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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光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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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城
名胜半归湖。”11月的宁波月
湖，湖面如镜，秋色正浓。红
枫、银杏、绿柳，被大自然精
心“涂抹”得恰似一幅油画。
“这样的色彩，这样的质感，
仿佛是月湖与油画天然契合一
般。”著名油画家、杭州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国
际美术交流协会副主席陆琦
说。

近日，由宁波中华文化促
进会和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
区管理办公室主办、宁波月湖
美术馆承办的“画说月湖——
陆琦风景油画作品展”正在紧
锣密鼓地筹备中。明年，近
30幅以月湖为“题”、由陆琦
创作的油画将亮相月湖贺秘监
祠展厅，将千年月湖风韵以另
一种艺术形式呈现。

走读中的月湖映象

采风的过程，也是“走读”月
湖的过程。

“人们常说，月湖是‘一步一景
一重天’，而月湖的‘灵动’即便是
同一景观，在一天中的不同时刻，
也是全然不同的。”陆琦说。

作为与甬城几乎“同岁”的历
史名胜，位于宁波市中心的月湖南
北 狭 长 ， 酷 似 弯 弯 半 月 。 北 宋 时
期，诗人钱公辅在月湖北端修筑偃
月堤，在湖中建众乐亭，成为湖上
造景第一人。此后，月湖的景致不
断丰富，十洲胜景、三堤七桥等独
特风貌，逐渐成为艺术家们创作的
灵感源泉与采风胜地。

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走进月湖
公园的陆琦，见亭台楼阁和树木花
草自然成画，便开始了对月湖的长
期观察与创作。

“月湖是你与它越靠近、越熟
悉，就越觉得里面有东西，那是一
种仿佛沉淀很久的文化气息。”从湖
东的竹屿、月岛、菊花洲，到湖西的
芙蓉洲、雪汀和烟屿，再到湖中的花
屿、松岛、柳汀、芳草洲四岛⋯⋯
二十多年，二十多幅月湖盛景，都
是陆琦自然流露于笔下的、对月湖
的亲近与喜爱。

“ 如 果 说 之 前 的 画 作 是 ‘ 随
笔’，那么这一次集中创作的 28 幅
画便是为月湖写一本书。”陆琦说。

自今年 3 月起，陆琦决定深入
挖掘月湖的历史与文化，将这份情
感 转 化 为 一 系 列 精 心 构 思 的 油 画
作 品 。在 持 续 创 作 的 三 个 多 月 里 ，
尽管家住杭州，陆琦依旧多次来到
宁波月湖及周边采风，迎曦而出，戴
月而归，经常“泡”在月湖一整天。

“一处景观从不同的角度看过
去，就是不一样的景致。”在现场，
陆琦经常从四五个角度速写同一件
风 物 ， 待 到 回 家 再 从 大 量 的 草 图
中，筛选出最满意的一个角度，以
捕捉其精髓，“采风是对时间和空间
的双重撷取，既要走进画面感受光
影变化，也要走进历史从过去的故
事中感受情感。”

陆琦解释，比如那幅 《月湖桥
畔》，正午时分，阳光从头顶洒落，
水 面 被 照 得 发 亮 ， 桥 影 倒 映 在 水
中，桥上的行人和周围的景致被衬
托得格外生动。然而，月湖桥桥东
有一座花果园庙，传说，此地原为
南宋丞相史浩的花果园，庙即为园
中祀土地神的家庙。

诗 词 中有言：“秘书入道祠还
在，丞相封王事已空。依旧春风杨柳
绿，行人来往日匆匆。”想到此，再
驻足眺望，便是另外一种兴衰之感。

诗画里的月湖风情

月湖之美，不仅在于其直观
的景致，更在于半分想象的留
白。

“千年月湖，诗社林立，诗
人由景生情，挥毫泼墨，留下了
无数传世佳作，也赋予月湖以美
感和意境。”宁波月湖美术馆馆
长徐伟说，国画清雅简澹、灵动
传神，所以不少园林景观，透过
水墨更容易传达出一种含蓄、空
灵的美感。相比之下，油画色彩
丰富、质感厚重，如何营造出一
种超越具象的诗意空间，有着很
大的难度。

难于绘色，也成于绘色。
“四季变换、晨昏交替，油

画中的光影一部分来自实景观
察，另一部分则是画者的个人
感受和想象。可以说，油画的
色彩，也有‘心情’可言。”陆
琦说，在创作过程中，他经常
从 诗 词 歌 赋 中 感 受 月 湖 的 意
韵，再将其融入画作之中，两
者结合，才能让油画有“氛围
感”。

比如，在 《碧沚书香》 这幅
画中，一座古色古香的亭子静立
于秋意盎然的园林之中，水面如
镜，天空蔚蓝，与一周的树木相
映成趣。整幅画透出一种明亮、
生机。

“‘一带裙腰翠作围，撩人
别梦自依依。’清道光年间，鄞
县 诗 人 范 上 第 所 作 的 《芳 草
洲》，便是这幅画的灵感来源。”
陆琦解释说，诗中描绘了芳草
洲，也就是碧沚的美丽景色，翠
绿的草带像裙子一样环绕着洲
头，给人一种柔美、婉约的感
觉，暗示着自然的妩媚和生机。
所以他特别为这幅画“补光”，
以添一些生气。

这首诗的后半句“王孙旧约
寻芳至，为惜华年未肯归”，诗
人感慨青春年华稍纵即逝，流
露出对美好过往的留恋。也正
如陆琦将 《碧沚书香》 定格在
了秋天，树叶由绿转黄，再到

赓续不断的月湖文脉

“‘一部甬城史，半部在月
湖。’月湖的美，更在于千年以
来的文化积淀。”宁波中华文化
促进会主席郁伟年说，环绕着月
湖的水光波影，从四明狂客贺知
章，到唐宋八大家王安石、曾
巩，再到兵部右侍郎范东明，再
到浙东学派的萌芽与兴起，无数
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甚至商贾
平民，或吟诗作文，或隐居研
学，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
和典籍文献。

北宋庆历年间，王安石调任
鄞县知县，建县学。为倡导重
教 爱 学 的 良 好 风 气 ， 请 杨 适 、
杜醇、楼郁、王致、王说五位
大儒于明州讲学，史称“庆历
五先生”。“五先生”在月湖各
创 书 院 ， 弟 子 众 多 ， 经 世 致
用、推崇儒学，浙东学术自此
萌芽。

南宋时期，又有“淳熙四
君子”杨简、袁燮、舒璘、沈
焕讲学湖上，一时月湖书院林
立。

据考证，北宋明州出现了
100 多位进士，南宋明州进士有
600 余 人 。 清 代 宁 波 籍 史 学 大
家、文学家全祖望认为，经过

“五先生”的努力，“数十年后，
吾乡遂称邹鲁”；文天祥对月湖
盛况由衷赞叹：“一时师友，聚
于东浙，呜呼盛哉！”

不仅如此，“藏书之富，南
楼北史”，月湖有文献记载的藏
书 家 ， 从 北 宋 楼 郁 ， 南 宋 楼
钥、史守之以来，历朝繁衍不
衰，至明清已蔚然成风，由此
形成了独特的藏书文化。而宁
波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
久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
藏书楼。

千年沉淀，历久弥新。月湖
文化也成为宁波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之一。

近几年，为进一步深挖月湖
文化底蕴，一系列文化活动，从
诗会书肆、书画展览、历史讲座
等，都让市民和游客更深入地了
解月湖的历史和文化。

2020 年 9 月 ，“ 宋 韵 丹
青”——天一阁·月湖大型书画
创作活动在宁波月湖美术馆正式
启动，试图重现月湖历史人文风
貌，提炼充实景区传统文化艺术
资源，彰显宣传景区历史文化底
蕴。

“众乐吟咏”“庆历五先生”
“淳熙四先生”“史浩四明洞天”
“王应麟创作 《三字经》 ”⋯⋯
为进一步描摹千年月湖的历史高
光，多个代表性的文史典故，被
重新提炼、演绎，也成为书画家
们重现“浙东邹鲁”的人文基
础。

一年里，“宋韵丹青”活动
共召集全国书画家创作宋元风格
的书画作品近百件，并从中遴选
出 71 件 优 秀 作 品 ， 汇 编 成 册 。
“‘宋韵丹青’天一阁·月湖诗
书画作品展”随后在月湖畔展
出，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和历
史学者的目光。

“ 月 湖 是 文 化 创 作 的 沃
土，诗、画、景相互交织，彼
此渗透，构建出一个和谐而富
有诗意的审美世界。千年文脉
源远流长，它的美在于丰厚的
历 史 积 淀 。” 徐 伟 说 ， 这 一
次 ，“ 画 说 月 湖 ” 系 列 是 借 用
油画的艺术表现力，将月湖的
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再一次巧
妙地融合。

“这些画作不仅仅是对月湖
美景的再现，也是对月湖的宣
传。在这里，无论是文人墨客的
抒怀，还是画家们的笔触，都能
够让月湖的风韵得以永存，也使
得那些曾经在此地留下足迹的文
人墨客的精神得以传承。这也是
我创作的心愿。”陆琦说。

橙红，虽色彩绚烂，也预示着
生命的短暂。巧妙地运用这种
对比，融入了对时光流转的哲
思。

鄞县诗人戴浩有诗 《春晓闻
莺》：“东风微度果留声，羌笛轻
调百啭清。唤起春光无觅处，柳
汀 花 屿 雾 冥 冥 。” 陆 琦 在 创 作

《柳汀风光》 时，从诗中提取了
想要的意境——

朦胧的春日，柳树的枝条轻
柔地垂下，花朵点缀其间，雾气
弥漫，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宁静的
氛围。

鲜为人知的是，柳汀本就是
个神秘的孤岛，是宋真宗天禧五
年 （1021 年） 僧人蕴臻在柳汀
岛建“憧憧西桥”和“憧憧东
桥”两座石桥后，才逐渐成了网
红打卡地。由此，一处风景也巧
妙地融入了一段历史。

“‘往事渐杳，双燕飞了’。除
了诗词，吴冠中那幅无比灵动的

《双燕》 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尽
显月湖意境的同时，也带来了灵
感。”陆琦说，站在马衙河畔，
望向对面，秦氏支祠等古迹并列
成几条横线，无论是齐高的山
墙，还是弧形的乌檐，都与 《双
燕》 所描绘的画面十分相似。

在 《双燕》 里一双春燕飞
来，自由随意。受到启发，陆琦
在右下角留白处画上了两只鸭
子，水面倒映着天空，画中那两
只正在“蹼水”的鸭子，似乎正
与 《双燕》 中那一对鸟儿遥相呼
应。而这样的处理，也将月湖的
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巧妙地融合
在了一起。

“ 诗 是 无 形 画 ， 画 是 有 形
诗。”“画说月湖”系列在追求形
似的同时，又在超越形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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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碧波》

《众乐之湖》

《古韵新颜》

《马衙街畔》

《柳汀风光》

《碧沚书香》

《月湖雪影》

《月湖桥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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