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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奶奶告诉你 ：
       画画什么时候都不晚！！

|| 文　行间

美国的摩西奶奶和中国的梵高奶奶（常秀峰）都
是70岁后才开始画画，而且一举成名。二人还有惊人
的相似之处，她二人都是纯粹的乡村妇女，都没有受
过什么文化教育和美术专业教育，二人基本没上过学，
纯粹的贫苦农民家的女儿。然而，同样经历过历史苦
难（二战）的人生，并没有使她们失去人生的信心，
相反，她们对生活充满热爱，对乡村生活充满美好的
回忆。她们并不觉得农村的生活是平淡、艰辛、苦涩的，
她们认为生活本应就是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大自然
更是了充满无尽的美丽和喜悦。

摩西奶奶

美国的摩西奶奶（1860~1961年），全名是：安娜·玛
丽·罗伯逊·摩西。她1860年 9月 6日生于纽约州格
林威治村的一个农场，一个贫穷农夫的女儿，她家一
共10个孩子。她从小就生活在农场，长大后毕生在农
场度过。27岁的她嫁给Thomas|Moses，他们都在一
个农场上工作。后来她重回纽约州，在离出生地不远
处生活了将近20年，以刺绣乡村景色为乐。像她母亲
一样，摩西也生了10个孩子。她的双手被擦地板、挤
牛奶、装蔬菜罐头等琐事所占有。直到76岁因关节炎
不得不放弃刺绣，开始绘画。摩西最早的绘画是柯里
夫和艾夫斯图片和明信片的临摹品。不久她根据对农
场的早期生活回忆而创作，主要描绘是童年时的乡村

景色，喜作全景风景风俗画。摩西的风景画能敏锐捕
捉到季节、天气和时间的细微差别。她的作品并不仅
仅是个人生活的记录和对过往的伤感怀旧，她描绘的
是永恒的东西。摩西的作品多使用怀旧的标题，如《感
恩节前捉火鸡》《过河去看奶奶》等。摩西在她 80岁
时即 1940 年在纽约举办个展，引起轰动。此后她的
作品成为艺术市场中的热卖点，并且赢得了很多奖项。
自 20世纪 50年代起，摩西就受到公众的关注。那时
她的作品开始在美国及欧洲畅销。中国首次出版她的
随笔作品《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在她100岁的
时候，纽约州将她生日那天命名成“Grandma|Moses|
Day”。摩西奶奶享年101岁，在2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
她共创作了1600幅作品。

梵高奶奶

中国的“梵高奶奶”，真名常秀峰，生于1929年，
她和摩西奶奶一样都是朴实的农村妇女。她是河南方
城县江家村人，自幼家境贫苦没上过学。但就是这个
从未读过书，画过画，一辈子没见过市面的农村老太
太，70岁第一次拿起画笔，竟然一鸣惊人。这个人就
是被媒体称为“中国的梵高奶奶”。她 70岁拿起画笔
还要从她的儿子说起，她儿子在广州一家报社当记者，
结婚后，将70岁的母亲接到广州准备让老人安享晚年。
但老人来到城市非常不适应，但因为孙女上幼儿园需
要她接送，才强忍着留下来。一天，5岁的孙女问她：
“奶奶，山楂树长什么样子啊？”老人一听可来了精

神，老家房前屋后种了好多山楂树，每到秋天结了一
树的山楂，像一个火红火红的小灯笼，漂亮极了。可
无论老人怎么解释，孙女还是不明白。老人看见桌上
孙女的一盒蜡笔，突然灵机一动，用蜡笔给孙女画了
起来。没想到这一画，画得还真像，把孙女高兴坏了。
孙女看着不过瘾，央求奶奶：“真漂亮，再给我画一张
吧。”就这样，每次老人哄孙女玩的时候都给她画两幅
画，什么爬满树的蚕宝宝，什么老母鸡领着小鸡觅食。
孙女每次都高兴极了。老人的绘画天赋很快被儿媳妇
发现了。儿媳妇从事美术设计工作，发现老人的画法
淳朴、色彩艳丽，一种醇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从
专业角度来看都不禁让人赞叹。但她怎么也不能相信
这些画竟然出自一个目不识丁的70老妇之手，于是马
上拿给丈夫看。|老人的儿子看了画目瞪口呆：“我长这
么大，还从未见过她画画啊！”儿子和儿媳就极力鼓
励老人画画，没想到，这一画就一发不可收之。老屋、
石磨、猪圈、飞鸟、荷花、水牛……记忆中老家的生
活在老人的笔下复活。《冬天里的村庄亲人》《夏天的荷》
《秋天的高粱》《石头猪圈和鸡》《老房子上的秋天》《紫
荆花》《饱满的谷穗》……儿子将其画作帖到网上，引
起极大反响，网友们亲切地称她为“中国农村的梵高”。
老人的博客访问量达十几万。老人的画不仅在网民中
反响强烈，而且震惊了中国美术界，得到美术家的认可。
著名画家陈丹青说奶奶的画是“质朴的震撼和心灵纯
净的体现，她用纯真无瑕的眼睛，去观察和感受生活
的真谛。”

她的画，就是她的乡村生活史。她说梵高的《星空》
她看不懂，但她认为梵高的向日葵没她画得好。“这个
叫梵高的人一定很不开心，他的向日葵不伸展，画得苦。
我的向日葵有阳光温暖她，有土地养着她，有水滋润
着她，就像我画她的心情一样，很幸福。”她到今天也
不明白自己跟梵高有什么关系，她甚至不承认自己是
个画家，她说：“我就是个农民啊……”

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深深地感受到：“人生永远没
有太晚的开始”，只要你对生活充满爱，随时可以拿起
画笔画出你人生希冀的美丽。

《摩西奶奶作品》 《梵高奶奶作品》

黄青临宋画——与古人的对话

我业余学工笔画有一年多时间
了。作为初学者，课堂内外临摹的
作品中最多的就是宋画。宋画讲究
写实与意境结合，是目前为止丹青
画作的最高峰。每回我临摹宋画的
时候，都仿佛是和宋人的一次对话。
宋代距今 800 多年，宋画精品传世

至今，很多已经是佚名。画的作者
是谁？他做这幅画时是什么心情？
表达的是什么意境？让我不禁浮想
联翩。而工笔画本身就是一个追求
完善永无止境的过程。我想，要是
宋画的作者今天醒过来，也忍不住
还会再修改上几笔吧！

临宋画小品《山茶蝴蝶图》

江南第一大龙

|| 文　张宏庆

注目城郊秀色，石塘人家、骆
山大龙、汤山七坊、茉莉花乡……这
些来自于金陵的“美丽乡村”。2013
年，骆山大龙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如今陈列在天生桥博物馆的
这条龙，是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条
“龙”，有“江南第一大龙”的美誉。
龙身巨大，体长百米，也为竹编手
工制作。舞龙时，人数高达五百多
人，仅舞龙头就得有五十多位年轻
力壮者。仔细端详腾云行水的龙身，
还发现数百年来，凝聚血肉相连的
情感密码。骆山大龙源于明代“万
历中兴”初期，迄今有 500 年历史，
是南京市溧水区骆山村的传统民俗。
起初，骆山大龙依据神龙托梦给的
尺寸，汇聚“巧手达人”技艺，融
入民间艺术构思，精心制成“江南
第一大龙”。龙头以竹篾扎制、用纸
糊就，足有四米多长，还加了泥塑
手捏戏文 ：有热血三国群英、水浒
英雄好汉、忠烈杨家将、包拯出巡等，
及各显神通的八仙、吉祥如意的福

禄寿三星、财源兴旺的刘海戏金蟾
等 ,|造型生动悦目 ；还有麒麟祥兽、
喜鹊站梅、梅花鹿、桂鱼、蝴蝶等
散布其间，配合龙头凹凸起伏，意
象兼备，平添了栩栩如生的艺术美
感。

骆山村自古紧邻石臼湖，相传
在明朝万历年时，石臼湖飞出条白
龙作祟。这白龙本是邻近胭脂河边
春姑因食水中漂流的苹果所生，可
那个春姑却被人指责伤风败俗，最
终凄惨而死。此后，白龙每年都绕
坟祭拜其母，来去狂风暴雨，惹怒
了天上的玉帝，下令让法力广大的
天师斩杀。此刻，白龙哀求村民救命，
村民念其孝母之心，就向天师求情
只斩了龙尾。白龙从此成为村民求
雨止雨、降福灭灾的湖神。

为了纪念白龙，每年春节骆山
村舞龙时，村民们身着白色衣裤、
头巾，用满腔热情舞起一条无尾的
骆山大龙。在此起彼伏的锣鼓唢呐
声中，龙起翻涌，从龙王庙摇头摆身，
向冬季湖水退去的滩涂冲去，昂首
躬身，能细能巨，能短能长，似遨
游沧海。

航空人
    说艺术

航空艺术画廊

孙其峰：
美术姓“美”不姓“丑”！

变形是手段，表现是目的。通
过夸张、变形塑造更美的形象。美
术就是创造美的技术，而不是丑术。
夸张也好，变形也好，你描绘的对
象越夸张越生动，越变形越让人看
着美，那就是艺术所需要的 ；倘若
越变越丑，越夸张越离奇，那夸张
和变形又有什么意义呢？只管任意
夸张、任性变形，不顾艺术的规律，
总是行不通的，要知道，美术还是
姓“美”，不姓“丑”的。

大写意因何变形？大写意花鸟
画之所以要变形，其原因不外两个
方面。一是通过变形，可以使“神”
更为突出，即不受造型的真实所约
束，可以更自由地使“神”在原有
水平上再提高一步。这就是古人所
说的“遗形取神”，或“物外得似”。

另一原因是因为大写意笔墨精简，是
不便于取尽物态的。只有高度精练
的笔墨技法，才能够取得大写意应
有的那种效果强烈的艺术特色。那
种认为大写意花鸟画的变形是造型
上的低能观念，是一种误解。

不求形似亦不离形似。“变形”
要比单纯的写生更难，更高一档。
但“变形”如何变？不是胡变乱变，
变形要“不离形似”。完全离开了形，
神从何而来？更何况变形也有高低
之分。夸张与变形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取神”。中国传统说法叫
作“夸不失实”。写意画，贵在不求
形似亦不离形似。此所谓不求形似
者，非置形似于不顾，盖不斤斤于
形似者也。唯其不斤斤于形似，乃
能物外得似，遗形取神。 

梵高奶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