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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国云诗集《窥一眼虚空的未知》

以及艺术作品集《字相》的出版，对海南

文学艺术界而言，是一件非常具有“谈

资”的盛事。他们认为，“字相”以道入

画，扩充了文字的本来意义，创造出一

种新的表达方式。

著名作家韩少功表示，创作这两部

书需要勇气和担当，读者同时也需要勇

气和耐心。“梅国云说他 5岁时拿着一

根竹竿就想去捅天，而当他 50多岁的

时候，他拿着一个可以放大几十倍甚

至上百倍的手机看太阳，看到的只是

一团橘黄色的被雾霾遮裹的黄色球

体。他一再追问这个世界要向何处而

去，人类要向何处去？这恰如其分地

阐释了‘我思故我在，我疑我惑或者我

探索都是我在’，这也充分证明了这两

本书的价值。”

《天涯》杂志主编、作家林森表示，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诗歌因为其简省、

其精微，更适合细部的表达，用一种见

微知著的方式，呈现事物和情感的幽

微，字相则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梅国

云的这部诗集，是一种大的呈现，是把

视野打开到宇宙尽头处的思考。宇宙、

时空、无、有、造物者、永恒等等“大词”，

在其诗歌中出现的频率极高。一般来

讲，这一类的词句会带给阅读者玄妙虚

空的感觉，字相的表达也如此，这是他

有意的追求。所以在阅读《窥一眼虚空

的未知》时，读者能感觉到宇宙空空荡

荡，却又仿佛有某个洪亮的声音在空中

久久回荡。

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团长、知名作

家邢增仪认为，《字相》是一部解读中国

字意义和形体关系的书，当中的每一幅

字都好像会跳舞会说话。《窥一眼虚空

的未知》像是一本哲学书，如屈原的《天

问》。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而

梅国云就是对这些不确定性提出了一

个又一个疑问，没有问题的答案，更没

有终极答案。他是用诗歌的方式在对

人生和生命的意义进行追寻和思考，可

以说是诗歌界的《十万个为什么》。

作家梅国云新作作家梅国云新作《《字相字相》《》《窥一眼虚空的未知窥一眼虚空的未知》》————

“诗”与“画”的融合
“疑”和“问”的收获

“读者们千万不要把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当成诗来阅读。这一句一句摞起来的文

字，是我试图寻找造物主的胡思乱想，是我用句子做成的通往虚空的梯子……”翻开

诗集《窥一眼虚空的未知》作者的自序，便被深深吸引，跟随作者对宇宙与永恒、虚空

与存在、现在与未来的遐想和困惑产生共鸣，共同思索。

日前，海南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梅国云推出以字相为笔名出版的诗集

《窥一眼虚空的未知》以及艺术作品集《字相》，前者收录了84首诗作与他近年来创作

的跨界书画“字相艺术”30幅，后者系统收录了百余幅跨界书画“字相艺术”作品。

□本报记者 吴雨倩/文 苏弼坤/图

我们用菜刀怎么也切不到一粒灰

尘/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切开一个西瓜/

其实地球在宇宙充其量也就是灰尘一

粒/只不过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刀的存在

……

人类不必得意/捣鼓出手机这样的

玩意/因为没有人类的时候/制造手机

的道理/一直在宇宙存在……

……

《窥一眼虚空的未知》是一部整体

性的诗集，单看其中某一首诗歌，或许

会惊异于其想象力，而把这些诗歌作为

一个整体，则会感觉到那想象力统摄于

某一个“规则”或者说“设定”——那便

是对生命和宇宙之间的联系的探究。

梅国云以诗歌实验的文学形式阐发其

对自我、世界、宇宙关联性的深刻思考，

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与对生活的反思。

在梅国云的诗歌中，虚空和未知两

个关键词所表达想法，与海德格尔的著

名命题如出一辙，“究竟为什么存在者

存在而无反倒不在？”海德格尔以此来

追问存在者的根基。相似的是，在这本

诗集当中，“虚空”就是“无”，与形形色

色的物象世界相对，但却是存在的。有

生命的万物尤其是人，和其生存的这个

宇宙是一体的，同属于“道”，同属于“永

恒”，那些貌似没有生命的星体，也有自

己的呼吸与沉思。

梅国云说，“虚空应该是对应色世界

而存在的世界，如果真有虚空，造物主一

定就在这两个世界交汇的边缘处主宰着

幻与灭、生与死的一切。我们为何来到

这里？这个世界为何要被我们人类看到

听到感知到？如果没有人类，宇宙的存

在还有意义么？历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们无不攀爬在试图获得真相却永远都走

不到尽头的梯子上。我们不要奇怪于

自己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离奇的逻辑关

系，也不必认为沿着想象力做成的梯子

一直找寻下去是徒劳的，‘我疑故我

在’，灯火阑珊处一直就在那里。”

谈及创作诗集《窥一眼虚空的未

知》的初衷，梅国云表示，这部诗集是他

观察、思考自然相之后情不自禁产生的

“胡思乱想”。具有非常意味的是，这部

诗集没有用他的本名，而是用了“字相”

二字。梅国云说，既然这部诗集是自己

创作“字相”艺术的产物，那索性就以

“字相”作为这部诗集的笔名。

梅国云认为，这部诗集中的这些

“回车句”，只是自己搭建的一部通往虚

空的梯子。这部诗集还有一个独特之

处，就是内页的插图全部采用了“字相”

艺术作品。回车文字与他独创的“字

相”艺术作品别开生面，相互辉映，也为

这部诗集锦上添花。“这些所谓的诗，不

过是字相艺术作品的诠释，而字相艺术

作品反过来看，不过是诗的凝固的装

置。”梅国云说。

首次以文创书的形式亮相的《字

相》是一部艺术作品集，是一部“字在思

考”“字在跳舞”“字会说话”的书。

“字相”这是梅国云独创的以道入

汉字笔墨的表现艺术，他从 2011年开

始，探索以道入文字笔墨艺术形式，独

创了以汉字字形为基础，借助传统笔

墨，将书艺、绘画、文哲融为一体的艺术

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先后被学界命名

为“笔外意象”“视觉杂文”“梅式漫字”

“字的字相”“字相”。梅国云是“字相”

艺术的推动者、引领者、集大成者，他的

探索和贡献，将会使这项艺术成为全民

的趣味游戏。

《字相》分为四个篇章，分别是吉

祥如意篇、诗情画意篇、哲思篇，以及

漫字篇。

翻开书籍的第一页，红彤彤的双

“福”字映入眼帘。福开两扇门，中间是

“人”。正看是福，反看是福，左边是福，

右边是福。以福映福，以福印福，福福

生福。梅国云说：“双福代表着我们对

平安和健康的美好期待，对美好生活的

憧憬与向往。人，只要有了健康和平

安，所有幸福都可以创造。”

关于“字相艺术”的创作起因，梅

国云表示：“我龙年春节前做了一个梦，

梦里都是浩浩荡荡的回家过年大军。

坐着摩托车的，坐着公共汽车的，开着

小车的，坐着飞机的，这样一种景象使

我脑海里呈现出‘回家’两个字。醒来

后，我写下了这两个字。回字写得像

车轮滚滚，又像望眼欲穿。家字就像

一盏灯为回家的游子亮着，老人和孩

子在守望。”

记者翻阅《字相》，寻找到这一幅颇

有深意的作品，正如梅国云表述的一

般，望眼欲穿的游子与一盏明亮的心

灯，两个字胜过千言万语。

从艺术家文学的创作到“字相艺

术”的跨界艺术，这或许是梅国云创作

冲动的另一个出口。观其作品，看似简

单的文字却透露出非比寻常的意味。

“用大量文字描述所表达的意思，有时

用一幅意象化，就能将对世相的观察、

文化的反思等有效、合适地表达出来，

甚至有时候比单纯的文字更能表达复

杂的感受。”梅国云这样说。

憨态可掬慵懒的“日子”；处处难平

的“欲”壑和失范的“人心”；“书”中自有

黄金屋，但奈何却不得不拾级而上；万

事皆“空”的沙弥像；逡巡窥视的“门外

汉”等百余幅作品，借助于中国的笔墨

艺术，使文字本身成为审美对象，或闪

耀着诗性或富有理趣，或诙谐幽默或意

蕴无穷，既有游戏精神又不失文质彬

彬。“字相艺术”既有佳趣妙思，还有温

厚可爱的诙谐感，即便是以正统书画界

的眼光来看，恐怕这也不只是耳目一新

的逸趣。

“南溟学堂”研学
活动走进五指山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吴雨倩）近日，海南省

博物馆流动博物馆——“南溟学堂”研学活动走进

五指山通什镇福关村和毛阳镇毛兴村，通过流动

展览、研学课堂、非遗工坊等环节，让学生们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海南的历史文化、海洋文化、

非遗文化，近距离体验非遗魅力。

本次研学活动中，省博物馆将基本陈列“南溟

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带进乡村帮扶点，走

进校园、走近学生。听着省博物馆讲解员生动地讲

解南海水下文化遗产，学生们求知欲满满，在每张

展图前驻足细看，还不时交流着各自感受。大家纷

纷表示，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南海海洋科普课。

海口市法援志愿
服务文艺演出举行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吴雨倩 通讯员曹旭）

近日，由海口市司法局、海口市法律援助中心联合

主办的“法援惠民生 守护妇女儿童”——2023年
海口市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文艺演出宣传活动在美

兰区新埠街道亮肚村举行。

当晚 8点，文艺演出在开场舞《盛世芳华》中

拉开帷幕。随后，歌曲《快乐绽放》《万疆》、广场劲

舞《火花》、杂技表演《肩上芭蕾》、琼剧《爱河醋

海》、舞蹈《只此青绿》、国乐演奏《半壶纱+女儿

情》等十余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目轮番登

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在文艺演出的同时，主办方还加入了有奖问

答环节，内容涉及法律援助、妇女儿童保护法等，

群众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学习了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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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探讨推动
中小成本电影发展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鹏 许晓青）从《冈仁波

齐》《塔洛》，到《无名之辈》《红花绿叶》，再到《春江

水暖》《宇宙探索编辑部》……近年来，一批中小成

本影片走进观众视野。这些影片或者具有浓郁的

地域特色，或者带有创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或者

在故事讲述方式和呈现手法上进行创新，丰富了

电影市场供给，给观众带来多样的观影选择。

日前，在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的

“中小成本影片创新发展之路”论坛上，业内人士

就如何推动中小成本电影更好发展展开探讨，共

同为促进电影市场多元化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与会人士认为，中小成本电影想要获得更高

关注度，需要强化影片的内容风格。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表示，中小成本影片无论在题材、叙事风格，还是

演员表演方面，都应该具有作者性，体现差异化。

例如，《冈仁波齐》和《塔洛》都是对我国藏族地区

特色风光的生动呈现；《无名之辈》则塑造了一群

富有性格的小人物，借助电影镜头展现人生百态，

再现了我国西南地区的风貌。这样的风格，让这

些中小成本影片带给观众独特的观影体验。

谈到和年轻导演合作进行中小成本影片创作

的经历，导演、演员徐峥说：“我很愿意和年轻创作

者进行交流，听一听他们的创作理念和想法，这有

助于打破我的创作惯性，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与会人士认为，助推中小成本电影发展，需要

全行业伸出援手，更好恢复电影市场的信心。

中国非遗作品亮相
国际工艺创新双年展

据新华社电（记者唐霁）第六届国际工艺创新

双年展近日在法国巴黎落下帷幕，多件中国非遗

手工艺与当代设计融合创新作品受到广泛关注。

本届国际工艺创新双年展共展出来自世界各

地300多名设计师及设计单位的3000多件手工艺

精品。期间还举办了“非遗创新国际合作”论坛。

受本届国际工艺创新双年展邀请，北京国际

设计周有限公司、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服饰与

美容VOGUE》杂志在双年展上联合推出中国特

展，展出中外设计师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元

素设计的服饰作品。这些作品融合了云锦、竹编、

银花丝、上党堆锦、彝族银饰、独龙族织毯、基诺族

砍刀布、土家族西兰卡普等中国民族传统手工艺

品的元素，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欣赏。

国际工艺创新双年展每两年举办一届，是手

工艺行业经济贸易平台。

李公羽考论
苏东坡琼山遗踪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甘雁鸿）今天，由琼山

区旅文局主办的“酒店里有讲堂”历史文化宣传活

动第六场在海口海岛森林酒店举行，邀请了中国

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

李公羽主讲苏东坡在琼山的历史文化故事，共同

研讨以东坡历史文化遗存为区域文化旅游赋能。

李公羽讲述了苏东坡贬琼期间在琼山、澄迈、

临高、儋州、昌江往返行经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踪，特

别细致地介绍了东坡在琼山一带——当年琼州府

治寓居时的行迹、作品、故事等。他提出，通过创造

和提供文化旅游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实现

旅游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文化旅游赋能。

阳光岛文
化

投稿邮箱:hkrbfkb@163.com
07

2023年6月18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彭桐 责任编辑：林青梅

美编：蒙海龙 版式：张蔚 校对：吴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