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名为“诗艺盈门”的展览，以一家三人的三个主题展集纳而成，以中

华传统文化为核心，在全国巡展了 17 场，科学家徐扬生院士形象地将这种

现象比喻为一个“笛卡尔坐标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认为这

家人做到了人的最高愿景“诗意的栖居”；中国书画家协会主席王炜称之为

“中国人当代文化修养的一种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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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一家子！

荩 田耘为侯悦斯绘制诗意画《唐多令》

荩 集印词《人月圆·饮酒》，侯

军撰并书

荩 田耘为侯悦斯绘制诗

意画《题山野放怀图》

荩 侯军题木梳拓片

荩 侯军题我家的勺子

荩 高卓之为李瑾所拓鱼纹汉砖配画《馋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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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瑶

    写一手飘逸俊朗的行楷，诗歌、散文、报

告文学、文艺评论样样拿得起，男主人侯军曾
经是资深报人；女主人李瑾财务出身，痴迷民

间艺术；女儿侯悦斯从集邮起始，逐渐走进诗
词和戏曲。他们是千千万万爱好艺术的中国

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凭着热爱和坚持，用艺术
点亮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让传统艺术之花

常开不败，侯军本人说，因为对传统文化有敬

畏心，不敢懈怠，展览不过是多年来全家努力
吸纳求知的一份答卷。

这是一个“好看”的中国故事。

全家一心 从“收藏”窑洞开始
侯军家有个特殊的“藏品”。几年前，李瑾

去了一趟延安“万花村”，亲身体验了一天农

家生活，回到深圳就和全家提出了一个“伟大
构想”：要在家里造一个“陕北窑洞”，要求非

常具体：造个土炕，要有木头窗棂与陕北乡村
家具，还要有够水准的陕北布贴画和民间泥

老虎石狮子以及各色陈设……正好家里在装
修，夫妻俩找设计师画了“土炕”的图纸，安排

装修队施工；精选出女儿的剪纸，作为“窑洞”
木窗的样子，门跑到中山三乡的古旧家具市

场去寻觅刻工，三番五次不厌其烦，终于选中
一家浙江东阳的木作坊，度身定制了七对木

窗，不光用来装饰“窑洞”，连书房和起居室也
都沾光实现了“剪纸化”。此外就是寻找合适

的北方家具，于是，刷红漆的大柜、镶着花的
躺柜、四面雕花的床头柜、旧木翻新的椅子陆

续被搬进家。墙上，陕西民艺展上收来的凤翔

泥塑彩绘大虎脸挂在“窑洞”正中，从好友那
里淘换来的陕北农民布贴画挂在对面，从秦

岭鉴馥园背回来的石狮子摆在躺柜上，还有
女主人淘来的山西农家的“拴娃石”、北方妇

女用来压鞋底子的压鞋砖、走西口的老乡独
酌温酒用的小铁炉子……一个像模像样的

“陕北窑洞”就这么诞生在深圳了。
谁家出门旅游不会买些当地风物或文创

纪念品，这家人却直接“收藏”了一个窑洞，而

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才刚开了个头。
全家起初喜欢参观各种展览，从书法绘画

到民俗文物，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侯军

说，不光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全家人的
共同兴趣，对艺术之美产生了共通的亲近感，这

样后来做什么都是全家一条心。看多了开始手
痒，不约而同地，各自发挥所长，开始了创作。

自己动手 记录日常生活之美
中国传统讲求天人合一，艺术之美因万

物皆备于我而拥有最为至高的境界。古人画山

水、花鸟，吟诗作对，都是从日常的、素朴的生
活中发现美，因为这种美而感到欢乐。侯军这

一家子，便是从现代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美
与智慧。侯军自小喜欢书画，平日会与女儿“赛

诗”，受身边文友的影响，又开始收藏印章。创

意，就是从他手边越来越多的闲章开始。
2012年春节，侯军又和往年一样给亲友

准备新年贺卡。他挑了现有的六个闲章印文，
作成了一首小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津门长

客胡不归？烟云供养松巢客，不看人面免低
眉。”抄录了诗句，盖好印章，一个漂亮的印屏

成了一张独一无二的贺年卡。印章是别人的，
抒发的却是侯军彼时彼刻的心情，所有收到这

个特制贺卡的亲朋都非常喜欢，侯军的老友作
家冯骥才也打去电话要求“加印”一份收藏。

创作了家里最大体量“藏品”的李瑾，退休

后培养了新的爱好：拓。脑洞很大的女主人不

受物件的束缚，几乎到了见物就拓的地步。除了
家中原有的藏品，以往收藏的砖瓦木器，日常所

用的勺子、梳子、茶托、茶罐、饼干盒到煲汤用的
海马，刻着花纹的凳子腿儿，乃至刚出生的外

孙女的小脚丫，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日常器
物，都被心灵手巧的女主人“拓”成了艺术品。

朋友圈传播 独乐乐到众乐乐
依托自家的收藏资源，从事自己喜爱的

文学艺术创作，充分发掘和利用藏品的潜在价

值，开始只是侯军一家子自娱自乐的尝试，但

随着侯军个人公众号“寄荃堂”的传播，全国各
地艺术圈的朋友坐不住了。先有深圳篆刻家

陈浩为侯军的创新起了“藏印诗”的名号，李贺
忠、罗云、车帝麟等篆刻行家源源不断地寄去

了印褪和印章，一些书画家则被女儿侯悦斯别
有机心的诗词、李瑾充满烟火气的拓件打动。

山东画家田耘和南京书法家朱德玲都是
侯军的好友，两位因侯军的第一个展览“集印

为诗”在天津相识了。艺术家相聚免不了谈文
论艺，还互赠了作品集。茶桌闲聊之际，两人

不约而同地提及侯悦斯的诗词很有画意，适
合入画，一个艺术创意，一个“诗意丹青 ·诗文

书画跨界融合展”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

中国文士素有“以文会友”的优秀传统，诸

如诞生了《兰亭集序》的雅集文化是中国文化
艺术史上文脉绵延的独特景观。古人“或十日

一会，或月一寻盟”的雅集到了今天，通过互联
网平台，消除了时空的阻碍，唯独需要注入的，

是悠悠古心。李瑾的拓件吸引了前后近百位书
画家以及专家学者参与题和配画，从“朋友圈”

雅集落地成了一个“我拓我家”的展览，观赏者

赞叹于创作者的文心慧智之外，更被浓浓的生
活气息感染，感受到了其可复制可延展。

我拓我家 家是文化传播核心
“我拓我家”展受到了广泛关注，有六幅作

品入选庆祝联合国成立 70周年《东方视角 ·世

界华人艺术大展》，在联合国总部大厦“精彩亮
相”。而在创作者简介一栏，做了一辈子会计的

李瑾填上了“历任女儿、母亲、妻子，现任姥姥”。
这样一个来自于家庭的“非专业展览”走过了全

国 17个大大小小的城市，收获了无数会心的赞

许和感动。通过这个展览，人们看到了一个家庭
是怎样生活、学习和创造快乐的；看到一个家庭

和他们的朋友是如何交往的；看到了这样以家
庭为单位的公共文化活动，对社会的引导意义。

因为受到父母的影响，侯悦斯对传统文化
从喜欢到钻研，留学回国后，如愿成了中国美

术学院的教师。中国人讲究师承关系，而同样
重要的，还有家庭的传承：祖传父、父传子、子

传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家庭是长河中的
主流，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路径。“都说文化

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城
市的灵魂，我认为，也应是家庭的灵魂，同时也

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丁振海说。
在展览第 17站的现场，拓件《小脚丫》的

原型来了。小主人是第三代，在她出生还没满月
时，正逢姥姥的首次展览即将在深圳举行，姥姥

就拓了一张《小脚丫》的拓片作为纪念，“小脚
丫”的父亲在从北京赶到深圳的飞机上就写了

一首诗，姥爷就把这首诗抄在拓片上，这张“妈
妈生，姥姥拓，爸爸诗，姥爷书”展品诞生了，这

件作品是对《诗艺盈门》的生动诠释，转眼原装
的“小脚丫”已经六岁多了，她是未来的希望！

让让日日常常生生活活 美美起起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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