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旖旎风光，人向往之。人

们通过旅游，可以观山乐水，
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对于画
家来说，投身大自然既可体会
旅行的乐趣，又可从中描摹锦
绣风光。画家的创作灵感或来
源于眼前的唯美风土，或基于
平常对山川秀色的观察和积
累。直面实景写生，对创作来
说大有裨益。

如今，全国各地文化旅
游产业蓬勃发展，众多旅游
景 区 开 辟 写 生 基 地 ， 为 画
家、摄影家、美术院校学生
的写生、拍摄提供了平台。
这 些 景 区 中 ， 有 的 群 山 环
绕，奇峰突兀；有的壑谷深
险，山势陡峻；有的台壁交
错，苍溪水湍。山川藏秀于
雄，蕴巧于朴，充满诗情画
意，蕴含着无尽的美。

有的景区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珠联璧合，是对景写
生的绝佳地，吸引着无数画
家 前 来 游 乐 观 瞻 ， 写 生 泼
墨。九寨沟便是其中的一个
例子，那神奇幽美的沟壑、
洞天福地的灵境，赢得大家
的赞叹：“进入九寨沟，如在画中游！”闻名于世的张家
界大峡谷景区也极具审美冲击力，断崖奇崛，群峰峥
嵘，流瀑四挂，号称“百里画廊”；多年前我来此写生，
激情如涌。福州市闽侯县白沙湾生态园，那里的浅水沙
滩、田园风貌、桃园景色，给前来写生的人带来了诸多
灵感和创作源泉。

我曾到云南丽江旅游，闻此有写生基地，欣然赶来。
攀援幽谷底，但见崔岩壁立，险不可攀，而峰回转折处竟
有绿色灌木丛。白云深处，忽现古朴农家，有恍若隔世之
感。沿途中我选了几个点作下几张速写性的写生。

写生，是指走出室外，现场从大自然取景，面对山
川景色进行素描的方式，是美术院校学生必修的科目，
也是画家提高绘画水平的重要训练手段。生活是艺术创
作的基础和源泉，因此，写生在绘画创作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写生，强调的是画家不能圈在象牙之塔里闭门造
车，须亲近自然，倾情山水，直面大自然实景，潜心观
察和体验。通过写生既可旅行神州，扑进大自然怀抱，
从中得观山水之乐趣，又能提高绘画技能，寻求理想画
法，纯正艺道新风。

安徽除了黄山等风景区闻名于世外，宏村、屏山、
呈坎、雄村等古村落，既让人起思古之幽情，又有古意
新风。到安徽写生，已成为很多人的美好愿望。不仅如
此，写生大军催生了可观的写生产业。安徽各地风景区
每年吸引着数百万人次的师生来此写生、研学、创作，
写生经济风生水起。为推动旅游文化产业和艺术事业的
发展，安徽省召开了“写生产业与旅游强省”专题研讨
会，还制定了写生旅游产业的相关政策。

太行山风景区景色壮观，同样吸引很多人前来写
生。蓬勃兴起的写生经济带动了当地商贸、服务业发
展，也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在福建武夷山风景区的
写生基地，学生和画家购买的旅游商品约占销售总量的
70%，足见写生拉动旅游消费的能力；此外，周边村镇拥
有写生客栈100多家，显而易见，写生之外所带来的辐射
效应何其大。

经过多年积淀，不少写生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当地
人认识到自己的村庄潜在着“金矿”，故乐于寻找写生客
户资源。如何保护好独特的原生态乡愁文化，进一步挖
掘写生资源，提升
写生品位和品牌影
响力，搭建更好的
写生平台，这都是
我们接下来要考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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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水乡古镇一直情有独
钟，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

位 于 安 徽 肥 西 的 三 河 古
镇，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因
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三水
交汇而得名。几千年的历史积
淀，让这里成为人文荟萃、景
色优美的旅游胜地。每天来此
游玩的八方游客络绎不绝，到
了节假日，更是人气爆棚。

三 河 具 有 典 型 的 水 乡 特
色，河多、桥多、船多，小镇
因水而丰润。拾阶就能见到各
色拱桥，人在桥上走，小船桥
下过，别具味道。古镇里的房
子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洁白的
马头墙，黝黑的屋脊瓦，那翘
起的檐牙，似乎在注视着沧桑
岁月。

脚踏在岁月的石板路上，
感受着古镇的质朴与婉约。游

览三河有多种方式。可以乘船
水中游，以船的视角来感受小
镇的动态美；可以坐人力车，
穿街走巷，体验城市的细节
美；更可以徒步走走停停，更
真实地感受地气美。

青苔幽深的一人巷，有限
的宽度上，只容一人行走，在
这里能体验到空间的紧逼感与
时光的沧桑感。史上的“三河
大捷”，如今在这里可以通过实
物、史料、声光电等高科技技
术，再现那段激荡的历史风
云。站在大捷门城楼上，一门
铁炮孤独地立在那儿，炮口指
向历史的远方。

从三河也走出去了众多名
人，比如科学家杨振宁，在他
的故居里转一转，似乎就能听
到他童年岁月里爽朗的笑声。

当然，来三河少不了要品

尝美食。大名鼎鼎的“三河米
饺”是用米和豆腐做的。选用
的米为黏性不强的早稻米，经
过炒面、开水烫面、揉面等工
序做成饺皮，配上以豆腐、白
米虾、姜丝等材料配制成的馅
料，捏成半月形状。放进油锅
里炸成金黄出锅。刚出锅的热
米饺才好吃，外表炸得金黄的
热米饺，又酥又脆，外酥里
嫩。“三河土菜”是当地人利用
当地的食材通过传统的烹饪方
法制作出来的农家菜。这些菜
不注意刀工与装盘，重油重
色，虽然有些“土得掉渣”，但

却浸透出独有的地方味道。
三河有古朴之美。建筑遗

迹上了岁数，如同岁月老人般
那样从容，笑看风轻云淡。黑
漆鎏金的店招匾额不失古朴之
风，八角玲珑挂灯照亮的是美
丽的三河夜景。

漫 步 在 三 河 古 镇 的 街 道
上，感受着古镇昔日的繁华。
今天的三河依旧热闹，那红灯
笼透出来的喜庆，更是三河人
美好生活的点缀。

上图：三河古镇楼阁
左图：三河古镇一角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漫步三河古镇上
张帮俊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
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吟着
这首浪漫的诗，我来到了浙
江海宁的徐志摩故居。

这栋建于 1926 年的中西
合璧式的小洋楼，是为徐志
摩与陆小曼新婚而建造的，
大门口的匾额“诗人徐志摩
故居”由武侠小说泰斗金庸
先生题写。

楼内华丽的设备，有些
是当年从德国进口的，这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小镇，

无 疑 是 一 座 令 人 侧 目 的 豪
宅。走进大厅，只见上方有
书法大师启功手书的“安雅
堂”匾额，厅内展示着徐志
摩的生平以及一生的文学活
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着
徐志摩和泰戈尔站在菩提树
下 ， 一 只 白 鸽 展 翅 飞 上 枝
头，那是上个世纪初的浪漫
和宁静。我站在跟前，静静
地看了许久。

二楼东侧，是徐志摩和
陆小曼的新房“眉轩”，粉红
色的西式家具、大铜床幔帐
上面垂着的大红流苏，墙上
的油画，柜子上的留声机，
处 处 透 露 着 诗 人 的 浪 漫 气
息。在此，诗人满怀浓情地
写 下 了 蜜 月 日 记 《眉 轩 琐
语》的第一篇。

故居后院内，有一口已
不复清澈的井，被称为“爱
之清泉”。徐志摩曾经在此留
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眉，这
一潭清澈的泉水，你不来洗
濯谁来，你不来解渴谁来，
你不来照影谁来！”这汩汩井
水，曾经映照过诗人“浓得
化不开”的激情岁月，见证
过一对神仙眷侣那段宁静又
快乐的美好时光。

这 么 别 致 且 豪 华 的 新
楼，只可惜诗人只短短度过
了两个多月的浪漫时光。徐

志摩曾一度有隐居海宁的想
法，菊花、黄酒、河蟹足以
逍遥，美妻、诗文棋琴足慰
平生，他想过一种“草青人
远 ， 一 流 清 涧 ” 的 超 然 生
活。但不久为避战乱，夫妻
两人又移居到了上海。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
轻轻地来。”当我步出故居
时，耳边似乎回响起徐志摩
的这句诗。再回首望着这历
经八十多个春秋的小楼，迷
蒙 中 似 乎 有 一 弯 温 柔 的 新
月，正斜斜地照在我的心头。

访徐志摩故居
陈卫卫

旅游漫笔

龙 泉 市 在 浙 江 西 南 的 山
中，以青瓷和宝剑著称，千余
年盛名不衰。我此次前来，主
要是想弄清楚龙泉青瓷在宋元
时期出口海外的源头。但我深
深地知道，在如此独特的地方
采风，单凭史籍和双眼远远不
够，于是我“请”来一位知情
者当伴游。

此 人 名 叫 叶 绍 翁 ， 号 靖
逸，成名于南宋中叶，历任大
理寺丞、刑部郎中，是位风趣
的诗人，年少时过继给龙泉的
一户叶姓人家。顺便说一句，
他最著名的诗句是“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青瓷里鉴宝

穿越900年的时空，我与叶
绍翁相约在龙泉青瓷博物馆，
只聊了几句，我便喜欢上这位
真实有趣的老兄，他肯定会是
个好玩伴。

我们一起参观“故宫龙泉
青瓷回家展”，其中多半都是那
位对青瓷考古做出卓越贡献的
陈万里先生捐赠的。我说：“陈

万里先生凭一己之力还原了一
段美术史和商贸史，并且开创
了一门学科。”叶绍翁也对不爱
财的陈先生表示钦佩。离开博
物馆，我们去逛西街上的古玩
铺，里边有些青瓷片出售。我
看上一只梅子青色的破碗底，
如果将残瓷茬口打磨光滑，作
个写毛笔字的笔掭应该不错。
店主人说这碗是南宋的。叶绍
翁 接 过 破 碗 底 掂 了 掂 ， 摇 头
道：“胎轻釉薄，我当年吃饭的
碗也比这个好多了，不是我们
那个时候的。”

从店里出来，叶绍翁告诉
我，南宋的龙泉青瓷比吴越王
钱家的越窑青瓷好很多，这里
边有个常识：“宋室南迁后，北
方汝窑、定窑和钧窑的窑工失
业，流落江南找活干，但越窑
以宋室官窑自居，崖岸自高，
而且害怕这些外来窑工偷窃他
们秘色瓷的绝活，不肯收留。”
我问这些窑工最后到哪去了？
他说：“这些逃避战乱的可怜人
拖家带口，但只能继续南行，
最好的工匠应该落脚在最近的
处州 （丽水市） 龙泉窑，还有
一些工匠去了更远的浮梁县景
德 镇 和 建 州 （建 瓯 市） 的 民
窑。这些人带来了新技术和新
审美，所以南宋的时候，龙泉
窑的青瓷最美，产量也最大。”

他的这番话我听着长见识。
我们又来到工艺师李震的

工 作 室 ， 他 收 藏 了 大 量 旧 瓷
片。叶绍翁指着一块青瓷碗底
对我说：“看看这个。”我发
现，有一摊晶莹的青绿色歪在
碗底。他道：“这是开始烧窑时
温度太高，流釉了。”主人请他
去看几件粉青荷叶洗，他被洗
底的一汪碧水迷住了，贪婪得

口水都要滴下来，叫道：“太美
啦！‘只於桥断溪回处，流出碧
桃三数花。’这是怎么烧出来
的？”主人笑道：“就是那只破
碗底的启发，我调整石灰碱釉
的配方，调整烧制温度，这才
烧出一汪水来。要想创新，还
是先得把古人学透。”

大窑村探秘

叶绍翁想去看烧瓷的窑。
我们来到大窑村古窑址，这是
一座传统的龙窑，四处可见装
瓷烧窑用的匣钵，山坡上松杉
成林，窑前的溪水名叫梅溪，
窑后还有开采瓷土的痕迹。我
告诉叶绍翁，这片遗址也是陈
万里先生发掘出来的。叶绍翁
说道：“制胎上釉的地方应该在
溪水上游不远处，窑工会造一
道短坝束水，水流急才能推动
水椎舂捣瓷土。”我问：“那么
溪 水 的 下 游 必 定 要 有 座 码 头
了？”他笑道：“孺子可教也！
没有码头瓷器运不出去。”

我们沿着溪水往下游走，先
到大窑村的农家乐吃午饭。叶绍
翁道：“这倒是个隐居的好地
方，只是，‘无酒难留客，借书
方入城。’”然后，他便开始大
嚼东坡肉和苦槠豆腐。我问他：

“靖逸兄，你知道这些龙泉青瓷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到哪去
了吗？”他又让店里给他加了两
道梅菜扣肉和油焖笋干，添了一
壶米酒，这才道：“我在明州

（宁波市）、杭州和泉州这三个市
舶司里都有诗友，我住在钱塘，
也去过泉州和明州，看到过外洋
来的客商，和我们大宋的客商也

聊 过 天 ， 这 个 问 题 可 难 不 住
我。”我紧追不舍：“瓷器运到哪
去了？”他眨了半天眼道：“都是
些怪地名，记不住，客商们说，
最远的地方，乘船得几个月。”

我用手机给叶绍翁播放关
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的纪
录片，他看得津津有味，还不
住地指指点点：“哇，这么大的
瓷 瓶 ， 画 着 花 的 不 是 龙 泉 窑
的；看这个，这个是龙泉窑的
青瓷，看这釉色，这瓷盘好大
呀！”我告诉他，建造托普卡帕
宫的时间比他的时代晚两百多
年，那里收藏的南宋和元代的
龙泉青瓷是全世界最多，也是
最好的。他搓着手道：“真想去
亲眼看看啊！”

金村中寻址

从大窑遗址沿着梅溪向下
游步行十里，便是金村。当年
挑 夫 们 从 窑 上 把 瓷 器 挑 到 金
村，装上竹筏运到小梅镇，在
那里将瓷器装到蚱蜢舟上，运
到处州，然后装大船沿瓯江顺
流而下运达温州，再从温州分
别运往明州和泉州，最后装上
大型海船开赴海外。

我把我的心中疑问告诉叶
绍翁：“你说，这条水路我能不
能把梅溪也算上，一直到大窑
遗址，甚至更上游？”其实，从
金村开始的水路我早便知道，
只是我这次来龙泉有个私心，
就是想将龙泉青瓷的源头再往
上延长五公里。叶绍翁大摇其
头：“常识啊！你那些瓷器是从
瓷窑上走旱路挑过来的，梅溪
水太浅，连竹筏也走不了，不

能算是水路。”我的心中虽然懊
恼，但也不得不认同叶绍翁的
常识，龙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
路的源头，确是到金村为止。

晚餐后我带他去中国工艺
美 术 大 师 胡 兆 雄 的 工 作 室 喝
茶，他没心没肺地问：“大师是
什么？我当真没见过。”胡兆雄
笑道：“我就是个窑工。”叶绍
翁也笑道：“明白了，原来是位
好工匠啊。”然后他便急急地去
看瓷器。

我喝茶的时候，忽然发现
叶绍翁站在一尊釉色如玉的青
瓷大瓶跟前，手捻颏下胡须，
在那里摇头晃脑。我连忙大叫
一声：“不许吟诗。”叶绍翁嗔
怪道：“刚想到个好句子，就让
你吓忘记了。这青瓷瓶比宫里
的还好，没几句好诗配它可惜
了！”我道：“还好几句好诗！

‘抱儿更送田头饭，画鬓浓调灶
额烟’是你的两句好诗吧？好
好的一位农家妇女，让你说得
画鬓抹了两把灶膛黑灰。你这
次想往青瓷瓶上抹什么灰呀！”
于是举座大笑，好脾气的叶绍
翁倒也不恼，又开心地去看一
件青瓷双耳壶了。

（龙一，本名李鹏，代表作
有《地球省》等中长篇小说，
其中《潜伏》《借枪》《代号》
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

携叶绍翁游龙泉
龙 一

行天下

龙 一 郭红松绘

龙泉市的古村风光 来自网络

龙泉市大窑龙泉窑遗址 来自网络

徐志摩故居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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