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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森岚

父亲进城里来看我，在人潮熙攘的动车站出
口，我一眼就望见他。他头戴草帽，脚踏布鞋，一
条摩挲得光滑发亮的扁担挑起两头的蛇皮袋。不
用说，那袋子里装的肯定是他自己种的农产品，也
许还有家养的鸡鸭。

父亲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对种地的执着
丝毫不亚于对讲台和学生的热爱，只要是我家的
地，边边角角都架上瓜苗，点上豆角，一寸都不空
着。父亲总说，教书和种地异曲同工，教书是把知
识种在学生的心田，种地是把种子播在田野，最终
要结出好果实，离不开播种人的用心浇灌。

大雪翻耕、立春整地、清明撒肥、谷雨播种、芒
种麦熟、小暑插稻、白露秋收……物候和节气，父
亲早已熟稔于心，就像他熟知班上数十名学生的
秉性脾气。他常说，在一片荒地里，清除杂草最好
的办法就是种庄稼。

学校后门的空地原本杂草丛生，父亲想方设法
要求把这片地划给学校，作为劳动实践教育基地。
基地建成后，劳动课成了孩子们的“必修课”。父
亲带着他们下地除草、捉虫、打顶，给黄瓜搭架、为
番薯松土，菜畦间的蜗牛、喇叭状的南瓜花、秧苗
里“孪生”的稗草……一行行被学生写进了观察日
记，父亲的作文课总是全校最生动的。

说来也怪，自从劳动实践教育基地开放后，学生们贪玩逃
学、打架捣蛋的现象少了，他们最爱成群结队猫进地里，比较
着哪一片土地上的蔬果长势最好。当然，父亲亲自伺弄的那
一片菜地，最为青翠茂盛，如同他黑板上的板书一样整齐，是整
个基地的“标兵”。

村里的阿祥是个货车司机，常年在外奔波，妻子也外出打
工，家里的地都荒了。过年时，父亲上阿祥家，商量着包下那片
地：“这地荒着荒着就废了，我家土地少，不如承包给我种点果
树。”阿祥挠挠头，笑着说：“叶老师，你这话就见外了，地搁着
也是撂荒，你要有精力，尽管去种，十年八年都没有问题。也不
要说什么钱，收成的时候给我家孩子分点儿果子吃，图个圆
满！”父亲摸摸阿祥儿子亮仔的脑袋，接下了这份人情。

大约有十余年时间，父亲在阿祥家的地里种李子树、龙眼树
和荔枝树，亮仔也成了我家的常客。农忙季，亮仔是父亲采摘
果实的好帮手，尽管晒得黑里透红，脸上却始终挂着灿烂的笑
容。“亮仔能吃苦，勤劳肯干，以后会有出息的。”卖果子的钱，
父亲用一部分帮亮仔交学费，给他买文具，叮嘱他努力学习。

如今，亮仔成了父亲所有学生中最会种地的。他从农业
技术学校毕业后，回到村里开发林果基地，搞起了绿色生态
产业。而父亲也时常到亮仔的基地里转转，学习一些种地的
新技术、新经验。

“世界上对人最实在的就是土地，只要勤耕耘，就会有收
获。”父亲退休后，离开了三尺讲台，却没有离开家乡的土地。他
的内心，大概也如同长满了葱茏庄稼的土地，丰沛自足。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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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宇

奔腾不息的黄河，哺育了勤劳勇敢的

中国人，孕育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赋予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黄河图：黄

河流域手艺人和他们的家乡》一书呈现了

黄河沿岸手艺人深耕民艺的动人场景，以

叙议结合的方式，揭示出中国民间艺术的

生成密码。

怀着对中国民艺的尊仰，该书作者罗艺

成沿着九曲连环的黄河一路踏访。跋山涉

水中，他领略了沿岸的自然风光、历史遗址、

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明宝藏、各地百姓的日

常生活，以及手艺人从事的技艺和他们的人

生旅程。

这里，有太原晋祠的王子乔祠堂，有安

阳殷墟王陵遗址，有周天子发迹之地凤翔，

有十三朝古都西安，以及顺着黄河向东 350
公里的洛阳，再至 450公里外的开封。这些

名胜古迹，都曾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领域书写过辉煌篇章。

从黄河源头扎陵湖出发，一路东行至位

于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作者走访了黄河

流域的 27 位手艺人，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和

早已融于生活的技艺。纵观这些琳琅满目

的民间手艺，每一种艺术门类都精彩纷呈，

每一件手工制品都巧夺天工。其中有憨态

可掬的淮阳泥泥狗，有灵动脱俗的布老虎、

红灯笼、炕头石狮等，有活灵活现的风筝和

面塑，有斑斓多姿的土族盘绣、彩印花布，有

灵巧纤秀的面塑寿桃和堆花，还有表达缅怀

思念的寒燕和墓室壁画等。

作者与这些手艺人促膝长谈，了解他们

的所思所想，分享他们在手艺和“守”艺上的心

得体会。以剪纸传承人任孟仓、布堆画传承人

郭如林、永乐桃木雕刻传承人李艳军等为代表

的民间艺人，与作者谈手艺、聊精进、话人生。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多本着“择一

事，终一生”的工匠之心，全身心投入传统民艺

的发扬光大中。他们用辛勤付岀和默默耕耘，

守住民间艺术的根脉。

手艺人不仅是民间艺术传承人，还是守

护民间艺术的一代工匠。剪纸传承人任孟

仓的剪窗花作品，色彩运用大多以黑色为

主。之所以崇尚黑色，完全是继承了自夏以

来的传统用色习惯。而布堆画传承人郭如

林，更是黄河流域手艺人中的佼佼者。他

不但长于布堆画，还是陕西省剪纸一级工

艺美术大师，他绘制的布堆画源自广泛流

行于当地民间的拨花，原为枕头顶、裹肚、

鞋面、垫肩、钱包、烟袋包上的装饰物。他

以棉纺织土布为原料，染以青、赤、黄、白、

黑等颜色，以民间传说、戏剧人物、民俗生

活、花鸟禽兽为题材，运用民间的复合造型

法进行贴块、拼接、镶花、堆叠和缝合，呈现

出极具特色的图案。在布堆画的传承中，

郭如林坚持守正创新，将精深悠远的中华

文化融汇于日常创作，用传统阴阳理论创

新绘制出的抓髻娃娃，寓意深刻，造型别致，

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作者在探访中还发现，这些手艺人不论

身处何境，始终都能秉持美好的民族情感，

在日深月久经年的坚守中传承美、创造美。

无论是布堆画中的抓髻娃娃，还是刺绣、面

塑中的小鸡形象，都巧妙利用了髻与鸡是

“吉”的谐音这一韵意，表达出劳动人民对幸

福生活的向往。正是这种美好的情感，支撑

着一代又一代民艺人满怀对天地的敬畏、对

先人的感恩、对民艺的热爱，义无反顾投身

到民间艺术的创新求变中。

“黄河沉淀的历史与文明比黄土高原沉

淀的黄土还要深厚，无论在物质文明还是

精神文明的维度上，我们的祖先都在黄河

流域为我们攒下了足够多的‘家当’，因此，

黄河流域的手工艺才会如此丰富。” 作者

在书中坦言。展望未来，如何让这些跨越

时空的民艺开枝散叶，再谱华章，是现代人

面临的新命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梁路峰

阳 春 三 月 ，正 是 采 茶 好 时 节 。
茶乡江西遂川县汤湖狗牯脑茶山一
片繁忙，那一抹抹青绿，载满丰收的
希望。

阳光明媚的清晨，狗牯脑茶山
上，采茶姑娘身着素雅，手提竹篓，穿
梭在翠绿的茶树之间。她们一边采
摘茶叶，一边唱起采茶的歌谣。歌声
飞扬在茶山上，悠扬动听。

晨曦微 露 ，薄 雾 缭 绕 ，清 晨 是
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漫步如诗如
画的茶山，穿梭于行行茶树间，享受
采茶的乐趣，看着采茶姑娘翩翩起
舞，倾听采茶歌的旋律，犹如清泉流
淌心间。

“云雾香茶赛美酒，客到茶山丰
收走；茶妹一曲请茶歌，飘香的茶歌
暖心窝……” 轻快的音符在空气中
舞动，宛如绿叶上的露珠，闪烁着生
机与活力。仔细听，歌词讲述茶的
故 事 ，赞 美 勤 劳 的 茶农，充满对大
自然的敬畏和对茶的热爱。

伴着采茶歌，新鲜的茶叶装满
了一个个竹篮，然后被送往安村茶

厂。繁忙的劳作过后，茶乡人围坐茶
桌旁，细细品味亲手采摘的茶叶。
那一杯杯清香四溢的茶水中，片片
茶叶舒展身体，就像他们用汗水浇
灌出的美丽花朵。在这片绿意盎然
的土地上，茶叶是大自然的馈赠，是
辛勤劳动的收获。

茶乡人以采茶为生，依茶而居，
以茶为伴。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耕耘
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他们的故
事、他们的歌声、他们的笑容，都成
为 这 片 土 地 上 最 宝 贵 的 财 富 。 而
这片丰收的土地，又何尝不是他们
生活中的一首赞歌！

夕阳西下，采茶之旅画上句号。
回到家中，将茶叶洗净、晾干、筛选，然
后精心制作成一杯香茗。手执一杯清
澈的茶水，仿佛看到茶山间的美好时
光，优美的采茶曲再次回响耳畔。

徜徉茶山感受大自然赠予的味
道和采茶歌带来的感动，用心体悟
每一片茶叶的生命力，珍惜一份来
之不易的收获，传承和发扬传统文
化，的确是一件美好的事物。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苑广阔

广西桂平市的西山景区，位列全国
“七大西 山 ”。 桂 平 是 广 西 一 个 县 级
市，古称浔州，是目前广西人口最多的
县域，这里最著名的景区，就是西山风
景区。

西山景区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和人
文景观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其中的龙
华寺是整个广西的佛教发源地之一。
寺庙依山而建，台阶陡峭，似乎空悬于
半山。

整个西山景区最吸引人的，当属两
种景观——巨石和大树。景区巨石小
者如磨盘，大者如一间小屋。动辄数米
之高的巨石，矗立面前，俨然一个个庞
然大物。有的巨石表面光滑平整，像是
被人刀砍斧削出来的一样，令人感叹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

登山的小路，是就地取材于大大小
小的石块和着水泥垒成，宽的地方一米
左右，窄的地方只能容得下两个脚掌。
路上巨石太多，小路只能蜿蜒在巨石之
间，有时直接从一块竖立起来的巨石下
穿过去。因为年代久远，巨石上覆
盖着苔藓、蕨菜等植物，即便大

晴天，也给人以舒爽清凉之感。
这种舒爽清凉，并非全部来自于覆

盖有苔藓、蕨菜的巨石，还有各种树木、
花草。西山有松树、榕树、樟树和鱼尾
葵四大树种，其中有数百年历史的松树
最为高大。这些耸立在巨石间的松树，
树干壮硕笔直，树冠直插云天，需要两
三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围一圈。几
棵松树站在一起，给人以遮天蔽日之
感，犹如西山景区的守护神。

台阶蜿蜒曲折，到了半山腰，有座
凉亭，名为“半山亭”。此亭始建于宋
代，主要给登山人休息所用。亭虽不
大，但寓意丰富，底蕴深厚，为西山名胜
的人文内涵增色不少。亭子六根竹茎
形状的柱子支撑，每根柱子有四节，寓
意佛家的“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亭边
有半副联甚为绝妙：“半山亭，停半山，
半途莫废。”这个哲理联，除了鼓励游客
继续攀登外，另一个含意是希望人们在
生活中也要像登山一样，凡事坚持，不
畏困难，切勿半途而废。

据说自宋代开始，无数文人墨客对
过下联，景区还曾在全国公开征集下
联，仍旧因为平仄押韵等要求，无人能
对出特别满意的下联。

九龙亭修建在一个陡峭的峭壁之
上，一侧是几十米高的深渊。从亭子往
下看，下方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整石
头，斜铺在那里，令人侧目。或许是石
头上缺乏足够的土壤，长不了大树，所
以长满了各种野草、蕨类，以及几丛低
矮的灌木。

站在九龙亭上，俯瞰桂平，横穿市
区的郁江波光粼粼，如玉带一般。放眼
望去，整个城市里楼房高低错落有致，
市区的景观湖，郊区的鱼塘犹如一个个
明镜镶嵌其中。

节气还未到立夏，一阵山风吹来，
凉意袭身，顿感神清气爽，美景怡人，不
虚此行！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