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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花深处是故乡
孙小明

当又一场春雨洗尽料峭春寒，那
一定是桐花盛装登场的时候。 田间地
头，房前屋后，一嘟噜一嘟噜的桐花
热烈地绽放着，喇叭状的花冠骄傲地
朝向天空，粉粉紫紫的一团，不遮不
掩，素面朝天，涂成了乡间四月的主
色调，也成就了故乡春天里标志性的
风景。

一条田间小路，从村口蜿蜒至学
校。 两边平展的田畴里，耸立着一棵
棵高大的桐树，枝枝蔓蔓在无边的空
间里纵情伸展。 那挺风傲雨的气质，
不愧是一个季节的主角。 被它牵着的
麦田、被它抚摸的村庄、被它双手掬
着的池塘， 连同一个少年美好的憧
憬，都融入它粉粉紫紫的怀抱。 蓦然
回首，一地青绿，半天蔚蓝，中间缀着
团团粉紫，一棵硕大的桐树下立着一
个柔暖的背影，那是一幅怎样绝美的

画面啊。
一条土路，笔直地穿过一个又一

个村庄，雨淋上去，滑腻腻的。 道道车
辙， 为小路塑造出了蜿蜒的姿态，如
果不是两边整齐的桐树护着，也许就
伸进一旁的麦田里了。 自行车轱辘上
的泥越粘越厚， 索性停下来歇息片
刻。 倚靠着一棵桐树，回首望那个无
数次想跳出去的村庄，一个年轻人的
惆怅，像缀满桐花的枝丫从头顶斜逸
而出。

一条水泥路，两边稀稀疏疏有几
棵桐树，业已现出苍老的景象。 一树
桐花在车顶上方兀自盛开着，轻风和
煦，时光静好。 一个中年人的彻悟，也
在停顿的地方积蓄起来，积成一汪清
澈见底的泉。 历经半生风雨才明白，
原来一路追求的风景，一直就在这里
默默地等着那个回乡的身影。 只是，

从前那一帧帧风景，如今都成了捏在
手里的一张张旧照片。

一条柏油路，笔直而平坦地穿村
而过。 路两边整齐栽种的赤楠和大叶
女贞，快速地向后移去。 正是桐花盛
开的季节， 却寻不到一棵桐树的身
影。 寻遍广袤的田野，甚至找不到一
棵正在茁壮生长的桐树苗。

小时候每年开春，父亲都会刨来
一堆桐树根，截成段儿，放在土里育
苗。 一两年光景，就能育成一丈高的
树苗，再移栽到田里。 麦苗刚没过鞋，
刨开松软湿润的春土， 把树苗放进
去，扶正，填土，踩实，这就好了。 一场
春雨后， 它们的根系与大地热烈亲
吻，融为一体。

栉风沐雨 ，数年之后 ，小苗都长
成了伟岸的大树，正好用来为我盖新
房。 顺理成章，它们成了我新家的“宝

盖头”。
当年的新家，今已成老屋。 在越

来越多楼房挺立的小村子里，只有我
的老屋像一位留守老人，固执地守望
着一个身影的归来。

而今天它终于等到的这个归来

的身影，却是要回乡拆除老屋，重建
新房。

望着房顶上一根根梁檩，不由得
想起它们曾经枝繁叶茂、 意气风发。
哪一棵是当年我亲手栽下的呢？ 是什
么机缘使我们一朝相遇从此风风雨

雨三十多载相依相守？ 三十多年来，
它默默撑起一片天空，为这个家遮风
挡雨。 如今，它完成了使命，即将隐入
岁月的烟尘。

在不久之后建成的新家里，我不
知道是否还能找到一片关于春天、泥
土、桐树苗和桐花的印记。 ③22

随笔

被挂在墙上的云朵
摄影/予子 诗歌/绿岛

当语言被颜色融入云朵之后

故事就只能躲在画面的后面说

话了

色泽走进画框

其实心已经飞向了天空

有歌声在漂浮

那些云卷云舒的涌动才是梦啊

而梦

是大块大块云朵的语言

让目光学会了沉默

把云朵悬挂在一面墙上

长了脚的诗歌开始在天空跋涉

摄影 / 诗歌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我的书法回眸
王猛仁

我出生在黄河多次泛滥的豫东

平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
被无际的淤沙覆盖着， 寒风凛冽，莽
原悲怆。 幻想与奢望不会给你多少帮
助，唯有直觉和初心才能保证你在艰
苦的岁月里自由穿行。

我生活在这样一块被黄水浸泡

过、人称“黄泛区”的土地上，有幸见
证了它的喜人变化。 黄沙漫漫，风吹
沙走，而人们种植绿色的决心像天一
样大， 双手和信心开垦出无际的良
田， 让黄沙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
长出了高树和花草，让这里有了一个
美好的名字：黄泛区农场。 它练就了
和庄稼亲近的人们坚忍不拔、逢苦不
忧的倔强性格， 练就了人们团结向
上、挽手进步的乐观态度。 这里如诗
如画，亦如艺术的美好大境。

这里造就了我豪爽、正直、粗犷、
幽默的性情。 安然、守真、畅达、怡心
是我对艺术由衷的虔诚敬畏。 后来由
于偶然的因素，我选择了书法这门最
古老的艺术形式。 1981 年服兵役期
间，抱病住在无锡 101 医院 ，我的隔
壁， 是刚刚离休的军队老干部冷绍
志。 冷先生是山东人，英俊魁梧，泰而
不骄，是位信仰笃定的老革命家。 由
于腿脚不便，他天天端坐在写字台前
练字，每每沉浸其中。 耳濡目染，我对
书法有了最基本的认识。 凝神静气，
抛却杂念，全身心投入书法的学习与
借鉴之中。 不知不觉中，书法改变了
我的社会认知，也改变了我的精神气
质。 我在看书、写字的同时，也在有意
淡化、接受并培养自己的人格，希望
手上的这支笔，向人们传递灵魂深处
的欢乐与忧伤。

1982 年底参加工作，在文化站有
限的三年时光里，我几乎天天东涂西
摹，信马由缰，自是怡然。 不久，我斗
胆向 《辽宁青年》《河南青年》《年轻
人》等刊物投稿，出乎意料的是，这三
家杂志封面的刊头字都采用了我的

作品，一时间，甚感欣喜。 随后，改革
的春风吹拂大地，艺术的春天悄然来
临。 随着各种报刊的创办和专业组织
的建立，各种活动各种碑帖让人目不
暇接，我全身心投入其间，开始阅读、
学习、揣摩。 1985 年《青少年书法》创
刊，第一期就在“成才之路”栏目介绍

了我的学书心得。 不久，《中国青年
报》也在“书法苑地”发表了我的书法
作品。 1985 年转干后，我被借调到河
南美术出版社《青少年书法》杂志编
辑部工作。 我没有局限于已有的收
获，先后为《中国妇女报》题写“半边
天”、为《工人日报》题写“文摘”和“企
业家之友”刊头，为《中国青年报》题
写“开拓者”、为《河南日报》“政法之
窗”“专业户”等专版题写刊头。 当时，
我可以书写、 设计不同字体的美术
字，且有《美术字》一书问世，后连续
再版三次。 在郑期间，我先后为《时代
青年》《家庭医学》 设计封面刊头字，
且使用多年。 在此期间，我发表了大
量的题头、题花、标题字等艺术设计
作品，随着书法视野的开阔和艺术审
美境界的拓展，恍然有所悟，这些兴
之所起、乘兴而至的“得意之作”，只
能算是在艺术之外或自娱自乐中打

转，与真正的书法艺术相去甚远。 “察
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从那时起，
我开始临帖，注重书外求书，从书体
上找个性，从书本里找学问，不断汲
取文化素养，拓展知识面结构，提高
艺术鉴赏力和创新力，让自己的作品
看起来更丰富、更深刻，更有文化趣
味。时光不负有心人，1986年，我被上
级有关部门直接调入周口地区文联

从事书画编辑工作， 同时创办报纸
《中州书画》，后兼任周口市书协秘书
长几十年。

经过了专业的学习与训练，才知
道专业的艰难和重要。 于是，我侧重
于读帖、临帖，时而背临，时而意临，
体味浓淡虚实，感受运笔疾缓，对笔
法的掌握一天天长进，对法帖的领悟
一天天加深。 汉代蔡邑《笔论》有言：
“书者，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
性，然后书之。 ”我也不违背此一行为
法则。 我学过《张迁碑》《乙瑛碑》《石
门颂》《汉简》， 也学过于右任、《自叙
帖》和《诸上座帖》等，为此，曾一度青
春勃发、踌躇满志，可是，纵横驰骋之
余，颇感深入维艰，逐渐否定了自己
的努力方向，继而从“二王”和《千字
文》《平复帖》另辟蹊径，终于拔茅连
茹，得以攫取书法艺术的津梁。 在稍
后不长的时间里，我的书法登上了国
内两份最早创办、也最为权威的专业

刊物《书法》和《书法报》。 在学习的间
隙， 我曾涉足 《书谱》《标准草书》和
《出师颂》，终因俗务纷繁，未能深究，
难得要旨。 上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
代初， 是我书法学习与创作的活跃
期。 几乎国内的所有书法专业报刊，
如《书法》《书法报》《中国书画报》《书
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报》《神州诗书
画报》《羲之书画报》， 包括中国书协
成立之后创办的《中国书法》，都对我
的书法艺术进行过专题介绍，其反响
之大、影响之远，始料未及。 当时，有
《王猛仁现象》一文为证。 在这种欣喜
伴着恐惧、 快乐裹着忧郁的日子里，
唯一让我有勇气走出去的念头，是游
历大好河山，遍寻国内名家，拓宽艺
术视界。 譬如京城的启功、周而复、沈
鹏、欧阳中石、陈叔亮、李铎、刘艺、佟
韦、陆石、王景芬、夏湘平……还有京
城之外的萧娴、沙孟海、沙曼翁、王学
仲、刘江、段成桂、张海、周志高、陈大
羽、陈天然、孙其峰、刘自椟、刘炳森
等，都是遁世隐修的高人，都是一代
大师。 他们的教诲，启我心智，阔我心
胸，开我教化。 他们也都为我曾经主
编的书法丛书写过作品或题词。 这些
我仰望又崇敬的艺术界泰斗 ， 对书
法、诗词、文学、绘画无一不能，无一
不精，他们贯通古今，别开生面，自成
一代艺术巨擘，对后世艺坛产生了重
大影响。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文化精
神，学到了勾画灵魂、调节身心、感染
他人的优秀品质。

《书谱》有云：“初学分布，但求平
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
复归平正。 ”真正标立千秋、影响久远
的作品，皆在于去怪、去巧、去媚、去
妍，于简约平淡中求奇拙，于圆通婉
转中求宽博。 如果一生在一个人的书
体上坚守阵地、寸步不离，写得再像，
也只是皮毛，难成就书法之大美。 刘
熙载曾言 ：“书 ，如也 ，如其学 ，如其
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为
此，我学习、欣赏古贤或大家的作品，
无一不是点画、 结体布局诸方面，简
约平实，无浮躁之气，有一种心静而
沉寂的禅境修炼之感。

年届六旬 ，我更深信 “书法乃寂
寞之道”的不破真理。 在单位工作的
日日夜夜，心存浮躁，难有闲情逸致。

尽管前前后后也随着中国文联系统

和河南省书协等文艺团体跑了几十

个国家，在巴黎、多伦多和莫斯科举
办了小型的书展，见识了中西文化的
交融、差异和特色，领略了西方的风
光与人文之美，终归还是难以打破传
统形式的束缚和禁锢，在自己的作品
中， 过多地显露出传统功力不足、艺
术张力欠佳的端倪。 引以为骄的是，
我曾参加过中国书协主办的三次有

意义的活动，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
展、中日书法家自作诗书展、中韩书
法家作品展。 这些作品，我抄录的是
自己的诗， 以此修身养性而自娱，虽
谈不上笔墨笃定、华滋润泽、胸罗万
卷，也是春风带雨、诗意葳蕤、草木欣
欣了。

我虽年龄已大， 但童心未泯，艺
术渐长。 有所思，亦有所悟，在心体莹
然、笔山墨海间，还有点点滴滴不易
察觉的美妙感觉。 近几年，我的书风
渐变，在秦汉简、篆隶的融入上，似乎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现在，有不少
批评家或学者看好我的作品，说是有
价值取向，有生命的力量，鲜活生动，
不落言筌。 其实我的作品亦甚寻常，
且深锁于思维定势， 但不妄自菲薄，
不言听计从， 以一颗跃动的诗心，在
生活或艺术的两座数据库里，捡拾一
个个记忆的碎片，书写，融合，筛选。

在今后的艺术参照里，我希望追
求属于自己的内心诉求，去感悟某种
崇高的生命价值。 因此，我也希望通
过共通的艺术语言，在当代熟识的视
觉语汇下，将内心的宁静、舒适传递
给观者，触碰每个人心底的那一泓清
泉，并在各自的心中，升腾起无限的
希冀。

常言道 ， 书法是书家的心性表
达，所谓书品即人品是也。 在晚年有
限的时光里，我向往的是“水流心不
竞，云在意俱迟”的超然物外，那是一
种解心释怀般的心境。 愚以为，书写
技巧的精到完备可得皮相之美，情感
表达、思想境界、文化修养注之笔端，
才是书法的内涵之美、哲理之美。 如
果两者兼得，我会引以为慰。 这样，既
是对现有艺术水准的评判和肯定，也
是对自己研习书法艺术向更高品位

攀升的期许和坚信。 ③22

手的力量
王新良

手，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能托起灿烂的太阳，
也能托起满天的星光。

农民的手，用力耕耘着大地，播
种着希望。

正是他们的辛勤劳作， 为我们
带来了丰收的果粮。

工人的手，建造了高楼大厦、高
铁机场、公路桥梁……

他们的手，勤劳而可靠，使得世
界变了模样。

医护的手， 柔软灵巧， 一针一
线，为患者疗疾治伤。

他们的手，拯救了一个个生命，
让生命在病厄面前重现希望。

老师的手， 沾满粉尘， 触碰灵
魂，给我们带来力量。

他们的手， 充满智慧， 传播能
量，带领我们遨游知识的海洋。

他们的手， 温暖有度， 苍劲有
力，给我们带来幸福，促我们成长。

艺术家的手，能创造美的殿堂。
画家的手，挥洒着美的色彩，绘

画栩栩如生。
音乐家的手，弹奏着美妙旋律，

余音绕梁。
他们的手， 创造出了人类文化

的瑰宝， 让世界充满了艺术的魅力
和唯美的想象。

手的力量，呈现在体育赛场上。
游泳运动员的手，划开池水，传

递着胜利的激昂。
篮球运动员的手 ，传球 、投篮 ，

传递着获胜的希望。
他们的手，伸向梦想的方向，为

国家和民族赢得荣光。

手的力量，表现在科学技术上。
物理学家的手， 持之以恒地研

究自然规律的独特现象。
化学家的手， 精益求精地探索

分子之间的神秘奥藏。

工程师的手， 锲而不舍地设计
高新科技的唯我无双。

他们的手， 为人类创造了超越
想象的科技奇迹， 让人类的未来更
加光亮。

五一国际劳动节， 让我们一起
庆祝手的力量。

让我们向全世界的工人、农民、
医生、老师、艺术家、运动员、科学家
致以崇高的敬仰。

五一国际劳动节， 让我们一起
赞扬手的能量。

让我们通过自己的手， 为世界
创造更多的美好， 为人类的未来放
射出一生的光芒。

诗歌

散文

临江仙一组
毕雪静

夏日过驸马沟

绿暗红消长夏至，枝间翠鸟啁
啾。画廊千里墨香留。半篙溪水静，
几缕落霞柔。

媚眼盈盈清玉秀，沉浮不问春
秋。凭栏思绪任悠悠。烟波柳影里，
疑是到扬州。

夏日探汾河

风遣柳丝拂玉镜，浮光皱了还
平。伞花开在碧波中。一溪清照影，
潇洒是渔翁。

四野幽幽忽忆起，纷纭往事如
风。身边鸟唱两三声。纵然音调好，
未必是真情。

立夏日访阿勒屯古街

一

难得今朝风日好，春归长夏初
新。古街闲淡净无尘。白杨皆傲世，
桑树恋家门。

西域疆城多特色，琴房藏馆为
邻。雕花烤架待游人，彩衣花帽靓，
古意古风淳。

二

悬挂葫芦皆彩绘，农耕物件仍
存。楼墙一例土豪金。晚来香袅袅，
乐起舞纷纷。

烤串成山香色诱，招来食客成
群。农家小院树成荫。北来南往客，
今日是嘉宾。

辛丑夏过赛里木湖

一

鸥鹭翩翩飞上下，来来去去无
拘。水中游影自如如。石沙清可数，
烟雨渺难摹。

碧草随风偏有韵，娇花星缀成
图。频闻游客更惊呼。湖山如此好，
不用一钱沽。

二

尽道江南无限好，皆因未识天
湖。烟波自与别家殊。旧时孤独水，
今有白鲑鱼。

常对沙鸥生羡慕，不忧朝暮长
途。劳君为我问明珠。苍茫云水畔，
可许结茅庐？

三

塞外江南人争睹，多因西域明
珠。大洋眼泪汇成湖：一尝咸淡淡，
久视玉如如。

满目清明波细细，高原渐入平
芜。岚光略借碧天铺。四围风景好，
千里水云舒。

四

云淡天蓝坡草绿，花香沾满衣
裾。一池清碧俗尘无。远观情切切，
凝想步徐徐。

风景如禅需自悟，觉来方识真
吾。最分明处最模糊。修心成此水，
不必细乘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