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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证   时   代     拒   绝   平   庸

　　游离于社会已经十多年，十年
江湖，或教书，或经商，或好古，
左冲右突，曲线耗费着生命的光辰。
即使是十年漂泊，心也被哲学所控，
人生活在哲学的理念里，形随意行，
生活的体验，切切的蕴含于哲学意
念之中。一次际遇，终于喷薄而出
我的哲学思想，如是为书。
　　书以系统论为基础，以运动为
辩证思维，以人为基本概念，以逻
辑和历史相结合的方式演化人类历
史的进程，剖析阶级社会的全部现
象。书的所有章节、概念，都是运
动逻辑推演的呈现。一本书，一个
社会，就像一道数学证明题，一气
地推演到底，写来舒畅，体验美好，
竟似乎自己生活在数学的隧道和迷
宫里，社会、宇宙、存在都是数学
之网，之精，之秘。真想让时间片
刻停凝，任由我恣情地体验哲学之
美，宇宙之美。
　　哲学是生活。最精奥的哲学也
要回顾、关怀生活。生活是根，一
切哲学都源于生活；生活是本，一
切哲学都为了生活。哲学是属于人
的，生活是人的全部。脱离生活的
哲学不能称之为哲学，没有哲学的
生活不能称之为社会。哲学是本质，
生活是现象。哲学与生活，相影相
随。
　　哲学是人的历史。离开人，世
界没有意义。人的社会与人的个体
生命有太多的相似。社会的运动是
一个社会化伴随着形式化的过程，

人的一生是自然成长伴随着社会性
发生发展的过程。社会化都是人的
机能的延伸，形式化都是人机能的
社会性展现。人之初，需要抚养；
社会之初，需要物质生产为生存。
人之自立，一为追求幸福，一为追
求价值；社会发展，一是目的，一
是手段。幸福和价值，目的和手段，
都很难统一、和谐，它们都走上限
定、超越和异化之路。人之中年，
境界高于拼斗；社会之成熟，文化
生产平衡了物质生产。人之死，脑
先衰；社会形态之亡，文化先老。
 哲学是科学。第一是自然科学，
第二是社会科学，第三是人之科学，
第四才是党性。党性把哲学的真理
价值化。党性是哲学的社会性，不
是哲学的本性。运动是哲学的总原
则，是社会、物质、存在、本体的
总原则。运动在阶级社会里，体现
为民族性原则和阶级性原则。民族
性原则表明人类与自然的延续性，
阶级性原则表明人类的社会性。
　　哲学是民族之魂。民族的理想、
精神都在哲学之中。没有哲学，没
有一些纯粹的人，民族将失去她的
光芒，自由的光芒，灵性的光芒。
纯粹的人很难有幸福，但纯粹的人
是民族灵魂的依托。
　　纯粹的人心怀四海，志守一
隅，为大家，为英杰，为领袖，是
不同山脉的各自的最高峰！只是人
们啊，请多些宽容，在他们成长时，
或怪异或忧郁，格格不入，甚难生

存，他们大都不堪而夭折，能成为
山峰的又能有几多？！
　　哲学是逻辑。逻辑源于实践，
实践本身是辩证的法则。古言：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而今看：存在而本体，本体而
一二之辩，二而一三之制，三而万
之万物。如此之轨迹，转为逻辑，
即运动，即实践，进而是生产再生
产，进而是社会化和形式化，最终
是最智慧生物的物质、精神活动。
它们是运动，是哲学，它们也是逻
辑，是最高的思维准则。
　　哲学讲究时代，哲学是时代的
凝缩。时代是背景，是条件，时代
为现实服务。时代与现实，逻辑与
历史，是二对孪生子。现实是处境，
时代是潮流，逻辑和历史是现实和
时代的镜子。实践是目的，人是主
体，哲学就是时代的旗帜。生活的
时代不同，百年有更替，哲学的呐
喊就是鲜明地给出一个新时代。
　　哲学需要怀疑。一个时代送走
一类哲学形态。没有永恒的权威，
没有永恒的本质。哲学就是条件，
一切以条件为依归。没有怀疑，没
有创新，没有怀疑，也没有权威。
本书是一种怀疑，本书也必将被彻
底怀疑。江山如此多娇，哲学令人
折腰，人民代代新，真理须经怀疑
更新。
　　是为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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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勇（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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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早报
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
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
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
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
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
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
家、媒体记者等。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主编 |艾华林

青年诗人董哲诗集《天空
被风吹走一角》出版
　　华夏早报讯（记者 艾华林）记者从木棉花编辑部
获悉，青年诗人董哲诗歌集《天空被风吹走一角》近
日由该编辑部出版。
　　《天空被风吹走一角》是作家董哲近两年创作的一
本诗集，诗集分为《总与一缕炊烟有关》《斑斓的四
季像云一样流淌》《天空被风吹走一角》《有一些光
芒照耀着生活》等四辑。作者以一颗虔诚之心、敬畏
之心、温柔之心，注目和聚焦着自然万物，人世社会
和自我内心，利用碎片化的诗意书写，勾连起生活与
生命的完整性；用诚挚的本心表达对人生的省察，对
世界的寻觅和探究，对生活的珍视与守护，令人读后
有心灵上的触动和共鸣。
　　附作家董哲简介：
　　董哲，高级记者，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四川省散
文诗学会会员，长沙市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民俗摄
影协会新闻专业委员会副主席。现任华夏早报社编委、
华夏号聚合新闻平台执行总编辑、灯塔新闻执行总编
辑。长期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业余读诗习诗，文字散
见于《诗歌月刊》《诗选刊》《鸭绿江》《海燕》《延河》
《辽河》等刊和选本。著有新闻评论集《天黑请说话》、
文学作品集《生命的静美》等。

——《社会演化论》后记

性评价，其作品在国内外发表或展出并多次获奖，显示了
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的非同凡响。可以说，《蓝予诗画作
品集》是蓝予个人艺术才华的展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
承与现代艺术创新的双向奔赴。
　　《蓝予诗画作品集》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上彰显突出
亮色。诗歌与国画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何也？概因
国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诗歌则更多
地表达了当代人的情感和思想，这种结合体现了传统艺术
形式与现代表达方式的巧妙融合。在题材的选择上，蓝予
的绘画作品多选择古典题材，如仕女、山水等，这些都是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经典元素。然而，她在这些传统题材中
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情感，使得作品既有古典的韵味，又
有现代的情感色彩。在笔墨运用上，蓝予既保留了传统国
画的笔墨技巧，如线条的精细和墨色的层次，同时又进行
大胆创新，使其作品在保持传统美感的同时，也展现出现
代艺术的自由和个性。蓝予的诗歌作品用现代的语言和视
角表达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现代的情感和
思想与古典的艺术形式一旦结合，便发散出了一种时空穿
越的艺术魅力。蓝予在审美上，追求的是一种朴素、沉静
与美丽的境界，这种审美追求虽然有着传统的影响，但在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她的作品又提供了一种宁静致远的
审美体验，这种具有悖论意味的艺术创作，彰显了一种难
能可贵的审美张力。
　　《蓝予诗画作品集》在文化地理学上也具有一定的价
值。在这本诗画作品集中，许多作品都描绘了祖国各地的
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例如，《消夏图》和《莲花山晨曦》
分别描绘了不同地域的自然美景，展现了各地独特的地理
和人文景观。在蓝予绘画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对特定地
理景观的细致描绘。通过细腻笔触和多彩墨色，蓝予将自
然景观的美感和地理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她的作
品《云岩观瀑》展现了瀑布的壮观景象，体现了对自然地
理景观的深刻理解。蓝予的诗歌和美术作品不仅描绘了地
理景观，还表达了她对这些地域的情感和思考。她的诗歌
和绘画作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传达了她对特定地域的
深厚情感和文化认同。例如，她的作品《中年》通过诗歌
表达了对中年生活的感悟，反映了她对时间和地域的深入
思考。蓝予作品集通过诗画结合的方式，激发了读者对时
间和空间的丰富想象，体现了她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抉发。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深圳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诗与画相融 善与美互鉴

　　在当代文艺界，蓝予是一位集
作家、诗人、画家和记者于一身的
跨界创作者，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蓝
予诗画作品集》（羊城晚报出版社）
于近期出版发行，受到读者的喜爱
和欢迎，遂成为她这一身份的背书。
观赏本书，窃以为它确乎价值不菲，
颇值点赞。
　　《蓝予诗画作品集》有着突出
的审美艺术特色。在作品集中，诗
歌与国画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诗
画一体、画诗互鉴的马泰效应。这
种结合使得她的诗画艺术作品在诗
歌与绘画两种不同门类上都具有一
定的美学水准。就画作而论，蓝予
的人物画和山水画都表现出她对传
统笔墨的理解和运用。她的人物
画，特别是线描人物仕女画，展现
了她对细节的精致刻画和对笔墨运
用的娴熟把握。蓝予的画作，笔墨
运用大胆而富有节奏感，如《消夏
图》中衣褶线条的涩滞凝练和用笔
的恰到好处，以及背景丝瓜的湿笔
寥寥数笔淋漓奔放，展现了她对笔

墨控制的恰到好处。蓝予的山水画
创作热衷于倪云林的简淡风格，并
在临摹王翬和黄君璧的山水画上下
足功夫，表现了水墨山水以简概繁
的创作理念。蓝予在诗歌创作上，
也不断探索和尝试，她的诗作不仅
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还融入了
现代的元素和个人的理解，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蓝予的
诗歌与绘画齐头并进，铸就了她在
两个不同艺术领域的 1+1>2 的乘法
效应，她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国内受
到认可，还在国际上获得展出和收
藏机会，如她的作品《消夏图》在
韩国首尔美术馆展出并被收藏，这
显示了她的美术创作已然形成了国
际影响力。
　　《蓝予诗画作品集》体现了作
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审美造诣，在
诗界与画界、传统与现代之间，架
起了一座浪漫的桥梁，也为读者受
众提供了一次跨界审美体验机遇。
《蓝予诗画作品集》打通了现代诗
歌与传统中国画之间的壁垒，可谓

诗情与画意共舞、传统与现代兼容，
其绘画题材多为充满古典与写意色
彩的人物山水，而她的诗歌则表达
了现代生活的感悟和情感，展现了
她作为一位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与精
神世界之间的对话。蓝予诗歌和绘
画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力量，她
的艺术创作不仅是对生活的观察，
也是自我内心情感的抒发，其作
品能够跨越时间与门类的限制，其
艺术探索精神得到业界的肯定性评
价，她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方式和表
达手法，为诗歌与美术创作带来新
的活力和可能性。蓝予自幼喜爱写
作和绘画，通过临摹名家作品并加
入自己的理解，逐渐形成了自我独
特的诗歌与美术艺术风格，体现了
作者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创新
精神的结合。蓝予的跨界创作展现
了她对美的执着追求和独特理解，
无论是在绘画的笔墨运用还是在诗
歌的文字锤炼上，她都力求达到一
种朴素、沉静与美好的审美境界。
蓝予的艺术创作得到评论界的肯定

■ 周思明（广东）

——《蓝予诗画作品集》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