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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墨琳

爱新觉罗·恒拥，又名肇长拥。戎

马 30 余年,在内蒙古 23 年，给予他草原

的绿色之梦；转身援藏 4 年，又赋予他

洁白无瑕的心路军魂。草原的广阔，

高原的空灵，将他铸造成了一个诗词

书 画 样 样 皆 能 的 军 旅 奇 人 。 他 的 书

画作品气势磅礴，底蕴深厚，风格鲜

明 ，或 以 诗 词 明 志 ，或 以 丹 青 抒 怀 。

他 在 秉 承 着 中 国 传 统 书 画 技 法 的 同

时，又结合时代特点独守创新，一幅

幅画作展露着他军人的洒脱与豪放，

展现着当代军人的艺术风采，同时又

体 现 了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的 独 特魅

力。他用饱蘸激情的笔触写意山水花

鸟，一幅幅形象逼真、气宇轩昂的书画

作品跃然纸上，充分表达了一个军人

艺术家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肇长拥的

作品，是心灵的流露，笔韵传神，力透

纸背，时常让现场观摩者为之叹服。

他的诗词专著《诗润龙土》到目前已出

版八卷；一千余首自创歌曲，如今已风

靡网络。

肇长拥 7 岁开始作画至今，闲暇之

余，手持毛笔，在丹青间寻找静谧，这

是他最好的休憩方式。他的画作浓淡

自然，线条流畅，有

一种天然的意趣，每

到风景之处，总会留

下 他 的 记 忆 之 墨 。

他的画风亦如他的

为人，淡淡然然，随

心而动，当人称他为

艺术家的时候，他从

来都是莞尔一笑，淡

然处之，只用心做着

本真的自我，或许是

在诗词书画中找到

了他心灵的最终栖

息地吧。

东 北 黑 土 地 长

大的他，出生于满族

世 家 ，自 幼 父 母 离

世。然则童年的孤

苦并未将他击溃，他

的文字清新皎然，没有悲苦恩怨，只有

充满对生活的感恩的希冀。《诗润龙

土》第六卷有一篇偷黄瓜记，记录了他

幼年间偷食家中院落黄瓜，因怕兄长

发现将黄瓜藏于胸间，却被瓜刺扎伤

的趣闻。书中写道：满身利刺蒂黄花，

根根坠落馋君牙。兄咳惊飞钻篱墙，

皮下红肿压碎瓜。一篇普通诗章，却

叫人不禁莞尔，人常说的大艺术家皆

能将生活琐事写尽透彻，大致如斯吧。

他的作品曾经多次获奖，在军内

有很高的影响力，然而他却淡然处之，

不以为意。在西藏 4 年，他开始写诗，

这些诗朴实生动、或婉转多情或直抒

胸臆，都是他自己某时某地的随感而

成。他在《诗润龙土》写到：“少年苦歌

与谁唱？落笔墨飞扬。中年塞外域山

岗，斗狼戏雅江。草原黄昏夜，山高寒

风 凉 。 今 君 飞 抵 落 家 乡 ，花 发 白 如

霜。”短短几行字，蕴涵着他半生的经

历 ，半 生 的 甘 苦 与 半 生 的 感 慨 。 自

1978 年入伍，他从内蒙古大草原转战

雪域高原，出色地履行着一名军人的

职责。27 年的风华正茂，全部献给了

祖国边疆。半生的漂泊，见证着他几

十 年 的 峥 嵘 岁 月 。 在 祖 国 的 边 防 线

上，肇长拥出色地履行着一个军人的

职责，堪称一名优秀的军人。但他应

该说是一个好父亲，在国家和小家都

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只能舍小家为大

家。他的书“忆女”篇有《女儿独上天

路》的 诗 文“ 十 五 独 自 行 ，孤 身 上 天

路。泪雨落高原，父惭笔难诉”。2002

年暑假，年仅 15 岁的女儿，难耐思父之

情，独自一人辗转至西藏，看望当时正

在藏区工作的父亲。然而因为公务繁

忙，他却不能时时陪伴女儿。女儿在

西藏的 15 天，仅仅只见了父亲几面。

肇长拥在文中写道：“回想这些年，我

欠 女 儿 的 太 多 太 多 了 。 她 也 曾 经 跟

她妈妈说过：‘妈妈，同学们都说我缺

少父爱’。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 里 特 别 难 受 。 是 啊 ！ 女 儿 同 学 说

的很对，这些年，我给女儿的爱真的

太少了！在生活上，我从来没有给她

买过一件衣服；在学习上，我从来没

有关心过她。从小学到大学，她也从

来 没 让 我 们 操 过 心。”也 许 只有在这

个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备受尊重的军

人，不再是一个人人仰望的艺术家，他

只是一个父亲，一个为了工作无法尽

心给予女儿父爱而内心愧疚的父亲。

然而他爱护女儿的心却不曾少于任何

一个父亲。这篇文章，没有华丽辞藻，

没有激情的抒怀，却道尽爱女之情，不

禁令人潸然。人人都是子女，人人都

将为父为母，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从肇

长拥的文字中感受自己曾经忽略的至

亲之情。

泼墨成画，凝字成诗，骨子里清雅

独处，自守墨城，欲做闲云，想为野鹤，

把酒对月，即兴唱吟，潇洒自如，惟吾

德馨，文字用之，信手拈来，水到渠成，

挥洒自如，可一气呵成，这，就是军人

肇 长 拥 。 他 视 书 画 为 自 己 的 亲 密 伴

侣，用书画闪耀自己的一生。曾有人

问，何不将作品投入市场出售？他回

答，创作的本意不在于此。官场几十

年，肇长拥却一直做着本真的自我，或

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诗词书画

中找到了心灵的最终栖息地。他对人

情事故应酬往来挥笑自如，但他不贪

恋这种场合，他更喜欢在曲终人散后，

独自一人静坐，冥思，研墨、挥毫，在自

己的世界中绘一方净土。

画如其人，检验一个艺术家通常

有三点：感觉、作品、品质。感觉好的

作品未必好，作品好的，品质未必佳。

三全其美，是珍品，肇长拥算一个。他

有军旅艺术家的灵魂，正如他的作品，

以飨天下。

水之为象，其道甚广，可谓包罗万

象，涵盖无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物象，如老子的“上善若

水”，如孔子的“逝者如斯”，如庄子的

“秋水”，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黄河之

水天上来”，不胜枚举。然而水为无

色、无味、无定形、无定态之物，要在画

幅中表现出来，自是极难之事情，但齐

鲁之地却真有这样一位独具只眼的画

水大家，以一支画笔写尽水之势，水之

韵，水之魂。这就是画家康庄。

康庄少年时即痴迷绘画，早年师

从齐鲁名家王天池、弭菊田、黑伯龙，

后考入艺术学校专修美术。18 岁就当

上了一个剧团的编剧和导演，他博览

群书，能诗文，通音韵，有专门的诗集

问世出版，可谓学博才高之人。诗画

一律，以此才情，主攻中国绘画，其画

自然才情横溢，诗思非凡。观康庄画，

深为其意象构思之巧、表现方法之妙

而拍案称奇，更赞叹其“技进乎道”的

境界。

有评论家认为，对笔墨的认识有三

个不同的层面或境界，表明了对笔墨认

识的过程性、艰巨性的特征：第一，对笔

墨的本体性认识；第二，对笔墨的民族

性认识：第三，对笔墨的人本性认识。

康庄沿此路径，作其艺术探索，可谓三

境俱臻。他有娴熟的笔墨语言，融通中

西；有很好的传统领会，是站在传统上

的创新；他用自己独有的继承了深厚传

统的画笔借助对各种山水，尤其是各种

水的描画尽抒胸臆，通过画水表达了对

人本性的思考和探索。

他画海水，如《撼海》、《海澜》、《远

眺烟台山》等，但见洪波跌宕，浪花飞

溅，近处巨岩高耸，石势嶙峋，远处汪

洋茫茫，一片深沉蓝色之上鸥鹭展翅

而翔。构图奇特，而又张弛有度，将海

之精神表现出来。海浪的飞扬之势与

巨大的力量感冲击着观赏者的心灵，

海之浩大、海之深沉、海之动静都得到

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而他无疑又大大

吸收了西画中的光线、透视以及水彩

等方法，惟有技法丰富才能表现细腻。

他画瀑布，如《龙吟》、《龙藏》等，

但见密树茂林之侧，或是崖石高耸之

上，或一片大水，或数股大水悬空飞流

急下，正如倒泻银河，天地奇观，而水

气弥漫，氤氲一片，观此等

画，仿佛已听到那掣电奔雷般的

水声从画幅上传来。

他也画山间流泉，如《涌泉》、《响

翠白龙涧》、《松谷探幽》等，则表现水

之柔美安静的一面。泉水淙淙，杂流

山石之间，不急不缓，好似随遇而安，

山之幽静与水之柔动相辅相成，使人

赏心悦目，神思清澈。

他的画《踏浪》系列，则是直接将

人与大自然结合起来，将自然之水与

生 命 之 人 结 合 起 来 画 。 在 那 因 人 踏

浪、漫天飞卷的浪花之中，我们仿佛也

看到了“自然的人化"的美感，感受到

人类与自然浑如一体的生命激情。在

有无虚实之间，勃发的生命力，是水的

活力、水的精神。“以一管之笔，拟太虚

之体”，康庄先生这样画水，道出了山

水画传承千年澄怀畅神的真精神，从

而从深层次上感受到画家艺术生命力

的精魂所在。

如果说画海，画瀑布，画黄河之水

天上来是康庄先生尽力表现水的浩大

与水的威势这些“动”的一面，那画山

间流泉，谷中幽泉则是刻画水的柔美

和水的静的一面。动与静在康庄画水

艺术世界的构建中如阴阳两极，相互

生发，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使得这个

艺术世界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出来，

让观者流连忘返，意犹未尽。因为我

们发现，康庄先生画的其实不是水，而

是各种生命，而生命的形态是无可穷

尽 的 。 正 是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我 们 可 以

说，水是他证道的法门，而康庄先生通

过画水，来证他的人生之道。

在当代画坛，人们很多时候把笔

墨当成一种手段、一种技巧，在磨练与

写生中一步步地强化所谓的语言形式

与造型的融合，而把对笔墨的认识及

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的文化境界

忽略了，把艺术表现及审美更多地放

在了观察而非领悟的层面，出现了较

大面积的“跟风”与“流行”局面，让人

叹息不已。康庄逆流而上，独避蹊径，

利用齐鲁之地靠山面海之地利，传承

中国山水画之文脉，开创出画水一派，

大家风范，令人叹敬。“依形立法，以情

运法，以志造法”，他在创作中锤炼属

于自己的语言和风格，使云树山水充

满生动气韵，自然而又亲切；对生命力

的捕捉和赞美，更使海澜瀑布激流澎

湃飞扬，传递出天地生命的交响；还有

云、树、峰恋，在升腾流转中饱含“质”

与“骨”，蕴含着既坚韧又崇高的精神

追求。他这种走出自己风格的山水，

是一种外形有现代之气息，却实蕴古

典之内美的山水。

承 继 传 统 血 脉 但 不 重 复 古 人 图

式，借古开新，重视吸收各类画法，包

括西方的，也包括其他艺术门类的，展

现永恒自然境界同时充满蓬勃的时代

感。天风海涛，浪遏飞舟，白水激涧，

绿林流瀑，山谷云霞，体现的不只是超

越时代的单纯、深沉、灵敏和博大，也

并非凝重威严，而是带着明快的调子，

充满愉悦和热爱。这种新鲜的生命感

是艺坛稀有的，也是康庄先生艺术上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无上利器!希望

康庄先生在全球化的今天，以他更多

的蕴含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而

又有人类共通的生命情感的“ 水”之

画，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更放异彩!

（作者系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

中心研究员）

今年 42 岁的林大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温州商人。16 岁开始

经商，如今已有 26 个年头。现在，他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开办

一家名为大时代的酒业公司，公司从最初产量 100 余吨到如今的

1000 余吨。预计 3 年后，产量将再翻两三倍，实现 5 亿至 10 亿元产

值。从国发二号文件对贵州白酒、茶叶等产业的大力扶持以及省

委、省政府出台的《十二五白酒发展规划》中，林大凯敏锐地觉察

到了贵州酱香型白酒未来发展的机遇。

少年时期辍学下海经商

林大凯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家里有四姐弟，他排行最小。

但由于较差的家庭条件，他也只读到了初中毕业。16 岁，他兜里

揣着父母给凑的 1000 多元钱，只身一人来到了江苏。在江苏盐

城，他的第一桶金就是把批发来的纽扣卖给各村的供销社。那

时，早晨五六点就要出门，晚上 11 点左右才入睡，一天要工作十几

个小时。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只是淡淡地说：挺心酸的。早晨背

着 100 多斤的纽扣骑着自行车出门，一天跑 100 多公里的路，那时

的路要么是石子路，要么是泥巴路，遇上雨天路烂，不仅骑不了

车，还得把车背着走。在冬天，一天下来裤脚上、头发上都结了

冰，手已被冻得发红发痛，甚至动都动不了。就这样，无论严寒与

酷暑，他骑着车背着纽扣，跑遍了江苏北部的各个小村庄，每天十

几个小时的路程，他只舍得在路边吃 5 毛一碗的面条，住 4 元一晚

的旅店。这样奔波了一年，他手上有了五六万元。其后的两三

年，他又到过江苏、山东、上海打拼。直到他 20 岁，改革开放后沿

海地区开始改制，林大凯瞄准了还没开始改制的西部地区，他来

到了贵州。

改革开放 转战贵州

1998 年，20 岁的林大凯，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来到贵州这片尚

待开发的处女地，他在这里一呆就是 22 个年头。初到贵州的他，

仍从事他所熟悉的销售行业，他做的是鞋、服装的销售生意。而

后发现贵州的矿产资源丰富，他经营起了煤矿资源的生意，随着

煤矿行情的下跌以及煤矿生产难度的加大，他慢慢地淡出这门生

意。2006 年，林大凯凭着商人的嗅觉感觉到了造酒行业的发展前

景，他认为酒行业相对稳定，市场潜力较大且风险较小，他还是决

定投入到酒的生产行业中。他创立了大时代酒业有限公司，并于

2009 年兼并了有七八十年历史的茅台镇地方性酒厂。酒的产量

从最初的 100 余吨到现在的 1000 余吨，5 年时间产量翻了 10 倍。

2009 年，他还注册了自己的酒品牌——神舟复兴。目前，已在全国

范围内建设分公司，已有直营部等经销商 30 余家。对于公司的发

展，他满怀信心。他说道，希望公司可以借助国家改革开放后高速

发展的好时代、好政策，在未来 3 年，将实现酒的销售额达到 5 亿至

25 亿元，将现有的 30 家经销商扩大到 2000 家，并将生产工人从现在

的十几人扩大到几百人。在国家二号文件以及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白酒工业园区在茅台镇风风火火地建立起来，为白酒产业

提高质量、扩大生产提供了保障。并且工业园区内酒的生产、包装、

运输一条龙的服务，为进入园区的酒企业带来了从政策到实际的优

惠。林大凯说，下一步他也打算进驻工业园区。他觉得这是自己白

酒企业发展的一条绿色通道。

贵州白酒后发赶超 外资纷纷涌进

贵州近些年来对白酒产业的发展高度重视，2012 年 9 月 9 日，

第二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召开。据了解，共有

1346 家企业报名参展，共推出 1928 个签约项目，涉及引资金额

2576 亿元。白酒产业将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在

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充分认识白酒产业在贵州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后，贵州先后制定了《关于促进贵州白酒产

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指导意见》、《贵州省白酒产业振兴计划》等促

进白酒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指导意见。在这些政策的

推动下，贵州白酒产业实现了快速的发展，贵州白酒产量从低迷

期的 10 万千升到 2011 年的 24、66 万千升，增长 47、57%；实现工业

增加值 231.78 亿元。在贵州吹响白酒产业发展的号角之下，资本

陆续而至。根据 2011 年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有超过 3 亿元的投资

资金通过官方渠道，进入仁怀市收储酱香型白酒。贵州的老牌白

酒品牌，“珍酒”也被外来资本收入囊中。2009 年 8 月 28 日，华泽

集团通过华致酒行以 8250 万元成功竞拍收购贵州珍酒厂 100%的

股权，并对原“贵州珍酒厂”进行改造，组建成立了“贵州珍酒酿酒

有限公司”。 拒不完全统计，贵州省 66 户规模白酒企业中，有一

半以上是省外资本收购或控股企业（国台酒、百年糊涂酒、金沙窖

酒、鸭溪窖酒）。贵州白酒产业正像一块巨大的“洼地”，引得省外

资本纷纷涌来。

不 仅 大 型 企 业 纷 纷 以 收 购 或 控 股 参 与 贵 州 白 酒 的 发 展，

像 林 大 凯 这 样 看 好 贵 州 酱 香 型 白 酒 前 景 的 商 人，也 纷 纷 开 始

进入白酒产业，成为白酒发展大潮中的淘金者。林大凯说，贵

州酱香型白酒要经过七次提酒，三年窖藏才能罐装，而且窖藏

时 间 越 久 的 酒 价 值 越 高 。 在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下，他 相 信 他 的

白酒生产规模会越做越大，产量将在现有规模上翻两三翻，并

且 下 一 步 将 在 全 国 范 围 扩 大 经 销 商 队 伍 到 2000 家，实 现 销 售

额 5 亿至 25 亿。 （徐杰 曾兰茜）

聚焦军旅艺术家——肇长拥 大时代里的淘金者
——记茅台镇的温州商人林大凯

康庄——妙笔传水魂 诗心证人生
■ 西 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