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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史书轻轻翻：韩熙
载夜宴、千里绘江山、展子虔游春、
簪花仕女卷……书香绕鼻尖，画色千
年艳，中国传统色，不惧光与年。

“色彩”是中国绘画的重要体系，
是社会文化观念的赋彩，是文化表现
形式上的“中国符号”，是对社会文化
观念的理解与认同、表述与还原。因
此，自然界中的五颜六色，被华夏文
明赋予特殊的文化内涵与使用指向，
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有规律可循的视觉
符号，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彩观”。

我们的祖先用“五行”即金、木、
水、火、土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
起源，以“五色”为正色，即青、赤、
黄、白、黑来表述中国绘画色彩的始
源。因此，中国人的色彩观与五行思
想有着密切的关联。“五行”是祖先对
自然界万事万物所具属性的高度哲学
概括，不仅是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五种
物质，更是一种对事物的描述和概
括。《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
金曰从革，土曰稼穑”。“五色”是色彩
形式美的标准之一，《考工记》中“画
缋之事”一章反映了此观念对中国画色
彩的影响。“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
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
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
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
也……”。

所以，古人把赤、黄、青、黑、白五色
列为最纯的正色，把色彩分为冷暖两种
不同性质的颜色，又因其矿、植物质颜
色的属性与特点，对其分类。比如赤
色有五种：朱砂、银朱、赭石、黄丹、朱
标；白色为“重色”，包括白垩、铅粉、蛤
粉……此外，矿物质颜色还有玛瑙、珊
瑚、宝石、松花石、琥珀……植物质颜
色听起来就鲜艳得多：红蓝花又叫红
花，紫铆又叫紫梗，檀木又叫苏木，蒜黄

又叫月黄……
中国画的颜色发展，从单色的矿物质

和植物质颜色，到矿物质的间色和矿植合
用的间色，加上古代合成的铅粉黄丹，及
外来的藤黄紫铆等，在南齐时期，颜色已
经非常丰富且能“随类敷彩”了。天青、月
白、苍绿、黛蓝、绛紫、妃红、十样锦……一
幅水墨画于眼前铺展；烟炱、高岭土、红
土、赭石、石青、石绿、珠砂、铅粉、铅丹、靛
青、栀黄、红花(胭脂)，十二色勾画出莫高
窟的雍雅；梅染、酡颜、茶白、雅青……演
绎着各自的色彩浪漫：那是春暖花开时节
一抹心旷神怡的柳绿，那是金秋稻黄之际
一片大地丰收的橙黄，那是宫殿立柱之前
一挽儒雅肃穆的绀蓝，那是飞天壁画之上
一方神秘梦幻的赭石，这些凝聚古人智慧
的中华亮丽色彩遍布在历史的每个角落。

如今，它亦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翻开
书卷，再读经典。

一如，周口店山顶洞人染饰品使用
的红色，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绘制花纹
使用的白垩、红矾土、炭(黑色)、土黄诸
色，殷墟甲骨上有朱和黑色写过的笔迹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那时就已
发现了颜色。

周秦时期，洛阳出土的战国彩陶
壶，使用朱、黄、青、白、黑等颜色画
着精美的花纹；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战国
陶鸭，有红、黄、白、黑等鲜明的色
彩，还在鸭嘴和鸭足使用了艳丽的黄。

汉晋时期文学艺术鼎盛，绘画用色显
著，东晋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一卷，
以朱、赭、黄、白、黑为主体色彩，用胭
脂、蓝淀、草绿、檀木为辅助色彩。晋代
陶器使用朱砂、红土、石黄、白垩、黑
炭，颜色有主有从，鲜艳明快。

南北朝、隋时期，谢赫“六法”的“随类
敷彩”具定了色彩的作用和效果，今天看
到的北魏、东西魏留存的画绩绝大部分是
在敦煌莫高窟，其色调强烈，善用青和蓝，
主色是矿物质彩色，辅色是胭脂、蓝淀、草
绿等植物质颜料，配合的间色，有的使用
银朱、黄丹合粉。现在我们看魏代的壁
画，如伎乐、飞天等，有的变成了黑人，就
是银朱、黄丹合粉日久变色的缘故。隋代
的彩色画渐渐趋于繁复，变化也多，敦煌
壁画印其例证。

唐代绘画，重要的形式有壁画和卷
轴。初唐的画家们，单色间色互相为
用，经千年至今，绢已斑驳，颜色并不
完全剥落。如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尉
迟乙僧画的天皇像，这说明古代的画家
不但善于运用色彩，而且用他们的智
慧，使颜料溶于绢帛，经年舒卷，不脱
不落。盛唐时期，有韩干《双马图》、张
萱(宋赵洁临本)《虢国夫人出行图》、韩

滉《文苑图》、周昉《簪花仕女图》、李
思训《金碧山水》等画迹传世，中国绘
画至此，在用色的发展上，已经是百花
齐放、丰富多彩了。中唐以至晚唐，山
水画兴起之余，色彩繁复的花鸟画同样
兴起，这一时期，植物质的颜色被大量
使用。

五代、两宋特别重视画院制度，以
画取士，画家辈出，在五代北宋和南宋
初期，颜色的使用仍延续着晚唐之风，
却已然登峰造极。如《韩熙载夜宴图》：
八位女乐，花衣花裙，色彩极其鲜艳，
以烘托穿着浅薄白衣、袒腹坐于墨椅上
的韩熙载，对比非常鲜明。北宋赵佶
《芙蓉锦鸡图》：浅红色的芙蓉花，衬托
着五色绚烂的锦鸡。北宋王希孟《千里
江山图》：染天染水，精工细腻的宫廷青
绿，900余年，色彩仍明艳晴朗，这正是
画院中人使用颜色的佳作。

五代北宋，继承着中唐晚唐颜色的
画风，注重笔墨，画面多“高韵”。如：
五代赵干的《江行初雪图》、北宋李公麟
的《五马图》，文同的《雪竹图》等，不
但使用各种线描，还用墨彩敷染出经过
提炼的具体形象。到了南宋，水墨画持
续发展，用墨线描出物象再加以墨彩渲
染的白描画，更加被重视。

元代画风雅致，水墨画大行，主张颜
色使用要淡雅。但在元末明初陶宗仪所
著的《辍耕录》里，记载着绘画十三科最末
一科是“雕青嵌绿”，直到清末依然存在
着。由此可见，所谓主张的、世俗的，都在
包容着相互促进与发展。与此同时，颜色
墨也有五色、十色之分，如乾隆制造的“五
香”，有石青、石绿、朱砂、石黄、白五色墨；
嘉庆制造的“名花十友”，有朱砂、石黄、石
青、石绿、车渠白、紫铆、黄丹、雄黄、赭石、
朱标十色墨。

由“隋书经济志”“唐书艺文志”，
到宋代绘画的“十门”，再到元代的“十
三科”，可以看出中国绘画传统色彩的发
展之路，拥有一条流光溢彩的文脉，蕴
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情趣和东方智
慧。翻阅史书，可以感受到，中国绘画
的传统色彩文化是自古至今社会风情、
文学艺术、审美标准的反映。

千年间，每一个跃动于字里行间的
绘画故事，都可以捕捉到古人不遗余力
把色彩经验融入绘画之中的执着,方能让
今天的我们受益匪浅，中国画家也将接
力用中国传统色作为中国绘画的切入
点，继承传统，继而创新，让新时代的
人民不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
息的魅力，不断生发对美好事物、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

中国绘画之传统色彩印象
刘广

每个人都会邂逅一些座右格
言，有人写在本子上，有人记在脑
海里，记于脑海的往往比写在本子
上的要恒久，因为铭记是真正的
走心。

格言如人，会不断成长。少年
时喜欢的格言是“好男儿志在四
方”。句子虽然平常，却常常令我
在冥想中热血澎湃。东北是生产幽
默的沃土，我在北大荒读小学时，
学校有一个敲钟的老校工特幽默，
喜欢和小孩子开玩笑，每次见到我
都会故意睁大眼睛说：你嘴好大
呀！男儿嘴大吃四方。老人应该是
一句无所谓的调侃，却无意中钓出
了我肚子里的馋虫，我就想象四方
都会有哪些美食。记得当时扳着手
指算过，如果从中原定位，肥美的
手把肉属于北和西北方，诱人的海
鲜属于东和东南方，飘香的芒果当
然在南方，而麻辣火锅肯定在西和
西南方，想着想着就进入了角色，
立志长大后要把事业做好，创造条
件将这些美味吃个遍。青年时期喜
欢的格言是“追求诗与远方”。诗，
代表浪漫与激情；远方，代表陌生
神秘的风景，在多情与怀春的青春
季，满脑子都是诗与远方，咚咚的
心跳似乎是一声声的“出发、出
发、再出发！”步入中年以后，虽
然不再把格言警句当成打开人生的
钥匙，但仍有金句能叩开我的心
扉，比如对“圆梦勿忘桑梓地”这
一句，我就有极高的认同度。

圆梦勿忘桑梓地算不上标准化
的格言，是再普通不过的诗句，圆
梦是进行时，也是完成时，故而有
两重含义；桑梓地在这里则只有一
个指向，就是故乡。当年毛泽东那
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
青山”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个词汇。
这个句子之所以让我念念不忘，与
一首歌密切相关，这首歌叫《绿叶
对根的情意》，当时，女歌手声情
并茂的演唱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
我邂逅这个句子时，仿佛有个无形
的乐手在配乐一样，这首歌的旋律
潮汐般浮起，托出充满深情的歌
词：“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
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
情牵着你……”

这是对故乡的依恋，也是对家
国的情怀。

毋庸置疑，故乡和母亲一样，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生于斯便属于
斯，不论富饶还是贫瘠，它都是剪
不断的脐带，是擦不掉的胎记，是
你的命运所在。

我访问过不少名人故乡，就作
家来说，我羡慕周立波故乡的自然

恬静。周立波的故乡益阳清溪村现如
今仿佛人间仙境，站在周氏故居前群
芳争艳的荷花池，我想，周先生在构
思《山乡巨变》时，眼前一定绽放着
无数笑脸般的荷花。我也羡慕贾平凹
故乡的古意深沉。贾平凹故乡是商洛
的棣花镇，镇上有一条从宋元穿越而
来的古街，至今还回荡着高亢激越的
秦腔。我还去了柳青的第二故乡皇甫
村，去了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古城。在
访问这些名人故乡后，我发现了一个
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名家都以不同的
方式回报了故乡，他们和故乡的脐带
似乎从没割断过，故乡因为他们而增
添了人气。人气就是生气，人气旺
盛，他们的故乡便绿意盎然，生生
不息。

由此，我想到了当下的东北，东
北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是不可替代
的粮仓和重要的能源基地，更是几代
人的逐梦之地、奋斗之地。大东北的
白山黑水、广袤的沃野和茂密的森
林，赋予了逐梦者、奋斗者雄阔的视
野和博大的舞台。70余年来，这片
神奇的土地曾以共和国长子的荣耀享
誉四方，也哺育了许许多多国之栋梁
和行业精英。然而，一段时期以来，
东北变得沉寂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有些走出东北的圆梦者走了就走
了，他们的光芒可能照亮北上广深的
高楼大厦，也可能照亮异国他乡的土
地，但没有回照故乡的田畴和乡村。

其实，东北一直是国家的心头
肉，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已经多
年，东北的基础建设和结构调整也基
本完成，良好的振兴势头已经展现，
但东北人口和人才外溢现象并没有得
到根本扭转。这个时候，从东北走出
去的才俊精英，如果以圆梦勿忘桑梓
地的情怀来眷顾白山黑水，助力东北
振兴，无疑会加快东北美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的进程。

事实上，东北一直是逐梦者的福
地。我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 《北
爱》 中，刻画了一个叫苗青的逆行
者。苗青在上海攻读博士，毕业后她
的同窗纷纷选择了出国深造或到北上
广深就业，唯独她选择了做逆行者，
去了东北，她要圆父女两代人的飞机
梦。苗青只身来到东北，经过十年奋
斗，历尽诸多辛苦，终于将自己设计
的五代机送上了蓝天。苗青的经历传
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新时代全面振兴
的东北，有条件、有实力托起逐梦人
的梦想。

一位颇有名气的影视导演，退下
来后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拍一部
关于东北的作品。他出生在东北，成
长在北大荒，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故乡生活的往事总在脑海里一幕幕过
电影，他说这是故乡在给他托梦，仿
佛在问他：你为生你养你的这片黑土
地都做了什么？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习惯遗
忘，我有个老乡，事业做得很大，前
段时间听说他回家乡投资，发展绿色
有机农业。我打电话夸赞他，说他这
既是衣锦还乡，又是回馈家乡，是什
么原因让他想到了回北大荒投资。他
说没有原因，回馈家乡不需要理由。

是啊，这位朋友说得没错，有些
事不需要理由，大爱无言，至爱
无声。

朋友的举动当然会让我审视自
己，作为从黑土地走出来的作家，我
一直情系那片沃土，抒写白山黑水，
记录东北变迁，成为我创作中最重要
的主题。这几年，我写了记录第一代
北大荒建设者奋斗历程的长篇小说
《北地》，写了东北猎人转型后生态意
识逐渐提升的长篇小说《北障》，最
近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北爱》，向读
者推介东北这个年轻人创业圆梦的大
舞台，用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的话
说，《北爱》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
公开情书。我深知，东北是我文学中
永恒的“原乡”，是一片郁郁葱葱的
桑梓地，是永不干涸的泉，她滋养了
我，给了我不竭的灵感，如果不写东
北，我无法心安。

（作者系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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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创意节目 《满庭芳·
国色》 呈现了一场视听
盛 宴 ， 舞 台 与 色 彩 相
融 ， 文 化 与 艺 术 交 汇 ，
一展传统色彩魅力。传
统色彩是中华文化亮眼
的符号，本版邀请十三
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
画家刘广撰文，讲述中
国绘画的传统色彩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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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说哩，咱陕北的年过得可红火
咧！

贺年的微信翻着跟斗往我手机里
来，但最有特色的还是要算我陕北的朋
友，他们自信自己家乡的年，是红火热
闹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像他们一
样自信，那里的年，地方色彩浓郁，年
俗年礼丰富，许多都入选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譬如秧歌、唢呐、信天
游，再一项就是榆林小曲。

好些年前，我年关采风在榆林，就
见识了秧歌，闹得那叫一个红火。用他
们自己的话说，“闹红了天，闹红了
地，闹得人心沸腾，闹得大地春潮涌
动。”

滕文骥导演的《黄河谣》中，就有
非常好的展示，如我现场看到的一样，
既强烈地呼吸着他们浓烈的年味，还深
情地倾听着他们独特的乡音，可以在秧
歌里寻找梦想与欢乐，感受世上最惬意
的事情。他们说了，群众性的秧歌活
动，都是自发跳起来的，正月的初二、
初三拉开序幕，一直要闹到二月二龙抬
头时，才可能歇手了锣鼓。

不可否认，年关之时的信天游，会
如秧歌一般，闹腾得也极欢实。但我在
此最想说的还是他们的榆林小曲了。

榆林小曲与大家熟悉的信天游比较
起来，很是不同，曲调温婉柔美，唱腔
婉转圆润，极富江南水乡的风味。这不
奇怪，因为明清之际，很多江南的人来
榆林做官，他们怀念故乡，便将丝竹音
乐带到榆林，再结合本地音乐，便形成
了现在的榆林小曲。

申遗的成功，使榆林小曲焕发了新

的生机，重大节庆活动，已然见得到榆
林小曲的表演。但一切都没有元宵节的
转九曲来得热烈，来得让人心潮澎湃。

起源于《封神演义》的转九曲，最
初是叫“九曲阵”的，一代一代盛传下
来，还又叫了“九曲灯”，但大家随口
说来，多数时候还是叫转九曲。这个名
讳，对这一活动的表述至为形象。那年
的正月十五元宵夜，我在榆林市那个叫
赫家洼的村里，很幸运地参加了转九曲
活动，知晓设立灯场最为关键，非得选
择一处平整、宽敞、避风、路平、距离
村子较近的地方。

灯场的栽设，大年过后就开始了，
用到的高粱秆和竹竿三尺长短，杆距亦
然，横竖各栽19行，共361把，把顶
上坐有泥巴，借助泥巴安置洋芋、萝卜
剜制的“灯碗”。灯碗内注有清油、煤
油或老麻油，放上棉花捻子，是夜点燃
起来，恰好形成一个四方城样的灯阵。
灯阵以金、木、水、火、土、日、月、
罗喉、计都九个星宿为象征，开设九道
城门，同时还要插红旗、贴对联、挂红
灯，五光十色，盛况空前。

大家准备着要转九曲了，自会唱出
诗句歌词来：

灯山银光千万层，
照亮乾坤一片红，
灯碗好像一盘龙，
灯烟缭绕瑞气生。
到要进入城门时，又会唱出诗句

歌词：
四方九曲一座城，
众人协力打开门，
手举花火游花城，

一切灾难全离身。
转九曲转到要出九曲门了，还会唱

出诗句歌词：
九曲城里十八弯，
男女老少把灯观，
观了花灯把病散，
年年月月保平安。
转九曲时来得人越多越红火，人多

了，又担心秩序不好，所以还又特设专
人一声声提醒大家，不能乱窜乱跨栏
杆，防止倒了油，污了衣服，撞倒灯
场，乱了队形……然而转到最后，所有
参加转九曲的人都从灯阵里转出来，也
不用谁号令，悄悄地朝着自己心仪的那
盏灯扑去，兜头从栽着的灯杆上端灯
了。端灯到了这个时候，是要叫“偷”
灯的。偷到了端回家去，安放在灶君前
或门楣上，让没能参与转灯的人也共享
快乐，共同康安。然而这还不能算完，
大家还有一项活动要继续进行的哩。

那就是“火把窝子”的活动了，是
为转九曲的后续。转九曲的场所选择的
是一处平整的地方，而火把窝子则会设
在一处峁梁上。当然了，比之转九曲，
火把窝子的活动简单了一些，村里着人
早早地选一处峁梁，在峁梁顶上预先挖
出一个大土坑来，并在土坑里铺上一层
柴草，但等村里人正月时谒门子，也就
是走亲访友获得一枚两枚鸡蛋，带回来
小心地铺排在柴草上，然后等转罢九
曲，把九曲场子上的火把举着爬上峁
梁，往火把窝子里投了。

参加了赫家洼村转九曲的我，又岂
能不参加他们的火把窝子活动？

火把窝子里燃烧的大火，映照着十

五晚上的月亮，仿佛把月亮也烧红了呢！
参与这样的民俗活动，我不仅觉得新鲜，
而且还好奇。所以在大家举着火把往峁梁
顶上攀爬的时候，我没有落伍，也举着火
把攀爬了呢。存储在我记忆里的情景是：
当我那夜爬到了峁梁顶上，把我手里举着
的火把投进火把窝子，站在了红光冲天的
火坑边，向着往峁梁顶上爬来的村里人
看，只见火把连着火把，连成长长的一
串，曲曲弯弯地游动着，宛如一条闪光发
亮，活着的游龙一般！

火把窝子的真章，就是埋在火坑下边
的鸡蛋了。

民俗规定是严肃的，非五更时分，谁
也不能上到山顶上来在火把窝子里刨食鸡
蛋。必须听到五更鸡叫的声音，才可以往
埋着鸡蛋的火把窝子那儿跑。相信那个激
动人心的元宵节晚上，赫家洼村的许多年
轻后生，为了得到火把窝子里的鸡蛋，都
没能睡好觉。因为那鸡蛋是要叫幸运蛋
的，谁得到了，拿回家给父母亲吃，是父
母亲的幸运，给自己吃，是自己的幸运，
如果有个自己的心上人，送给心上人吃，
是心上人的幸运。

冲锋陷阵，争先恐后，什么激动人心
的词，用在这个时候都不过分。

赫家洼村的年轻后生里，有位叫钟国
军的人，特别照顾我。那天清晨，他最先
从火把窝子的灰烬里掏出了两枚鸡蛋。他
没有独享，而是分出一枚，送给我食用
了。当时的我，突然手里接过那枚幸运
蛋，还感觉到幸运蛋火烫火烫，烫着我的
手心。

陕北的朋友微信我，他们今年是要闹
红火了。与我交情深点的钟国军，希望我
能再次去他们赫家洼村，与他们一起闹红
火。实话说，我倒是真心想去，但年逾七
十岁的身体，成了我的累赘，我没能去得
了。还好可以视频连线，让枯坐西安家里
的我，与钟国军连线了好一阵。我从他的
手机镜头里，既看到了转九曲的场面，还
看到了火把窝子的场景，是那样的火光熊
熊、五光十色……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九曲红火
吴克敬

踏春

韶春风十里，

岸柳共沧浪。

迎客花探水，

衔泥燕入堂。

振衣逢老友，

漫步话朝阳。

回首来时路，

湖中野鸭翔。

迎春

和风化柳烟，

香草碧连天。

波涨湖将溢，

月明花不眠。

诗盈龙尾砚，

墨染虎皮宣。

耳顺身心悦，

吉祥何计年。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民进中央开明画院院长）

春
林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