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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林蓝接替李劲堃
成为广东省美协主席。新旧交替之际，李劲堃、林蓝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当天上午，多日绵延多雨
的广州难得放了晴。大会开
始前，李劲堃特意绕会场散
步一圈，然后休息片刻。数
小时后将卸任广东省美协主
席的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这几年我一直如履薄冰，如
今终于开始有如释重负的感
觉。”

2016 年，时年 58 岁的李
劲堃当选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主席。当选当晚，他接受采
访时列举了一些具体设想，
如支持重点的美术院校争取
博士点的建设，参与升级改
造广东文化艺术软硬件设施
等。如今这些设想已经部分
实现，或正在实现：2021 年，
广州美术学院正式获批成为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广美佛
山新校区已落实，广东画院
新址落成，“三馆合一”白鹅
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项目全面
封顶……

除此之外，广东美术界近
五年不断迎来“高光时刻”，
充分展示广东美术的文化软
实力：由广美团队设计的“冰
墩墩”跃居全球“冬奥顶流”；
《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
大展》等大展成功举办；大型
创作《南国的风》《长江之歌》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等入
选央视百集巨献《美术经典
中的党史》、建党百年美术创
作工程，等等，李劲堃是见证
者、参与者、推动者。

在岭南画学前贤们的教
导下，李劲堃耳濡目染，走
上 艺 术 之 路 。 在 就 任 美 协
主席后，他还陆续身兼广州
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副
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等职
务。几年来头衔越来越多，
但 他 不 遗 余 力 地 为 岭 南 画
学前贤、年轻后辈做展览，
自己却少有个展。他说，时
间、精力有限，只好选择做
减法：“我是年纪比较大了
才到这个工作平台上，想尽
可能把这段时间用好，承担
起组织赋予的社会职责，施
展、实现自己对于艺术和社
会的抱负……唯有把一些事
情舍弃掉，比如把应酬、聚
会、个展等可能对自己帮助
大、但对社会影响不大的事
情，暂时放下。”

创作也是李劲堃内心不
灭的火。这位以国画著称的
原美协主席向记者展示了最
近创作一些雕塑和装置。他
说，逐步从那些社会职务中
退下来后，自己要回到创作
中去。

如今，李劲堃开始逐渐卸
下这些社会职务：“扶上马，
送一程，这是我认为最好的
合作理念。”大会前一天，夜
雨磅礴。结束预备会议后，
李劲堃和主席团的同仁走出
会场，他很自然地为同行的
林蓝撑起了伞。旁边的人开
玩笑地说：“看，为年轻人遮
风挡雨。”引来一阵笑声。

在次日的采访中，他说：
“是的，甘为人梯是广东美术
前辈们留下来的优良传统，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为后来
者遮风挡雨。”

羊城晚报：您对美协的新
团队有怎样的期许？

李劲堃：我很高兴看到新

的一届主席团，他们水平高、
年轻化、代表性广泛，有来自
重要创作机构、教育机构的
专家学者，也有来自各地市
的一线艺术家。广东建设文
化强省、美术强省，离不开人
才的迭代。广东一直传承着
一种优良的文化生态和传
统。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时
期努力、尽力做事。但一个
人、一代人的才智都是有限
的，到了合适、必要的时候，
就要果断交给下一棒，让年
富力强的后来者传承我们的
事业。

过去五年，是广东美协开
展工作卓有成效的五年。但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
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需要改进
的地方。比如让人过目难
忘、有分量的作品仍然稀缺；
人才培养的后续机制还有待
完善，高精尖人才相对缺乏；
各大美术专业机构的协同合
作优势要上新台阶；“走出
去”的力度还不够大，等等。
虽然这两年会受疫情的影
响，但这些问题值得认真研
究，并努力在今后的工作中
逐步加以解决。

羊城晚报：近年来，您一
直身兼多职。这次卸任广东
省美协主席，有怎样的感受？

李劲堃：过去五年，我得
到了上级组织的充分信任，
在这个全国美术重镇与优秀
的前辈、同道们一起工作。
这是我难忘的经历，也是莫
大的荣幸。

这份荣幸其实也是一份
巨大压力。这几年来，我一
直忧心自己在这些社会职
位上有没有履职不到位，有
没有造成资源的浪费？能
不能真正把广东美术做深
做强，在广东美术从高原到
高峰的过程中，尽到自己应
尽的力量？可以说，我一直
如履薄冰，其中艰苦自知。
如今才真有一点如释重负
的感觉。

羊城晚报：您 会 给 自 己
过去五年多的美协工作打多
少分？

李劲堃：我想，应该能及
格。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非
常宝贵的经历，它让我的视
野不断开阔，在各个团队的
共同努力下，随着一件件事
情的完成和实现，也让我的
人 生 中 充 满 意 义 和 成 就
感。正如画画一样，评判终
归交予时间。我也期待，自
己这几年的工作和实践，能
够为广东文化美术事业，留
下一段有所作为、让人记住
的历史。

新任广东省美协主席的林
蓝出身于艺术世家：父亲林墉，
母亲苏华，一门艺坛高手。

林蓝一直得益于来自父母
及 家 中 其 他 长 辈 的 影 响 。 直
到今天，她都清晰记得小时候
看 见 父 母 早 早 起 来 作 画 的 身
影，还有广东画院前辈们当年
在 人 民 北 路 的 画 院 旧 址 穿 着
白 背 心 汗 流 浃 背 的 工 作 场
景。多年以后，她担任广东画
院院长，着力重启广东集体创
作的传统。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担当，
但不同时代也有同样的担当，
那就是我们要有创作时代史诗
的雄心。”在林蓝看来，广东画
院拥有集体创作的最佳土壤。
近年来，她组织、领衔的广东画
院集体创作引人瞩目，《南国的
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经济特区》《南粤先声——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
《百花齐放——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等大型主题集
体创作，频频亮相。

从广州美术学院到广东画
院，林蓝始终对广东美术事业
传承发展保持思考。今年初，
在广东召开扎实推进文化强省
建设大会之际，林蓝通过《羊城
晚报》提议，对标国内、国际的
最优、最强，推动广东美术的四

“大”工程，围绕大作、大师、大
展、大馆筑就新的高峰。这些
思考，成为她在致辞中分享就
任设想的重要部分。

作为艺术机构的管理者，
林蓝说，她不过是广大艺术家
群体中普通的一员，希望将自
己的所需、所感，用在艺术管理
组织上，“己所欲，施于人”。作

为画家，林蓝说，画画是天职，
艺术是苦旅，作品才是立身之
本。大会结束后，她马不停蹄
投入到新的创作中。

羊城晚报：当选新一届广
东省美协主席，有什么感受？

林蓝：面对即将开始的新
工作，自己此刻最大的感受就
是沉甸甸的责任。衷心感谢组
织的信任！感谢前辈与同事们
的信任！能在广东省美术家协
会平台为广东美术工作者服
务，为大家服务，为广东美术服
务，是自己最大荣光。

广东，过去是、从来是、仍
将是中国美术创作最重镇。我
希望能够和前辈、同道们一起，
传承广东美术优良传统，呈现
其在新时代的风采，使我们的
创作、我们的工作最终达到习
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及系列重
要讲话中提出的——真正地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我将会尽最大努力投入其
中，务实作为，服务大家，服务
美术，服务广东。

羊城晚报：对于未来的工
作，有怎样的构想？

林蓝：我将认真学习，认真
履责，希望能做到“1、2、3”，即
遵循一个“家”的理念，遵循“传
承创新，量质并举”两个方向，
探索以“大作”“大家”“大展”
三大工程建设推动我省美术事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省
建设。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是我们
广东美术人共同的“家”。“传承
创新，量质并举”，要传承前辈
优良艺术传统，创新新时期工
作思路。推进三大工程建设
即：努力做好“大作”孵化培育
工程，努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国
气派、广东特色的精品力作；

“大家”重点培养工程，加大岭
南名家大师和优秀中青年美术
人才的培养与推介力度；推动
国字号“大展”落户广东工程，
着力承接国内外影响力的重大
展览活动。

羊城晚报：您有在广州美
术学院、广东画院的履职经历，
将为美协工作带来什么帮助？

林蓝：美协的功能在于组
织、联络、协调、服务，整合各
方重要美术资源。在上一届
美协“大美术”“大文化”思路
的统筹统领下，随着广东文化
强省建设的深入开展，广东美
术事业繁荣发展、高潮迭起，
学术生态和谐活力。我希望
自己在不同岗位上的历练，有
利于整合各方面的资源，进一
步 让 美 协 起 到 总 统 领、总 协
调、总执行的关键作用，同时
发挥主席团成员学术带头作
用，发挥美协艺委会专业引领
作用，发挥地市美协基层发动
作用，发挥我们广东省美术工
作者每一个人能动作用，共同
肩负起这一代广东美术人的
担当。

2021年 6月 17日，翻译家、北
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
冲逝世，享年100岁。在他逝世一
周年的日子里，《许渊冲：美得窒
息的唐诗宋词诗经》一书在新东
方旗下的“东方甄选”直播间爆
火，从 6 月 9 日登上直播间，至今
已经热销 11 万套，成为图书品类
销量第一名。

许渊冲 1921 年生于江西南
昌，17 岁考上西南联大。对中国
古诗的英译是他巨大的成就，包括
《诗经》《楚辞》《宋词三百首》《唐
诗三百首》和《李白诗选》等，并由
此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
他的法文译著有《唐宋词选一百
首》与《中国古诗词三百首》等；西
方名著中译本也非常考究，《红与

黑》《包法利夫人》和《追忆似水年
华》等中译本也都堪称经典。从事
翻译 70余年，译著达 100余本，作
为许渊冲老师的钱钟书曾评价他
的翻译说：“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他唯恐糟蹋中国文化精髓，对
自己译诗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
程度。他认为翻译时“只有坚持中
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化走
向世界。”因此他提出翻译“三美
论”：意美、音美、形美。即翻译出
的诗词，要像原诗的格式韵律一样
工整押韵，更要有原诗思想上的意
境之美。

最近在东方甄选直播间热销
的《许渊冲：美得窒息的唐诗宋词
诗经》，不仅对许渊冲的英译进行
还原，还对诗人的传奇人生和历史

背景进行注释，并且找了畅销书作
家对诗词进行散文诗般的现代解
读。所以东方甄选的主播董宇辉
感慨：这套诗词是中国文人的精神
史、中国历史的万花筒，可以从小
看到老。

作为许渊冲的北大学生，俞
敏洪在直播间说：“有人说我是个
爷们，但是我觉得许渊冲才是爷
们。他为中国文化做了很大的贡
献，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做
了很大的贡献。”俞敏洪还透露，
许老逝世后他的图书版权都委托
给了他，而涉及到版税收入都将
用于基金会的运作，去助力更多
年轻的翻译家向世界展现中国文
化的美。

据这套书的出版方时代华语

透露，截至发稿，这套书在“东方甄
选”直播间已经狂销11万套，他们
紧急加印6次。11万人一起读诗，
这或许是最好的缅怀许渊冲老先
生的方式。

陈持之因此写了“朝阳大妈”，她们“昼
夜耳目醒”，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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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广东省美协新一届领导成员

那感人的亲情、坚韧的农人、底层的跋
涉，都使他充满浓郁的乡愁与感动

诗歌写作中的
标高与不俗

夜读 □艾云

2005 年 8 月，广东省作家
协会广东文学讲习所第八期
开办，我是这一届的授课老
师。记得我的讲课题目是“写
作中欲望化诗学与悲剧性神
学”。陈其旭正是这一期的学
员，但他并不是一个善谈的
人，他常常安静、沉稳地听着
别人讲着什么。后来，我和他
还 是 就 稿 子 做 了 单 独 的 交
流。不时地，也会与陈其旭联
系。今年 1 月，我收到了陈其
旭寄来的一部正待出版的诗
集《捧 起 的 涛 声 已 放 回 大
海》。 这 是 他 从 1985 年 到
2022 年的许多诗作中精心挑
选出的一本自选集。真是意
想不到的惊喜，他的许多诗作
都很优秀，感觉能够用独特诗
句呈现。

这本诗集分了七个小辑，
我在阅读中将感兴趣的诗句
都做了标记。他为家乡写了
许多，暖意浸润的乡愁、古村
落、五丛榕、火龙夜、栀子花、
竹乡翠，都那么灵动飘逸。他
回望那已逝的光阴，觉得“每
条伤痕 光阴都会补偿”。他
写亲情，悼念父亲的那组诗
《人间的疼痛不再打扰你》，让
我读得愀然心痛：“黄昏降临
后，你像大地一样陷于平静\
突然之间的疼痛，打断你的浅
睡\反复揉摩胸口，服下五粒
救心丹\你说，没事，睡一觉就
会好的\年岁大了，对付日渐
疲倦的身心\就是时常仰卧床
上，遥想留下乡村……”这里
边的深情与诗意，让人更觉艺
术的强烈感染力。

陈其旭观看种在东莞青
少宫五楼的水稻后，写下的诗
《空中稻田》也很独特，诗人面
对乡土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
局，陷入沉思。他写得句句都
有典，写一代文豪苏东坡在儋

州的萍踪履迹：“你埋下一肚
子不合时宜的种子/生长瓜果
蔬菜，隔海是书香/也像春草
一样，绿遍天涯。”他写在漫游
途中的风物情志，别出机杼，
词语标高而不俗，写直升的孤
烟、万里黄沙、马蹄踏响，无不
豪气奔放。

他的诗歌题目都是非常有
意蕴的，如《勤快是你幸福的担
保》《阳光或许垂怜卑微》《缅怀
是一场无法停下的雨》《你羞愧
每寸虚掷的光阴》《卑微的尘世
你又爱了一遍》《自然的秩序你
无需操心》。

陈其旭长期生活、工作在
基层，他喜欢传统文化，善于从
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懂得如
何撷取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来
写。当他站在家乡的山冈上，
那氤氲的雾岚与传说，那感人
的亲情、坚韧的农人、底层的跋
涉，都使他充满浓郁的乡愁与
感动。通过诗性语言的写作，
那孤独与寂寞都挨过去了；诗
歌的坚持让他对世界万物充满
感恩，所有的虚妄和空洞都被
赶跑。

西城有大妈，东城有群众。
深深藏闹市，静静为梁栋。
读完《陈持之古风二十

首》，顿觉谐趣诗有了新的声
调。古诗写得幽默，民间以为

“打油”，殊不知“打油诗”只是
数量庞大的俳谐诗（又名谐趣
诗）之一小品种。

我们印象中不苟言笑的正
典诗人，如杜甫、韩愈、李商隐、
朱熹等都写过不少谐趣诗。只
不过高冷的文人笔下的幽默也
颇为冰冷，杜甫的“晚节渐于诗
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李商
隐的“短顾何由遂？迟光且莫
惊”“柳讶眉双浅，桃猜粉太轻”
此类冷幽默教科书里虽不讲，
在古代文人唱和酬答中其实是
大行其道的。

到了近代，谐趣诗不仅没
有意兴阑珊，反而因过度兴盛
让今天的评论者为难。如许
多评论家不理解擅写谐趣诗
的樊增祥为何得到钱锺书先
生这么高的评价：“樊山别调
孤行，遂等诸魔外，门户偏心，
余尝慨之。”

不 仅 如 此 ，近 人 卢 弼 的
“竞美健康繖不张（自注:晒黑
为 健 康 美），天 公 有 意 戏 炎
凉。海滨洗浴温泉胜，试较杨
妃孰短长”一诗还能获得钱锺
书“公真顽皮”的考语，令评论
者疑窦丛生。

陈持之的谐趣诗中冷幽默
的浓度我们暂时不去考量，首
先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诗歌
中频频涌现的新事物。

古诗写新事物从康熙开海
以来，就成为不绝如缕的常规
操作，问题只是这些新事物在
诗中是否协调。《茶则》中“可以
斟茶叶，兼能剖柚皮”毫不突
兀，《种茶》中“哀彼老农圃，堆
肥伤物情”还不动声色地批评
了今天茶行业中农药化肥超标
的问题，你不会觉得这首古诗
不“古”。

写新事物，并不只是康熙
时代诗人的难题，而是所有诗

人的任务，美国诗人路易斯·
辛 普 森 写 过 一 首《美 国 的
诗》：

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
一个胃，能消化
橡胶、煤、铀，和众多的月

亮和诗
好像鲨鱼，它体内装着一

只鞋子
它必须游许多里，穿过沙漠
发出几乎是人类的喊叫声
辛普森的意思是诗歌一定

要有很强的力量去完成主题创
新，将从未进入过诗的素材纳
入诗歌。诗歌要像一种最强的
鲨鱼，要有一个消化鞋子的胃，
还要穿过鱼类无法穿越的沙
漠，发出人类的声音。

所以，今天的古诗，最难的
不是平仄与腔调，而是在伤春
悲秋、边塞、隐逸这些主题之
外，另辟蹊径。

陈持之因此写了“朝阳大
妈”，她们“昼夜耳目醒”，拳拳
之心跃然纸上。《癸巳母亲节长
隆地铁口纪事》中，“此老无人
养，倘因地方债”如刀锋洗眼，
让人感叹诗歌的沉思居然能触
达现实肌理的深处。

成功的诗学一定不是饾
饤琐屑之学，我们欣赏诗歌，
暗中期待的一定是元气淋漓之
作，如《壬辰年五月广州方所书
店听胡德夫》中固然有“兀坐太
古吼悲风，太平洋畔一老翁”的
巧妙用典以及“眉发淬成昆仑
雪，额头炼出亚洲铜”的细密刻
画之功力，但整首诗让人神往
的当然还是“我闻此律神飞度，
欲向山海披肺腑”那种精气与
力度。

陈持之以古人为友，既有
与杜甫商量经济学的“此老无
人养，倘因地方债”，也有与韩
愈《谏迎佛骨表》相呼应的《舍
利子》。我们读他的诗，难免会
感叹时代在变，诗歌似未变，但
同时也感觉诗歌不仅能承担世
间的道义，也能快意陈说市井
之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