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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正德六年，出生于四川新都的进士第人杨升庵，吟出不朽绝句《临江仙》&ldquo;滚滚长江东逝
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rdquo;词中豪放隐含蓄，高亢蓄深沉。
在沧凉悲壮中，溢出淡泊宁静高远之境。
岂料五百年后，人们对升庵绝句没齿不忘，及至耿耿于怀。
实乃情所致，义所动，理所为。
选择艺术，即选择磨难，同时收获快乐。
人世间再也没有啥事如做艺术般更劳神费心，也不再有哪一行如做艺术般更走火入魔。
选择无悔，确认回车，无论人间还是天堂。
　　曾几何时，做人优先成为从艺者必尊的信条。
但时过境迁，疑惑信条遗失，常叹礼崩乐坏。
在茫茫大干世界，不乏投机取巧，寻找诚信尤艰。
历史发展到任何阶段，都有不尽相同的社会问题。
只不过，当下人们遭遇的问题与磨难，显得异乎寻常，亘古未见。
事实上，人们没有挑选时代的权力，只有务实做人的能耐。
倘若人人都心怀敞亮，天地无私，则任凭风吹浪打，笑看潮起潮落。
至善大同，吉祥天年，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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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艺术史上那些越是怪诞偏激的形式，就越能引发人们的奇思异想，现代艺术之后的图
式就更加离谱。
抽象表现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运用潜意识的手段来充分调动生命的潜能，以促使艺术家忘乎所以地
自由宣泄潜藏的美感（如中国书法中的狂草其理亦相通）。
再谈一下艺术教育。
目前为止，所有的学院都是保守的，以后也会这样。
不仅如此，就连民主体制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不情愿轻易改变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独裁专制
的国家就更加不愿意。
所以，文化保守主义适用于各个地域，这是由于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与社会生物学的一般规则所致。
实际上生命自护不仅仅是生物体的存活原则，而且也是无机物的常规。
比如小到一个原子、大到一个星系，再具体到个细胞或人体，甚至一种文化或某种观念，都会无条件
地拼命保护自己的基本生存。
何况讲传统是所有文化传承者的主业，传授者只能靠过去积累的经验和意识向后来的未知者传述已知
的学问，那些固有的知识体系（包括生活习俗）存在就是所谓的传统。
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可能都走在学术阵地的前沿，这就意味着多数的大学（至少是发展中国家）
基本上是靠传统（非贬义）来维持其生计。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想提及“传统”的另一个潜在层面的问题，并且我认为应该是基础之最，所有
相关的人都不得不遵循的根基，并且是人类价值观趋向一致的缘由（至少在生物学层面），也许它是
更广义的传统。
我所指的这个传统就是与生命相关的生物学层面的遗传基因（文化基因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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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艺术(2009年下半年)(第12辑)》取名“大艺术”，并不是望文生义地对“艺术”论大道小，也不是
将生动多元的艺术生态简单地用量度概念评说优劣，给出“大艺术”平台，是想在健康人文的语境中
，营造一块开放自在的学术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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