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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每次经过一座名山，见游人如织，每次都会感受到山川树林里潜藏着不可思议的能量和威胁。
每个过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大多数会忽略了自己的欲望、心中迫切的需要，甚至根本不会去理解山
川对人的诱惑。
　　清晨，云蒸霞蔚，寂静无声；中午，阳光明亮，蓝天白云伸手可及；晚上，群山似乎非常地接近
，它们冷漠、孤单地矗立着，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近在咫尺，又宛如广阔而遥远。
悠久绵长的大地山川存载着世界的快乐和悲伤，它本身没有思想，但过路的人会觉察到自己的短暂渺
小。
在你离开人世后，它们会继续存在千年万年，而你将带着所有的忧虑、悲伤、快乐、不满逝去。
　　游人在美的世界中暂时脱离世界，追求自己特殊的天赋或野心、爱好和欢愉，而他们似乎不太明
白自己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当下。
山川永恒存在，而你在这个时段，经过这种短暂，让你暂时寻求山峦以外的东西，因为你自身所没有
的永恒、神性与美丽在这里形成对比。
溪水沿山谷流泻而下的声音是永恒不变的，而面对的游人天天在变。
游人的思想在说明这里的存在，它真的是一种从有到“无”的驱动力，整个世界结构的一部分，相反
，却予以游人更多的是失落和困惑。
当美丽的山川渐渐地消失在每个人的眼前，这一个个当下的个体是否又在思考生活中所带来的已经积
累了很长久的阴影，包括悲伤、失落、压力、恐瞑、应酬与争执。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摆脱生命旅程中的一切压力、悲伤和争执呢？
这与意志力无关，这与财富无关，这与地位无关。
意志力只是行为思想的产物，财富与地位只是暂时捕捉的妄念。
过多的妄念会毁灭一个清净的世界，即个人的内心世界。
个人，就是世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
你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当你脱离世界，内心深处也一样脱离自我，重要的是，不要以内在和外在
来思考人生，而要把生命视为一个整体，我们生命中所有经历的悲伤善恶只能是一个局部。
只有在妄念净空的时候，心底才会生出焕然一新的东西，静静地得到快乐。
　　我们在看山、云、树、水流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意图，乃是“自我”的熄灭。
在空寂之中享受一份大自然给我们的恩赐和宁静。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一个执著的个体，所以有虚妄不安的心跳，没有目的的妄念。
而永恒的话题只是失去，时间在失去，思想在失去，亲朋好友在失去，人们透过各种神明、某些不受
时间拘束的东西以及意识形态与希望来寻找永叵。
而找到的永恒全是伤害、欺骗、死亡和苦痛的轮回。
　　你与青山白云没有任何关系，但你可以驻足聆听它的声音。
你在白云之前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如果你能在山川白云之前可以终止过往的记忆，新的你将会诞生
。
　　我们彼此吸引，就像山川和白云，少一点妄念和目的，爱将之永恒，心灵将之自由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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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要过多地去考虑绘画的本质和局限，在视觉和理念相对统一的作用下，只能让自己仰望绘画世
界。
我们的创作，其实要让周围所有的人来理解作品的意义，这才是好的作品。
把平面转换成想象空间，主要目的是让你创作的思想变成一种动力。
我们习惯说的“气息”——生动气势是中国画中最难表现的，也是每个中国画家最难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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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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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在此之前，慧远写了一篇《形尽神不灭论》的文章，宣扬人死只是肉体的死亡，精神是可
以永存的。
要求世人信佛行善，苦修积德，以求“往生”，从而进入天国。
慧远还为此立佛影，写了《万佛影铭》，进一步地宣扬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永不泯灭
。
　　陶渊明不可能接受这种理论，因此也不会加入由这种理论支撑的“白莲社”。
　　朋友之间的往来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趣味与人生观的完全一致。
友谊和哲学见解并非是一码事。
陶渊明与慧远及白莲社中人的交往过从就是如此。
他仍然清醒地保持着自己的见解和独立的人格，并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人。
一方面，为了表达他对佛教《形尽神不灭论》的反对和对道教“长生不老”说的否定；另一方面，也
为了在广泛的意义上发表对生死问题的看法，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陶渊明写了他的著名诗篇《形影神》。
在这首诗中，陶渊明提出了“形神相即，形尽神灭”的观点，与慧远的“形尽神不灭”针锋相对。
同时，陶渊明从生死人题，发表他的宇宙见解。
他以“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的诗句，说明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有生必有死”这是客观规律。
只有“不喜亦不惧”地去顺应自然规律，才是正确的态度。
这种观点，也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归去来兮辞》中。
　　还有他去世前写的《拟挽歌辞》三首和《自祭文》，在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他关注的是生命的自然过程，而不是它的结局，蕴含了深刻的哲理。
启迪人们以现实的努力来抗拒人生的虚幻和时间的奔流，从而超越生命的有限性。
陶渊明对生死的清明旷达具有永叵的文化价值。
　　正因为陶渊明对生命有着如此清醒的理解和把握，所以他才能写出“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进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之一）。
这样让人感奋，催人奋进的诗篇。
2.陶渊明与田园诗田园诗在陶渊明的诗文创作中是一个突出的亮点。
我觉得他至少有以下几个“第一”。
　　（1）陶渊明是开拓田园诗这一诗歌题材新天地的第一人，也是作为文人大量写作田园诗的第一
人。
　　在陶渊明以前，也有一些描写田园生活的诗篇，比如，《淮南子·道应训》记载的：“今举大木
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说明古代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最原始的诗歌；《礼记·郊特性》中“土反其宅，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些都和农业劳动密不可分。
还有被钱钟书称为“中国最古老的四时田园诗”的诗经中的《七月》。
它用一个农民的口吻写了一年中的生产和生活。
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固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使之不能成为一类诗歌题材
。
而陶渊明以前的著名诗人如屈原、宋玉、枚乘、贾谊、司马相如、三曹等没有一个是写田园诗的。
作为文人大量写作田园诗的，陶渊明是第一人。
在陶渊明的笔下，田园与劳动第一次在文人作品之中变得有意义。
他直接影响了唐代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创作风格。
　　（2）陶渊明是真正长时间居住在农村，亲身参加农业劳动并写了如此多田园诗的第一人。
（也是唯一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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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仙羽化贯长空，剪出百态稀奇峰。
峰峰排闼青冥入，补天造化夺神工。
斜壁断崖挂彩虹，天根月窟飞白龙。
风云际会如有时，浩气万古天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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