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三粘糖果，二十四贴年画”。只要年画一上
墙，满屋容光焕发，年的喜庆便自然而来。中国年画
的这种独特魅力 ，被作家赵冬作了另样解析。在其
新著《中国年画——悬挂的风景》（沈阳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第一版）中，赵冬以传统年画为主，以古典书籍
封面和连环画封面为辅，对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百
部典籍故事和人物进行了图解，让人在年画中接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哺育。

作为一部中国古典文学诗画集，该书以散文诗的
形式，将 100 部中国古代名著、民间传说、戏曲故事、
神话故事和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奇人物等凝结在一
起，让读者在短时间里浅显易懂地领略到中国文化的
深 邃 。 书 中 所 选 内 容 皆 是 家 喻 户 晓 的 传 统 文 化 故
事。既有经典名者，如四大名著、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等，又有历史人物，如岳飞、关公、穆桂英等，还有戏曲
故事，如桃花扇、牡丹亭、蓝桥会等。每一篇都配有同
题的年画作为陪衬，吉庆祥瑞，特色浓郁，使得画里有
诗，诗中映画，让人在年画中参悟原著内涵，在诗文解
析中领略年画的意韵。

年画是脱胎于中国画的另一种模样，自从它从门
神演变后，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人们表达情感的最好窗口。从宋代的“纸画”到明代
的“画贴”，再到清代的“画片”，现今的油画，年画已从
早期的自然崇拜、神祗信仰，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
福禳灾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活动，
表达了民众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幸福期待。如书中
的《白蛇传》《牛郎织女》《追鱼记》等，都是对自由爱情
的向往，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反抗。这些民间故事落纸
入画，贴墙上壁，如寒夜中的灯塔，令思想苦闷的人看
到了生活的光亮。

年画被喻为挂在墙上的寓言，自从它出现后，便
与春节如影相随，点亮寒风中空落的墙壁。虽然中国

年画经过了几代发展，内容也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但
是那些最早从中国传统典籍和民间故事里衍生出来
的年画，却像一本教科书，教化育人，洞彻事理。如西
游记中的年画是《民国版西游记全图》和《孙悟空大闹
水晶宫》。这两张年画都是西游记中的精彩部分，画
面可谓是惊心动魄。虽然路途遥远，妖魔挡道，不变
的信念只为“净土报恩”。唐僧师徒的执着让人懂得
感恩和回报。李白的年画是《铁棒磨成针》，因为老婆
婆的教诲，李白终成一代大诗人，让人知晓做事一定
要有恒心。老子的年画是清郎世宁绘的《老子出关
图》和清项文颜绘的《老子观井图》，诗文为“天人合
一，行善积德，礼教学识，开辟先河。上善若水，不争
柔弱，忠孝节义，排忧解惑⋯⋯”诗画相和，让人在赏
阅年画中参悟老子的无为思想。年画不仅是文化流
通、审美传播的工具，还承载着道德教育、信仰传承的
作用，让人在潜移默化中读到中国的智慧和精髓。书
中除了画美之外，文字也独具风格，或七言五律，或骈
文歌赋，读起来既不枯涩生硬又浅显易懂，朗朗上口，
风趣丛生。

年画，不仅是一画镜子，也是美好人世间的万花
筒，它让我们可以直观地窥见自己心中的想象，在辞
旧迎新中感悟生命的真谛。而这本书更是让我们在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再教育中，看到了悬挂在中国百姓
心中的年景，那是丰盈的日子，美好的生活。

挂在墙上的寓言
——读赵冬的《中国年画》

◎秦延安

一部 40 集的开年大剧《跨过鸭绿江》
在央视一套开播以来，好评如潮，网络评
分一路开挂，雄居同时段电视剧榜首。该
剧是 70 年前抗美援朝第一次全景式在银
屏展现。全剧以一根主线串连起 5 次战役
的前因后果，环环紧扣，悬念丛生，整个故
事紧凑连贯。各大战役中涌现的著名战
斗英雄为辅线穿插其间，生动形象地刻画
出志愿军舍死忘死，保和平卫祖国的家国
情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
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豪迈气度，同时
又不回避国内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诸多
困难，揭示胜利与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主演之一丁勇岱，没有
刻意去追求形似，而是以朴实无华的台词
和真实流畅的表演，让“横刀立马”的彭德
怀元帅形象逼真再现。尤其在第一次战
役 后 当 众 痛 批 38 军 军 长“ 梁 大 牙 ”一 段
戏，让无数网友圈粉。又如彭总看望誓死
坚 守 汉 城 的 50 军 军 长 曾 泽 生 时 的 那 一
段：“为什么不提要求？”“从来没把起义部
队当后娘养的！”演得催人泪下。而以狙
击手陆乘风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主义，以及
战地护士金俊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汽
车兵马金虎为代表的集体主义，从多个角
度为全剧添写重彩的一笔。

不贬低、不拔高，不脸谱化，志愿军的

几位主要对手，也是个性鲜明：桀骜不驯
的麦克阿瑟，老奸巨滑的李奇微，凶狠狡
黠的范佛里特，串起了美军各个时段的代
表，即使在战场，亦没将武装到牙齿的美
军描绘成等闲之辈，惟如此，才衬托出志
愿军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长津湖及铁原
两场著名的战役，均用了整整一集来描写
战争，冰天雪地里通红的皮肤，血肉横飞
的战壕，逼真的音响效果，让观众身临其
境，也为该剧额外加分。文戏方面，围绕
毛泽东、斯大林、杜鲁门之间的高层政治
博弈，纵横交错在各大战役中间，虽然篇
幅稍长，但不显冗余，从另一个侧面加深
了观众对战争的理解。

美 中 不 足 的 是 虚 构 人 物 汽 车 兵 马 金
虎 的 感 情 戏 过 多 ，在 这 样 一 部 史 诗 巨 制
中 稍 显 突 兀 ；与 铁 原 阻 击 战 齐 名 的 华 川
阻 击 战 在 片 中 没 有 只 言 片 语 ，影 响 整 体
观感。

保卫和平捍卫正义之战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观感

◎蒋平

一进腊月，年的脚步便如奔跑的兔子，
让人的心情变得慌乱起来。忙碌了一年，
便想给身体放假，一家人团团圆圆热闹一
番。但突然抬头的疫情，让原本许多春节
计划不得不取消。不能出行，便居家翻书，
在文字中寻年。

中国地大物博，十里风俗不相同，但在
过年上还是有许多共性，如除尘布新、烹制
美味。深谙老北京民俗的老舍先生，在《北
京的春节》中，就将北方的腊月写得妙笔生
花 。 腊 月 二 十 三 的 小 年 ，就 是 过 年 的 彩
排。“天一擦黑，鞭炮响起来，便有了过年的
味道。过了二十三，大家更忙。必须大扫
除一次，还要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
的都预备充足。”因为店铺到正月初六才开
张，家家户户精心准备，只为初一到初五的
肥吃海喝。这一种忙碌，如迎接盛大仪式
般丰厚隆重。

过年免不了粉饰一番，以花供奉、装饰
房间，烟火浓重的年味儿就变得清雅起来，
古人将这叫作“清供”。讲究情趣的汪曾祺
在《岁朝清供》中对此曾作过详述。虽然富
贵人家在大厅里除摆梅花之外，还不忘在
泥盆外加开光丰彩或景泰蓝套盆。但“穷
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
盆青蒜。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
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
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
卷上来，也颇悦目。”在汪曾祺的眼里，“清
供”不在于物品的高贵，而在于心境。即使
日子清贫，生活困苦，只要心里有美好，那
简单的年也会过得有情趣。

年前忙碌，过了大年三十许多活动都
成为禁忌，不能做也不能干，更不能骂人。
林语堂虽然对旧历年有看法，但还是乐意
过年，因为“那是个黄道吉日”，人们见面都
互 相 祝 贺 说 吉 利 话 ，都 变 成 了 一 副 好 脾
性。“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
和蔼。”面对春节，即使最严肃的人都变得
亲和起来。这是一种敬畏之下的人性反
思，即使有些虚伪，也让孩子们可以嚣张地
淘气一把。

富有童心的丰子恺先生在《过年》中，

记录了记忆中江南传统过年的气氛。“年底
这一天，是准备通夜不眠的，店里早已经摆
出风灯，插上岁烛。吃饭时母亲分送压岁
钱，用红纸包好，我全部用以买花炮。”虽然
日子不宽裕，压岁钱也不多，但父母总要给
孩子发压岁钱，这一种舔犊之深，让每一个
孩子都在春节变成最开心的人。

这一种孩子般的春节快乐，孙犁也感
触很深。在《记春节》他写道：“如果说我也
有欢乐的时候，那就是童年，而童年最欢乐
的时候，则莫过于春节。春节从贴对联开
始。”贴春联，辟邪除灾，迎祥纳福，将好日
子种在心里，努力奋斗。

其实过年是由古代祭祀演变而来的，
这一种习俗至今还在乡村里繁衍着。莫言
在《故乡过年》中，为我们揭开了这神秘活
动的面纱。因为没有电视，吃过晚饭就睡
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
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家堂轴
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
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
一样。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祭拜先
祖，慎终追远，不仅反映了乡人自然崇拜、
固本思源的人文精神，还蕴含着祗敬感德、
礼乐文明的文化内涵，这也许是过年的核
心。

这些古老而又丰富的习俗，集聚在一
起，便形成了浓郁的中国年。虽然它传袭
了千年，但那醇厚的年味儿，并没有因为在
故纸堆里而变得陈旧，相反地，总能让人在
一次次阅读中产生情感共鸣。这不仅是文
字的魅力，书的奇特，更是中国文化的深
邃。用阅读烹制年味，那年里便有纸和墨
的混和香，有思想与情感的五味，有人生的
启迪与日子的烟火，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
的年味儿

作家笔下的年味儿
◎秦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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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 中 华 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读周晓枫的散文，体会最深最强烈的，是其中鲜
明的诗性品格。在《舞蹈与散步》中，这一特点有一次
高密度展示。在作者眼里，“诗像口红，让嘴唇生动。
像一只枕头，诗离黑暗中的梦想最近；诗像蛾子，与火
焰保持危及生命的亲昵。诗像仙子跑丢的舞鞋，只是
侥幸在人间被发现；诗像保险丝断掉的灯泡，谁能知
晓那被抑止的光明？⋯⋯”这只是一连串精彩的比喻
的开头。

这般照抄原录，首先自然是出于喜爱，感至吟之
咏之是一种享受。要了解一个作家作品的质地和色
彩，最终应该去语言中寻找。周晓枫散文中鲜明的诗
歌烙印，使我们读到这样的宣言时备感会意――她
说，“最纯粹的语言享受只有诗歌带给我，而不会是其
他。”不妨说，收在这本名为《鸟群》的集子中的几十篇
散文，便是她这位诗歌的受惠者，以散文方式的致
礼。“我试图实现某些诗歌手法的介入，比如隐喻，比
如变形，比如意义的纵深，希望自己的散文产生些许
不同之处。瓦雷里说，散文是走路，诗歌是舞蹈。”作
家如是期望。

应该说，这种愿望获得了丰硕的结果。诗性的感
知和表达能力，在她那里，一定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秉
赋。上述那样的句子，在一般的文章中能找到几处就
算不错了，在她那里却如乱花迷眼，其密度之高令人
咋舌，躲都躲不开。文本是一片丰饶的原野，她大范
围地收割佳句，摆布下华美的盛宴，为了一场语言的
狂欢节。我们看到了一挂色彩斑斓的散文织锦，用诗
歌的韵脚绣织而成。更为难得的是，最奇特的比喻，
却以最自然的方式出现。机智、俏皮，如风行水上一
样自然妥帖。作者自称是苦吟派，那么，这种毫无斧
凿痕迹的呈现方式，是对其功力的最好说明。

这种语言，以时而尖锐时而舒缓的方式，撞击着
阅读者的语言触觉，唤醒其钝化已久的对于语言美的
感受——或者不如说语言驱使他进入存在的深处，那
里，事物袒露着自己的本质，而平时它们是完全被遮
蔽的。你能想像出这样的句子么？“最小的水系在果
实里流动，我把这个光亮的苹果举起来，就听到了声
音，非常小的声音，类似于安静。”这是《种粒》的开
头。“谁能感觉到衰老那吸盘般的力量？每时每刻我
们向它靠拢⋯⋯日月是光阴上的两条桨，划呀，送我
到美丽广阔的地方。要像麦子，我从容不迫，着手安
排自己安详的金色。”这是《存照》的结尾。重要的是
这样的句子并非“众里寻他千百度”，而是俯拾皆是，
成为构成文本最主要的成分。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它
们映照出一个写作者的才华，就像指纹和生命的对应
关系一样确切、不容置疑。然而，作者始终未曾忘记
自己是驻足在散文的田亩之上，这种清醒的文体意
识，或者说对散文的感受、表述方式的高度自觉，使得
诗性因素最终被掌控在一个最适宜的范围内，并没有
越权逾位喧宾夺主。读她的散文，你能感觉到，即使
在最纵情沉湎、兴奋迷醉的瞬间，理性仍然在睁着警
觉的眼晴，监视着可能出现的忘形之举，并准备着随
时予以制止。纷纭飞扬的感受，被理性整合驾驭，如
同水流被纳入沟渠，其流动便有了方向，有了节制。
又如同一盏风筝，飘飞得再高再远，仍然被一根线牵
拉着，这根线便是统驭整篇的主题、理念，或者用一个
如今不大被提及的词语：中心思想。其结果，便是轻
盈和坚实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品格，很难得地统一于一
体，各得其所，达到了一种堪称完美的和谐。这应该
正是周晓枫散文独擅胜场的最主要的原因。

这样，周晓枫作为语言的杰出舞蹈者的表现固然
让人难忘，但她的努力，决不仅仅为了祭祀语言的图
腾。在充满现代感的语言背后，折射出的却是纯正、
明晰的精神理念，一种更多的是属于古典范畴的审美
体验和价值取向。《人们》从最基本的、因而也容易为

人熟视无赌的生存场景中，撷取了一个个镜头，并生
发出作者的感慨或憬悟。从指使孩子乞讨的母亲身
上，她看到“我们习于讴歌的无私母爱在这里受到无
情的玷污。”从街头小贩宽厚洪亮充满感染力的嗓音
中――这样的声音应该属于歌唱家――她生发出关
于命运、偶然的感悟：“种子未必能着陆于适宜的土
壤，人一出生就可能存在着地域性的错误。”它们是深
思的、悲悯的、超越的，总之，是浸润着人性的关怀
的。《种粒》中，通过对公共澡堂中女人身体的描攀，将
女性不同生命时段的肉体并置、展现在同一个空间
中，在对比中产生出强烈的效果：少女纤长的杏色胴
体，年轻妇人流溢着丝绸般的微光的肌肤，中年女人
被色斑、皱纹和赘肉浸食的躯体，老年女人懈怠无力
的肌肉组织和刀痕般的深深褶印⋯⋯”女人看似迥异
的阶段，实际上被精密地设定并衔接在一起，酷似花，
由盛而衰，而死，献出全部血肉，只为留下她的孩子。
女人，就是人类所保持的种子方式。”作为一名热爱修
辞的作家，在这里，她同时又表现为一个深入的思考
者。

我想着重谈一下《鸟群》，即被用作散文集书名的
那篇数万字长篇散文。它以“五重奏”为副题，通过不
同声部的变奏，完成了一个交响主题。同其他各篇相
比，它更为朴素，简约，收敛，清晰，冷峻，能感觉到语
言的飞驰的欲望被作者加以有意的羁绊和压抑一一
然而这种压抑却在文本内部积聚起某种张力。鸟类
成了她探测人性、展开思想、对生存发言表明态度的
切入点和载体，成为人类观察自己的镜子。她从太平
鸟的尽职和欢聚，“看到世界对忠诚的公正报答”。从
燕子为成为“空中王后”而付出重大牺牲，足部几乎完
全萎缩，丧失了奔跑蹦跳的能力，“我看到了途中必然
的苦痛与牺牲⋯⋯牺牲是前提，是先决与必备条件一
一但正是在苦难里、在残酷中所展现的执著里，燕子
体验着至深的生命狂喜。”她进而指出，这也是一切将
创造视为生命意义之所在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共同宿
命。而从倍受人们宠爱的鸽子身上，她的发现更是堪
称独特。鸽子既可以自由飞行，又可以随时回到主人
的笼内，享用唾手可得的口粮。从鸽子的“具有投机
色彩的双重身份”，作者感悟到世间“最名利双收的人
是在天平两边找平衡的人。”鸟儿的习性再一次成为
人类行为的旁证：“我们日益提炼出世俗生活的秘方：
降低精神生活的高度，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匾乏。减
少灵魂的成色，可以丰富肉体的娱乐⋯⋯这就是生存
可悲的等式。”但这并不表明她是赞同这种生存策略
的，“鸽子的妥协与投降有悖于鸟的气节”，而她“多么
震撼于那种对理想忘我的捍卫。”这篇长文，会让人联
想到布封、法布尔、米什莱那些描写动物和昆虫的散
文，但它的格局更为阔大，思维的疆域更为辽阔，不消
说文学的品格也更加突出。

最后，我忍不住要不顾文章的整饬而挪移一下目
光，推荐作者才华的一个侧面，那便是自嘲。这一点
较为稀罕，尤其在女作家中。在本书作者笔下，我时
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什么叫
差别，什么叫代沟，那些北大的正牌孩子们洗完澡后
一律光脚丫穿拖鞋走回宿舍，也不管北风那个吹，雪
花那个飞；我捂在大衣、棉鞋、帽子和口罩里打一趟
水，已成鼻青脸种的喜儿。”唯其精神健全豁达，才会
有如此爽朗的表情。

鸟天堂里的壮美与辽阔鸟天堂里的壮美与辽阔
——读周晓枫散文《鸟群》及其它

◎衣名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