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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徐韬工作室还有 50米远的
地方，我们就看到徐韬先生双脚并拢直
直站在巨大的工作室门口向我们招手
致意，握手的时候，他微微弯下腰，披
在肩上的微微卷发垂了下来，精致的面
孔棱角分明，马甲、牛仔、长靴，典型艺
术家风范。

“您俩看这像什么？”徐韬一边引导
我们走向工作室，一边问我们。

室外的阳光灿烂，突然经过狭长而
又黝黑的通道，视觉落差很大，往里
看，除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还是黑暗。

“外面就是现实的世界，而这黑色
长廊就是母体的宫颈，里面才是真正孕
育艺术之地啊。您想啊，一个小小的子
宫能够孕育出我们这些神奇人，人才是
真正的艺术，我们有智慧、有灵性、有
感情。所以，所有人来我这里，看到的
都在自然界的艺术，寻求艺术的真谛，
探索艺术的发展脉络，做好艺术发展的
理念。”徐韬一边说一边用手引导我们
感触黑色的艺术世界。

啪，灯突然亮了，瞬间照亮了巨大
的厅堂，眼前晶莹剔透、灼灼生辉，在
将近 500平米的大厅里，看到的全是稀
奇古怪的艺术作品。

“这是水晶吗？”记者问。
“是的，但是这种艺术作品叫做灵

璧艺术，其根本就是沉睡在水晶里的艺
术，这种文艺作品保存上万年绝对没有
任何问题。”徐韬用手轻轻地敲击着摆
在通道终点附近的灵璧作品，发出咚咚
沉闷的声音，在光柱的照射下，透过水
晶能够清晰地看到层层叠叠的种子紧
密地排列着，层次清晰、杂而不乱。

“为什么要将这些种子封存呢？”记
者好奇地问。

“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生命，将
这些种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完整无缺地
展现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而且我们用
水晶将它封存起来，数万年以后，也就
是我们的子孙后代通过我们的艺术可
以看到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就像兵马
俑，如果没有兵马俑的出现，我们怎么
可能充分地了解秦朝那个时期的生活，
怎么能够洞见那个时期的历史？”徐韬

说着让我们看几个灵璧作品的摆放方
式。

“您们看这是什么？”徐韬用手来回
指引着。

“好像是八卦图！”
“ 对 了 ，这 是 乾 、兑（金）；震 、巽

（木）；坤、艮（土）；离（火）；坎（水）。”徐
韬说到这儿，回头看我们，突然停住
了。

显然，他看出我们对八卦的陌生。
“您们看这幅图，仔细看看！”徐韬说
着打开了挂在墙壁上的专用灯柱。这
幅图大概有 4 平米，镶嵌在墙内，在灯
光的照射下发出淡黄色，四周有大大小
小的气泡，但涉及到图案的部分清晰可
见，图像是一尊神兽，其形貌很像东风
标致的 LOGO 图案，惟妙惟肖，立体感
十足。但是走近一看，这个图案并不是
用水墨勾画而来，而是由各种名贵中草
药经过精确的摆放后用水晶固定而成。

“这是龟壳、当归、毒蛇、灵芝、车前
子、犀牛角……这幅作品由 570多种常
用中药制作而成，其核心是将这些中药
通过艺术的方式珍藏起来。但是，关键
的问题是这些已经被风干的中药材遇
到 800 多度的液态水晶为什么不会变
色？您看这个小刺猬的毛还是根根可
见，这才是真正的艺术！这个作品叫千
金方。”徐韬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着
图案的细微之处。

“确实太难得了，那么这个艺术价
值在哪里呢？”

“这个艺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将
中国常用的中药材通过这个方式尘封
起来，留给后代，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祖
先对中药、对艺术、对灵璧艺术的研究
深度和广度。我最想做的不是现代艺
术，而是自然艺术，并且将自然艺术永
久保存，为中华文化的完整性和持久性
做贡献。您看那个作品。”徐韬说着将
我们引导到工作室最里面的一尊艺术
作品前。

灯幕打开，一尊高达 5 米，瘦、透、
漏、皱、丑、绝的工艺品映入眼帘，据徐
韬介绍，这是太湖石模型。在这尊太湖
石上镶嵌着近百个白色不锈钢圆球，在

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极为壮观。
“太湖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

一，五代后晋时代开始有人玩赏，到唐
代开始特别盛行。唐代身居相位之尊
的牛僧孺就是一个酷爱收藏太湖石的
人，他在府第归仁里和南郭的别墅收藏
太湖石，白居易称他‘休息之时，与石
为伍’，甚至到了‘待之如宾友，亲之如
贤哲，重之如宝石，爱之如儿孙’的地
步，可见其爱石之深。而发生在北宋末
期的‘花石纲’指的就是太湖石，从而
引起了农民起义。可见太湖石在中国
历代王朝的价值地位，其中历史上遗留
下来的著名太湖石有苏州留园的‘冠云
峰’、上海豫园的‘玉玲珑’等园林名
石。”徐韬和我们一起坐在这尊太湖石
的脚下，讲述太湖石的历史。

“这是什么材质？”记者问。
“您去闻闻，这是檀木。整个工作

室都是檀木散发出来的香味，这是檀木
自身的香味，香而不浓、香味不绝。”徐
韬说。

“为什么这个艺术作品和您刚刚展
示的艺术作品不一样呢？这属于两类
作品吗？”记者问。

“从形式上来看，这是两类作品，但
是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同一类作品，那就
是自然！种子、中药，水晶都是自然界
的，太湖石也是自然界的，所以说我的
艺术作品主要是自然界的真实存在，不
需要精雕细琢人为加工的作品，这是我
艺术的生命力，因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生
命力就是自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啊！”徐韬微笑着说，“但是，这个艺术
本身却体现了社会价值——明德，为什
么这么说呢？太湖石在每个王朝都是
上等玩物，只有皇帝才玩得起，是帝王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文化的
重大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可单纯的儒家
文化又难以支撑王朝的发展，因此，就
有了外儒内法的社会理论，而这个理论
的根本与太湖石文化相吻合，因为太湖
石讲究的是自然，其外观就是瘦、透、
漏、皱、丑、绝，瘦就是简，透就是明，漏
就是函，皱就是文，丑就是杂，绝就是
法。前面三处是要求政治既要简单透
明，又要有内涵；而后三个就是社会，
既有文化，又有包容，还有法制，因此

太湖石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另一种形
式，这是明德的表现。”

“您的这种文化观点有没有经过专
家确认？”记者问。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
特·泰勒的《原始文化》 指出，所谓文
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
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
成员的个人而获的的其他任何能力、习
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现代汉语词
典》解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特别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
科学等。因此，文化不是专家所定，而
是有了文化才成为专家，这是一个逻辑
问题。我将太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结合，并且能够阐述出其中的道理，
这就是文化的一种。”徐韬凝视着硕大
的、金光闪闪的太湖石说。

檀木的香味静静地散落在工作室
的每个角落，每一幅图画都在述说着徐
韬的艺术故事，散发艺术的气息。

“这些艺术作品需要很多时间、精
力和成本，您是怎么维持下去呢？”记
者问。

“哎，这个问题好，走，我带您去另
一个地方看看！”徐韬站起身来，不忘
伸手拉我们一把。

绕过一个弯曲的通道顺梯而上，二
楼豁然开朗，40余米的玻璃房，中央摆
着三米多的水晶茶台，有古琴，有图
书，也有茶盏，小小的椅子背靠着神
龛，在三面玻璃的包围下，既有茶室的
温暖与封闭，也有与自然相融合的阳光
斜影。在玻璃房外有一米多宽的人行
道，道上摆设着彩色休闲坐椅，可以静
静观看眼前一池水塘，水浅浅的，可以
没过脚脖，池子里面大大小小的鹅卵石
既可以按摩脚底，也可以拾起来听一听
它的故事。累了，也可以坐在几个石墩
上仰望天空，瞬间偶尔有人向您身上撩
起水花，您不会惊鸿，而会微笑。因
为，您会被玻璃房对面的文化墙所吸
引，墙下是用檀木做成的根雕，排成一
排，遒劲的枝头被装点得十分艺术，在
纱网和灯光的映衬下别有一番风味，是
文化，更是文艺。

“累了吧，休息一下！红茶还是绿
茶？”徐韬一边说一边摆好茶盏，熟练
地将挂在耳边的长发甩到肩上。

“在北京二环内，能有如此儒雅的
环境，真可谓闹中取静啊！难怪徐老师
这样内敛！”记者说。

“这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其目的一
方面大家看完我们的艺术后，可以在这
里休闲、讨论、互动和畅聊，同时也是
我们经营的一种方式，例如文化墙下面
的那些根雕，如果来访者觉得很好，我
可以送您，也可以请您在工厂里加工您
自己喜爱的模式，我来提供场地、原
料、设备和技师，同时也可以做园林设
计等。”徐韬坐在我们对面，给我们每
人倒了一杯绿茶。

“您这种方式并未把您自身的艺术
特长和艺术灵魂结合起来啊？很难维
持您的艺术成长？您是如何做得风生
水起的呢？”记者很好奇地问。

“您听说过策展人这个职业吗？”徐
韬望着记者。

“策展人？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策划
展览的人吗？”

“是的，就是策划展览的人，对于艺
术行业来说，不论经纪人，还是艺术家
本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策划
人，为什么？因为策划人是挖掘艺术本
质，并将本质和内涵抽象出来，用一种
特有的方式向大众推介，并且被大众所
接受的那种人。只要策划人的营销模
式正确，没有卖不出去的艺术，如果没
有正确的策划方案，那么再出名的艺术
家的作品也难以营销。例如我们的灵
璧艺术，如果没有我的讲解，您也许就
认为仅仅是一块人工的水晶和一些中
药的工艺品，但是通过我对艺术品的内
涵和精神讲解之后，您就会有收藏的冲
动，您买的是什么，是这一块水晶吗？
不是！而是被水晶封存的文化。这就
是策划的重要性。”徐韬淡淡地说。

“目前国内比较有价值的是范增大
师的画，您认为是策划的吗？”记者问。

“他在出名之前是不是被策划过？
是不是被大师们宣传和推荐过？另外，
如果把范增大师的画放到偏远的农村
或者是非洲一些部落销售，还有这样值
钱吗？绝对没有！这就是说，艺术品的
价值并不是本身决定的，而是市场的需
求点决定的，没有需求何谈价值？而求
点在哪里？就是策划出来的！您说是
不是？”徐韬一边倒茶一边说。

“那您如何策划自己的艺术品呢？”
记者问。

“就拿太湖石为例吧，我们准备做
上十尊，按照世界风云人物以及他们的
故事命名，并将这些艺术品在国际上进
行公开展览，既传递中华文化，又体现
社会和平和团结，弘扬世界人类命运共
同体。周游世界之后，进行拍卖，您说
我这些文物能够拍卖多少钱？这个时
候，我们在拍卖不仅仅是太湖石这样的
工艺品，而是太湖石在世界周游所得的
荣誉和承载的价值，其真正的艺术价值
在后者，而不是艺术本身。您真的相信
唐朝的唐三彩比现在的工艺更好吗？
不是，而是他是唐朝的，他的价值是
1000 多年的历史和当时的时代特色，
其实那不过就是一堆泥土而已。这就
是艺术的内涵！”

“以后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
记者问。

“我们主要的方向是加强艺术品质
的内涵，提升艺术的品质，强化自己独
立的艺术风格，同时更多的工作是积极
为国内艺术家做策展人，用我们的方式
来开拓世界的文艺市场，让文艺更具有
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国内不缺艺术
家，而是缺少发掘艺术的眼睛，我将檫
亮眼睛，寻找到合适的艺术家，为他们
做嫁衣。当然，我也可以收取一些‘手
工费’。”徐韬笑得很灿烂。

“您认为做好策展人的条件是什
么？目前您的团队建设如何？”记者
问。

“策展人的要求比较高，首先要读
懂艺术，要知道这个艺术品到底是一个
什么水平，它的特点是什么？在哪里可
以挖掘出更大的附加值？其次掌握市
场需求点，市场需求是多层次的，也是
不平衡的，尤其工艺作品分得更细，例

如您拿国画到国际上拍卖，肯定不会有
特别好的结果，因为国画在中国人的眼
里很棒，但是国际上未必很认可。最后
还要有很强大的市场运作能力。所以，
并不是一般人都能做策展人的，目前国
内能够称的上策展人的也是屈指可
数。目前，我们的团队有十几人，都是
做策展的专业人士。为了保守秘密，我
就不给您们举我们策划成功的例子
了。”徐韬微笑地说。

“徐老师，您对艺术如此精通，是否
和您的经历有关？可否谈谈您的经
历？”记者打趣地问。

“我的经历很多，北京电影学院毕
业，拍过电影，做过制片人，到西藏拜
过佛，到日本从事过殡葬业，了解他们
面对死亡以及死者的家属和社会环境，
总之我是个信佛的人，知道人最大的尊
严是尊重，这一方面，日本比我们做得
好太多了。例如我父亲去世之前，我就
告诉他：‘人终究会离世，您是我的父
亲，您到那边还能照顾我，我在这个世
界上完成您的夙愿，照顾家人，请您放
心！’，我每天给他翻身、喂饭、洗澡，那
样的日子我度过三年。”徐韬突然哽咽
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随后，我们起身，徐韬邀请我们上
了第三层。这是第一个完全敞开的屋
顶，对面就是那堵带有纱帘的文化墙，
徐韬坐在楼顶的屋檐上，夕阳将他的身
影拉得很长，此时对面文化墙上的灯光
已经亮起，自然与人文交错，人文与自
然向荣，远处的矮房被涂上红色，宁静
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们从屋顶下来，已经是晚上。徐
韬将我们送出去，就在我们转身告别的
时候，徐韬问：“您们看我们工作室的
门像什么？”

“像本书吧？”
“对了，就是一本打开的书，进入我

的工作室，就像读一本书，读懂这本
书，您就会对灵璧艺术有了比较全面的
了解，对我有了了解。您走了，书又打
开了，迎接下一位读懂我的人。欢迎您
们再来！”徐韬一面挥手，一面又回去
读属于他自己的那本书。

（王法明）

在新时代诗歌众多的特征之中，思
想性应是其最为重要的属性，关注时事，
描摹社会生活，发掘历史事件的深刻内
涵，确立了该体诗歌的主要形态。在诗
人笔下，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些节点，皆化为其寄托情愫的描写对
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时，他以“从十月开始，中国就进入创作
期/她需要一部史诗祭奠翱翔的英灵”
抒发着普通人视域下对祖国的款款深
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三周年
时，他以“一面旗帜的光芒/唤醒南北城
郭的青石/也烛照世间最硬的骨头和热
血”书写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价值。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四十
周年时，他以“所有弯曲的岁月间隙/对
心怀春天的人来说都是阳光斐斐/这并
非只是记住辉煌/而是书写可昭日月的
历史”思忖阵痛之后的再出发。当庚子
年初新冠疫情在江城肆虐时，他以“束
发，白衣，护目，和凌厉的风一起/在逼仄

的空间望闻问切”礼赞逆向而行救死扶
伤的白衣战士。以善感灵心捕捉历史事
件的重要意义，从书斋走出，将一片赤诚
之心投注到新时代的波澜壮阔之中，在
诗歌里记录重大历史转折，抒发兼顾个
性视角与共性体悟的复杂心绪，诗人用
书写新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方式笺注
着新时代的日常。

肇端于诗骚传统的中国诗歌，内里
支撑叙事、抒情的重要逻辑便是在于“意
象—意境—意蕴”的情理结构，即通过典
型意象的连缀，营造入心的诗意之境，呈
现回味无穷的意蕴世界。上述归纳的古
代诗歌的情理结构，也同样适用于新
诗。诗人在新时代诗歌中，努力汲取着
源远流长诗歌传统中的精华，以细腻笔
触调动绵密意象，绘制出一幅幅新时代
的诗化图景。《一朵花撑开了中国》聚焦

“一线轻飏的春风里/一朵花撑开了中
国”的诗眼，描摹冬去春来之际天地之间
辞旧迎新的面貌，诸如冒出新芽的柳枝、

灵巧婉转的鸟鸣，以及春色里风尘仆仆
的行人，春日花开隐喻着新中国的成立，
而这些朝气蓬勃的景象亦是历史大变局
的象征。《和一株向日葵并肩眺望河山》
巧妙地择选了向日葵作为观览祖国大好
河山的切入视角，跌宕起伏的山河、拔节
生长的稼穑、成群疾飞的雨燕，这些美好
的景致都在诉说着新时代的中国呈现出
的庄严巍峨与阔博精彩。《芝麻开花的隐
喻》独辟蹊径地择选一种植物作为观照
四十年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窗口，芝麻
在贫瘠的土地上努力生长，绽放出令人
心醉的花朵，象征着祖国在阵痛之后，将
光荣与梦想、丰收与希望融汇，日新月异
的面貌是祖国奋斗史的注脚。《王家坝：
每一寸坝体都是祖国的坚强》围绕“一座
大坝蓄满一段历史的养分/就是一个民
族蓬勃昂扬的剧情”的主旨，从洪水狂飙
到割舍故园，从拥抱磅礴到生灵葳蕤，从
荡漾光芒到编织简史，勾勒王家坝抗洪
拒险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间的连

结。诗人以绵密意象刻绘饱含深情的诗
境，推动新时代诗歌的意蕴呈现得更为
丰富深刻。

发抒多样情愫是新时代诗歌的题
中之义，然而卓异的诗人在表达复杂
心绪之外，更会竭力去在哲思维度上
寻求突破，以求达到诗情与哲理兼容
的艺术境界。《春天，万物在阳光下纯
粹》紧扣“春天啊，日月不灭的形式/万
象春秋都有震撼的美/一席璀璨的风
景/让所有的瞳孔聚焦灵魂”的题旨，以
白描手法全景展现春日里世间万物欣
欣向荣的景象，诸如鸭蹼撑碎薄冰、在
暖阳下纯粹的涓埃，以及开始发芽的
梦想，昭示着季节转换中世间的变化，
以及由此触发的深入思考。《三月，以
大海的名义书写》以“看一个民族正披
星戴月地起跑/宏启的航迹，用巨笔/深
情勾画出一个大国的远航梦想”为中
心，辽阔海面扬帆远航的巨轮，崭新海
图上浩荡成黄钟大吕的乐章，在铺陈

这些包孕睿思的意象之中，饱满情绪
的发抒也便水到渠成了。《钢铁：给一
种精神命名》以“年轻的春天和理想郁
郁葱葱/被光线淬火一般蓬勃/站在辽
阔的现代文明高处/弹拨交响曲般的阔
博和优雅”为意旨，探讨后工业时代的
钢铁精神，辊压、煅烧、冷却、揉韧，矿
石锻造成钢铁的流程叙写，并发散至
平凡事物映现极致光辉的省思。在新
时代诗歌中引入哲思维度，给予了这
个体类的诗歌新的生命力。

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歌是对人类
内心世界的展现，而人类内心各类情
绪的生成离不开客观世界的影响，即
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构成客观
世界的重要质素便是时间、空间二维，
对宏阔时空的精致呈现是新时代诗歌
的底色。细读《中国书简》，既以如椽
大笔勾勒华夏的如画江山，如磅礴的
大河、巍峨的山岳、逼仄的巷闾、阔达
的通衢；又以善感灵心捕捉四季的起

承转合，如与黄金一起映现的秋天、淬
火在八月的萑苇、合欢的无边落木，在
大开大合的时空画卷中，肆意蔓长的
情怀、预言前程的信念，以及蓄满万千
热忱的力量便成了应有之义。《七月，
光明浩荡在辽阔的中国》择选“七月”
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月份，观照万里
河山展现出的景致，长城以北的浩渺、
大河之阳的雪涛、地平线上的百鸟，以
及形似千重金浪的稻菽，以历时为中
轴，遍览共时之雄阔，诉说着扑扑动人
的心跳与热恋。《七月，岁月最明亮的
部分》将笔触聚焦于上海黄陂南路一
座石库门建筑里发生的故事，大时代
的飓风和漩涡中，一群被海风浸润的
长衫人肩担星火，以工笔手法刻画了
熠熠生辉的奋斗者形象。在时间、空
间构成的二维世界中，提升诗法，锤炼
诗境，理应成为评判新时代诗歌的重
要标准。

（彭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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