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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静气是一剂良药

古人说：“静以修身，静以养心。”面对纷
扰的世界，唯有静下来，才不会被现实裹挟，
才可以在自己的内心修篱种菊。

淝水之战中，东晋与前秦对阵，前者兵
力不足10万，后者号称有百万虎狼之师，形
势十分险峻。

此等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一片惶
恐，唯有丞相谢安镇定自若，以征讨大都督
的身份处理各种军务，并派8万精兵前去抵
御。

平日里，谢安照样下棋、弹琴、饮酒、作
诗，就是闭口不谈两军对阵之事。而出发之
前，主帅谢玄特地前去请教破敌之计，谢安
神情泰然，答道：“朝廷已另有安排。”

看到谢安胸有成竹的样子，谢玄心中大
定，和其他将领们各司其职，各练其兵，军民
上下，严阵以待，最后大败秦军，取得胜利。

“心浮气躁者，难成大事；沉着冷静者，
百福自集。”人有静气，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静，是临危不乱的气魄，也是渡过难关
的智慧。唯有冷静处事，才能洞察事情的本
质，作出正确判断，使得诸事顺利。

2
锐气是一场逆袭

人生不过百年，转瞬即逝，没有拼搏过
的人生，终将是一张白纸。

被称为“修齐治平一完人”的曾国藩，他
的成功离不开百折不挠的锐气。

曾国藩带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想不
到，一开始竟遭遇惨败，元气大伤。曾国藩
想要跳水自尽，幸好被手下救起。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如实汇报自己的
战绩是“屡战屡败”，请朝廷责罚。但最终，
在自请处罚的奏折当中，曾国藩把“屡战屡
败”改成了“屡败屡战”。

同样的4个字，传递出曾国藩顽强的精
神和意志，也正是靠着非胜不可的决心，最
终扭转乾坤。

生活给我们出了一道又一道难题，把我
们当初的激情消耗殆尽。就像《曹刿论战》
中描写的那样：“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
竭。”如果退让，最后必然溃不成军。只有刚
强，困难才会为你让路。

“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
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即使身处逆境，只要不失去向上的锐

气，意念就会激发身体，产生巨大的能量，从
而改变时局，实现抱负。

3
骨气是最大的底气

徐悲鸿曾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
傲骨。”早年，他去欧洲留学，当时的中国留
学生常常受到歧视。

在一次聚会中，一位外国学生说：“你们
根本成不了才！”

徐悲鸿被这番话激怒了，回应道：“冲你
这句话，我们比一比，看看到底谁是人才！”

从此以后，徐悲鸿更加发奋学习，去博
物馆学习临摹时，常常带上一块面包和一壶
水，一坐就是一整天。

他的努力引起了法国画家达仰的注意，
达仰邀请徐悲鸿到他的画室，亲自指导他画
画。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学成归来。

人可以穷，但不能没有骨气。人若没有
骨气，就像是无根的飘萍，生活变得麻木不
已。

有了骨气的支撑，就可以变得无所畏
惧，勇敢地淌过苦难的河谷，攀越重重山峦
叠障，抵达光明之境。

4
志气创造无限可能

《孟子》有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
充也。”当一个人有了志向，身体就会激发全
身的潜力，帮助他去完成。

王阳明从小志存高远。当时，世人皆以
步入仕途为荣耀，而他却想成为一代圣贤。

然而，他的圣贤之路却充满了艰辛。因
为得罪了刘瑾，被廷杖四十，流放贵州龙
场。在条件艰苦的石洞中，他“持志如心
痛”，不忘圣贤梦想，终于悟得“心即理”的命
题。

他一生战功赫赫，力挽狂澜，稳定了风
雨飘摇的王朝，却很少受赏。后来，他急流
勇退，辞官讲学，将“知行合一”哲学思想发
扬光大。

临终前，他留下八字遗言：“此心光明，
亦复何求。”为了梦想，王阳明矢志不渝，终
成伟业。

只有在身处逆境时，仍能保持坚定志向
的人，才能脱颖而出，走向巅峰。

有人说：“纵使疾风起，人生不言弃。”没
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只有心中有斗
志，不轻言放弃的人，才能看到人生的另一
番绝美风景。 来源：人民网

大格局的人，

《画事：中国画的诗意世界》以一画、一人、一题的
讲读方式，叙述着画里画外的故事，以独特的言说，细
致勾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中国画世界。书中的 104
幅画作，铺以17篇释义性的文字，使人在赏画之余，
借助作者的精彩解析，能够迅速融入名家、名画所构
筑的艺术境界之中，读懂每一幅画作所蕴含的延绵诗
意。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历来是中国文人在吟诗作
画上的追求至境。对于画家来说，在展纸铺墨之前，
已然对预画之物，心中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所谓意
在笔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展开《画事：中国画的诗
意世界》，我看到苏东坡即使身处人生低谷，也不放弃
对艺术的孜孜以求，总是要通过手中的笔，以亦诗亦
画的出色才情，去展示中国文人丰沛的精神气象。还
一睹到风流才子唐寅潇洒飘逸的画作，领略到他凌峻
幽深的画风。同时，惊叹于黄公望笔墨简远的裁剪布
局，以及他气势雄秀的画中诗情。

站在元朝画家吴镇的《芦花寒雁图》前，浓淡相间
的笔墨，素雅清纯的色调，将高山、小岛、河流、芦苇、
大雁、扁舟，由远而近，徐徐推至我们的眼前。画面
中，虽然不见一朵白云在流走，亦不见一束浪花在翻
涌，更不闻雁鸣声声醉，也无法聆听到挥桨的欸乃之
声，但是，从挤挤挨挨努力生长的芦苇里，从双雁迎风
飞翔的跃姿中，从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我们依然能够
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律动。画面中，大幅的留白给人
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也把晚秋之际人与大自然和谐相
处的生动场景，表现得十分熨帖，那种欲说还休的缱
绻之情，更是唤起了我们心中浓浓的乡愁。

同样是元朝的赵雍，在他的《澄江寒月图》里，那
种月朦胧、鸟朦胧的清浅诗意，如蒙太奇镜头一般，由
远而近，通过画面上的推、拉、摇、移，逐一将江、月、
山、树、石这些生灵，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苍穹中的月
亮，是那样的圆，那样的亮，穿过稀薄的云层，把如水
的月光，悠悠地照在江岸边的礁石、枫树和客船上。
整个画面上只有船舱里影影绰绰一个人影，但由清冷
的月色、漂泊的客船、遒劲的枫枝，很自然地就让人联
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的诗
句。

中国画的无尽诗意，不光从曼妙的山水间汩汩流
出，更源自画家深沉博大的精神世界。苏轼的《枯木
怪石图》，将枯木与怪石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怪石其貌
不扬丑陋不堪，象征着腐朽没落的旧恶势力。枯木看
似了无绿荫，但纷纷向上生长的枝枝蔓蔓，却代表了
一种新生的力量。联想到苏轼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
以及他越挫越奋的达观态度，最终《枯木怪石图》让我
们看到了一种磅礴的生命激情，在内心熊熊燃烧，那
份炽热而奔放的诗意，予人以希望和教益。

流连在《画事：中国画的诗意世界》里，品咂着那
些字与画的精妙言说，从苏东坡的逆旅到唐伯虎的漂
泊，从倪瓒的无人空亭到沈周的落花诗意，体会着画
家们发自心内心的震撼之作，深深地懂得，每一段人
生都是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追寻着漫漫的远方，也
追寻着无边的诗意。从这些意境深远的画作里，我们
洞悉到深藏于画里画外的人生智慧，更瞧见一幅幅诗
意丛生的中国画，已然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悠然绽
放。 刘昌宇

诗情画意盈满怀

都拥有这四种“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