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幅古画都是有生命的，他藏着
画者的人生际遇，蕴含了画者对绘画艺
术 的 理 解 ，印 刻 着 绘 画 技 艺 的 历 史 流
变。走近画中的缤纷世界，读懂绘者的
艺术语言，生命将会浸透穿越古今的风
雅。《古画风雅》是苏三公子多年来品读
中国古画的所得所思，以《美人如玉》《山
光水色》《活色生香》《文人风雅》《历史传
承》5 个章节，对古代仕女图、山水画、花
鸟画等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引人由内
而外感知古画的艺术魅力，领略千年古
画艺术的发展历程。

如果古画会说话，它的语言应该是
缤纷多彩的。画虽无声，画中却融入了
绘者真挚的情感和志趣，一山一水、一草
一木、一人一物，乃至仕女的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都是有生命力的，油墨色彩勾
画出的意境万千、画作之外的文人情怀
和岁月流光是语言的无声表达，能感染
观者情绪跳动，牵动遐思无限。如周昉

《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深处幽宫，虽衣
饰华丽，花团锦簇，但眉宇间“总透露出
一丝淡淡的忧郁”，是“寂寞古豪华”的心
声流露；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画面定格
于飞瀑自绝壁一泄而下，寺庙隐于绿荫，
商旅缓缓前行，但迎面而来的是水珠湿
润和得得的马蹄声。而南宋的花鸟画从
为宫廷画苑的“院体画”向明朝文人山水
画演变，传到耳边的是岁月变迁、时代发
展“滴滴答答”的钟声。

如果古画会说话，它的语言应该是
富有诗意的。诗歌与绘画有着共同的艺
术特征、艺术思维规律和审美追求。画
者常以诗入画，诗者也常以画入诗，如以
平常之语解读古画，常常感觉语言的匮
乏和苍白，画中的气象万千和深远意境
难以尽述。苏三公子在书中常以古诗词
解读画中意境，诗词解画恰到好处，在她
诗意语言的描绘下，诗画互融互衬、相得
益彰、同显其妙。南宋马远《山径春行

图》中，柳树抽新芽，黄莺鸣枝梢，文士
漫步山径，正应了程颢笔下的“云淡风
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的诗中春
景，而这幅画，据说正是画者根据宋宁
宗的题诗“触袖野花多自舞，避人幽鸟
不 成 啼 ”而 创 作 的 。 在 中 国 绘 画 的 历
史长河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传世
之 作 数 不 胜 数 ，难 怪 心 中 有 诗 意 的 苏
三 公 子 徜 徉 于 古 画 世 界 怡 然 自 得 ，沉
迷其中。

如果古画会说话，它的语言应该是
穿越时空的。古代文人的画笔下，焚香、
候月、寻幽、泛舟、茶饮、抚琴⋯⋯乃至金
石之器，无一不可入画。当绘画艺术的
魅力穿越时空而来，古人心声透过画笔
纸墨映在历史的天空里，一幅幅浸染着
古人心血与智慧的画卷带给今人莫大的
惊喜和感动，串联古今共有的对诗意雅
致的向往和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山
水画亘古不变的主题，“山色空蒙雨亦
奇”的山水画是流传千秋万代的时光印
记，灵动的虫鱼禽鸟唤起对自然的热爱
和追求，高雅超逸和坦荡自在刻在追求
理想生活的血液里。不论今夕何夕，一
幅好的古画就如一个美丽的梦，唤起我
们对生活的热爱，激发我们去发现、去创
造，用墨笔去抒写中国传统文化的岁月
流光。

苏三公子在《附记》中写到，我写的
这本书估计是受众极少的。其实不然，
如果古画会说话，我想它一定会让我们
知道，人们对美和雅致生活的追求始终
如一，永恒不变。

如果古画会说话
——《古画风雅》读后

◎李钊

近 年 来 ，孙 犁 的 书 成 了 我 的 案 头
书、枕边书。每每工余饭后，我总会拿
起他的书来读，有的书，反反复复，读过
几遍，有的篇章，几至背诵。他的书，除
了 早 先 买 的 一 套 百 花 版《耕 堂 劫 后 十
种》精装本外，还有从各处买到的单行
本、师友赠阅的单行本。除一本长篇小
说《风云初记》外，其他大多是散文随笔
集，包括了散文、小说、剧本、诗歌和他
抗战时期撰写的《文艺学习》《鲁迅的故
事》等小册子。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
版的老版，也有新近编印的精装本，大
大小小，长长短短，放满了书柜的一整
格。有的版本极为稀缺，至今还只能望

“图”兴叹，像 1989 年人文社出的《无为
集》、1987 年百花社出的《陋巷集》，如
今在旧书网上的售价都不菲。

对孙犁的书，我是有感情的，我一
边读，一边细细思索，有时候，也会遵照
孙犁的教导，写下我的读书笔记。近 3
年来，我已写出了有关孙犁的品读文章
十多篇，大多发表在《藏书报》《图书馆
报》《天津日报》等报刊上。我想，将来
出版《书是一盏灯》时，可以将这些文章
编成一辑，成为我读孙犁、学孙犁的见
证。

读孙犁时间长了，我觉得，孙犁晚
年的作品，在品质和情怀上，是真诚的，
是说真话的书。他把人生经验、世情感
悟都写在了这些如精金美玉般的文章
里，所以，他的文章，如蔼然老者的话
语，言简意赅，掷地有声，警世醒人。

孙犁一生，写了大量的书信，他以
此种特殊方式，品评世态人生、艺苑文
坛。他的《芸斋书简》，言简语短，用情
深沉，意蕴丰富，蕴藏着对战友、同学和
同行的深切热望，有着人生的智慧在里
头。孙犁在散文《书信》中说：“先哲有
言 ，信 件 较 文 章 更 能 传 达 人 的 真 实 感
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因此，孙犁才
借助“书信”这一独特文体，表达着他的
思想、看法和感情。“十年荒于疾病，十
年废于遭逢。”时间对于孙犁，尤其珍
贵，只要能拿起手中笔，他就会写作，倾
吐心声。在往来书信里，他谈人生，谈
文学，谈读书，谈写作，也有对文坛和社
会上不正之风的抨击。但不论如何，他
的心始终是真诚的，在《谈宾馆文学》一
文里，他深情指出：“创作贵有襟怀，有
之虽绳床瓦灶，也无妨文思泉涌；无之，
虽金殿皇宫，也无济于事的。”

孙 犁 是 有 大 襟 怀 的 人 ，他 不 惟 名
家，积极提携无名之辈。在这本《芸斋
书简》中，他写给贾平凹的信就有 4 封，
在这些书信里，孙犁鼓励贾平凹要大胆
地写，不要去“挤热闹”，要深入生活，不
要“胡编乱造”。这些，无疑对初登文坛
的作者是一剂醒世猛药。

孙犁对文坛种种之怪相，是深恶痛
绝的，他以犀利的批评，直击病灶，显示
了 他 的 书 生 模 样 、战 士 情 怀 、君 子 本
色。即使孤军作战、背腹受敌，也绝不
退缩，决不投降。他的作品，无论是散
文、小说、还是杂文、随笔，都能给人以
浩然正气，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同没有
被污染的纯正的粮食一样，别样甘甜、
香 醇 。 他 批 判 文 坛 不 正 之 风 ，少 有 顾
忌，直抒胸臆，卓然独立。以今天的眼
光来看，这些现象有的还存在着，并未
彻底消失，我们还得警惕，还得预防，还
得批判。所以读他的书，很解渴，很过
瘾，他敢说敢写，不怕得罪人。作家就
是要实事求是，说真话，走正道，绝不钻
营，绝不投机。

尽管如此，我读孙犁《曲终集》，还
是 多 多 少 少 替 他 感 到 惋 惜 。 晚 年 孙
犁，因事纠缠终致搁笔，实为文坛之遗
憾 。 但 是 ，他 的 那 10 小 本《耕 堂 劫 后
十 种》也 已 成 了 经 典 。 这 套 书 先 由 百
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大部分，人文社、
上 海 文 艺 也 各 出 了 一 本 ，由 于 出 书 时
间不一，所以虽说是小 32 开本，但还是
尺 寸 大 小 不 一 致 。 后 来 ，山 东 画 报 出
版社出了一套，深绿色封面，一次性推
出，很整齐，很漂亮，是读书人很喜欢
的那种版本。这 10 本书，是孙犁晚年
文字的结晶，愈发纯净，愈发干练，处
处 闪 耀 着 人 生 的 智 慧 之 光 ，与 他 一 生
坚 守 的 真 诚 为 文 的 主 张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 他 少 年 即 投 身 革 命 ，一 生 为 革 命
文 艺 做 出 了 贡 献 ，写 出 了 大 量 清 新 自
然、明丽可爱的文艺作品，讴歌了劳动
人 民 的 战 斗、生 产 和 生 活 的 壮 丽 情 景
以及不畏强暴的拼搏精神。在文学的
天地里，他像一座高山，巍峨壮丽，让
人敬仰。

他 是 一 个 真 诚 的 人 ，在 编 辑 出 版
自己的文集时，他敢于不悔少作，其自
我解剖的精神愈见境界之阔大。上世
纪 80、90 年 代 ，他 同 友 人 一 起 编 辑 出
版了《孙犁文集》8 本，基本涵盖了他包
括《如云集》在内的此前所有的文字，涉
及小说、散文、诗歌、文艺理论、书简和
杂著，从中能见出一个作家成长、奋斗
的足迹。这是一部真正的大书，是一部

“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孙犁
生于河北，生在乡间，但他的名字和影
响，已超越了地界，他的名字和艺术永
远常青。

凝望孙犁
◎胡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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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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固执地相信，人世间存在着永恒的东
西，它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为人类带来无尽的
慰藉与况味。譬如人生中种种丝丝缕缕的情缘，
即如此。散文集《一方水土》的作者王凯是我的
高中语文老师，他去世将近一年了。当时因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系，我未能前去为他送行，深感遗
憾。最近，我又找出他 18 年前出版的这本书静
心细读，尤其体会到他对家乡情感之真切，对乡
土眷恋之深沉，深深地触动我的心！

细读《一方水土》，几乎时时可以感觉到“情
缘”二字的存在。它是作者写作的动力因，是激
活其情思的发酵剂。作品无论是描写自然景物，
还是讲述乡亲里俗，无论是直面现实生活，还是
探访历史故道等等，均可谓是因情而生，因缘而
发。而情缘所系，正是那一方水土。“一方水土一
方人”，人生情缘不仅与生俱来，也与“土”同在。
那养育了作者的一片热土，始终温暖着他的拳拳
之心，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也无论遭遇何种经
历，家乡在他心中的地位是永恒的，神圣的。他
体验着，审视着，并伴之以切切的思恋，以至希望
将自己熟知的家乡告诉世人。

我对于《一方水土》的写作动因作如此认识，
其依据不光来自于作品，而且还与我对作者的了
解有关。作者王凯是我的高中老师，当时他大约
刚过而立之年，其不俗的气度与丰富的学识深得
全校同学仰慕。我在校时他任教务主任并讲授
语文课，他讲课绝少翻看教案，非常投入，文里文
外贯通自如，课上课下多有启迪，每每于引人入
胜间点透要处，因而同学们都很欢迎他上课，也
盼望课余能与他交流。我们同学中有不少人语
文学得很好，我想是与王凯老师有关系的。王凯
老师于威严中不失热情与随和，交往中我们了解
到，在他的心里似乎珍存有两个重要的情结，一
个是对于家乡故土的挚爱与眷恋，另一个则是对
于文学的钟情。这从他的言行、特别是每次交谈
时的眼神中可以清楚地体会得到。所以说，用
自己的笔来书写自己的家乡，是王凯深系于心
的情缘，也是久久挥之不去的梦想。他曾在写
给我的信中这样说：“大半辈子读别人的书，退
休之年又萌生写书给别人看的念头，也是拯救
自己的灵魂⋯⋯我之所以把和林格尔这一方水
土作为写作对象，书写这一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
土人情，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此后三去三返，
故土乡亲使我魂牵梦绕。”可见《一方水土》的写
作与出版，实现了他久绕于心的一个梦想。

有情有趣的梦是美的，但若真使美梦成为现
实，却绝非如童话故事般来得容易。我知道，王
凯老师退休后一方面不畏旅途劳顿多次只身由
包头市回到家乡，故地重访，增强感受或搜集新
鲜材料；另一方面，摈除俗务而以清静之怀潜心
写作，完成了一部关于和林格尔盛乐时代的学术
著作《北魏盛乐时代》与这本收入了 85 篇散文的

《一方水土》。为此，除了他的执著情怀之外，所
付诸的艰辛劳动与投注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

《一方水土》为人们打开了认识作者家乡——
和林格尔的众多扇窗户。其中，“山河壮美”“绿
野行踪”二辑中的篇什均为状景之文，即将和林
格尔境内颇具景观特色的山水之美、乡野之趣，
生动而逼真地展现于读者面前，细细品读，每每
有置身其境之感 。“故土乡亲”“方物美味”“十字
街头”等辑，从不同角度表现家乡人的生活方式、
生存状态，以及民风传承、世态写真，在这部分作
品中，尤其浸润着作者浓浓的恋乡之情，而且此
情之切，足可以令人心动而神摇。“思古情深”“古
道行”“三城记”三辑，是作者在寻访历史故道中
发现曾散落于家乡厚土间的古代文明，其间，写
古迹凭吊，写史实钩沉，写世事变迁等，但依然是
言在史而意在情，即为这“一方水土”上焕发出的
生命绿洲与闪现出的文明之光而由衷地自豪。
总之，无论是观赏自然，还是体会人文，无论是漫
步乡间，还是流连城镇，无论是访古，还是见今，

《一方水土》导引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富有特色而
又多姿多彩的和林格尔，也体现出和林格尔在作
者心中的位置。

作者笔下的和林格尔是美的：山是美的，水
是美的，乡野是美的，小城是美的，农舍是美的，

厂区是美的，古道是美的，新街是美的，社戏是美
的，山歌是美的，即令是一餐朴朴实实的农家饭
菜，亦别有风味、余香满口，一些民间的轶闻故
事，亦妙趣横生、颇耐玩索，至若民风美，民情美，
民心美，更是于字里行间一脉贯之 。其实，那位
于土默川南缘、拥有“三山五丘二分川”的和林格
尔，既无撼世名胜，也非富庶之地，然而作者以诚
挚之爱与“发现美的眼睛”，去体验，去审视，遂使
那自然而平常的生活中的美的东西谙熟于心，且
诉诸于笔，跃然于纸。由此亦可见作者的心性与
襟怀。的确，生活中太需要真善美了，以诚挚之
心去发现并倡而导之，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在
我看来，这同样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言为心声。《一方水土》是忠实于此的，而且
体现得非常自然而朴实。我们能够突出地感受
到，作者在表达上追求的是本色而又感情充盈，
使质朴的语言与原生的表现对象达到自然和
谐。下面摘录几段，以共赏之：

人，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再确切一点说，
是从故乡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一个土生土长
的人，如果生愣愣地拔出来，移栽到别的什么地
方去，无论那里的土地多么肥沃，总是有点隔膜
感，觉得是寄生的。

⋯⋯
“美不美，故乡水。”或许故乡的山水并不算

美，但因为那是你在襁褓中，从窗口望见的第一
座山，那是你来到人世间第一次趟过的小河，第
一次踏上的路。你生于斯，嬉于斯，故乡的山水
陪伴过你。

“亲不亲，故乡人。”或许你和他们非亲非故，
相见时不开口形同路人，但一说起老乡，一听见
家乡话，立马亲热起来。那是因为你和他们同生
于一块土，土亲；同饮过一条河，水甜；同操一种
方言，耳熟。

“月是故乡明。”月亮只有一个，它普照人
间。但你一想起儿时望月的情景，总觉得故乡的
月亮是那么明亮那么多情：月儿升起来了，映出
山梁上蜿蜒的长城和骑墙烽堠的轮廓；皓月当
空，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奶奶讲那过去的故事；
下弦月又将被云彩遮住了，妈妈手指银河两边牵
牛星和织女星座说，那一颗就是爸爸，他在很远
很远的地方⋯⋯那或明或暗的月亮，你能够忘怀
吗？ （《乡情如此》）

一轮明月，照彻千古，常常成为思乡怀人的
象征。每人各有自己的故乡与所怀之人。但我
相信这样的文字是可以让许许多多思乡者动容
的，因为它切切地点到了人们的心上。

这就是作品的魅力，同时也是写作的要义。
《一方水土》再次引起我对写作的思考。我

始终认为，写作是重要的，不管是对某一个体，还
是对于一个国度、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就一个
人而言，能写一手好文章是一种美德，一种幸
福。通常以为写作只是少数人的职业，其实不
然，工农商学兵，做官的，为民的，都应当热爱写
作。它除了作为一种传情达意的方式之外，还是
一种有教养的标志，一种人生的优雅之举，一种
做人应有的风范。无论人们从事何种职业，通过
写作，通过文学活动，可以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具
条理也更具系统的认识。且不说内容，仅就文字
这一形式本身而言即是有益的，它可以营造恬静
怡悦的气氛，以使人祛除浮风躁气。在培养气
质、涵养性情方面，文字活动亦不失为一种上好
的方式。

王凯在我心中，是一位好老师，也是一位真
文人——我理解的真文人是一种操守，一种品
质，一种境界，且有与之相适的良知。我为我的
老师自豪。

魂牵梦绕乡土情魂牵梦绕乡土情
————再读散文集《一方水土》

◎宋生贵

蒋希武蒋希武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