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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留太空的中国艺术家（一）

|| 侯骁韬

大家知道有多少位中国人的名字
永久地留在了水星、火星和月球的环
形山上吗？一共 23 位。“国际天文学
联合会”自 1967 年以来先后以 23 位
中国人命名了 23 座环形山。分别是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
文学家、音乐家和画家。水星，这颗
太阳系中最小的，也是距太阳最近的
行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艺术之星”。
先后有 15 位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
术大师“登上”了这座星体的环形山。
中国人名在水星上的数量居月球、火
星、水星三行星之首。这些艺术大师
们以各自不同的抒发方式为人类留下
了灿烂的艺术财富，也将其一生“心
迹”永恒地留在了浩瀚的宇宙，可谓是：
与宇宙合一、同群星灿烂。

水星环形山上以文学、诗词、音
乐家这一类（因古来诗词不仅可咏而
且可唱，又因诗词为文学艺术中的一
种形式，故而将它们合在一起介绍）
数量最多。1. 春秋时期的音乐家俞伯
牙 ；2. 东汉末年诗人、音乐家蔡文姬 ；
3. 唐代大诗人李白；4. 唐代诗人白居易；
5. 南宋词人李清照 ；6. 南宋词家、音
乐家姜夔；7. 元代戏曲家关汉卿；8. 元
代戏曲家马致远；9.清代小说家曹雪芹；
10. 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第二类是画
家：1. 五代南唐山水画家董源；2. 宋画
家梁楷；3. 宋末元初书画家赵孟頫；4. 元
代山水画家王蒙；5. 清代画家朱耷（八
大）。由于篇幅所限只好将李清照以后
的文学艺术家（姜夔、关汉卿、马致远、
曹雪芹、鲁迅）小传略去。以保障大
家对中国画家有更深的了解。

永恒的吟唱

恒远的清音——伯牙

伯牙姓俞，名瑞，字伯牙，春秋
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
一代音乐大师，作品未能保存下来，
现存的仅是他的曲名，内容多是后代
音乐家们写的。历代文献关于伯牙的
记载颇多，如荀况的《劝学》篇、《吕
氏春秋》等。

“知音”一词源于伯牙，艺术创作
中表现手法“移情”一词和比喻高雅
境界的“高山流水”一词也都源于伯
牙故事。伯牙的音乐我们只能通过荀
况的文字记载去想象了，“昔者瓠巴鼓
瑟，而沉鱼出听 ；伯牙鼓琴，而六马
仰秣”。意思是说瓠巴这个人的瑟弹得
很好听，其美妙动听的程度使水底的
沉鱼浮出水面倾听 ；而伯牙弹琴则会
使马儿忘记吃食，仰头静听……

如此悠扬的音乐是如何得来的
呢？汉末蔡邕编写的《琴操》一书中
记载了伯牙学琴的故事。伯牙从著名
琴家成连学琴，三年后琴技大长，但
创作平平。成连说自己只能教“弹琴
技艺”，而其师万子春善“移情”。于是，
带伯牙去东海寻找万子春请教“移情”
之法。到了东海却未见到万子春，只
看到汹涌的波涛，深谧的山林和幽鸣
的群鸟，伯牙心中豁然开朗，感慨地
说 ：“先生移我情矣！”于是，他面对
那起伏的波涛弹起琴来，身心贯注在
琴音之中，这琴音迎着海风，抚摸着
时起时伏的波浪，与海的呼啸声合为
一体……由此他写下了著名的琴曲《水
仙操》。此后，伯牙的琴艺日臻完善、
闻名满天下。这个故事道出了艺术创
作中的“移情”之理。只有移万物之情，
悟天地之妙境，了然于心，后方可直
“写”心迹，动人心弦。

伯牙的《高山》《流水》更是著名
的古琴独奏曲，此曲与伯牙抚琴遇知
音的故事一起流传了2000多年。当年，
俞伯牙奉晋国国君之命出使楚国。返
晋途中于汉阳遇大雨，只得停船靠岸。
伯牙取出古琴，手拨琴弦，侧盼高山，
静静听着汉水的涛声弹起琴来。突然
琴弦断了，按照古时的说法，只有遇
到懂得音乐并理解弹琴人心境的人，
琴弦才会崩断。于是，伯牙走到岸上，
见有一个身穿蓑衣，头戴斗笠的樵夫，
他叫钟子期，生活在汉水边，以砍柴
为生，闲暇时喜欢读些诗书。刚才在
附近躲雨，被俞伯牙的琴声吸引而来
到了船边。俞伯牙问他：“你听我弹琴，
但是你能听懂其中的寓意吗？”钟子
期答道 ：“能。”于是，俞伯牙马上换
好琴弦，又弹一曲。问钟子期：“何也？”
子期答道 ：“峨峨乎，志在高山。”伯
牙再弹一曲，子期曰 ：“洋洋乎，志在
流水。”俞伯牙立即走到钟子期面前，
一揖到地，激动地说 ：“我今天终于找
到‘知音’了！”雨过天晴，俞伯牙
临行与钟子期约定，“明年此时此刻还
在这里相会”。第二年，俞伯牙如期赴
会，但却久等子期不到。于是，俞伯

牙就顺着上次钟子期回家的路去寻找。
半路上，他遇到一位老人，便向这位
老人打听钟子期的家。这一打听才知
道，原来，这位老人正是钟子期的父亲。
老人告诉俞伯牙，钟子期又要砍柴又
要读书，再加上家境贫寒，积劳成疾，
已经在半月前去世了。子期去世时担
心俞伯牙会在这里久等，叮嘱老人一
定要在这一天来通知俞伯牙。俞伯牙
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来到子期
墓前，重弹“高山流水”悼念子期，
而后将琴摔碎以谢知音，发誓终生不
再弹琴。长歌当哭，吟诗一首 ：“摔碎
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
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从此，
人们以“高山流水”喻高雅境界，把“知
音”喻作知心朋友。

“三嫁”悲曲——蔡文姬

蔡文姬名琰，字文姬，又字明姬，
汉末著名琴家、诗人，“博学而有才辨，
又妙于音律”。其父蔡邕是汉末大儒，
精于天文数术，妙解音律，且是文史
大家、书法家。蔡文姬自幼耳濡目染，
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音乐天赋自幼
过人，6 岁时听父亲在厅中弹琴，隔着
墙壁就听出了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了。
其父惊讶之余，又故意将第四根弦弄
断，居然又被她指出。长大后她更是
琴艺超人。她创作的琴曲《胡笳十八拍》
流传千古，其《悲愤诗》是中国诗史
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优异的才学和幸福的家庭并未使

蔡文姬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自 16 岁
嫁给卫仲道便开始了她坎坷的人生之
旅。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卫仲道更
是出色的大学子，夫妇两人非常恩爱，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卫仲道便
因咯血而死。蔡文姬不曾生下一儿半
女，卫家的人嫌她克死了丈夫，当时
才高气傲的蔡文姬不顾父亲的反对，
毅然回到娘家。

23 岁这年，其父受董卓牵连，在
董卓被灭后未能躲过劫难死于狱中。当
时的长安，军阀混战，羌胡番兵乘机
掠掳中原一带。在“中土人脆弱、来
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朔
漠，回路险且阻。”的状况下，蔡文姬
与许多妇女被掳到南匈奴，后嫁给了
匈奴左贤王。她当时的境况可想而知，
与刘细君、王昭君、文成公主的出嫁

异邦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去就是12年，
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她
为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叫阿迪
拐，小的叫阿眉拐。此间她还学会了
吹奏“胡笳”和异族的语言。

也正是这 12 年，蔡邕的学生曹
操已扫平北方群雄，挟天子以令诸侯。
志得意满的曹操想到了老师蔡邕，当
他得知蔡邕之女被掳到南匈奴时，立
即派周近做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
璧一双，直奔匈奴赎回蔡文姬。

蔡文姬虽然思念故土，但要离开
左贤王和天真无邪的两个儿子，不知
是悲是喜，在恍惚中踏上了“回家”

的路。人生的苦楚悲凉涌上心头，此时，
留下了动人心魂的“胡笳十八拍”。

文姬 35 岁回归故土，在曹操的
安排下，嫁给了田校尉董祀。饱经离
乱忧伤，再加上思念胡地的两个儿子，
时常神情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
通文史、谙音律，是一位自视甚高的人，
对于蔡文姬自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不
满，但迫于丞相之命，只好接纳了她。
“暂得一息”的文姬尚神情未定，转年，
她的丈夫又犯罪当死。她顾不得嫌隙，
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当
时，曹操看到蔡文姬在严冬季节，蓬
首跣足，心中大为不忍，命人取过头
巾鞋袜为她换上，念及昔日与蔡邕的
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倘
若处死董祀，文姬势难自存，只好派
人快马加鞭，追回文状，宽恕了董祀，
并在董祀回家之前让文姬暂住丞相府。
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出很羡慕蔡
文姬家中的藏书。蔡文姬告诉他，原
家中藏书四千卷经战乱已全部遗失时，
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当听到蔡文
姬还能背出四百篇时，又大喜过望，
于是蔡文姬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
文无遗误，这也足见蔡文姬才学之高。

董祀被救后，倍感妻子恩德，与
文姬溯洛水而上，隐居在风景秀丽，
林木繁茂的山麓。二人生有一儿一女，
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为
妻……文姬半生坎坷终得归宿。

狂士李白
唐 代 李 白 被 称 为 诗 仙（ 公 元

701 ～ 762 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终生狂傲不羁，形骸放浪，超然不群，
自称酒中仙。好剑、侠义，诗情、气
节皆狂纵，杜甫评其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李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
狂士。

他出生于西域碎叶，是凉武昭王
李暠第九代孙，属李唐皇室，其前辈

“谋逆”，窜至西域。5 岁其父带他潜回
蜀郡，定居剑南道昌明县青莲乡。途
中的长河落日、疾风劲草、莽荡荒原
深深地映入了诗人的脑海，为他日后
狂纵诗意注入了难言的气象。据记载 ：
他“五岁咏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
以来，颇得闻矣”；“十五观奇书，作
赋凌相如”。少年时代便名震西蜀。并
好剑、求道，更喜研“王霸之术”对
春秋纵横之道了如指掌。这些造就了
他既有超凡脱尘的思想 ；同时又具纵
横报国的政治抱负。

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
尔后，娶前丞相许圉孙女，入赘许家。
一心想施展抱负的他，并未因此而找
到机会，一因“入赘”在古时很掉价 ；
二因地方察举官员很是看不惯他的“颓
唐浪荡和狂傲不羁”。

在此后十年，他游历了长江，黄
河中下游的诸地。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
年，他曾一度到长安，争取政治出路，
遇宰相张说之子张垍，备受讥诮。后
拜访了贺知章，贺虽无法推荐李白，
但二人一见如故互为激赏，使李白开
怀不禁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只好失意
而返。

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李白
42 岁，被玄宗召入长安，奉翰林。满
心欢喜的李白，作了几日文学侍从后
才明白，他并无官职，平日只是陪皇
上娘娘遣兴、抒怀时，写诗、填词而
已。可以想象这份差事李白怎能忍受，
不满两年就被辞掉了。李白又开始了
“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的狂士生活。
天宝三年，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
结成好友，次年分别后未再会面。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
正在宣城（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
年 12 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
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幕府。永王触怒
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在郭
子仪的相救下，被系浔（今江西九江）
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
途中遇赦得归，时已 59 岁。晚年流落
在江南一带。61岁仍豪情、狂热的李白，
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
伐安史叛军时，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
半路因病返回。

晚年极度贫困的李白，62 岁时在
他的从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给我们留下了 900 多首诗，我们从诗
中仍会看到他那狂放、豪情的一生心
迹。

解读“花山岩画”（一）
|| 张宏庆

小学课本上那幅张开双臂的赫红
色“小人”，在记忆里是缤纷奇妙；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双手上
举、两脚下蹲”的岩画出现在卷轴上，
令我印象深刻；2016年 7月 16日，一
条新闻“花山岩画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又让我感叹。这一次次的不期而遇，
触发我前往花山“读画”的意愿。

花山岩画是广西左江流域岩画的
精华，壮族先祖骆越人留下的文化瑰宝，
世界岩画的极品。这样一处奇妙山水，
看画的心情几乎到了“挑灯夜读”的滋
味。于是在南宁活动之后，即刻启程去
花山。但要看懂那些“天书”般的岩画，
想必壮族人是自己民族的知音，所以，
就在花山民族山寨码头乘船时，就挑了
一位“地道”的壮族长者，期盼他助我
读懂岩画里藏着的秘密。

明江虽不是很宽，但江水飞流东
去。立在船头遥望，此时正值盛夏，沿
岸连天茂林，簇拥着连绵山峰，白云在
碧空中飘渺，倒影在波光潋滟之中，水
光摇曳，影如梦幻。一面面峭壁临江对
峙，一会儿挡拦江水的去路，一会儿又
蜿蜒成直角，左右分道回旋，行走了十
多里水道，竟拐了“十二道弯”。这般
入境“读画”的意妙，果然让我有了“低
头一拜屠羊悦，万里浮云过太虚”的释
怀与畅快。

花山就在这“山重水复无流处，
船到崖壁又一川”的迂回中，显露其绿
影。用壮族话说，花山叫“芭莱”，就

是画得花花绿绿、有花纹山的意思，老
船工这才拉开了话题。他说“远古时期，
这里住着一个叫蒙大的奇人，有一年兵
荒马乱、百姓苦不堪言，蒙大想造反，
却无兵马刀枪，愁闷地坐在山上。这时
路过一位白发老人，送给他纸和笔，并
说‘你在纸上画兵马刀枪，等到满了
一百天就会变成真的。’老人说完便飘
然而去。此后，蒙大就关在家中画画，
他的母亲觉得儿子太奇怪，就在第 98
天时，趁蒙大外出打开他的画箱，刹那
间，那些尚未成真人马的纸片哗啦啦飞
出，粘在崖壁上，就变成了花山岩画。”

听到这个奇谈，我觉得好笑中也
有几分可信。花山岩画由于没有文献记

载，人们用想象力想出许多起源的传
说,也许就是族群文明的始祖，况且神
话故事在世界多种文学中都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历史把伟大的作画人忘记，
花山岩画却受益于这座水上的断崖，留
存至今。

由于“世界级遗产”保护的升级，
人们不能下船登岸看画，只能在船上靠
近仰视。岩壁上那些被岁月风雨冲刷得
有些模糊、残缺的画面，像是蒙上了神
秘的面纱，让人浮想联翩，神游画外。
一片片赤红如血的画面，喧闹而热烈，
既像庄严的祭祀场面，又像铁骨铮铮的
兵马阵，也像狩猎归来的欢乐场，似乎
传来“铜鼓声声、人欢马跳、欢声雷动”

的远古龙吟！
老船工说，花山岩画面积大约有

9000平方米，大都画在5~20米的高处，
离地面最低的也有两米高，最高处则达
130米；单体的最高有4米，最小的仅
有人的巴掌大，可数图像有近两千个。
岩画中太阳形的圆形由中心点向外辐
射，人物姿态都有双脚“八字”蹲、两
手上举、双脚下弯曲蹬，两臂前撑；画
中狗的形象作侧向小跑状，刀、剑等佩
在人物腰间，铜鼓数量多，鼓面上有光
芒……这多种元素构成 100多组，在
岩壁上交织并存。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幅配有坐骑
的巨人，居于正中上方，身高数米，双
腿叉开弯膝而立，腰挂刀剑，头戴虎冠，
双臂高举，剽悍刚毅地俯视着场上的人
群，看上去像是部族首领，指挥着部落
会盟、庆祝娱乐或是巫术祭祀。周围还
有侧身人像，有的头戴兽饰，有的赤身
裸体，男女混合搭配，莫非是许多小部
落蔟聚在“大首领”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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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艺术画廊”栏目征稿：

为活跃航空人绘画艺术生活，本
报“艺术”版设立“航空艺术画廊”栏
目。征集稿件：绘画作品一幅，电子版，
1M 以上，配两三百字讲述创作感受或
画中的故事。请注明单位和作者。投稿
邮 箱 ：houxiaotao@cannews.com.cn， 联
系电话：010-85672338，联系人：侯骁韬。

田鹏健“秋虫诗意”

�| 诗、画作者　田鹏健　

秋虫诗意

昨夜喜降无忧雨，
今现碧空浮云闲。
临窗静闻蟋蟀叫，

  立秋万户酒肉香。������
�
� ——立秋节气，田鹏健自作诗一首。

“航空艺术画廊”栏目征稿：

为活跃航空人绘画艺术生活，本报“艺术”版设立“航空艺术画廊”栏目。
征集稿件 ：绘画作品一幅，电子版，1M 以上，配两三百字讲述创作感受或画中的
故事。请注明单位和作者。投稿邮箱 ：houxiaotao@cannews.com.cn，联系电话 ：
010-85672338，联系人 ：侯骁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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