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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州令
●●李 桃

莫道清闲好，久也堆成烦恼。三餐
事毕甚无聊，阳台静坐观飞鸟。

愁情难遣诗情少，疫疠何时了。荧
屏不日应报，神州处处阴霾扫。

金缕曲·赠一线医者
●●师红儒

义勇诚无畏。救黎元、疠仍瘼困，
践冰扬沸。草木此身微名姓，翘举悬壶
济世。三载过、横忧未止。圣手白衣丹
忱在，再整装奔赴轻生死。风雨苦，等
闲视。

杳然窗隔秋如是。播清馨、山河无
恙，赠人春意。疫囿尘寰超五亿，闻报
惟思殚悴。将寸寸、仁心传递。留待方
舱行鹊术，自勋劳、避劫回生气。高士
骨，励初志。

采桑子·抗疫
●●李 富

新冠似虎重来犯，胆战心惊。胆战
心惊，被困家中，何日解冰封？

全民抗疫齐心聚，党政同行。党政
同行，众志成城，动态快清零。

鹧鸪天·避疫
●●孙振兴

冠疫寻机又势汹，核酸每日再交
逢。白衣不畏临霜降，红袖何辞近立
冬。

依户牖，捧茶盅，安居顺意少忧容。
全民合聚回天力，展望中华万丈虹。

菩萨蛮·抗疫小记
●●尚花平

毒疾肆虐神州犯，街宽巷静云天
黯。战地不徇私，临危有白衣。

黄花空自悦，辜负秋时节。待得疫
情消，仰头任酒浇。

南乡子·隔离有感
●●解连枝

叶落雨初收。天碧云高絮影稠。麻
雀树枝声唤至，啾啾。邀我同飞作远游。

无奈疫情囚。落叶飘飘又载愁。惦
记众亲康健否？悠悠。再会欢声载满楼。

卜算子·赞大白
●●杨静函

本是碧天晴，秋日心神爽。怎奈新
冠去复来，霹雳从天降。

大白逆风行，疲累街边躺。力克时
艰爱满城，自有情千丈。

定风波·致敬医护人员
●●贺桂梅

疠疫重来扰万家，心头意绪乱如
麻。落叶无声愁点缀，勾起，霜侵两鬓
惜年华。

静默连朝谁最累，门外，逆行大白
不虚夸。涉险顶风书大爱，疲惫，换来
碧宇荡明霞。

鹧鸪天·抗疫
●●樊平发

秋暮寒来毒疫狂，核酸频验白衣
忙。千般辛苦穿村镇，万种深情溢县乡。

天凛冽，众坚强。条规严守宅家
防。凝心力巨新冠遁，共享平安再引吭。

浣溪沙·静默
●●王仙枝

恶劣疫情霾雾扬，封区堵路境凄
凉。居家静默意彷徨。

奋战白衣迎难上，核酸采样亦平
常。祈求解控瑞和祥。

战疫忙
●●牛应成

无情新冠染城乡，封路封区昼夜忙。

医院顿时床紧缺，白衣险累勇担当。

党员干部前方战，送菜控防又送粮。

仗剑砥磨锋刃利，同心灭疫凯歌扬。

公安流调
●●吕剑锋

多链疫情来势凶，公安流调打先锋。

追阳作赋春潮色，溯本寻源行径踪。

电话传声心自促，夜吟继日火陶镕。

为民服务警旗荡，不灭瘟神誓不从。

抗 疫
●●李建国

学练桩功气血通，怡情养性健如松。

居家静默驱疾疫，众盼清零百业兴。

全员核酸检测
●●王爱芬

广播千呼未肯休，雨中大白是方舟。

镜前眉目溪山秀，身上光辉江海浮。

民众无心随聚散，指挥有法可温柔。

人间厚爱何言说，消尽阴氛放一喉。

众志成城
●●雷建军

封控小区街道静，核酸检测为清零。
居家抗疫齐出力，施政亲民共洒情。
医护奔波连夜晚，公安值守到天明。
利民举措悠然赞，长剑除疾大地惊。

如梦令·抗疫
●●高瑞宇

连日交通管控，小巷大街肃静。冠
疫又回波，来势有些凶猛。别恐、别恐，
甘苦全民与共。

虞美人·静默
●●刘秀林

斑斓秋色初晴后，晚照人依旧。苍
凉画里叹秋风，卷起疫情千万里，封城。

宅居花样常常晒，绿码核酸在。全
民静默斗疾痫，更盼神州繁盛日，同欢。

风雨中那一抹白光
●●李绣程

斗转星移 寒来暑往
三年多时间里
无论是硝烟初起
还是雨骤风狂
在抗疫一线 总有一抹白光
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那是无数白衣战士
身上的铠甲 闪烁的光芒
多少个日日夜夜
生死线上硬是一次次
把病毒清离了战场
微弱的一抹白光
寄托着全国人民
战胜疫情的希望
我多期望看到
他们早一日卸掉“戎装”
在阳光下尽情欢唱
人们一定把鲜花给他们献上

4 2022年12月4日

星期日

近读古代画论，有一个核心观点，
即重视生命是中国画的最高纲领，如
明·唐志契，清·沈宗骞等，都作过论
述。实际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色，大
千世界，森罗万象，人在其间，生生不
已。这种生命精神对绘画的影响，深刻
而绵长。因此而成为中国画的精魂，也
是中国画艺术魅力的潜隐表现。

读陶亚力先生的画作，需回到中国
艺术精神的源头来考量。“诗言志”“画
写意”“书如情”“乐象心”，中国古代艺
术十分注重艺术的表现功能，抒情艺术
是主流。但这种艺术表现功能所表现
的情感并非一般的情感，是经过净化和
深化以及升华的，是通过含蓄蕴藉的途
径表达的。唐张彦远说：“因知丹青之
妙，有合造化之功。”体象天地，以天地
为师，功侔造化，融释生命精神，在大自
然的俯仰优游中寻找表达内在意绪的
感性符号，“以心为主”的中国艺术更需
外物的感召。

支起画架，极目群山，荒荒亘古，浩
浩沧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机枢在
胸，气贯大荒。在陶亚力的心目中，一切
自然对象都不单单是色彩迹线等所组
成的物质世界，而是流转不居的生命形
态，当蜿蜒其上、风雨斑驳的古长城进
入他的视线、奔涌到他的画笔之下时，
他眼中的审美世界，即从物理的空间脱
颖而出，而成为苍茫厚重的美的对象。
这个美的对象携带着晋北风物的历史印
记和文化符号，撞击着他作为创作者主
体的心灵，主体便在这观照中得到净化
和深化，从而孕育出艺术的飞跃。

循着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中重视以
生命去体验欣赏的过程而非复杂的逻
辑推理、重视瞬间的感悟达到的意绪超
升这一规律，我们再一次瞩目陶亚力作
品。鉴赏作品，观者也就是接受者在对
画家创作的艺术形象的体验中所浮现
的心灵境界，是画家的意中之境到观者
意中之境的转换。也就是说，我们感受
到的作品意境如果能够恰如其分地和
创作者要表达的意境相吻合，那么这次
鉴赏就完成了作品本身要表达的审
美。比如，我们感受到的，风骨、神韵、
气象、气韵、逸气、意境、境界、滋味等，这
些属于美学范畴的感觉就会成为一种

“象”，这种“象”成为鉴赏者的意中之象，
是一种真而不实的虚象，这种“虚象”会
带给观者艺术之美的享受。这种美的
享受，这种“象”，是和艺术家生命相关
的世界。长城，古堡，作为陶亚力描摹
的对象，是他艺术构思的起点，是审美
意象产生的标志，是情与景的统一、意
与象的冥会，是一种生命意象。

以心为主，从物出发，斟酌于心物
之间，徘徊于有无之间，他在创作构思
时，想必亦是对心与物二者的互观互
照，创造出心物浑融的审美意象，从而
呈现出一幅幅追求生命感的作品。雄
宏的山脉，苍老的古树，高高的敌楼，
缭绕的雾岚，他的用墨着色似乎要极
力避开眼下的喧嚣与躁动，最大限度
地回到历史深处，回到长城古堡的前
世童蒙，回到天与地之间，回到生机、
生趣、天趣、生意的氛围里。这也印证
了北宋绘画理论家董逌所说的：“凡赋

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这里的
生意，其意思为富有生命力的气象、生
机。那么，长城在画家的笔下，生意深
重饱满，充满张力，气脉贯通、吞吐大
荒之态势，破纸而出，蔼蔼空云、良玉
生烟的绵绵难尽的美感，劈面而来，一
刹那，被作品中的气与势所征服。

画家行走于晋北的山山水水，也为
其滋养。山川风物滋养心性，惠质出机
杼，作品便有了这一方土地的生命意识
浸染。晋北古堡，长城风华，北方的风
雪霞霓裹挟的历史文化遗址，陶亚力用
画笔去探索诠释之时，已成为一种生命
形态。生命形态延伸而出生命境界与
生命意识，有的空灵、清逸、韶秀，有的
浑莽、苍古、荒寒，有的烟润、萧疏、枯
瘦，无论哪一种，如果没有生命的浸淫，
如此之境界也就难以产生。也许不能
准确判断陶亚力的长城山水画作究竟
是哪一种画境，或许都兼而有之，都包
含其中，要做个清晰的划分会变得十分
艰难。因为好的作品，都不是单一的，
都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好的作
品，让你觉得好，但是说不出也说不清
哪里好，你只能探究思索感悟并一次一
次回味。就像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
具备“无结论的两难结构”和“半透明的
双层结构”之特点，用两大隐秘结构来
解析伟大作品之美之魅之惑，接受者就
会有所明白。

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道
工序便是疏通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关
系。艺术家带你进入他的艺术领域，
你在这个艺术领域内，也许并不会得

到一个简明的结论，甚至不会有一个
清晰的主题，但是，你会感觉以往混乱
和迷糊的地方有了方向，你的精神等
级在不知不觉中得以提高，你裹卷在
里面，但又处于一个不封闭的状态，因
为优秀的艺术家会用最纯真最童蒙的
眼神，与接受者一起感受一起疑问一
起敬畏，一起进入艺术实践与创作。
此时，生命精神的统领使审美变得趣味
横生、活脱跳荡，艺术的创造力会引领
着你进入艺术宫殿，即便是外行，同样
会感受到美的冲击。

当画家和长城相遇，产生的艺术灵
感是不可预知的，也是秘密的，当他创
作出来，创作出来的画作以自己的方式
与接受者相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
创造力，拨动了接受者情感的琴弦，掀
起河山宏阔、时间浩渺的情感波澜，每
一笔都构成一个情绪信号，构成一种现
场感应力。此时，接受，也参与了创造，
延续了创造，完成了创造。这种创造的
形态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

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静态的
山水画长城，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律动，
线条无限向上，无边无涯的宇宙感随之
而来，攫取了长城内在的“意”，得长城
之性情，以自我生命之意与宇宙之意相
映发，绘画语言在此完成生命与宇宙的
对话。

欣赏陶亚力的画作，还需谈到一个
艺术眼光。余秋雨在学术著作《艺术创
造学》给出的定义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敏感于具体生命状态，并为这种生命状
态寻找直觉形式的视觉。艺术眼光要
为“人类生态”“生命状态”这些流动的
大命题捕捉一个便于安驻的直觉形
式。观者通过这种直觉形式，使自己
与艺术相融。陶亚力提供的晋北长城
绘画艺术眼光，无疑是为生命状态已
经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直觉方式，这种艺
术眼光，获得在人间存在、被人们关注
的价值。他和他的作品，以及作品所表
达的生命精神，成为属于他的独有的审
美范式。

生命感的追求以及吞吐大荒之态势生命感的追求以及吞吐大荒之态势
————赏读陶亚力先生晋北长城主题山水画作赏读陶亚力先生晋北长城主题山水画作

●●边云芳边云芳

陶亚力 作品

副 刊

熬年是除夕守岁的俗称。守岁
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夜不睡觉，熬夜
迎接新年到来的一种汉族习俗。流
行于全国各地。朔县人管守岁叫熬
年，在读音上“熬”字不读 ao,而是读
nao,与挠痒痒的挠字的音和调完全
相同。

朔县的熬年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熬年的具体内
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一
关于熬年的起源，说法较多，归

纳起来比较公认的说法是：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

散 居 在 深 山 密 林 之 中 ，人 们 叫 它
“年”，它的面貌狰狞，生性残暴，专食
飞禽走兽和鳞介虫豸，一天变换一种
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
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地掌
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 365
天就会跑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
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天黑以后，
等到鸡鸣破晓，才又返回林中。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人们便
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熬，称为

“年关”，并想出了一套度过年关的办
法：每到这一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
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舍羊圈
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封住，躲在屋
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饭有凶
吉未卜之意，所以置办得很是丰盛，
除了全家老少围在一起吃饭表示和
睦团圆外，还需在吃饭前先敬供祖
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
过这一夜。

吃过晚饭后，人们谁都不敢睡
觉 ，坐 在 一 起 闲 聊 壮 胆 ，直 至 天
明。熬年守岁的习惯就是这样逐
渐形成的。

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朔县人大

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除夕这一夜熬
年是个特例。

我爷爷是虔诚的耶稣教徒，过
年不垒旺火、不响炮、不接神，也不
熬年，依旧早睡早起。在朔县，像我
爷爷这样的耶稣教徒还不少，他们
除去在穿新衣、吃好饭方面和我们
一样外，其余过年的风俗基本上都
不再遵从了。我奶奶也是耶稣教
徒，但在过年这一天的忠诚度似乎
不及我爷爷，她吃了“安神饭”后，总
是急急忙忙地来和我母亲攒忙，擀
饺壳、捏饺子什么的，更主要的是为
了听我母亲的说笑，看我们兄妹的
嬉闹。

“您儿今儿晚上不念（耶稣）啦，
也和卬一起红火呀？”奶奶一下就听
明白了我母亲的话外音，立即顶了回
去：“卬等妞红火完了才念哩。卬的
媳妇吆，耶稣是耶稣，年是年呀，妞咋
硬给圪搅在一起哩？看着孙娃们活
蹦乱跳地过大年，卬睡不着哇。”

“呵呵呵，逗您儿耍呢，倒当真
啦。”我母亲笑着解释说。

在朔县，像我奶奶这样的耶稣教
徒也不少，他们既是忠诚的教徒，同
时也又遵从当地的一些习俗，尤其是
过年时的一些习俗。在我的记忆中，
我奶奶每年的除夕，都是和我们在一
起红火的，直到她去世的2001年。

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物质

生活十分贫困的时代。然而，穷有
穷的欢乐，尤其是我们这些不知柴
米油盐贵的孩子们，一年四季都有
耍不完的游戏。熬年也不例外，仿
佛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愣头青安排
的一项活动。

记得是 1973 年到 1976 年的连续
四年的大年夜，我们都是在东关大
队第七生产队“熬年”的。我们住的
地方叫十家巷，我们同年仿月的孩
子约有十来人，领头的人叫罗立山，
小名叫罗三，比我们大三几岁。他
的父亲是“七队”里的保管员，晚上
负责下夜值班。“七队”紧邻大寺庙
的西墙，我们十家巷位于大寺庙的
东北侧，离“七队”不过百十来米远。

那个年代，朔县人家家住着平
房，一户人家不管有几间家，冬天只
烧一铺炕。四口人一铺炕，八口人
也是一铺炕，目的就是为了节省烧
的炭。这种情况下，我们十来个孩
子想寻一铺大炕简直就是一个白日
梦。因此说，“七队”曾经就是我们
熬年的乐园。

大年三十的下午，我们就和罗三
相跟上，到“七队”的办公室烧火，先
把炕烧热。等到焰完旺火，吃了接神
的烤馍馍后，便鬼鬼祟祟地各自从家
里偷上一些瓜子、生黑豆之类的东
西，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偷拿几颗山
药蛋也是好的。然后我们一起小跑
着往“七队”奔。

四
“七队”的办公室经过我们下午

的格外关照，暖融融的，门一开，一
股热气扑面而来，一下子就暖到了
脚后跟。罗三一边往门框上挂锁
子，一边神气地从裤兜里掏花生，放
在炕头上，我们也跟着掏出自己从
家里偷来的东西。有葵花籽和番瓜
籽，有黑豆和黄豆，也有山药和胡萝
卜，都是生的。

在罗三的指挥下，我们先加上
炭，然后把火盖的背面擦干净，把火
盖的正面对着火圈撴下去。火盖是
生铁匠铸造的一种圆形的面子凸起
的日用产品，它既是烤制食品的炊
具，又是取暖用的工具，是和锅有同
等重要性的东西，可以说，只要有灶
火，就离不开火盖。我们把火盖反过
来用，它就又成了一口平底锅，炒瓜
子就蹦不到外边。

“先炒番瓜籽！”
“先炒花生！”
“先炕片片！”
……
我们为 先 吃 什 么 吵 闹 成 了 一

团。“妞不要叫号！我看先炒黄豆
哇。”罗三不容置疑地说。我们一下
全都愣住了，先吃炒黄豆是我们意
想之外的事，可又拧不过罗三这条

“大腿”。
“黄豆就黄豆，赶紧炒哇！”三铁柱

着急地说。黄豆是他带来的，大约多
半瓯瓯，不到半斤，炒熟后平均一人不
到三钱，不够塞牙缝子。接下来是“炕
片片”。

五
炕片片，就是把山药切成薄片，放在

火盖上烤，烤成黄虎皮颜色后最为可
口。可是，那时的我们等不上“黄虎皮”，
连五成熟恐怕也等不上就叼着吃啦。

朔县不出产花生，上世纪七十年
代的粮食及农副产品又禁止外调，所
以那个时候不要说吃了，就是连花生
皮是什么样儿的也有一大半的朔县
人不知道的。罗三的二哥叫罗立堂，
在运城当兵，每年过年前给家中寄十
来八斤花生，半巷子的人都能跟着尝
尝鲜。罗三那一年给我们炕的花生
大约有半斤多，我们一人只能分十来
颗，人人拿在手里都舍不得吃，看着
花生“嗤嗤”地笑。

炕花生是我们的压轴戏。一番
折腾后，大概离天亮也不远了。此
时，我们自由组合地开始下象棋、下
军旗、打扑克——“捉王八”和“脱裤
子”什么的都有。炕片片和下军旗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那铺
大炕，经过一个下午的预热，再加上
刚才的那一番猛火，说话之间，炕头
上的席子就快要冒烟了，我们就赶紧
撩起席子给炕上洒水降温。尽管如
此，炕仍然像个火盖盘，圪蹴起来脚
板烫，坐下后屁股烧，辗转反侧，扑克
也似乎耍不在心思上了。

还好，天空的星星很快就要回宫
了。我们也收了玩耍的摊摊，准备着
绕街捡“炮爪爪”了。

六
彻夜不眠地熬年，似乎是我们这

些愣头青们的专利。成年人特别是
有了娃娃圪蛋的成年人，年也是要熬
的，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吃完接神馍
馍，再把旺火炭接回灶火后，就等当
着睡了，因为初一还要早起呢。只是
讲究不能脱了衣服睡觉，怕“冲”了接
回来的“神”。

电视机普及到寻常巷陌后，人们
的熬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2年前后，朔县的黑白电视机
还很不常见，我们巷子里大概也只有
两三台。记得是 1981 年的正月初几
开始播连续剧《霍元甲》，我们都到蔚
福成的家中看，炕上地下都是人，水
泄不通。我们家的电视机是 1983 年
买的，到 1986 年看“春晚”的时候，巷
子里的电视机就不算稀罕了，蔚福成
家的“壮观景象”也就不再有了。

1976年前出生的朔县人，大概也
曾有过彻夜熬年的经历。“80后”的人
大概就没有这种经历了。“春晚”把人
们的两条腿牢牢地拧在了电视机前，
使之欲罢不能。新千年以后，互联网
迅猛发展，网上熬年也就应运而生了。

七
炒黄豆、炕片片、下军旗、打扑

克、捡“炮爪爪”的熬年方式，固然有
些寒酸，但与目下的封闭的独来独往
的“熬年”方式比，还是有它的过人之
处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识，而是
有此经历的人们的共识。

去年正月，我们几个儿时的伙伴
聚在一起，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
回忆少年时期熬年时的“精彩片段”。

是啊，这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六十六十七七））

熬熬 年年
●●陈陈永永胜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