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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画意绘浮生
谢凯

书画情缘
刘凤莲

在希望的田野上
雷小红

石花
南征

我俩老了。
我俩老了，年逾古稀，青春不再，

芳华已逝。
可是有了书画，我们的生活依然

有滋有味，温馨淡雅。
有了书画，时钟好像走得特别快，

每天都忙忙碌碌，没有假期节日，忘了
寒暑过往。

我每天读帖、临帖、写字、画画。
毛公鼎、散氏盘、兰亭序、十七帖……
上下五千年，草行楷隶篆，时间远远不
够我用。

有时创作一幅作品，没写几页，已
经熬到深夜。

我得去拜访圣贤，请教颜真卿、柳
公权，怎样才能使楷书的一笔一画、一
勾一点写得工整规范，严谨美观。

我还要去寻访苏黄米蔡、颠张狂
素，他们究竟有过怎样波澜壮阔的人
生，有着怎样宽广浩瀚的胸怀，为什么
同样的方块字，同样的一支笔一张纸，
在他们的手下，就变得大起大落、大开
大合、回肠荡气、叹为观止！

我不止一次地去神游会稽山阴兰
亭故地，不为观赏那里的崇山峻岭，不
为寻访那里的流觞曲水，只为去呼吸
书圣的气息，沾染他的灵性，体会他的
气场，让那里的灵山秀水洗去我的愚
昧，启迪我的智慧。

我还得穿越两千多年，寻找散氏
国和则国签约的地界，多亏那一仗，才
有了今天的国之瑰宝散氏盘。

我还要返回时空，顺便问一下李

阳冰、邓石如，怎样凝神静气，捻管使
转，才能将篆书写得宛转流畅、柔美和
谐。

我很忙，很忙！
我的先生则更忙。
有时，他徘徊在宋朝的古都汴梁，

寻觅清明上河图的一人一事，一景一
点。

有时，他漫步在富春江边，踏着黄
公望的足迹，一遍一遍体验大师三年
临江创作的艰难，捕捉大师的灵感，体
悟大师超凡脱俗的空灵。

更多的是反复穿越时空，寻访天
才少年王蒙。为何一幅千里江山图，
便再无墨痕？

或虔诚地请教龚贤，一幅画数万
个墨点，何能？

大师曰：耐寂寞，守孤独。他人喝
酒你练笔，他人睡觉你伏案。无他，唯
勤尔。

每当春暖花开，天朗气清，我们约
几个同道，背着画夹畅游天下。我们
画北方的山，画江南的水，画泰山的
云，画黄山的松。我们与清风对话，与
白云作伴，一草一木皆有灵，一花一叶
都有情。尽收大自然的灵气，装点我
们的梦境。

更多的时候是伏案创作。
客厅就是我们的画室，大大两个

画案，他画他的山，我写我的字。
我随意挽一个发髻，插一支木簪，

着一袭素袍，端坐案前。
临一段先秦古韵，写一篇汉魏碑

帖，抄一部敦煌经文，翻一卷历史云
烟。或吟几句诗，或填一阕词。“千山
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枯藤、老树、昏
鸦，小桥、流水、人家”。

我的先生则笔走龙蛇，挥毫泼
墨，跋山涉水，穿云破雾。世间万物
都是他胸中的景，笔下万端都是心中
的情。

无数次，我们就这样与书画进行
着悠长而深情的对话。

累了，来到窗前，欣赏兰花的幽
雅，吮吸茉莉的清香。有时端一碟清
水，剥几瓣大蒜，随意插下，过不了几
天，蒜瓣抽芽，绿意萌萌，清澈透亮。

有时煮壶香茶，对酌慢饮。
我们谈《书谱》，谈二王，谈十大名

画，谈梅兰竹菊。有时也谈初唐四杰，
竹林七贤……

不问红尘凡事，不管人生几何。

没有哀怨离愁，无须成败得失。沉醉
香茗，忘情书画。

有时，饭后散步，携手夕阳，坐看
黄昏。一缕清风，一剪月色，足以赏心
悦目。

有时，临池赏荷，坐看繁星。那颗
是他，这颗是我，相约来生还看星星，
他还是那颗，我还是这颗，三生三世，
心心不异。

日子就这样从容地从指尖划过，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不惊不扰，平
淡如水。

虽然白发苍苍，容颜迟暮，但始终
静守着灵魂深处的这份美好。

因为书画已经融入生命，流淌在
我们的血液，是我们最深的知己，是我
们一生的修行。

我们老了，可我们有书画。
甚幸，甚慰。

屈指算来，收到诗人屈丽娜寄来
的诗集《浮生纪》已经半月有余。仔细
拜读过后，内心一直想为它写点什
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写出
了下面的文字。

《浮生纪》由浮梦、倾诉、低语、
倾覆、画眉等十部分组成。正如诗
人所说：“文字如血液。”认真读她的
文字，便能体会到她的每一个词、每
一句话仿佛是从心里自然流淌出来
的，是不加雕琢的，却又那么真挚，
让人感动。同时，她的语调又是那
么灵动和深沉。在你品味其雅致的
语言时，更能体味到语言背后的深
刻内涵。

“允许我，选择这块墓地/风水轮
转，阳光明媚/没有眼泪，没有羞辱/空
空地来，空空地去/熊熊的火光燃烧骨
骼，噼啪噼啪/响声照亮了天地/痛快之
极！”这是《浮生纪》的第一首诗《祭》。
《红楼梦》里有一首曲子叫《寄生草》，
其中有一句是：“赤条条，来去无牵
挂。”人本来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

去。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死亡却是另
一种生的开始。诗人在这里用轻灵的
语言诉说着人出生与死亡的本真，没
有忧伤，有的是“阳光明媚”，又是那么
富有禅机。我不知道诗人在“祭”什
么，但我能读懂诗人那种积极乐观的
人生态度。

“一生中遇见各种不同的人。/有
些人擦肩而过，留下模糊的脸，存活三
秒钟的记忆。/有些人像是尘埃里朝着
生命里聚拢，沙雕般聚合成一座雕塑，
站在生命的广场。”这几句出自诗歌
《被灿漫的余光包围》中。是啊，人与
人的相逢、相识、相知是讲究缘分的，
切不可强求。有的人相对而坐，却注
定成不了你的朋友；有的人擦肩而过，
却会融入你以后的生命。因缘际会，
让我们接近着喜欢的人，遗忘着排斥
的人。

洛川黄土地上孕育的女诗人，注
定是要在苹果树下写苹果的。“时间
让苹果落下/光滑的柔软，如此沁心/
只闻了一次，我就醉了……”至今，在

自己的记忆深处，还存留着洛川苹果
的诱人香味。两年前的秋天，我也曾
站在洛川县黄土塬的苹果树下，呼吸
着空气中飘荡着的苹果的清香。当
时的自己，被大片的苹果园所震撼。
但对随手可摘的苹果，完全没有诗人
如此热烈的挚爱。所以，我写不出如
此优美的诗。

作者的整部诗集都让人心生欢
喜，但我最喜欢的是“云端的日子”这
部分。这部分中有五首诗是诗人在
春季所作，而我最喜欢的季节也是春
天。“你最喜欢的红披肩，是雪上燃烧
的火焰/你写下的诗也是红色……春
风绿了小草的脸/燕子剪开了青春的
视线/桃花腰肢柔软，在消融的湖堤
上/一波眼神忽闪，忽闪。”这几句节选
自诗歌《早春》。雪地、红披肩、绿草、
燕子、桃花、瘦湖等景致有强烈色彩
的对比，有安静与动态的结合，本身
就是一副如诗如画的场面。这部分
中，有对生命的隐喻，有对美好事物
的赞美歌唱，还有内心的对白。如此

激情、鲜活的诗句，怎能让人不心生
沸腾？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河》杂志
执行主编、著名诗人阎安，在序言里
用深刻的语言高度赞誉了诗人“极端
姿态”的三个诗学或类诗学的特征，
对诗人的作品无疑是一种高度褒
奖。但我更喜欢诗人在《后记》里这
样写道：“不讲述温情脉脉，情意绵
绵，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只是抒写饮
食男女在现实中的种种境况。似一
场激情的旅行，似一场绚烂的烟花。
对抗孤独，却越陷越深……像对一个
陌生人说出隐藏在内心的秘密，自己
能真实地面对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
听众和观众。”通俗易懂而又直指人
心的快意文字，将诗人对作品的进一
步阐释表现得淋漓尽致。

读后还有很多感触，可我虚弱的
文笔无法完全阐述，只可意会吧！但
是有一点我与诗人是相通的。借用诗
人的一句话表达，便是：“文字已成为
我抵达远方的一条通径。”

石花，就是石头生的花。
石头会生花吗？你没见过吧。我告诉你，石头会生花，

生出洁白的花，非常好看的花！
寒冬时，我领着刚从都市里急匆匆赶来的表弟，到家乡

的一条名叫石沟的地方去看石花。
因为山沟的东西两边是狭长而陡峭的山崖，山崖和山沟

里全是青色的石头，石质坚硬、细腻，所以叫石沟；又因为它
位于我们村子的南山，也被称为南沟。

路上，表弟饶有兴趣地问我：“哥哥，石头真的会生花吗？”
我笑着回答：“会的，生出极好看的花。”表弟半信半疑。

我于是笑着解释：“我们这条石沟里长满了石头，有青石、白
石、黄石，还有红石，各色各样的石头，它们长年累月生长在
这条很少有人到的大沟里，喝溪水，晒太阳，一到冬季便开始
生花了……”我愈是强调，表弟愈是怀疑，口里一个劲儿地嚷
道：“奇了怪了，石头生花？”

“不信？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山石小道向大山深处走去，脚

下大小不一的石块错综排列着，稍不小心就有摔倒的危险。
表弟吓得直叫怕，我便拉了他的手，慢慢地向前走。

走了一会儿，石道两旁的大山腰间渐渐露出了石头的眉
目。往前走几步，一片比较开阔的石场便出现在我们眼前。
两座陡峭的石崖面对面向大山深处延伸，沟滩里堆满了石
头。立着的，卧着的，挺着身子的，耷拉着脑袋的……奇形怪
状，景象万千，简直是走进了石头的世界，让人惊叹不已。

表弟被眼前的场面惊住了。他瞪大那双显得幼稚而好
奇的眼睛大叫：“哥哥，这么多石头是哪来的呀？”

“天上掉下来的呗。”我笑着回答。
“不，是山里长出来的。”表弟极认真地说。“我们城南那

座山上也有石头，爸爸说那是山上长出来的。”
我看了一眼表弟那天真的脸，偷偷地笑了。

“怎么还不见石花呢？”表弟着急地问我。
“那不是石花吗！”我用手指着石崖上那大大小小的冰块

和那顺着石崖长长垂下的冰柱，向表弟解释说：“那就是石
花，是从石头上长出来的，经寒风一吹便开了花，极好看的
花！”表弟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半天，忽然咧嘴大笑起来：“哥
哥真会讲故事，能把冰挂说成石花！”

“不信吗？到前面看看。”我又拉着表弟的手，向石沟深
处走去。

这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一片偌大的石场上，横七竖八地
立着各式各样的大小石龙、石虎、石狮、石槽、石板、石条、石
墩子……四下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碎石块……这是山里有
名的石匠师傅开采出来的各种石料、石器和物具，每个物器
上都雕刻了各种花纹、图案。

表弟每走到一处，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一边认真欣赏，
一边自言自语说着什么。忽然，他在一块刻有龙凤图案的石
板面前站住。

“哥哥，我找到石花啦！”
“什么？”我被表弟的喊声惊住了。
“石花！”表弟像是受到什么感触似的一下子蹦了起来。

“我找到石花了，我明白了，石花，就是石匠师傅用智慧和勤劳
雕刻出来的花！这些经过千辛万苦开采出来又精心雕刻上花
纹、图案，送进千家万户为大众所欣赏的石头，就是石花啊！”

“呵呵，你还真聪明！”我望着表弟那幼稚、天真似乎又很
成熟的面孔，坦然地笑了！

勤劳地生金，灵巧石生花！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
地方，好地呀方……”

9月 8日的下午，我跟随陕西省职
工作家协会采风团前往南泥湾采风。
当车辆进入南泥湾的时候，只见车水
马龙，好不热闹。马路边有许多花草
树木，它们随着微风轻轻摇摆着，跳起
了美丽的舞，快乐的鸟儿在树枝上欢
快地歌唱着。人们心情愉悦，步履轻
盈，相互闲谈着，行走在希望的田野
上。环顾群山，秋色遍染，稻谷泛黄，
一条条、一块块稻田平坦宽阔。那一

片片金灿灿的稻田，犹如金色的地毯
铺在大地上，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
秆。那一串串饱满的稻穗，承载着农
民朋友的喜悦与希望。在这里，我看
到了劳动人民的背影，看到了奋斗者
的身影，看到了老区振兴的希望。

来到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映入
眼帘的是一排排古朴典雅、灰白相间
的窑洞。院内，那一处处碧绿的草坪、
挺拔的大树，一条条弯曲的甬路、奔流
的小溪，一簇簇翠绿的叶子惹人欢
喜。还有那一座座昂首挺胸、精神抖
擞的劳模雕塑威风凛凛地矗立在窑洞

门前。
当晚用餐后，在学院东边的一间

教室内举行了采风活动启动仪式。来
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作家们积极踊跃地
为劳模工匠学院的图书馆捐赠小说、
散文集和书画作品。在学院工作人员
的精心安排下，职工作家们居住在温
馨舒适、环境优雅的宿舍内。室内不
仅设施齐全，而且干净卫生。还配备
了洗漱用品、拖鞋、茶水等，给人一种
回家的感觉。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的我，便推开
窗户向外望去。只见那薄薄的云雾将
整座大山环绕。透过云雾，可以隐隐
约约看到房子、凉亭，偶尔还能听到鸟
儿叽叽喳喳、小雨滴答滴答的声响。
我们匆忙吃过早餐，便开始了当日的
采风。

我们首先来到了南泥湾大生产纪
念馆。走进展厅内，映入眼帘的是一
座八路军战士带领人们一起劳动的大
型雕塑，雕塑上面刻着“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八个大字。伴随着讲解员的
讲解，我们了解了大生产运动，对“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随后，讲解员还向我
们讲述了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开
荒建设南泥湾的故事。听着讲解员生
动的讲解，大家仿佛回到了那段艰苦

而又充满豪情的南泥湾岁月。
参观过程中，那一幅幅珍贵的

史料图片，使我们深入了解了南泥
湾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精神内
涵和时代价值。职工作家们被眼前
的情景所打动，大家相互谈论着。
一位作家谈道：“在新时代的今天，
我们绝不能忘记南泥湾精神，要传
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为此，在讲
解员的倡议下，大家在展厅内齐唱
歌曲《南泥湾》。

第二天晚上，我们举行了采风恳
谈会暨诗歌朗诵会。作家们敞开心
扉，分享了各自在采风活动中的所思
所想、所学所感，并流露出对南泥湾红
色文化的向往和追求。

此次采风活动主题鲜明，很有特
色，红色基因尽在其中。我们走进乡
村、走进课堂，学习领悟了延安精神、
南泥湾精神和劳模工匠精神的内涵。
采风恳谈会暨诗歌朗诵会中，那沉浸
式的互动环节、声情并茂的独白，进一
步净化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让我们
领悟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作
为新时期的文学爱好者，我们更有义
务、有责任去传承、弘扬和践行南泥湾
精神、劳模工匠精神，用手中的笔传递
正能量，写出好作品，为文学事业作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 刘凤莲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