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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生活，才能永葆鲜活
王 瑨

漫画往事漫出味
——序一丁漫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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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漫者，漫然也；画

者，刻画也；漫画者，漫然刻画也。

从浅表看，漫画是笑的艺术，但仅

仅把漫画理解成笑的艺术，则未免

失之肤浅片面。有人曾把漫画喻为

绘画、哲学和文学的混血儿，认为

漫画既有绘画特征又兼具哲学和

文学内涵，是集绘画、哲学和文学

为 一 体 的“ 交 叉 美 学 ”“ 边 缘 艺

术”。其释义虽有调侃之意，却也道

出了漫画的本质特性。纵观漫画历

史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大到政治题

材的讽刺漫画，还是小到生活题材

的幽默漫画，从匕首投枪到孤高奇

崛，皆具引人开怀、发人深思、启人

心智等多重功能，蕴含着时代风

尚，始终是社会的体温计。可以说，

漫画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凝聚着人

类文明的精粹。

初识一丁，感受最深的便是他

常常发髻飘逸，身着中襟对褂，脚

蹬圆口布鞋，肩跨相机兼手机，喝

酒豪爽，品茶有味，言谈娓娓，浑身

上下散逸的率真、随性和自然，这

分明就是巴蜀民众眼里资格的散

仙。散仙亦可称为半仙，其形象本

身极具漫画特质，他们大多不拘一

格，外散内聚，从容达观，机敏谐

趣，雅中携俗，俗中藏雅，他们到哪

儿，欢喜就在那儿落地生辉；他们

信奉我散故我在，我仙故我存，如

尚动之水，随物赋形，流贯其中，在

方为方，在圆为圆，满满的地域自

豪，文化自信。这大概是得益于水

文化的滋养吧。水是生命之源，也

是巴蜀民众的生存之本，水文化是

巴蜀文化的核心。自打都江堰竣工

伊始，一改成都平原“夏日消溶，江

河横溢，人或为鱼鳖”之惨状，使之

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

年，谓之天府”。至此，水在巴蜀治

水中开始了千古流觞，在自然流淌

时，它纵横阖捭，滋润沃野，造就了

“扬一益二”的繁侈；在文化流淌

中，它海纳百川，厚德载物，默默孕

育积淀着巴蜀文化；在文明流淌

里，它人、地、水和合相生相伴，丰

厚和构建着“天人合一”巴蜀文明

乃至中华文明。不记得是哪位名人

曾说过：“有了它（都江堰），旱涝无

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

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

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

此，可以说，它永久性的灌溉了中

华民族。”

一盆巴山蜀水、万卷天府之国

显示出蜀国多仙山、众山邈难匹的

神秘、神奇、神妙。吾以为，巴蜀民

众以水流众漫无声的耐性，对日常

生活很仔细，很讲究，很挑剔，快节

奏慢生活就是悠闲安逸的现实演

绎；其精神世界追求的和而不同，

以整体包容个体，以个体共享主

体，在矛盾中寻找统一，修身养性

处世之道，就是包容共享的真实写

照，这本身就是一幅幅历史和现实

场景中的图像文学（漫画另一种称

谓），漫画简约、瞬间、片段、场景则

适宜表现巴蜀民众的现实生活、意

志情绪、精神世界。自幼生于斯长

于斯的一丁浸润着巴蜀大地的文

化滋养，流淌着巴山蜀水的隽秀清

迥，对这方热土爱深深、情切切。他

幼年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练就了扎实的“童子功”，表现出过

人的禀赋。多年的海军生涯历练了

他顽强向上、创新求变的内在品

格，电影文宣、艺术教育、专美编辑

等多岗位的阅历积淀了丰厚的艺

术功底和人文底蕴，在多个相关艺

术领域斩获奖项无数。

一丁的漫画多善取巴蜀民众日

常生活场景，或人情世故，或动人情

趣，或自然风貌，散发着浓浓的生活

气息，具有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特

点。常以单幅形式出现，其风格简易

朴实、意境隽永含蓄，笔调简洁而流

畅，巧用变形、比拟、象征的方法，构

成幽默，诙谐、机趣的画面，以达到

讽刺、自嘲或颂扬的效果。颇有些丰

子恺的遗风，黄永玉之意蕴，是不可

多见的艺术佳品。此外，一丁旅足多

远，涉猎多样，学养深厚，他在谈“漫

“说”“画”曾言道：在绘画艺术的餐

桌上，漫画似乎可以充当一碟开胃

菜，或是下桌前的“泡菜”，却始终入

不得“正菜”，也终究成不了“当家菜

“或“盖面菜”。这有点像正剧与大片

江湖中的“丑角”，做不了主角，当不

了配角，却又不可或缺。回到餐桌

上，顶多像佐料瓶中的盐。盐的美妙

就在这多不得还少不得：少则无味，

多则废菜。盐，价廉且无色相；有点

像戏剧中的“哑剧”，靠肢体语言混

饭，靠诙谐和幽默拉客，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其语境语意尽在简约

中，故而多了一份“天真”“稚气”“拙

趣”与“漫味”。“泡菜”要泡到位贵在

恰如其分，漫画要漫出味贵在浓缩

与搭配。此番高识，水文化浸泡，无

为而无不为，柔弱活灵，以柔克刚，

不偏不倚，好比高人之明察，君子之

包容。我深以为然。

静静品茗之际，细阅《蜀味半仙

集》。一幅幅漫画简洁朴素、形漫神

聚、耐人咂摸、回味无穷，对人物细

节的勾勒和刻画，铭刻着时代的烙

印和巴蜀文化包容含蓄的特质。他

对人物主体进行艺术加工和刻画，

以幽默滑稽谐趣的形态出现，人们

对这种“丑”的形态加以分析、判断、

扬弃达到协合的肯定，对美的。他融

合了“点子派”与“技法派”之优长，

“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孙过庭《书

谱》），在构思精巧、勾勒简洁、笔法

细腻的简笔画中，综合了艺术精、刻

画巧、叙事强三大特点。《老烟根》一

位较富态的老汉儿，在折叠马架子

上悠闲地“葛优式躺”，耳挂墨丝眼

镜，闭目养神，思索星空；右手五指

奓开掌倒一支老烟根儿，嘴里吧唧

吧唧，吸呼间吞云吐雾，烟飘屋外；

左手抚按翘起的右腿，时不时地在

磕膝头儿上敲一下，饱食终日、有所

用心、活灵活现的半仙形象，就现在

而今眼目下了。配上打油语言，妙趣

横生，契合当下自媒体传播所需要

的气质。这幅表情包，复盘重温，总

有新的笑点和感动被发掘。社交网

络已成为人际交往最主要载体，一

向舒适安逸的巴蜀民众压力越来越

大，工作越来越忙，生活越来越不容

易，快乐和消遣是一种最普遍的情

感需求，老烟根这类“表情包”正在

不动声色地吸引着本地民众乃至天

南海北的人们，也成为对抗现实疲

惫的方式之一，大众情绪的解压阀

和突破口。《品茶知渔》“在漫步登竹

楼，江水向东流”的画面下，呈现出

“老朽”品茶凝视“鱼鹰站船头”的超

脱，有盐有味；《大前门耳朵》以独具

成都特色的非遗文化为切入点，再

现了老成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画中既隐含着出世的超然之意，又

浸润入世的眷眷之心，是那种让人

感动的平凡，令人回味的感叹。流畅

的线条和诙谐的画面，勾勒出芸芸

众生的社会百态，质朴的诗意、清逸

的境界跃然纸上，这是想象的丰富、

情绪的抒写、理性的张扬。漫画既通

过简洁的画面表达出明确的主题，

又体现他敏捷的思维和哲学的理

念，散怀任情、脱尘去俗，还携细致

入微的描绘强化了视觉艺术效果，

不时营造出一种非现实的虚拟场

景，引起人们的欣赏趣味，一幅画呈

现一段往事，一幅画勾勒一片真情，

一幅画描绘一个年代，一幅画体味

一种人生也就顺理成章了，一丁扎

实的功底可见一斑。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改变

人们生存方式的两大主导精神——

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把人从自在

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的

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逐步培养起

非日常生活主体的创造性和主体精

神。虽然，巴蜀民众的日常生产、日

常消费、日常交往以及日常思维活

动也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即人

的生存方式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

改变。但民众在文化心理和思维定

势上特有的浪漫奇特、仰望星空、富

于梦幻的思维传统，从三星堆人的

奇特想象，到李白、苏轼的豪放与梦

幻，到郭沫若的泛神与浪漫，再到今

天巴蜀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

韵，心灵世界无不拥有无尽的意象。

正是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作为养

料，一幅幅“人像”“心相”通过一丁

的笔触和线条得以更加灵动，一种

新的画风和多种艺术形式的转换在

他的思绪中喷薄欲出。巴蜀民众多

样喜怒哀乐的“生活流”，经他的漫

画演变为“艺术流”，继而成为独特

的文化“现象流”，这都使一丁的漫

画神气高清，发散出气韵生动的艺

术生命力。

我们祝福并相信一丁在今后的

艺术创作上日益精进、日臻纯青。

是为序。

素描春天 张成林（江苏）摄

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简单的

居家场景，相声演员一边调试手

机、一边抖包袱，这是综艺节目《欢

乐喜剧人》的“云录制”。依照线上

约定的时间，天南海北的普通人拿

起手机，记录并上传自己的抗疫日

常，这是纪录片《余生一日》的“云

记录”……“云创作”是文艺与技术

的深度融合，打破创作和接受的传

统界限，重构文艺作品创作、传播、

评价过程。

文艺创作如何表现生活和提

炼生活？未来的线下文艺如何发

力？传播虽然在“云端”，“云创作”

却始终紧贴着生活的背板，作品的

时效性和生命力也得到了更直接

的显现。

从文艺的发展可知，无论媒介

如何迭代升级，无论技术如何日新

月异，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或者说

文艺作品的“主角”始终都是生活。

最终打动人、能够流传下来的，是

人类丰富而厚重的历史实践，是人

类精神和心灵的成长。我们这个时

代的文艺同样如此，拓展观照现实

的广度，充分表现生活的温度，记

录精神的高度，是文艺作品葆有活

力的关键。

找准叙事切入的角度，以情动

人、以小见大，是重要的发力点。疫

情期间，Vlog（视频日记）成为“云

创作”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些“云

端”上的故事，记录的多是生活细

节，传达着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大

雪纷飞的深夜，一个普通的值守人

员在社区卡点坚守；深夜两点的医

院，一位“95 后”护士在防护服上

手写“精忠报国”；寂静有序的城

市，坚持工作的快递小哥和志愿者

奔波不停……这些被口罩遮挡的

面孔逐渐变得清晰，他们在平凡的

岗位恪尽职守、埋头苦干，又在危

急时刻勇于担当、燃起信心与希

望，创造不凡的“高光”时刻。在抗

疫这个大主题之下，一个个鲜活生

动的人物形象既有个性、也有共

性，将人与人、人与社会紧密连接

起 来 ，因 贴 近 而 共 情 ，因 真 实 而

共鸣。

不拘一格、不泥一式，深入生

活、全方位展现生活，逐渐成为一

种创作共识。武汉火神山医院、雷

神山医院建设现场的 24 小时“慢

直播”，被称为新的纪录片模式，吸

引了近 1.2 亿网友在评论区打卡留

言，“武汉加油”响彻“云端”，镜头

中呈现的中国速度，凝聚起抗疫的

力量与信心。直播的屏幕外，观众

不仅是内容的接收者，也成为了创

作者、传播者。技术标准也不再是

羁绊创作的门槛。“全民合拍”抗疫

纪录片《温暖的一餐》中，构图并不

精美的画面、对焦也不大精准的镜

头，都被录编成片，武汉人积极生

活的一个个故事成为被关注的真

正焦点。这种“粗粝”的质感也成为

特殊时期影像叙事的一部分，展现

出“原生态”记录的生活本质。近年

来 ，电 影《我 不 是 药 神》、电 视 剧

《鸡 毛 飞 上 天》、纪 录 片《四 个 春

天》等作品，也都以不同形态的影

像书写，构建起立体多元的生活

图景。

文艺作品接受与传播的过程，

是心与心交流的过程。如何把握创

作与生活的距离，往往决定着故事

能否打动人心。缺乏细节，人物形

象便流于概念化；没有提炼，故事

便成为流水记录。精准捕捉时代洪

流中的微小浪花，在澎湃激越中碰

撞出创作的新思路，方能以普通人

的故事打动更多普通观众。而创作

也不仅是对现实的映照，更是来源

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审美创造

和精神引领。

作家路遥曾说，生活总是包含

着更广阔的意义，有时候，它把现

实变成了梦想，有时候又把梦想变

成现实。融媒体时代重温这句话，

我们依然会有共鸣。是的，再高超

的技术技巧也无法替代生活真实

的一角，再震撼的视觉奇观也不及

真人、真事、真情触动心灵。只有深

深地拥抱生活，作品才能永葆鲜活

的生命力。

河南发现大型商周遗址
出土甲骨文记载的罕见
人祭遗存

新华社郑州 4 月 12 日电（记者

桂娟 李文哲）“这具保存较好的人

骨，形如‘坎’字的甲骨文。像这样呈

跪姿，且可与甲骨文中的字形对照上

的人祭现象实属罕见。”柴庄遗址发

掘项目负责人梁法伟说。

在河南济源柴庄遗址的发掘过程

中，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大量墓葬及

晚商祭祀遗存，为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形

态及礼制变迁提供实物资料。其中，一

处独特的人祭现象引发业界关注。

身首异处，面朝北方，双膝跪于坑

内，两手交叉放在身前。梁法伟介绍

说，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朝盛

行祭祀文化，先民用“社”“示”“坛”

“坎”等象形文字记述不同形制的祭祀

活动。其中，“坎”字描绘的便是将人或

是牲畜放在坑中的祭祀方式。

此前，考古发现的人祭现象多为

躺姿。专家推测，呈“坎”字形的祭祀方

式尽管在目前考古发现中出现的数量

极少，但既然能与甲骨文中的记载相

照应，或许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柴庄遗址所处区域是商王朝经

略晋南的要地，也是文献记载周武王

伐商的必经之地。这里扼守轵关陉东

端，北依太行山，南部为黄河，地理

位置显要。

目前，考古人员仍在对遗址情况

进行综合整理分析，结合遗址布局结

构及出土的丰富遗物，包括陶器、石

器、骨器、蚌器、玉器、原始瓷和卜骨

等，还原聚落的基本面貌。

在网上浏览野菜图片，不经意

间，一盘地渣皮的图片出现在我眼

前：剔透的墨绿色，夹杂些微黄或蓝

绿，略呈半透明，软兜兜的，泛着光

泽……一时间，一股淡淡的春野清香

与浓浓的泥土气息透过屏幕扑面而

来，曾经在舌尖上滑过的鲜美滋味又

浮上了记忆。

地渣皮是我们家乡的叫法，它的

学名叫做普通念珠藻，也有叫地皮

菜、地软、地木耳的。这是一种富含营

养的野菜，一般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

方，有点像泡软了的黑木耳。地渣皮

生长范围很广，对气温的适应幅度也

非常大，但平时并不多见，往往于春

夏季节的雨后，在不受污染的山地草

坡上才能见其踪迹。

儿时物资匮乏，我和小伙伴们常

常牵着牛儿到山地河坡处捡地渣皮。

牛儿安静地吃着草，我们把牛绳一

扔，就赤着脚在湿软的地上四处奔跑

找寻。当团团簇簇的黑色地渣皮出现

在眼前时，我们会嗷嗷大叫着扑过

去，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用手一把

一把地将地渣皮从草丛间捧出来，触

感冰凉柔软、滑腻软嫩，一想到地渣

皮的美味，我们就迫不及待。

捡地渣皮是快乐的事，但将它洗

干净却是痛苦的。地渣皮中混杂着大

量的草屑和泥土，我的母亲一般会用

清水将其泡一晚，让它们尽情地发

长，褪去外层的泥沙。次日，再把地渣

皮倒进篾筛里，端到塘边上去洗。浸

泡在水中的地渣皮，只需轻轻搓揉，

剩余的泥沙就能分离出来，反复揉洗

的过程中，还得细心地剔掉那些隐藏

在褶皱之中的枯草、杂质，洗不干净

的话，吃着会碜牙。

我吃得最多的是瓦罐煨地渣皮，

这也是母亲的拿手做法。母亲将洗净

的地渣皮在锅里煮一会儿，加盐、油、

红米椒等佐料后倒入陶制的瓦罐中；

从土灶里扒出柴火的灰烬，将瓦罐放

入其中，利用余热加以煨炖。待到清

香溢出，地渣皮就煨好了。揭开瓦罐

盖子，撒入葱花，即可品尝。此时的地

渣皮丰满粘稠、入口微辣、清香嫩滑，

吃上一口，一股舒爽的感觉自舌尖传

遍全身。

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了“葛

仙米”（近似地渣皮的一种拟球状念

珠藻）的烹法：“细捡淘净，煮半烂，用

鸡汤、火腿汤煨”，这可能是此类食材

最讲究的吃法。当然，我还吃过地渣

皮炒韭菜、地渣皮炒鸡蛋、地渣皮炒

雪菜、清炒地渣皮等。其中，地渣皮炒

鸡蛋兼具鸡蛋的滑嫩和地渣皮特殊

的清香，好吃得让我咬舌头；地渣皮

炒韭菜则要采取焖炒的方式，具有益

气补肾的功效。

凉拌地渣皮则是我的最爱。妻子

做此菜时总要下些工夫：地渣皮洗

净，小米椒切碎，小香葱切花，蒜瓣切

末；将洗净的地渣皮倒入沸水锅里，

焯至锅开后捞出控水；小米椒碎、葱

花、蒜末放入料碗，加白糖、香油、生

抽和盐，调成味汁；把味汁浇在地渣

皮上拌匀即可，尝上一口，真真的鲜

透齿颊，满口生香。

明代王磐编纂的《野菜谱》中描

绘了这样的情景：“地踏菜，生雨中，

晴日一照郊原空。庄前阿婆呼阿翁，

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

还家饱食忘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

这首歌谣记述了百姓以地渣皮充饥

救荒的情景。可见，地渣皮不仅美味，

更是大自然的恩赐。

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不识地渣皮。

对于漂泊在异乡的我而言，对地渣皮

这样的童年美味却总是难以忘怀，当

然，除了萦绕舌尖的那份鲜香滋味

外，更多的是因为那份时常涌动在心

头的回忆，让我让忍不住一次次地回

望故乡。

资阳市开展“新华文轩杯”
新冠战疫“我知、我绘、
我写、我唱、我示范”活动

本报讯（杨凡）为做好全市中小

学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引

导中小学生在假期中了解掌握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常识，自觉加入抗疫行

动。近日，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资阳

市文明办联合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

在全市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了“新华文

轩杯”新冠战疫“我知、我绘、我写、我

唱、我示范”作品征集活动，活动开展

以来，受到社会、家长和学生的一致

好评。经广泛征集，共选送手抄报、书

法、征文、视频等抗疫作品 3000 余

件，通过初步筛选、专家评选、网络点

赞、集中评审等环节，共评选出一等

奖 12 件，二等奖 24 件，三等奖 40 件

和优秀奖若干。评选出优秀指导老师

13位，优秀组织单位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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