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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农历一、四、七日，在距离江

西南昌市中心城区六十多公里的进贤

县文港镇有个集市，汇聚来自各地的

客商。这里售卖的不是蔬菜肉食，不

是百货杂物，也非古玩珍宝，而是笔，

更准确地说，是与毛笔有关的各种原

材料。

这是个两层小楼。一楼的店铺不

多，售卖成品毛笔。随意走进一家，女

店主听说我们平时练字，多写行书，偶

尔写小楷，便从众多“花朵”中摘取一

瓣，“这是鸡距笔，试试。”她的眼神饱含

期待。

鸡距笔的笔毫不长，接近笔管处浑

圆饱满，收缩至笔尖的弧线短而陡峭。

笔毫入水浸透，在纸上运笔写来，笔锋

游走间，字的筋骨浮现，一支笔的品性

也随之显现。这支笔笔锋内蕴力道，蓄

墨不散，圆转自如。

与女店主闲聊，她的老家在进贤县

张公镇。小时候她喜欢看自家姐姐做笔

头，长到十一岁，堂姐家开始做笔头，她

就天天跑去堂姐家玩。堂姐告诉她不同

的毛毫有什么特性，适合放在笔头的哪

个部位。她嫁到这个有着一千六百多年

制笔历史的小镇后，自然与毛笔结下了

更深的缘分。有小时候的经验作底，她

三天就学会了做小楷笔的笔头，再到做

各种笔的笔头，慢慢熟悉了制笔的每一

环节。三十年间，她与毛笔耳鬓厮磨，相

看两不厌，而今可以轻易地知晓毛毫的

优劣，以及羊毛、兔毛、黄鼠狼毛等的不

同配比，会带给一支笔何种特性。“柔弹

的笔，相当好写！”至于何为“柔弹”，如何

制出“柔弹”之笔，这个话题她可以细细

说上半天。

在文港，但凡与笔有关的人家都是

二 代 、三 代 接 续 制 笔 ，也 有 四 代 以 上

的。笔，穿过纷纭世事，穿过不同年代

的时光，支撑起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

日常生活与生存大计。

沿楼梯上二楼，人影穿梭叠映。一

侧是笔头区，一侧是笔杆区，再一块是

画笔区，还有钢笔区、圆珠笔区等。

在这里，还处在混沌状态的笔，以

局部的形态呈现。未加处理的动物毛

毫，散开的片羊毛，成捆的把羊毛，一朵

朵捆扎成束或串联成线的毛笔头，还未

被截成笔杆、犹带有枝丫的竹茎，已做

成笔管形状的牛角、竹、木，大大小小、

形态不一的绘画笔，纤细的画瓷笔……

来自文港各乡村的制笔师傅，走过一个

个摊位、店铺，不时停下来用眼睛审视，

用手指摩挲，在心里掂量，仔细挑选心

仪的物品。

我在笔杆区的七十四号店铺前停

下来，那不大的铺板上密密地摆满了各

种竹管，其中有着天然斑点、纹路的，尤

令我心仪。女摊主姓付，她说自己做笔

杆四十年了。早年跟着父亲来集市，而

今每逢集日，她一大早坐四十分钟公交

车赶来这里。

我看中的笔管来自福建山中，名为

红湘妃，一支成品笔管八元钱。摊位旁

的墙上靠着一捆竹茎，是今天刚收到

的，还来不及截管制作。有人停下来细

细察看，议论着其中一段竹节，笔直均

匀，褐色斑纹分布适当，不疏不密，色泽

也美，天然一副上品。

二楼的笔头区地盘最广，人气也

最旺。一条条串起的笔头或如丛林，

或如队列，排在水泥台摊位上，下垫木

板 或 报 纸 。 据 说 ，这 里 开 市 在 凌 晨 4
点，头一批笔头售价最廉。天光放亮

后，客商们陆续赶来，至中午散去。不

同品质的笔头价格有别，但这里的市

场 价 格 稳 定 、透 明 。 我 看 见 一 位 客

商 买 下 六 千 个 笔 头 ，一 个 笔 头 售 价

三毛六。

从这里回到自己的作坊，满载而归

的制笔师傅们沉下心来，按照手工制笔

的 古 法 ，一 道 一 道 工 序 往 下 走 ，直 到

一管管笔经由灵动的手指、聪慧的心

思 、丰 富 的 经 验 ，被 赋 予 独 一 的 形 态

与灵魂。

每到文港，话题就绕不开毛笔。一

个又一个文港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这

里有规模很大的毛笔材料集散市场，连

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的客商都到这

里来买毛笔。毛笔、画笔、圆珠笔、化妆

笔应有尽有。 2022 年，小镇产销毛笔

逾九亿支，产值超三十五亿元。

一个地处偏远、人口五万的小镇，

缘何拥有知名的毛笔集市，有两千多家

制笔作坊、四百多家毛笔生产企业？自

然，与文港镇拥有一千六百多年制笔历

史不无关系。

清代时，文港毛笔生产进入鼎盛

时期，邹紫光阁笔和周虎臣笔闻名于

世。位于文港仿古街的中国毛笔文化

博物馆里，收藏有数支邹紫光阁笔和

周虎臣笔。它们有着鲜明的文港毛笔

特征，形貌质朴、刚柔并济。

中国独有的传统技艺，靠人创生、

传承并创新发展。文港制笔师傅周鹏

程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记得第一次走进他的工作室，穿一

件白色汗衫的他坐在一方小木桌前，戴

着眼镜，专注地“护笔”——将盖毛卷覆

住笔心，再剔除杂毛、浮毛，以确保毛毫

的齐整纯粹。

颇有年头的木桌上，堆挤着台灯、

笔筒、蜡烛、药瓶、眼镜，一个铁盘里躺

着许多细小的棕色、白色笔头。铁盘

左边竖着一排排笔毫，右边一只白瓷

碗，清水一盏。他手下卧一方黑色的

大理石板，左手中指、食指、大拇指抵

住一截竹管，竹管前一排湿润的毛毫

紧密排列；右手握一柄刀，埋头用刀尖

理顺毛毫。

这一幕就是他的日常。在他身后，

铁架子上悬挂着一条条笔头，长案边坐

着埋头“装笔杆”的儿子、“绑笔头”的孙

子，而他做了一辈子笔的父亲坐在一把

躺椅上。一家四代人共处于被毛笔环

绕的空间。

工作室连通陈列室，这里是毛笔们

的天下，一支支笔都出自这个家族的巧

手、妙思。周鹏程熟悉每一种笔的品

性，他会根据不同书家的特点和运笔习

惯，设计不同的毛毫对比。做笔已有六

十年的他，经由一枚小小的笔头，抵至

他心中的大道。周鹏程一家与毛笔的

渊源，到他这里已有八代，一代代人完

成着关于中国古老技艺的传承。而无

数这样的制笔师傅，共同写就了文港的

千年制笔史。

在集市上，我看到不少拿着手机直

播的年轻人，面对镜头介绍文港毛笔的

历史和各种原材料。小小的文港镇，在

新时代电子商务勃发的背景下，由“一

支笔”催生出三千七百多家电子商务企

业及网点，一年发出快递超过五千万

单。直播兴盛起来，更是将文港毛笔的

声名传扬到了国内外。如今每天晚上，

小镇约有两百个直播间在推介、售卖文

港毛笔与相关的文化产品。

从无到有，一支笔需要一百二十多

道工序。在文港，一支笔穿越了千年时

光 ，依 然 生 气 勃 勃 ，保 持 着 古 老 的 形

态。这变化甚微之物，如一枚穿越时空

的箭，连贯起千年历史和丰沛文脉。

文港一支笔
王 芸

年少时，我痴迷京剧脸谱，曾收藏

过上百个泥塑脸谱。听说王宏斌在杭

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大北社区教画树

叶脸谱，我便匆匆赶去，在坐满居民的

教室里，找个空位坐下。

王宏斌是晋剧演员，他举起一片

淡褐色的梧桐叶，说：“京剧是国粹，脸

谱在京剧表演中很重要。黑脸是勇猛

的张飞，关公的红脸代表忠勇，白脸是

曹操。”

一张落叶上画了三个脸谱，色彩斑

斓，且生动传神。听课者左右咬耳，期

待自己也能画得这般好。

但在树叶上落笔时，大家发现没有

想的那么简单，手中的画笔总不听使

唤。王宏斌走过来挨个指点。我的笔

一滑，脸谱左额那抹蓝就太浓了。“来，

加点水，这个颜料厚了。”王宏斌拿起

笔，蘸了点水，慢慢地拖动颜料。哦，蓝

色变透亮了。

抬笔落笔间，便滑去了半日时光。

抹茶色、琥珀色、松叶色、栗梅色的落叶

上，出现了红脸的费德功、蓝脸的黄隆

基、黑脸的张飞、黄脸的典韦。艳丽的

色彩，枯萎的树叶，强烈的视觉冲击，看

着自己的作品，我们有点小欢喜。

跟王宏斌熟了，我常向他请教各色

京剧人物脸谱的画法。聊多了，我知晓

了他画脸谱的故事。

王宏斌十四岁学艺，后来到剧团工

作，演的都是包拯、姚期等净角。净角

俗称花脸，要在脸上涂抹浓厚的油彩，

赤橙黄绿青蓝紫，图案繁复又炫目。

王宏斌说，他的第一个花脸妆是师

傅给勾的。“油彩缓缓划过皮肤，感觉很

奇妙。看向镜子，稚嫩的脸庞已然威风

十足，我得意地进入角色。”常年唱戏，

王宏斌说话有板有眼。

画花脸实在有趣。此后，王宏斌留

意起了脸谱画，常用麻纸拓下师傅要卸

掉的脸谱妆，描摹、学习。

树 叶 上 分 布 着 众 多 粗 细 不 同 的

叶脉，我问他怎么会想起在不平整的

落叶上画脸谱。王宏斌笑了，他说六

年 前 随 儿 子 来 杭 州 ，住 在 钱 塘 。 一

天 ，他 穿 过 街 口 公 园 时 ，一 片 梧 桐 叶

袅娜地落在了跟前。他捏着叶柄，左

右翻转，“瞧，色彩温润，中轴对称，棱

角 分 明 ，如 果 画 上 钟 馗 脸 谱 ，肯 定 漂

亮 ！”王 宏 斌 画 出 了 第 一 张 树 叶 脸 谱

画，的确漂亮。

前年，王宏斌演戏时意外摔伤。做

了腰部手术后，他无法再上舞台，似鸟

儿展翅欲飞，却折了翅膀。王宏斌眷恋

那个舞台、那些乐曲，还有勾在脸上的

脸谱。他便在落叶、卡纸、团扇、鸡蛋壳

上画脸谱，画得兴起，还把对象转到葫

芦、螃蟹盖上。

“不能演花脸，那就去画脸谱吧。”

王宏斌想，“我换种方式传播非遗，让更

多人爱上脸谱艺术。”他的脸谱画被小

区居民晓得后，许多人想跟他学。只要

有人肯学，他都耐心教。

将非遗融进生活的，叶丽佳也是

其中一位。

叶丽佳擅长把宋画的韵味浸入木

雕中，她有件作品设计别致，是化腐朽

为神奇的佳作。

叶丽佳有位朋友，祖父是木匠，祖

父去世后，给朋友留下个刨子。朋友想

把刨子当作念想，便来找她。刨子表面

坑洼不平，甚至被虫子蛀了大洞。叶丽

佳把刨子做成了镇纸板，选了宋画《水

图》里的样式，雕出水纹。于是乎，丑陋

的蛀洞变成了一汪湖，湖面水波漾漾，

柔美又宁远。朋友每天作画，用刨子压

纸，似乎亲人从未离开过。

有次我去一所小学听叶丽佳上课，

看见教室里摆着群鱼戏水的木雕饰品，

手法虽稚嫩，但意境颇美。七只鱼儿摆

尾悠游，姿态婀娜，似乎尾巴一卷，就会

溅起浪花朵朵，推动水藻摇曳。那是五

年级学生仿照宋画《春溪水族图》中的

游鱼雕刻的。

那天叶丽佳教小朋友雕莲蓬，“模

特”是宋画《疏荷沙鸟图》中枯瘦的莲

蓬。她指着图片，讲述秋日荷塘故事和

传统木雕文化。同学们目光专注，在紫

光檀木上熟练地操纵工具，完全沉浸在

雕刻中。一小时后，他们手中小莲蓬的

轮廓初显。

下课后，我问叶丽佳什么时候开始

学 木 雕 的 。 她 愣 住 ，想 了 一 下 ，没 答

上。她只记得从小就跟着父亲雕木，是

摸着木头长大的。叶丽佳的父亲年少

成名，是浙江乐清叶氏黄杨木雕第五代

传人。读大学时，父亲去世，女承父业，

她成了第六代传人。

十几年前，叶丽佳离开老家，来钱

塘读大学、工作生活，深谙钱塘的地域

文化。她从宋代山水花鸟画中寻找素

材，打造宋韵木雕饰品。

在叶丽佳的非遗工坊里，我看到

许多饰品。其中一对精巧的黑鹤，如

《瑞鹤图》中的鹤，在广袤的晴空中，在

巍峨宫阙上翩然而舞，自在逍遥。木

质纹理，色彩淡雅，传统木雕工艺中，

又吸收了现代元素。我想，姑娘们佩

戴上这些手工饰品，定然宛若从宋画

里娉婷走出。

工坊墙壁上挂着杭州第十九届亚

运会组委会纪念证书。去年秋天，组

委会邀请叶丽佳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运动员开展非遗体验。叶丽佳

教运动员做戒指，仿照宋画花卉纹样，

打磨肌理效果。在亚运村，手工制作

的戒指成了抢手货，好多运动员赶来

体验。

我盯着叶丽佳做竹叶挂坠，她在绿

檀木上徐徐移动钻头，停下查看一番

后，换了把钻头，手边细碎的木屑慢慢

叠高，盖住了她的袖口。

王宏斌、叶丽佳们，数十年如一日

地传播国粹，引领人们去感受优秀传

统文化的宽广和深远，与古人享用同

一份美。

画
韵
与
雕
功

沈
小
玲

一望无际的梯田，从山底曼延到

山头，层层叠叠，横无际涯。我们在夕

阳的余晖里马不停蹄地往上赶。太阳

隐藏在山林背后，慢慢就染红了天空，

也绚丽了扑面而来的梯田。梯田里盛

满了五颜六色，淡紫、青绿、深红、褐

色……有些时候，这些颜色融合在一

起，难以辨别。一会儿偏蓝，一会儿

偏绿，一会儿又变成紫褐色。无论怎

么变换，光影迷离、神秘莫测的梯田

总有无尽的魅力。

这 ，就 是 位 于 湖 南 娄 底 的 紫 鹊

界 梯 田 。

我们忘记了风尘仆仆的劳累，也忽

略了盘旋山路的惊险，一路向上，逐光

而行。每拐一个弯，所见景致又有不

同。梯田镶嵌在沟沟岭岭间，大小不

一，形状各异，高低错落，块块凹凸分

明，丘丘弯曲相连，但又是浑然于一体

的绝美画卷。

到 达 山 顶 ，天 空 显 得 更 加 高 远

了。温柔的风吹过路旁低矮的树丛，

吹过梯田灰白的水面，吹过正在酣畅

歌咏的虫鸟。山林田野看似寂寥，却

又风生水起。

荷锄晚归的农夫，从竹竿上收下

衣服的农妇，叽叽喳喳的一圈鸡鸭，追

逐打闹的孩童，竹木栅栏的小院……

一切是那么自然、淳朴和安静。

站在高处，头顶是漆黑的苍穹，圆

月高悬。往下看，山峦起伏，月色轻

笼。崇山峻岭间盘旋的梯田，在苍茫

迷蒙间，似乎更为壮阔和神秘。

清亮的月色里，我似乎看到一群

农夫，他们扛铁锹，挑竹筐，推着木轮

车，迈向山梁。虽然山路崎岖，但他们

步履坚定。他们在这狩猎捕鱼，开荒

拓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挥汗如雨，

将生命与汗水毫不吝啬地涂抹在高山

深谷间。

他们脚下是梯田，身后是梯田，头

顶上，也是梯田。一层层、一片片、一

圈圈，交融着。

农舍周围的景致也别具一格。

春来一垄新绿，遍野青翠欲滴。插

秧时节，水满田畴，如玉镜五彩斑斓。

到了夏天，佳禾吐翠，绿浪翻滚。秋天，

大地欢笑，橙黄的稻谷一丘丘、一垄垄

席卷了整个山岭，蔚为壮观。若是在下

雪的冬日，漫山遍野白雪皑皑，条条银

蛇起舞群山，更是妙不可言。

我在院子里坐下，吃饭、喝茶、聊

天，和农舍的孩子们逗乐。女主人迈

着轻盈的步子在各个房间和院落穿

梭不停。房子宽敞，她家把空出来的

房间做了民宿。梯田四季风光各有

特色，每到周末和寒暑假，来来往往

的客人不少。虽有些辛苦，但女主人

还是满面春风。

夜晚，有悦耳的虫鸣相伴，还有满

屋月亮的清辉。

清晨醒来，窗外蓝天如洗，白云

如絮，山岭起伏。窗口下的梯田，像

是 大 地 和 山 峦 间 舞 动 的 精 灵 ，绵 延

如 飘 带 。 晨 雾 弥 漫 在 山 野 和 梯 田

间 ，远 处 的 树 、近 处 的 田 ，都 若 隐 若

现、深深浅浅。

走出院子，梯田就从脚下延伸出

去。每一层都是一道细碎精巧的涟

漪 ，每 一 叠 都 如 一 片 碎 金 闪 烁 的 波

纹。阳光飘荡在层层梯田上，那些奇

妙的造型、优美的线条、丰富的颜色还

有清爽的气息，相互交融，互为映衬。

在青翠的梯田间，农民们满怀希

望地劳作着。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泛

起一层金色的光晕。他们手中的锄

头 ，在 泥 土 中 划 出 一 道 道 有 力 的 弧

线。这不仅是对大地的深情触摸，更

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他们的身影在

阳光下显得如此坚韧和有力，仿佛是

大地的守护者，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

的生机与希望。

梯
田
之
美

潘

文

草池湾，是我的家乡秦岭南麓陕西

安康市石泉县的一个小地方。这地方

虽然没啥名气，也算是鱼米之乡的一块

“白菜心”。

山是浅山，田是“泡冬田”，山环水

绕，袅袅炊烟，田地肥沃，稻麦飘香。一

湾葱翠，一池碧水，一隅桃源，吸引着南

来北往的客人。

村 前 有 几 道 褶 皱 山 梁 为 屏 ，村 左

村右良田好地相伴，村中溪水潺潺，村

后茂林修竹，浓荫覆盖，形成“躺椅形”

地貌。

草 池 湾 真 正 声 名 鹊 起 缘 于 一 只

鸟。大约十年前，被誉为爱情鸟、吉祥

鸟的朱鹮，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安家落

户。经过多年繁衍生息，目前数量已近

五十只。为了营造适宜朱鹮生长的环

境，县里将这里命名为“朱鹮小村”。

朱鹮小村——草池湾，从石泉县城

出发，沿途保护朱鹮标识醒目，志愿服

务队队旗摇曳。进村入户，柏油路四通

八达，阵阵花香扑鼻。

一湾一湾的池或塘，一层一层的田

和地，一块块小坡地、一座座隆起的小

山岭，层层叠叠，绵延不断。这里的一

草一木，一块田一垧地，零星的竹园成

片的柴垛，老房子新洋楼，不是很规则，

也不加修饰，随山就势，或躺卧，或缓

立，或大或小，或起或伏，自然点缀，纵

横交错。

稻田和坡地围着山转，转东西、转

南北，转堂前、转院后。远远近近，看到

这 些 生 态 田 园 ，也 就 闻 到 了 五 谷 的 香

气，看到了仓廪的充实。注水后的秧田

似月亮，似梯形，又似不规则多边形，水

汪汪、亮晶晶，好似卧在山洼里的一面

面大镜子，照山映水，秀出无限风光。

坡地有高有低、有方有圆，长栎树、长竹

林、长松杉、长灌木，满山绿荫，郁郁葱

葱；道旁、房前、林下、田坎边，各色花卉

争奇斗艳……每走一步，仿佛都能听见

草叶间发出的声响。

雨水过后，这里的山峦绿了，大地

醒了。瞧吧，池塘周围、田坎边、溪水

旁、坡地上的鹅儿肠、蒲公英、油菜、冬

小麦、豌豆尖，等等，都是大自然的彩绘

元素。在阳光空气水分的作用下，苗叶

由鹅黄色变成嫩绿色，铺展成一幅幅动

静相宜、碧绿浸染的山水画。

此 时 的 草 池 湾 ，又 到 了 最 美 踏 春

季。食一芽草，游一面山，品一杯茶，赏

一抹春光。各式各样的小草枝叶按捺

不住向上生长的欲望，纷纷睁开眼睛，

把小脑袋拱出地面，把嫩芽儿鲜叶儿挤

出枝枝蔓蔓。它们带着鲜嫩清香的味

儿，带着蓬勃旺盛的劲儿，尽情梳妆、扮

靓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几只朱鹮立在大树高枝上，望着如

织游人，时而扑棱灰白透红的翅膀，在

村庄上空转着圈儿，发出几声清脆而响

亮的鸣叫；时而在稻田里、草池中辗转

觅食，一边呼朋唤友，一边四下张望，踱

着悠闲的步子。

抬头望，朱鹮小村草场后面，在树

荫 下 树 杈 间 ，它 们 搭 建 起 来 的 鸟 巢 挤

挤 挨 挨 ，尽 显 温 馨 。 一 位 村 民 告 诉 我

们：“那几只朱鹮在我家旁边筑巢三年

多了。这种鸟很有礼貌，不管它们飞走

还是飞回来，只要看见我，都会叫一声，

算是打招呼呢。”

想要享一份清幽安闲，得一份农耕

文明体验，就来草池湾吧！

春到草池湾
余佑学

▲水彩画《雨后山更青》，

作者周令钊，中国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