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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蓓

“于希宁先生是当代中国画坛最有成就、
最有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花鸟画家之一。”
3月24日，一场抖音直播吸引了不少美术爱好
者的关注，纷纷上线围观。在直播间里，潍坊
市美术馆讲解员董婕“带着”网友们“云游”
在大师的画作中，认真地讲解着每一幅作品，
并回答网友们的提问。

此次直播的内容是潍坊市美术馆正在展出
的展览“林下有奇品——— 于希宁的花鸟世
界”，该展览和“风劲当舞——— 首届潍坊当代
艺术作品展”一起，于1月中旬开展，是潍坊
市美术馆在春节期间推出的两场精品展览。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两场艺
术盛宴无法大放光彩。“这次于希宁先生的作
品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展出，都是我们从馆藏中
挑选的精品。”用一种什么方式，才能在闭馆
期打破空间阻隔，展现书画艺术？潍坊市美术
馆宣教部主任徐辉一直在考虑，他想到了比较
火的网络直播。

说做就做，注册直播账号，购买设备，讲
解员变成主持人，一切准备就绪后，大家仍有
些担忧。潍坊市美术馆从2016年建馆，线上直
播是首次尝试，这种形式市民是否接受？

“盼了很久的直播，如愿以偿。”直播间
就像是美术馆开放了大门，网友意犹未尽，纷
纷留言。“网友在直播间各抒己见、互相讨
论，随时和主持人互动，营造了更加活泼有趣
的观展氛围。”看到直播间碰撞出的激情火
花，徐辉觉得这条路走对了。

这一点，在著名山水画家季乐胜的公益课
直播中，记者就深有体会。季乐胜作为馆内书
画家，每年会如期开设10节公益课。今年，眼
瞅着时间一拖再拖，他干脆将课堂搬上了网。

3月25日9点30分，在潍坊市美术馆三楼的
美术创作室内，季乐胜开始了他的公益课“山

水创作示范讲解”。“我们上色的时候要注意，绘
画是写心的，你眼中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要
随心赋彩。”季乐胜边创作山水画边讲解。

和往年不同的是，这次在季乐胜对面的不
是学生，而是一部手机，手机“里面”是30多名老
学员和美术爱好者。美术馆馆员王昆是这次直
播的主持人，读网友留言是他的任务之一。“季
老师，您觉得我在国画学习中，先从临摹哪些古
画入手比较快？”网友“挖能美术”留言。季乐胜
建议大家先从宋元时期的古画入手，并为大家
推荐了几位这个时期的艺术家。“画重点啦，记
下来了。”网友“卢逍遥”调皮地说。

此次闭馆，为一直专注于线下服务的文艺
单位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半个月
来，潍坊市美术馆已开展了4次网络直播活
动，同时，以此次闭馆为契机，馆内加快资源
梳理，利用微信公众号举办了两次“于希宁的
花鸟世界”线上展览，观众足不出户也能“亲
临”展厅。

线上展览受到了美术爱好者们的欢迎，互
联网为传统美术馆打开了新路径，在“云”端
绽放。记者了解，今后潍坊市美术馆会将网络
直播和线上展览常态化，用新时代群众喜爱的
媒介形式展现艺术的魅力，让群众足不出户即
可享受艺术之旅。

“云看展”“云画画”“云授课”

传统美术馆“云”端绽放

▲3月25日，潍坊市美术馆三楼的
美术创作室内，季乐胜进行“山水创作
示范讲解”网络直播课。

▲直播间里，潍坊市美术馆讲解员董
婕带着网友们“云游”在大师的画作中，
认真地讲解着于希宁先生的每一幅作品。

□ 姜燕

这是一首医护人员写在“雷神山”医院墙上的
诗：

我们
本不是山
愿以山之名
冠以“火雷”之字
克瘟神 佑华夏……
任何一场疫情，带来的都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疾

病，还有心灵创伤、精神上的消沉。面对疫情，乐观的
人们会自觉地以文化为武器，用积极的方式作出应
激对抗，从而调整情绪，修复完善自我。随着援汉医
护人员陆续撤出，医院墙上的多首诗歌留了下来，诗
中有彼此之间的鼓励，有同病毒战斗的决心，还有对
祖国和家人的爱。许多诗歌在短时间内被配乐诵读，
在公共平台转发，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原创朗诵诗近来呈井喷状态，通过“温暖人心”
进而“改变世界”，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疫情期间网络
传播的各种艺术形式中，诗朗诵是最多的，占50%以
上。朗诵诗具有创造性的美学功能，使人们产生情感
共鸣和精神滋养，有助于完成社会层面的“康复”。

为什么疫情期间，朗诵诗得到更大发展？朗诵诗
的创作最终是为了朗诵，与一般诗歌相比有句子简
短、意象美好、字词和韵、朗朗上口等特点。

央视主持人董卿说，阅读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朗
读不是，朗读要有对象，它和唱歌一样。2020年元宵
晚会就由多个情景报告和诗朗诵组成，开启了以“诗
朗诵”为主要形式的抗疫帷幕。这个冬天居家的人们
无论看电视还是打游戏，都是“向内”的，而朗诵是有
助于情感沟通和宣泄的“向外”的活动，是带有抒情、
演绎色彩而又不拘一格的文化娱乐形式。

疫情期间的朗诵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手机一
个录音软件就可以完成，不像唱歌需要专业技能，各
行各业的人都可以朗诵，且便于传播，还可以进行隔
空合作。好的朗诵诗创作者具备了体验他人内心世
界的能力，能推助“共情”。疫情期间的“等”和“盼”是
人们的两大情绪积攒点，“等天暖了/和憋了一个冬
天的旺柴/一起冲出去/在草地上打滚/滚一身泥”，
获“抗疫心声”诗歌组一等奖的《等天暖了》只有233
个字，它用4个场景，引爆人们“等”的情绪，又用“等
天暖了/建一座碑/用红色的花岗岩/刻上这个冬天/
逆行者的身影”引出了全诗的大场景，把物质体验提
升到了精神层面。

身处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病人和其他民众心
情是不一样的，在威胁人类的疫情面前，每个人内心
深处都有不安全感，接纳内心的不安全感，将是很长
时间要面临的任务。共情就是同理心，“通情”而又

“达理”是对他人的心理或情感感同身受，疫情现在
全球蔓延，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多的爱
和包容。朗诵诗的出现，浓化了这种情愫。

诗歌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对现实作直接、全面、细
致的描绘，只截取生活中富有代表性的片段来启迪
人的想象，营造意味深远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形式
恰好契合了时代的需求。

朗诵诗音节少，信息密度高，强调艺术审美的创
新。有的朗诵诗是白话入诗：“我会戴上口罩/健康地
活着”“看到了医护人员奔赴一线/义无反顾的身
影”；有的套用古诗或改编现成诗歌。更多成熟的朗
诵诗出现，发挥了诗歌艺术独特的审美作用。

叶圣陶说：“把自己所想表达的意义说得非常简
略，不随处吐露，或竟隐藏起来，在全篇文章里不露
一言半句，让读者自己去探索。越是高级的作品越是
如此。”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借物抒情。朗诵诗

《上次见你的时候》“那年，南方下了雪/北方打碎黎
明的星星/做成灯笼提过来”可以在朦胧的意象中窥
见疫情、驰援等关键概念。这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
的客观物象，是主观“意”和客观“象”的结合，融入诗
人思想感情的“物象”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
味的具体形象，这些意象的出现挡住了病毒的狰狞，
安抚了人们的心灵。

疫情期间，一批优秀的朗诵诗广泛传播，借助新
媒体的优势，学习强国、央视网、央广网等主流平台
也迅速推出了大量声情并茂的好作品。“给时间以时
间/让等待先等待/然后/静听某一片柳絮/起”这些
诗句超越了语言实用性和理解性的层面，在听者的
想象和情感酝酿中实现了美学价值，起到了精神修
复作用。

朗诵诗促发人的诵读欲，在阅读时希望发出声
音来。好的朗诵诗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在人们读
时，不自觉地发声，发声时合适的声音韵势以合适的
外力式样刺激人的知觉，外在语音和内在情感节奏
和谐同构，在这种独特的韵律中就产生了美的体验。
听的人通过感官体验，进行被激发获得美的感受。

给人带来美好体验的朗诵诗从形式上应和谐自
然又富于变化。朗诵诗引发美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元音出现的频率，频率越多、开口度越大就越好听；
在拼音的6个单韵母a o e i u ü中，开口度最大的
是a，其次是e和i。选择a e i收尾的，比o u ü收尾的
乐音更强。合辙押韵是从声韵方面来增强艺术效果
的，同样情况下，发音开口度大的、韵母多带a音的朗
诵诗，朗读起来声音亮度更大，更美，发音清晰响亮、
和谐悦耳，更容易构成独特的审美意境。

诗的创作和朗诵不仅在于艺术性的表达，“诵”
出来首先具有治愈作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获得
掌声和点赞，可以提高自身的精神免疫力，进而修复
伤痛，重塑信心，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必胜心。

特殊时期，一首朗诵诗的力量可以非常大。

□ 本报记者 卢昱

草长莺飞三月天，又到了放飞风筝的时
节。说起风筝，不能绕过潍坊。而200多年
前，郑板桥与老潍县的风筝，也成就了一段
段传奇。

2016年5月30日，香港苏富比有一场中国
古代书画拍卖专场。当晚，有一幅清代郑板
桥的字，写了两首诗——— 《怀潍县》，最终
以704万港元的价格成交。

这两首诗，写于1763年，彼时71岁的郑
板桥已离开潍县整整10年。他的潍县好友郭
伦昇去江南拜访他，他便怀着真挚的感情写
了《怀潍县二首送郭伦昇》：“相思不尽又
相思，潍水春光处处迟。隔岸桃花三十里，
鸳鸯庙接柳郎祠。”“纸花如雪满天飞，娇
女秋千打四围。五彩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
斗春归。”

郑板桥这两首诗传达的信息，比他的书
法艺术还要贵重。郑板桥对潍县怀有深厚的
感情，在这里，有爱戴他的百姓，有喜欢他
的朋友，还有一到春天就如雪般满天飞舞的
风筝。

1746年，54岁的郑板桥从范县调任潍
县。在潍县的为官生涯，给他留下了终生难
忘的回忆。有清一朝，知县掌一县治理。勿
说县官无用，地方全靠此官。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头绪繁多，决讼断辟，劝农赈贫，
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
老、祀神，靡所不综。

郑板桥到任后，从八月起无雨，大旱，
庄稼颗粒不收，斗粟值钱千百。第二年，潍
县又连续大雨，大涝。鲁东赤地千里，饿殍
遍地。第三年连续遭灾，“大蝗疫，水
饥”。直到第四年春，饥荒之后，逢秋大熟
丰收，连年灾荒才结束。

潍县一带的灾民们为了生存下去，不得
不卖子典妻，背井离乡。留在潍县的百姓则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潍县有为逝者摔瓦盆之
风俗，瓦盆的碎片无人打扫，一片连一片，
踏在瓦片上，“咔嚓”作响。那响声，敲击
着郑板桥的心。

郑板桥对贫者有着天然的悲悯。这也使
得他站在儒家“重民”思想的肩膀上，超越
传统，提出了以“农夫为第一等人”的宝贵
思想。他在《范县署中寄舍第墨第四书》中
写道：“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
而士为四民之末。”这一思想的大胆提出，

既有悖于传统，又与潮流不合。他不仅思想上
同情农夫，而且在实践中为农夫多办好事，这
在当时封建官吏队伍中是不可多得的。

到潍县任职后，郑板桥在一幅《潍县署
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的画中题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
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更体现
出一位地方官吏体察民间疾苦、倾听百姓呼
声的宝贵精神。

到潍县后，“赈灾”成了郑板桥的第一
要务。按清律，地方设立官仓，以备不虞；
如动用，须经朝廷批准，擅动则追究不贷。
心急如焚的郑板桥岂是迂腐之人，他下令开
仓放粮。对此，史料的记述很短，但却生动
如初：“（郑板桥）调潍县，岁荒，人相
食，燮开仓赈贷，或阻之。燮曰：此何时，
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
之！”

郑板桥还设立救济机构，令潍县的富户
煮粥发放给饥民，共渡难关。他当年写给灾
民“准给粥”的字条，被人保留下来，一直
珍藏至今。他还坚决打击奸商，令其平价出
售粮食，不允许他们哄抬粮价。

郑板桥还想到一个救灾的得力措施，即
“以工代赈”修潍县城墙。由此，他也结识

了潍县乡绅郭伦昇。郭伦昇精通医术，热心
公益，屡督大工役，郑板桥极为赏识。在当
地乡绅的支持下，郑板桥让灾民以自己的劳
动换饭吃，不再背井离乡，饿死街头。修城
是从1748年10月开工，次年3月完工。郑板桥
带头捐修80尺，在他的带动下，有乡绅245人
捐银8786两及粮若干，平均每修一尺，约需
五两左右。

筑石城者，为白浪河以西，河东之东关
仍为土城。1749年五六月间大雨，东关土城
残缺损坏严重，有塌垮之虞。因有筑石城之
前导，一些烟铺为修城自发捐钱24000文。为
表彰他们的义举，郑板桥令烟业只允许众烟
铺专卖，不允许经纪人插手从中渔利。这项
措施体现了郑板桥对烟铺小本经营的关怀。
为此，郑板桥作《潍县永禁烟行经纪碑文》
勒石纪念。

通过大举修城赈工代济，救活了无数灾
民，百姓对此感恩戴德，建生祠以纪念。这
是后人称颂郑板桥“有惠政”的依据之一。

郑板桥在潍县时，“潍县风筝”的制作
工艺水平正向鼎盛时期迈进。潍坊风筝早在
明代就已成为商品，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更有了相当规模的风筝集市。清代潍县人裴
星川诗中写道：“风筝市在东城墙，购选游

人来去忙。花样翻新招主顾，双双蝴蝶鸢成
行。”另有人和诗：“东城墙外是白沙（白
浪河沙滩），风筝铺子三十家。冬售年画春
销鸢，一年四季不断花。”当时潍县风筝不
仅销往烟台、青岛、淄博、济南等全省各
地，而且大批销往江苏、福建、安徽、河
南、河北等省。

1753年春，郑板桥离开潍县前，作过一
首《罢官作》：“老困乌纱十二年，游鱼此
日纵深渊。春风荡荡春城阔，闲逐儿童放纸
鸢。”

写下这首风筝诗，郑板桥心里更多了几
丝闲情。心有浩荡春风，风筝便有了生命；
心中有民，郑板桥便像风筝一样飘在历史的
天空，一直被百姓仰望着。他离开潍县近100
年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冬，潍县代
理知县何元熙作重修《三贤祠记》云：“县
旧有三贤祠，祀有明周公（注：周亮工），
国朝赖公（注：赖光表）、郑公（注：郑板
桥）。周、赖二公行事不可得，板桥郑公翛
然具出世概，区区一邑之蒸尝，曾何足道？
邑之民必尊而祀之，此其故可思矣。且夫士
君子读圣贤书，平时所志何事，一旦出而为
宰，人品之邪正，才力之短长，学问之优
绌，于是乎见。”

心有浩荡春风，风筝便有了生命；心中有民，郑板桥便像风筝一样飘在历史的天空，一直被百姓仰望着……

郑板桥怀潍县：纸花如雪满天飞

疫情之下，

朗诵诗的力量

左图：清郑板桥《怀潍县二首》 立轴纸本
右图：潍坊郑板桥纪念馆内郑板桥雕塑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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