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蘧庐画谈》一经出版，
就在津沽书画界引起热议。
《天津志略》中称：“（陆文郁）
乃为诸学员编《蘧庐画谈》，
专论花卉，能推陈出新，故学
者咸感兴味。”

在1932年6月5日《广
智星期报》上刊登出韩补痷
《读〈蘧庐画谈〉》一文，开篇
就提出了许多读者共同的疑
问：“《蘧庐画谈》到了二十几
页，乍然一看，好像是植物分
科学，又像植物名汇，不像图
画谈了。”

其实，陆文郁不只是画
家，还是生物学者。他钻研
生物学多年，几乎就是为其
绘事服务的。由此产生的多
部植物学著作，如：《诗草木
今释》《植物名汇》等，也可看

作是他研究绘画
的“副产品”。

当时社会上
流 行 着 一 种 风
气，“不论什么艺
术，初学由规矩

入到了纯熟，便不必死守规
矩了。哪知道现在的初学，
一下手就是这一套。”韩补痷
在文中以自己家中两个初学
画的孩子为例：“大张的宣
纸，各样的颜色，会满纸涂大
点子抹串圈儿。说是先生教
这样画，画熟了自然会好，用
不着再学那以前的笨法子。”

针对种种乱象，韩补痷
在文末替陆文郁做出了解
释。为什么《蘧庐画谈》到了
下卷，满眼都成了植物名汇
呢？“画花木不懂得植物分
科，必至于画芍药会像牡
丹。知道一切植物的所以分
别，自然不会出这种毛病。
而其所以分别，不在状态，乃
在生理。则非整个的懂得植
物学不为功。”

学者李世瑜先生的姑姑
和嫂子都是陆公高足。因此
机缘，李氏也随她们赏画、旁
听，与陆公多有往来。陆先
生曾对他说：“我最不赞成以
写意之名而忽略了各种花卉
细部的区别。有的画家就是
不管牵牛、葫芦、丝瓜、吊瓜、
倭瓜……叶子都统统画成一
糊一片的，分不清谁对谁，我
管这个叫一团糟！”陆氏此言
与韩公前文，可谓异曲同
工。新中国成立后，陆公还
编写过一部授课讲义《国画
花卉画法》，也是按照各种花
卉的植物学组织构造与造型
特点，分为十八样体型，分门
别类描述的。

陆文郁如此的作画态
度，与其人生经历不无关
系。他于1908年为日籍生
物教员绘制教学挂图，试着
将生物学融入绘事之中，并
开始从事生物研究、采集和
标本制作。后与顾叔度等人
创立生物研究会，出版《生物

学杂志》。1913年，参加直
隶商品陈列所组织的省内实
业调查，旋即被聘为陈列科
员，开始了博物馆工作。
1914年，受派遣代表中国参
加日本大正博览会，又于
1915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
览会。过程中，对于美术及
生物多有考察。回国后，他
参与筹建天津博物院。1925
年被聘为天津广智馆陈列部
主任。

正是丰富的阅历，才让
陆文郁将生物学与传统绘画
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独树一
帜的中国生物学画派。李世
瑜先生将此画派的特点概括
为：“应用植物学的科学方法，
对各种花卉进行观察、剖析、
分类，再以艺术手法把它们投
影到画面上，这是陆老超越所
有花卉画家的独到之处。”

创立生物学画派
方 博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是乌拉圭的著名作家，他
热爱足球，并写过一本关
于足球的书。在这本书
中，他讲叙了一个有趣的
故事。

上世纪 60年代，厄
瓜多尔首都基多市正在举行
一场球赛。开球前，人们自
发为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早上
刚去世的母亲默哀一分钟。
每个球员和观众都肃立着，
然后有人发表演讲赞扬这位
堪称楷模的裁判的奉献精
神，赞扬他在最艰难的时刻
仍然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执
法比赛。这位黑衣裁判，在
球场的中央，低头向人们经
久不息的掌声表示感谢。

比赛开始十五分钟后，
一支球队的进球引爆了全
场，但是裁判认为是越位球，
并取消了这个进球，看台上
的球迷立刻愤怒了，他们咆
哮着咒骂着，甚至用粗鲁的
脏话问候这位裁判的家人。

就在十五分钟前，那些
球迷还发自内心地为裁判去
世的母亲默哀，可仅仅十五
分钟后，同一拨人却无所顾
忌地辱骂裁判。

那么，人们的行为为何会
前后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行为经济学家乔治·洛温斯

坦提出了一个“本能因素”的
概念，本能因素包括尴尬、恐
惧、嫉妒、愤怒等情绪因素，
以及饥饿、疼痛、寒冷等生理
因素。当本能因素处于活跃
状态时，我们称人们处于“热
状态”，当本能因素处于不活
跃状态时，我们则称人们处
于“冷状态”。

本能因素会明显影响人
们的行为和决策，在足球比
赛还没有开始时，球迷们处
于冷状态，他们能清醒地认
识到这位主裁判是如何恪尽
职守，但是一旦比赛开始，球
迷们就处在被本能驱使的热
状态，开始口不择言，满脑子
都是足球。

人们在冷热不同的状态
下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行为。
假设你暗恋某个迷人的姑
娘，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处
于冷状态，你为自己制订表
白的计划。你会理性地认识
到，即便是被拒绝也不是一
个最坏的结果，起码你可以
从这个事件中摆脱出来。第
二天，你终于获得了和她单

独相处的机会，可这个时候
你却处于热状态中。你呼吸
急促，羞涩和恐惧的情绪又
起了主导作用。在这种热状
态中，你感觉被拒绝比终身
孤独还糟糕，于是你再次错
过了这个好机会。

在公路上处于热状态的
“路怒症”司机们，他们会彼
此开车追逐，发誓要把对方
的车撞翻，可是一旦冷静下
来，会觉得刚才自己的行为
不可思议。

乔治·洛温斯坦还发现，
在冷热状态互相交替的时
候，人们会失去推测的能力，
他将之称为“情绪温差”。比
如当你不饿的时候，你肯定
同意节食，同样，烟瘾没有犯
的时候，你也非常赞同戒
烟。当你处于一种情绪状态
时，就很难想象自己处于另
一种情绪状态的情景。

孕妇分娩在决定是否使
用麻醉药的时候，就会表现
出这种“情绪温差”。在分娩
的痛苦真正到来之前，许多
妇女都不愿意选择使用麻醉

药物。但是在分娩过程
中，她们则更倾向于使用
它。紧接着，在孩子降生
一个月之后，她们再一次
表现出不愿意使用麻醉
药物的倾向。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
安德鲁·利指出：人们在不同
的环境、状态和时间里总是
做出不同的决定。如果在一
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试车，人
们更倾向于买一辆敞篷车；
如果在阴天，则更倾向于买
黑色的车；如果在夏天买房，
人们更愿意为带游泳池的房
子支付更高的价格。

当我们处于冷状态时，
会制订周密的计划，然而一
旦处于热状态，本能又会占
据上风。拳王泰森曾说：“每
个人都有计划，在受到打击
之前都是有计划的，但是一
旦真的受到打击，他们就呆
若木鸡，不知所措了。”每个
股民都听说过股神巴菲特的
名言“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别
人贪婪时我恐惧”，可是一旦
遇到股市大跌或者暴涨的疯
狂时刻，就会完全忘记巴菲
特的告诫。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
自身的弱点，不断训练自己
克服本能的冲动，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让自己在决策时
始终保持理性和冷静。

冷状态和热状态
岑 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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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末
我 都 要 到 山
上去捡石头，
好看的、好玩
的、有点意思
的……总之，只要看着有趣
味，我就捡起来带走。

石头的趣味，全在心
情。一块石头，是断臂美神
还是梵高的向日葵，都是自
己的心中之物，心情下的有
与无，美与不美。

万事万物，趣味和美是
同在的。石头的趣味以及
美，和欣赏力审美力有关
吗？有，但心情不好，大师
罗丹眼里也不会有什么好
石头。

对待生活，要像对待石

头那样。它
好 看 ，搬 得
动，就跟我到
家里，给它找
个好地方，和

颜悦色顺着它，这叫两全其
美。如果它好看，我却扛不
动，就静静地坐那里看它一
会儿，美美地享受，心满意足
地离去，让它在那儿听松涛
饮甘露，这也是两全其美。

美是一种矛盾，美是一
种相知，美是有趣味的。趣，
从何来？字面上，说得很清
楚，“趣”从“走”中“取”来。
意思是说，你只有走出去，不
囿于自己的牢笼，生活里才
会多出一块块美丽有趣味的
石头来。

石头的趣味
杨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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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事 万历甲寅春，张卿
子到新都拜访黄玄龙，
石岭看梨花，花已半谢，
玄龙曰：“春老矣，奚不
早来？”卿子曰：“余意正
在凄凉。”

这是明朝某一年暮
春时节，两个看花人之间
一场简洁的对
话。黄玄龙领
着远道而来的
张卿子去石岭
看梨花，梨花已
经谢了大半，黄
玄龙用惋惜的
口吻嗔怪张卿
子来晚了。然
张卿子的一句
“余意正在凄
凉”，却让迟到
的遗憾变成一
场别样的赏花体验。

是的，你喜欢梨花茂
盛，蜂蝶翩跹，我却更钟
爱梨花的半落，以及飘零
的诗意，这时的花更让人
怜惜，更符合看花人的心
境。世人观花，多喜千朵
万朵压枝低的喧嚣，未开
时叹花太晚，花落时又恨

谢得早，可是世间哪有那
么多恰好？花自顾开着
它们的美好，绝不会为谁
而等待。人们或许以为
花是供人观赏的，花却只
遵循生命的规律，盛开与
凋零与他人无关。

赶不上花的盛放，
就好好欣赏落
花吧，不妨也
像张卿子那样
道一句“余意
正 在 凄 凉 ”。
繁华也好，凄
凉也罢，都是
大自然赐予我
们的景致，根
本不存在好坏
之分，所谓的
繁华和凄凉，
不过是人们强

行给景致着色罢了。
仔细思考，我们以为

的落花凄凉，真就是一厢
情愿。花落了，结出果
实，从树的角度看，衰落
意味着新生和希望。如
此看来，焉知落英缤纷不
是一场为果实而做的盛
大洗礼？

余
意
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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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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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都懂你，那你得有多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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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在卧室里尚未起床，
耳畔又响起“咕咕咕”的鸟叫声。
打开窗户，我忽地发现两只鸽子
似的小鸟，正在四楼屋檐坡顶的
砖红色筒瓦间轻走张望，隔着玻
璃似乎并不害怕。这就是俗称为
“野鸽子”的斑鸠鸟。刚入住小区
时，这种鸟很少见。随着空气环
境越来越好，小区里各种树木日
渐葱郁，一条条甬路绿树成荫。
春有桃杏海棠，夏有月季石榴，秋
有枫树红叶，冬有忍冬黄杨。老
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禽
类也随之明显增多。喜鹊、麻雀、
燕子、黄雀，还有好似头顶帽子的
尖嘴戴胜鸟都在这里安了家，真是百鸟争鸣了。

三年前，大尾巴喜鹊首先在我书房窗下的椿树
上搭了窝，年年春分时节在此繁衍育雏，成了我的芳
邻。今年在初春惊蛰第三候“鹰化为鸠”之际，我发
现一对斑鸠居然抢先住进喜鹊的老窝里。它比喜鹊
孵化早，自己搭窝很简单，垫上一层干树棍就妥了，
哪里都能将就。

斑鸠的品种有灰斑鸠、山斑鸠等，咱天津常见的
斑鸠学名叫“珠颈斑鸠”。它适应力强，全国各地都
有分布。因近水楼台的缘故，我得以仔细打量它的
容貌。其头部为鸽灰色，身上羽毛大都为褐色，尾羽
镶有白羽毛。最醒目的是颈部黑地布满白色的小斑
点，像是许多珍珠闪光散落，因而得名。北宋诗人梅
尧臣在《咏鸠》诗中用“颈上玉花碎，臆前檀粉轻”诗
句赞美斑鸠栖美树、着美衣、鸣美声，是美的化身。

古人还认为，斑鸠鸟是长寿的象征。《后汉书·礼
仪志》载：“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
鸠鸟之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喻老人不噎。”“鸠”
与“九”“久”同音，称其为“不噎之鸟”，祝愿老人饮食
平安，健康长久。

斑鸠一生只爱一只，坚守一夫一妻制，对爱情很
忠贞。它们雌雄一起筑巢，轮流孵化幼崽，共同觅食
抚育后代，尽职尽责，雏鸟成活率高，堪称模范夫妻。

生活在天津的珠颈斑鸠因体型较健硕，有些笨
拙，飞得慢而不高，但警觉性很高，是国家保护动
物。它主要以植物种子为食，有时也吃小虫，很适应
天津的气候。它很善叫，声音厚实响亮而悠远。据
鸟类专家研究，珠颈斑鸠的叫声主要有三种：两声的
“咕咕”是求偶，“咕咕咕”是呼唤同伴，“咕咕咕咕”是

警报声，音阶长短高低亦各不同，颇有些讲
究呢。

受益于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本市市民
对鸟类的保护很自觉，使珠颈斑鸠得以茁
壮成长，种群不断扩大。在我居住的这个
花草树木繁茂的小区，它繁衍甚快，已快赶
上喜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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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郁的艺术观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