在点、擦、皴、染中的
尽情发挥，笔墨浓郁而鲜活。

美术批评家陈传席：

王金明继承传统又不满于传统。他画巨幅
长城、巍巍太行，风卷残云，满壁生辉。画湘西景
象，细心收拾，层峦丛树中见磅礴大气；蓬勃生
机中见率真。他的画已无古无今，只借笔墨直抒
胸臆。但因他胸中名山巨川多、古今伦理多、时
代风云多，他虽是北方人，却见他的作品雄伟中
见细腻，这种细腻不仅表现在层次多变的笔墨
上，更体现在画家的真性情中。他酷爱传统，但
传统可借鉴，而不可因袭。“趋时必果，乘机无
怯。望今制奇，参古无法。”要创造自己的新法，
方能丰富传统。王金明的画风不属于旧传统的
延续，却是新传统的开端。

美术评论家徐恩存：

王金明的山水画功力深厚，所作山水章法、
笔墨明显地流露出对石涛、黄宾虹以及宋元大师
的追慕。他的作品既得黄宾虹深厚苍郁之意蕴，
又具轻灵俊逸之特色：近处墨彩浑厚，远山轻装
淡抹，羁意水墨山水，笔墨融合自然，整体浑然统
一。他的作品在继承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美
学特点，显示出笔墨之美、智慧之美与性灵之美。
其中点、线、墨色及整体形态表现出一种对精致
文化的留恋与回眸。从其作品中不难看出，王金
明不是一个怀旧主义者，他对纯粹文化精神有一
种向往。

名家点评

数字摄影

姻李秋弟
在鳞翅目昆虫中，长喙天蛾是一种

体形大、飞行形态独特的品种，在夏秋
两季较为常见。由于它的飞行速度很
快，人们用眼睛往往分辨不清它身体的
细节与特征，所以，常常把它误认为是
一种巨型的蜂，也有人把它误认为蜂
鸟———但是众所周知，蜂鸟并不生长于
我国。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拍摄它有一
定的难度；由于它比较常见，又为我们
掌握其活动规律提供了条件。
把这种蛾子清晰地拍摄下来，就可

以仔细观察它的特征，无论对审美欣
赏，还是科学观测，都是很好的资料。但
是，拍摄这种飞翔形态的昆虫具有相当
的难度。因此，需要不断积累一定的技
巧与经验，才能把它拍好。
首先，设置快门优先的拍摄模式。

拍摄这种高速飞舞的昆虫应该属于高
速摄影的范畴，应该采用“快门优先”的
方式，快门速度应该设置在 1/800秒以
上。本文所刊照片的拍摄选用了 1/1500
秒的快门速度。如果在其悬停吸蜜的瞬
间，速度当然也可以降低一些。
其次，尽量选用数码相机的长焦端

取景拍摄。这种昆虫虽然比较大，但也
不过几厘米长，再加上它飞来飞去、飘
忽不定，就给我们的取景构图带来不小
的麻烦。而且由于它比较警觉，拍摄距
离不可能太近，所以成像就会比较小，
拍出的照片往往就达不到观察其飞动
形态的要求。因此，应该尽量用数码相
机的长焦端拍摄，以便拍摄出较大的昆
虫影像，同时虚化掉不必要的背景。当
然，如果能够有一只微距镜头并掌握了

基本的使用方法，拍摄效果会更好。
第三，综合考量取景范围与主

体大小。必须要注意的是，可以拍摄
到的昆虫影像大小与可以拍摄到的
范围成反比。就是说，昆虫影像大，
可以拍摄到的范围就小。反之亦然。
由于这种昆虫是在不断高速飞行
的，取景时的范围越小，就意味着在
按下快门时昆虫飞出取景框的可能
性就越大。因此，这两方面必须综合
考虑采取对策。

第四，灵活应用对焦方式。手动
对焦与自动对焦各有利弊，手动对焦
需要更多的经验，在拍摄飞动的昆
虫时往往需要用手转动对焦环，在
图像最清晰的瞬间按下快门———这
对于经验不足的摄影爱好者难度较
大；而使用自动对焦，不同相机的对

焦响应时间与快门时滞不尽相同，如果
光线较暗或者背景杂乱，镜头还会出现
“拉风箱”的情况。处理不好，有时就会贻
误拍摄的最佳时机。笔者在介绍拍摄“蜂
花图”时讲的“守株待兔”法也可以用在
拍摄长喙天蛾上。
另外，拍摄场景模式的选用与拍摄这

种昆虫的成功率也有一定的关系。例如，
我们是选用近摄模式还是选用人像模式？
是否选用某些相机提供的连续拍摄功能？
这些功能在有些相机上是可以同时选用
的，但在有些相机上则不能同时应用———
因此，必须结合相机的具体情况来选择、
决定。

应该指出：在拍摄飞行的昆虫时，不要
指望一次就能成功，更不要因为几次拍摄
失败而沮丧，尤其是不要指望每张照片都
能够拍摄得很理想———要知道，即使是最

优秀的摄影家也做不到“百发百中”，照
片张张都出色———尤其是在拍摄动态物
体时———他们往往胜在经验与技巧，胜
在稳定的心理素质与持续的创作激情。
仔细观察拍摄到的长喙天蛾的清

晰影像，可以看到这种昆虫非常有趣的
特殊形态：它长着典型的蛾子触角，但
是其头部与眼睛很像鱼，探入花心吸食
蜜汁的口器犹如一根柔性的吸管———
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现代先进的“空中加
油”技术。停止不用时，这根“吸管”就会
如钟表发条一样回收起来。不仅如此，
长喙天蛾还有绝大多数蛾子没有的相
当于鸟类尾翼的尾部鳞片，所以，它们
可以在这些鳞片的辅助下，实现其他蛾
子和绝大多数飞鸟无法做到的高难度飞
行动作———前进、倒退、急转弯都能够灵
活自如，它甚至能够像最先进的直升机
那样做出“空中悬停”动作以吸食花
蜜———它的口器就如同空中加油机的加
油管，能够精确地插入细小管状花朵的
内部！
另外，把长喙天蛾的照片与蜂鸟照

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确实有
许多相似的趣味点———也难怪不少人
把长喙天蛾误认为蜂鸟！不仅有前面提
到的“空中悬停”特技，而且，它特殊的
尾部鳞片的形状从外观看，简直与蜂鸟
别无二致！
在仿生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

完全可以想象，空中加油机等在设计时是
否曾经受到这类昆虫的启发？依据长喙天
蛾的飞行生态，我们在飞行器的技术发明
与改进方面还可以从自然的杰作中借鉴
什么？通过类似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也许伟大的发明就会由此产生……

拍摄飞舞的长喙天蛾

姻贡晓丽
人类对未知的世界总是充满畏惧

和期待，表现在影视作品中，外星人降
临地球成为电影导演们热衷的题材。
最近上映的《超级战舰》，剧情用一句
话总结，就是讲述了在现代社会外星
人侵略地球，然后地球军队反攻的故
事。这种题材的电影，以前就有观众非
常熟悉的《独立日》和《世界大战》。

对以上电影有印象的观众可能觉
得这几部影片其实真的差不多，虽然
特效和人物等各种设定都不一样，但
是套路却很雷同。一开头外星人居心

叵测，想要侵占地球的资源，武器先
进，所向披靡；再之后，地球人（基本上
都是美国人）奋起反抗，死伤无数，场
面壮烈；最后，人类在穷途末路时发现
外星人的某项弱点，攻克强敌，取得胜
利。按以上逻辑，套用分析几部外星人
入侵地球电影，屡试不爽。《世界大战》
有些出入，人类根本找不到外星人弱
点，但外星人无意中感染病毒大批死
亡，也算地球人的胜利，皆大欢喜。以
上这些就是好莱坞惯用的剧本了。

但是，这种套路真的不能用吗？其
实每部电影在剧本的设定上还是有自
己的新意，各展所长，否则观众早不耐
烦，不买账了。

1996年的科幻电影《独立日》，全
片充满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情
绪———不管是威尔·史密斯饰演的飞
行员，还是醉鬼老爸或者美国总统，对
外星人都怀着某种大无畏气概，连普
通战斗机都可以把飞碟玩得团团转。
角色的多元化令电影的表现力很强，
而且对于某些细节描写看起来顺水推
舟。几位主角都各有特点：科学家虽然
是普通人但有科学头脑，总统则更像
一个战士，战斗机师拥有丰富的感情
生活……这些都令电影在人物的描写
上丰富多彩起来。影片中有大量对情
感的展现：科学家对前妻的眷恋，飞行
师对脱衣舞娘的依恋，总统对妻子的
爱恋……惨烈牺牲当中有很多让人动
容的感情穿插其中。

2005年的《世界大战》既不像史蒂
文·斯皮尔伯格以往拍摄的可爱而善
良的《ET》，也不像上面提到的《独立
日》———让政治家、科学家等显要的人
物担当影片主人公，让军方要人参与
电影人物。《世界大战》就是关于一个
平凡家庭面对“最凶残”的外星人恐慌
到极点的故事；是专写以普通人视角
来描述外星人侵略地球题材的典范。
虽然打着平凡人物的“亲情牌”，影片
仍会展现人类面对成千上万“三角怪”
袭击的疯狂大逃亡。紧张恐惧的震撼
效果，斯皮尔伯格可不会让观众失望。

如果加上上个月刚刚上映的《超

级战舰》，好莱坞总算把“海陆空”对抗
外星人的战斗描写都搬上了大银幕。
这部斥资超过 2亿美元打造的科幻巨
制，讲述的是多国海军舰队在环太平
洋联合军演时，遭遇来自异星的神秘
战舰打击，在大海展开的一场激烈的
地球保卫战。
《超级战舰》的创新点在于看到了

一个国家拯救世界已经不再吸引人
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世界拯救世界。
日本自卫队与美军联合作战，体现了
人类团结的美好愿望，让影片多了几
分普世共鸣；片中多次提到《孙子兵
法》，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影

片中双方火力全开，作战灵感被层层
激发，战斗的意义也逐渐脱离强弱胜
负，慢慢围绕精神上的较量展开。影片
高潮处是所有驱逐舰被炸沉后，所剩不
多的官兵登上早已退役的古董———密
苏里号战舰，重新与外星高科技对战的
桥段。最后的结果不言自明，但是其特
殊的意义在于：用老旧的军舰为载体，
展示人类之间的合作以及精神力量，再
次回归到人类自身的价值。人性的力量
才是超级战舰制胜的力量，也是这部影
片中超越军事装备的最大看点。
从外星人入侵地球这一好莱坞科

幻题材中，反映了好莱坞电影的一大
特征，那就是：按套路出牌，又另辟蹊
径追求不同。熟悉的场景再现与故事
的陌生化表达在观众观影之后总会感
叹：哦，这才是真的大片。

外星人又来了

片名：《超级战舰》
导演：彼得·博格
类型：动作 / 科幻
上映日期：2012年 4月

照片参数：
快门速度：

1500/秒；光圈：
F7.1；镜头焦距：
135毫米

光影赏识

姻本报记者 徐雁龙

舞墨、抚琴、泡茶……一场颇具学
术气息的沙龙也可以如此轻松惬意。近
日，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举办的以“书
法与古琴的对话，茶艺与心性的融合”
为主题的首场“传统文化与心理学”沙
龙，使得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发出“在
这个非常轻松的环境中，讨论一些跟国
计民生、跟国家发展有关的严肃话题，
没准能迸发出思想火花，取得在严肃讨
论中达不到的效果”的倡议。金涌说，严
肃话题与轻松氛围完全不矛盾，这也许
正呼应了沙龙所讨论的“心性人生”吧？

书、琴、茶，俱可修心

“书法的操作及作品是书写者活动
的过程和结果，从中可以体现出书写者
的种种心理特征及状态。”香港大学教
授高尚仁说。在三十余年的书写行为系
统研究后，在高尚仁眼中，书法的价值
已不只停留在美学价值这一层次上，书

法完全可以是一种医疗和保健手段。
高尚仁将书法心理学作为研究对

象，曾经测试过书写者的血压、脉搏、心
率、体温等，发现书法对人的健康确实有
帮助。在大量行为学理论、实证研究和临
床观察的基础上，高尚仁发现书法作为
辅助手段，在改善知觉、认知和情绪等方
面有很好的功效，进而开发出了书法治
疗保健系统。恰如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心
理信息服务中心主任祝卓宏所言，文字
作为文明的基因有 5000年的历史，书法
作为艺术的形式有 3000年的历史，而书
法治疗虽然仅有不足 30年的历史，却很
好地对接了古艺与新愁。
“我感受到了静”、“我感觉就是

空”、“我的脑中出现了高山流水的形
象”……广陵派第十二代传人、中国音
乐学院博士杨春薇一曲《高山流水》抚
罢，沙龙参与者这样谈及自己的感受。
杨春薇引述《礼记·乐记》起文之语

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她说：“音声会对情感、身
体、心理产生影响。”心急、心紧、心慌、

心动、心弱、心力不够，均可与音乐相互
映射。
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业专委

会副秘书长柴晓娟看来，茶艺不仅是一
种文化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茶礼，是修
心的另一种方式。沙龙上，茶艺表演与
古琴声遥相呼应，古韵悠长，沙龙参与
者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觅得了 3
分钟的内心宁静。

寻回“失”去的幸福感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一直
是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当代人
越来越忙碌，幸福感却日渐离我们远
去，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
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
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 10年前快乐了。
“弹琴是生命的欢悦”，杨春薇说，

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是通天地神
明的法器，同时还可调心养生———我们
要在数字化快节奏的生活与精神压力
下调整自己，回归健康、愉悦的身心，或

许可以通过参悟琴道来实现，因为“由
音声入心，由心关照人与天地的关系，
由此体会天地人合一的宇宙真实”足以
令人重新接近生命的真谛。当然，“如果
你仅仅停留在琴声带给你的感动、宁
静，体会着琴声带来的悠远意境，品味
着琴乐文化的深厚，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她看来，琴道、茶道、书道属万法

归一，每一门都是一个世界，泛泛了解
知识并不足以修养身心，必须全身心参
与才可。她说，走进琴的世界，会发现它
其实很简单，它如同我们的一呼一吸一
样真实真切。
高尚仁持类似的观点，他表示，要

在快节奏的生活与精神压力下调整身
心健康，精研书法亦大有裨益。作为中
国传统的艺术瑰宝和重要的文化遗产，
书法是对话心灵的一种途径。通过建设
现代六艺书法文化，可以促进家庭与社
会和谐，提升人的欣赏、创作和艺术交
流能力，调整心理、生理与情绪，锻炼并
提升知觉、认知与思维，进而获得“新时
代的幸福感”。

对话书琴茶韵 古艺可解新愁

姻本报记者麻晓东
中国山水画大约产生于隋朝，据

史载，隋人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中国
第一幅称之为山水的画作，距今已有
1000余年的历史。

近百年的山水画应该说是中国
山水画的振兴期，不仅有一批成功
的山水画家，而且真正地改变了山
水画的题材内容、社会功能与文化
观念。这种新的变化大略经历了以
下过程：由画法之变，到山水画念之
变，到学画方法之变，到艺术源泉之
变，到题材内容之变，到艺术功能之
变，到画家身份之变，到山水画文化
观念之变，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又一
变，形成了更多“借古开今”或更多
“引西润中”两种取向的互争、互补
和融合，呈现出当代山水多角度、多
层面、多元化探索的态势，其空前繁
荣局面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王金明就是在新时期这样的大

环境下涌现出的山水画家。

与自然融神会心

王金明在创作的道路上，曾面临
着举棋不定的抉择和创造新格局的
积极思索。他虽受过高等院校正规的
美术教育，有着良好的东西方绘画基
础，但是当他确定以毛笔、宣纸、水墨
为材质在中国画里讨生活时，他感到
了自己的差距，自觉需要大补课。
于是，他放弃了优越的厂长职

位，毅然北上京城求学深造。他先进

修于北京画院，在这所名家云集、具有
深厚传统的学府里专注于中国画传
统的再认识、再诠释、再拓展；随之，他
又进修于中国美协举办的文化部岩
彩画高级研究生班，进一步探索现代
材料的运用和研究。当他再一次进修
于中国美协在天津主办的山水画高
级研究班后，他已逼近了中国画的艺
术规律和艺术本质，吃透了中国山水
画的艺术精神。
十年寒窗苦读，王金明总是在中

国山水画的历史中不断回望，一面忘
情地汲取，一面理性地分析。王金明
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山水画的历史，正
是一部人以自然为师，人与自然交流、
交融的历史。所谓“造化”不仅是大自
然的整体和局部，还包括了自然生成
演化以及它在人类历史中的变异。为
此画家必须到大自然中去感受、体验、
领悟。所谓“心源”指的是画家永不枯
竭的思想感情，是浸透了民族文化根
脉、时代脉搏气息的内心世界。为此
画家必须把自己融入到民族的血脉
和时代的潮流中去，提升精神境界，丰
富学识修养。
王金明在《艺术心路》一文中这

样表白他的艺术状态：“在近年写生
过程中，由原来钢笔、水笔、铅笔速
写或记录形式来表现物象，逐渐转
换为直接用毛笔宣纸对景写生，以
至于对景创作，这更增添了我对水
墨画新的探索和感悟。我从小酷爱
大自然，除台湾外，走遍了祖国的大
好河山，对所能看到的自然景色，有
自己对自然和对它进行创作的独到

见解与形式。”
无疑，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从写生

中得来，或取材于秀雅宁静的江湘，或
取材于粗厚苍茫的燕赵，或有感于北
方山村的朴实坚劲，或凝思于江南古
屋的岁月留痕，他的山水画无处不流
露出拥抱自然的热情，幅幅都是与自
然融神会心的抒情之作。

山水情怀的独特表现

细细品读王金明的作品，可以发
现他在“师造化”的传统宗旨下，不是
对自然简单的模拟，而是强调自我的
介入，以主观精神把握对象、调动笔
墨，对自然的体悟性多于对自然的真
实性表现。也就是说，他的山水画不
拘泥于自然，而十分重视“心源”的能
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非但不脱离自
然的实感，恰恰是他对自然更为生动
直观的“情语”诉说。

他遵循“以气力使笔墨，以笔墨
生精神”的原则，下笔沉着痛快，却笔
笔扎实；落墨苍润相济，多是蓊郁华
滋之貌。由此而出现的刚柔兼施的笔
力与笔型、由点及面而连绵相属的层
层山峦和丛林，由墨层层积染而呈现
的郁郁苍苍的浑厚境界，不仅表现为
作品外部的自然特质，也不仅表现为
作品内在的铮铮风骨，更是一种山水
情怀的独特表现。

近年，王金明又推出雄强深秀的
大山大水的巨构，一种在广大空间的
千山万壑中驰骋神思、表达超越视界
的审美感动，又在似乎神游的思逸神

超中透露出对山川运动
的惊叹和敬畏，不仅画出
了语言可以表达的意蕴，
还画出了超出语言文字
的直觉感受和心底悸动。
王金明在高 2.2米、

长 10 米的《万里长城》
中，以“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的激情，描绘屹立千
年的长城雄姿，追求象征
民族精神的博大雄浑和
审美感情的壮美崇高，大
胆地进行了笔墨语言和
图式的创造。在气势磅礴
的境象中，用线更为有
力，用墨更为凝重，皴擦
更为苍厚，一切都蒙上了
天人合一的静气，一切都
显露出历史联系中的沧
桑感，一切都蕴含着古貌
新机的生命力，注入了让
人感奋的精神力量。
除山水画，王金明

的写意花鸟画也极有造
诣，尤其是写意梅花，一
洗传统花鸟的老调陈
辞。风骨强健、气韵高
华、格调清新，既有镂金错彩之丽，
也有芙蓉出水之雅，在写意花鸟书
骨、移情、表意、象征的求索上，把中
国画的力度结构与情态结构糅合在
一起，把凝重浑厚与潇洒风流和谐起
来，造就了自己写意花鸟画独有之面
貌，其画风日臻鲜明，与山水相较，
可谓“双峰并峙，各领风骚”。

年复一年的人生体验，日复一日
的技法积累，王金明一鉴一斧地雕凿
他的山水、花鸟世界，一砖一石地建造
他的精神圣殿，且无所彷徨、乐在其
中。他把心灵通向大宇宙，其气质、风
骨、神韵、意境的追求，都是现代意
识与传统文化的通达，是其深厚功
力使然，是其学识修养使然。

胸怀千载之思笔有万里之势
—————王金明山水画的笔墨气象

王金明画作《烟云供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