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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我和省开明书画院副院长、市
美协副主席朱明宝一起，受邀参观画家丁培
明“匪石文创”，只能用震撼来形容了。

走进他宽大的办公室兼书画展厅，一
幅由8张丈二宣纸竖拼而成的巨作《江山万
岁图》扑面而来，只见异峰突兀、万壑争流、
云烟变幻、草木葱茏，大自然的雄阔博大与
生机勃发动人心弦，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
人呼吸急迫。丁培明强大的巨幅作品构架
能力让人折服，其巨刃摩天的气势和气韵
生动的笔墨相得益彰，范宽作品中峰峦雄
厚、挺拔宏大之气魄，李成作品中气象萧
疏、烟林清旷之神韵，石涛作品中灵活多
样、恣肆大胆之笔法都在这幅作品里得到
了借鉴和融合。朱明宝感叹说：因为丁培明
的加盟，六安美术在安徽美术中的地位将
得到一次很大的提升！

六安美术界的目光被吸引，开始聚焦丁
培明，为丁培明从淮南回归家乡而高兴，为
六安美术界增加一位艺术大咖而欢欣，更为
大别山画派的形成多了一位“猛将”而倍感
信心十足！

搜尽奇峰打草稿
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山川》里说：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
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
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

也。”主张艺术应来源于生活，并通过融入
主观的感受和理解，使之高于生活。

丁培明1970年生于山明水秀的六安，
大别山的秀丽和淠河水的清澈滋养了他的
艺术天赋。浙江理工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专
业从事纺织品印染工作，耕耘于纺织品面料
花纹设计。工作之余，他披星戴月“笔耕”不
辍，致力于传统绘画的研究和传承。他注重
师古，从传统入手，取百家之长，潜心研究
历代前贤及近现代甚至当代艺术大师的作
品，对“荆关董巨”、范宽、李成、石涛、八大、
黄宾虹、傅抱石等均有深刻的研究，临摹了
大量古今名师之作，并结合自身的创作特点
与偏好，内化出自己的一套创作风格，在绘
画艺术之路上越走越高、越走越远。随着时
间的推移，面料花纹设计让他无法释放自己
的艺术才华，于是他放弃工作，开始致力于
专业画家的努力。

国画讲究三要素：自然、生命与文化。丁
培明在“师古”的同时，更注重“师造化”。他
不断地徜徉于名山大川，领略和体悟山川的
壮丽秀美以及无限神韵。他深入自然、深入
生活，搜集素材、寻找灵感，感悟祖国博大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做到胸有丘
壑，山水尽揽。多年来，他在大量写生创作
中汲取营养，悉心揣摩，感悟真谛，为山水
画创作打下深厚宽博的根基。

正本清源求大“道”
为了锤炼笔墨，2013年，丁培明问学于

国家画院龙瑞工作室，这是他绘画风格形成
的关键时段。龙瑞在国家画院的教学和创作
实践中，一直强调两个方面的共同促进，即

“技”与“道”。龙瑞所提出的两条主旨“正本
清源”和“贴近文脉”正是其纲领化法则，尤
其强调对“道”的重视，并将山水精神境界
的追求上升到“为人生”的道德高度。

山水画与道家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和
相互影响。“道”为水画的成熟提供了形而
上的精神内核，“道”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实
体进入山水画中，伴随着山水画从滥觞期走
来，一直到唐宋山水画的成熟，到元明清以
文人画为主调的山水画的登峰造极，以及现
当代山水画的新突破，“道”始终作为一种
精神实质存在于山水之中，也成为历代山水
画家所追索的至高目标、一种精神的符号，
并被代代相承。

丁培明在龙瑞工作室以“程门立雪”的
精神，潜心体悟，让他的作品无论是在形态
上还是在意境上，都能体现与道家哲学思想
的融合。他通过独特的构图和笔墨运用，表
现出自然界的变化和流动，以及与其和谐相
处的境界，画面呈现出无为而治、柔性与坚
韧并存的内涵，得到一种隐含的、超越物质
世界的意境。这种意境不仅是对自然景物的

直观表达，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更是对人
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和感悟。

经过一整年的学习，丁培明开始逐渐形
成自己的美学特点，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力、
笔墨情趣，又有赏心悦目的现代构成意识。
画面在深厚苍郁中透出轻灵俊逸，显示出笔
墨之美、智慧之美与性灵之美。其众幅山水
画作，在形上以工笔尽事，而在韵上则辅以
写意，可以说工笔和写意在他的手中得到完
美的协调与升华。

风格是一个艺术家形成的标志。国家画
院的学习，对丁培明绘画风格的形成起到关
键作用。他多次强调，书画艺术必承学先
贤，而后信奉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宗旨。

他的艺术修养是全面的，在主修中国
画山水以外，还兼修花鸟、人物、书法和篆
刻。他的花鸟活泼生动，他的人物形神兼
备，他的书法老辣沉雄，他的篆刻匠心独
运。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先后11次入选中美
协等官方机构举办的全国性美展，取得让
人瞩目的成就。

笔墨再铸“大别山”
丁培明从少年求学离开家乡，到青年工

作他地，再到壮年游艺于祖国山川，但无论
走多远，家乡的山山水水总是牵挂着游子的
心。在不惑之年，他毅然返回家乡六安，立
志为大别山立传，以手头笔墨再铸大别山

“纸上山河”，要为形成中国画“大别山画
派”贡献力量。

八百里大别山是中国长江和淮河的分
水岭，山地被断层分割成许多菱形断块，山
麓线挺直，山坡陡峭，既有江南山川之清秀
妩媚、细腻肌理，又有北方高山峻岭的雄奇
壮美、骨棱壁削，使画家有了画不尽、写不
尽的用武之地。大别山南北水系丰富，梅
山、佛子岭、磨子潭、万佛湖等水库如碧玉
一般镶嵌其间。大别山四季分明，景色各
异：春天鲜花盛开，草木蔓发，松绿竹黄，百
鸟相鸣；仲夏林木蓊翳，绿荫沉凝，凉风拂
肌，瀑布飞流；秋至松竹沉黛，枫叶如火，硕
果缀枝，百草含香；冬临风荡林海，雪压劲
松，山色凝重，似露峥嵘。
大别山无论其地形地貌，还是山川树木

都极具艺术特征。另外，大别山还是著名的
革命老区，红色六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
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这让大别山更
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光辉。

丁培明认为无论黄山、泰山、华山，还是
太行山、武夷山、井冈山，以及江南水乡、桂
林山水、黄土高坡、大漠孤烟，都有很好的
作品呈现，甚至成为了一种画派，独树于艺
术之林，而这么壮观、丰富、美丽的大别山
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没有构成艺术形象
中的“那一个”，作为大别山走出去的艺术

家应该为之不懈努力。
他立志描绘出家乡大别山的壮阔、细

腻、端正、秀雅和温情。近年来，他深入大别
山深处，去体悟大别山的风雨烟云、晴岚暮
霭，细心揣摩山石的结构、树木的特征，竭
力去捕捉大自然中的壮美境象，表达自己对
世界的深刻感受。

在他的“匪石文创”，可以明显看到他
的近期作品已经呈现出另一种风格和意
趣，一种具有大别山气派的作品逐渐形成，
一幅幅或丈二、或八尺、或六尺的大作，呈
现了雄浑之气势，流淌着灵动之神韵。大别
山在他的笔下，时而峰峦耸峙、雄浑厚重；
时而诡谲清奇、灵动变幻；时而含蓄温润、
自然朴实。丁培明山水所呈现出的无论是
景致节奏的明快，还是骨法用笔的造型和
随类赋彩的呈现，既具自然特性，也得时代
风貌，把北派山水之峻朗刚挺、雄壮奇绝、
苍劲浑然和南派山水之秀润秀丽、逶迤绵
延、烟云迷蒙在大别山山水画的意境营造
中得到很好的融合。尤其在细节的处理上，
更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他那丰富的个性特
征，所画山水不尚求于大众式的宏观，而是
截取甚至放大某段山水的位置，以此来为
画面提供醒目点和侧重点，形成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由此所构绘出山水画的画面恰
如音律一般，跌宕起伏，舒缓有序，全然是
一种文人心绪的韵律契合。

艺术的道路是艰难的，坚持自己的艺术
追求需要魄力和勇气，在此，寄语丁培明在
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中，能很好地把自己的
风格与大别山的风貌、风情进行融合，让山
水画创作更加深入生活，更富有写意性，在
新时代山水画创作和图式转换的过程中，为
大别山画派的形成做出特别的贡献。

翰 墨 清 韵 写 河 山
——— 记画家丁培明

丁美科

万家山上上下下最近特别忙，茶农们抬
头忙，低头忙，走路忙，吃饭忙，甚至连睡觉
都匆匆忙忙。

忙什么？忙着采摘茶叶。
万家山的茶叶，长得真慢！一大清早，茶

农急急忙忙就往茶地跑，睁大眼睛使劲瞧，
这出芽都十天了，咋还是这么三三两两、零
零落落呢？在茶地转了三圈，只得“矮子里面
选将军”，再小也得下手啦！摘到晌午，眼瞅
着到了吃饭的点儿，像得了网瘾，哪里舍得
离开茶地！迈开步子恨不得一步跨入家门，
揭开锅盖恨不得一口吞一碗饭，跑回茶地一
看，茶叶还是那么小，长得怎么这么慢呀！
万家山的茶叶，长得太快！傍晚夕阳西

下，茶农连走带跑赶到收茶的地儿，把一天
的辛苦成果做个集中展示：你问问我今天摘
了多少，我问问你今天价格多少，虽然他们
不知道价格是由谁在指挥，但他们清楚茶价
那是每一天、每个地儿都不一样。茶商当面
打开袋子，瞅了瞅，抓起一把茶叶，掂了掂，
略作迟疑，报个价。茶农总要争辩一番，“你
看我这茶叶不大，荆条好看，这个价格低
了。”茶商的一双火眼金睛早把茶叶的底细
摸了个透，“你这茶比别家的茶叶大，还有
雨水，卖不卖你自己看。”茶商的精辟论断
总能攫取真理的外衣。“算了卖了，你上秤
吧！”茶农嘟囔着，想一想自己要走好一段
路才能找到下一个茶商，想一想家里的鸡还
没喂食，想一想现在赶回去还能再摘一点
茶，想一想……这时候一片片的茶叶已经被
换成几张红红绿绿的票子。

万家山的茶叶，地势再高一点最好啦。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茶
商看来，一个村子里的
茶叶也能分等级，
地势高点的茶
叶有仙气 滋
润，茶 叶 品
质更好；地
势低点的地
方，茶 叶 品
质可能就 不
如地势高的。茶
商精通此道，他们
看一眼就能分清是哪
个山头的茶叶，每当茶农卖茶
时，总是免不了感叹：这茶叶要是住的再高
一点就能卖个更好的价钱啊！

万家山的茶叶，地势再矮一点最好啦。
地势矮的羡慕地势高的，地势高的，反倒羡
慕起地势矮的来了。为啥？采茶时间不一样
呗！在万家山村，不同海拔的地方采茶时间
最多可相差一个多星期呢！一个星期，一个
劳力得差千把块钱呢！看到别人采茶，自己

只能在自家
茶园转来转
去，催促茶树

出芽，那真是热
锅上的蚂蚁——— 急

得团团转！
万家山的阳光你能不能再

多留一会。山里气候复杂多变，今年的雨水下
不停。雨水滋养了茶叶，把叶片擦得瓦亮瓦亮
的，芽儿使劲儿往外钻！茶农们心里却直打
鼓！这茶叶是冒出来了，但是一下雨采茶可就
更辛苦啦！头上戴着斗笠，身上披着塑料薄
膜，一站就是一天，谁吃得消。要是打着伞摘
茶，那就让人看笑话——— 这时候一双手在茶
树旁上下翻飞，谁舍得空出手来呢？全身肌肉

绷起来，连抬头都怕耽误了时间，要知道，一
下雨，茶叶价格又要降，只能攒着劲、埋着头，
把全身心托付给了茶叶的重量。这时候恐怕
只有心里还在想着别的，或许是“雨儿快快停
吧，我明天一定天不亮就来茶地，用一天天辛
勤劳作换来永不落下的夕阳。”
万家山的时间，你能不能走得再慢一

点。你滴答滴答走得太快了，快得让茶农们
无暇洗衣服，无暇吃午饭，无暇照顾门口的
菜园、圈里的猪、阶边的鸡……万家山的日
头落得实在太快了，茶农们的目光还停留在
那几排未采摘的茶树上，脚步还停留在傍晚
的万家山里，手电筒还停留在山上的茶园
里。这时的茶农们总是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
点，再慢一点……

春天的脚步悄无声息地走
来，朵朵花开犹如诗篇中的精
灵，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唤醒了
沉睡的万物。在这春暖花开的日
子里，霍邱县文人墨客结伴而
行，走向基层，以文人视角和文
学笔触，感受春意，讲述美好的
春天故事，抒写乡村蜕变的美丽
诗章。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
岸”。从霍邱县城出发，沿着新
建的“长城大道”向临淮岗4A
风景区行进着。穿过林立的高楼
大厦，走进希望田野。绿油油的
小麦犹如一张张翡翠色的地毯，
铺盖着大地，散发出鲜活的生命
力。盛开的油菜花满岗遍野，如
同金色的海洋，与蓝天白云相映
成趣。
穿越“花海”，踏过“麦

浪”，来到素有“世界第一坝”
“淮河第一闸”之称的临淮岗洪
水控制工程现场。“ 4 9孔大
闸”静卧淮水之岸，如铜墙铁
壁，似长虹，若蛟龙，与淮水共
蜿蜒，与游人共享鸟语花香的春
天。
治淮丰碑广场上，人流如

潮。广场中央矗立一樽十余米高的石碑，正面书写着“治淮丰
碑”红色行书大字，耀眼夺目。背面书写有治淮碑文，记载了
临淮岗水利枢纽工程的概况、建设内容、建设过程以及功用
等，文笔简练，特色鲜明，给人印象颇深。石碑周边建有长
廊、石径、花圃、绿地等景观，令人不禁感叹：“临淮岗的春，
不仅有‘草木皆有情，万物总有心’的绿色，更有‘淮水悠悠
入我心，千里碧波使人明’的碧绿。”

坝上游人如织，闸下热火朝天。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因
水而建，因水而美。在临淮岗新船闸工程施工现场，施工车辆
来来往往，红黄相间的安全帽犹如春天里绽放的花朵，建设者
们正抓住有利天气，抢着工期。新船闸主体工程已经完成，预
计年底前就能通航。

沿着临淮大坝向下游行驶约5公里处，是合阜高速寿颍段
跨淮特大桥施工现场。“一桥飞架南北，联通淮河两岸；两翼
横贯东西，汇聚江淮平原”，这是水利工程建设者们对跨淮大
桥的赞美。高大的桥梁立柱直入云霄，两边分布的斜拉钢丝，
犹如大鹏展翅，腾空而起。长长的桥身，横跨淮上，看似神龙
戏水，见头不见尾。临淮岗水利景观，不仅是新中国治淮壮美
的水利丰碑，更是人们沉醉淮河风情、领略淮河文化的旅游圣
地。
饱览淮河风光，观摩江淮果岭。文友们乘着和谐的春风，

驱车来到毗邻的裕安区狮子岗乡“桃花仙谷”，打探万亩桃花
绽放的盛景。

“昔日荒山岗，如今花果香”。“桃花仙谷”被誉为安徽
省单体面积最大的一处连片桃园、六安茶谷线上的最美红桃走
廊，目前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富民谷、产业发展的示范谷。
这里不仅拥有万亩桃园、千年古井，还建有迎宾驿站、木鱼
湖、琵琶湖、雕塑广场、景观廊亭、休闲农家乐等自然和人文
景观。
享受着“世

外桃源”的欢乐
时光，情不自禁
地信口 唱 和 ：
“烂漫桃花向阳
开，古风新韵抒
情怀。狮子岗前
留个影，满眼春
光扑面来。”

清明将至，回家给父母亲上坟。
天气很好，艳阳高照。抬眼望去，

山上满眼青绿，梯地里的油菜花正开
得繁茂。一条弯曲的石子路斜斜地朝
山上伸延，一直到朝阳岩的半山腰。

父母的坟地就位于朝阳岩的半山
腰，那里以前是我家的一块庄稼地。
曾经，这座山是我们整个一条街居民
的庄稼地，小时候，每天放学都要随
母亲来地里侍弄一会。但现在，这里
密密的都是坟墓。朝阳岩在我家正对
面，父母在世时常念叨：“我们都怕
冷，朝阳岩阳光好，我们死后，你们把
我们埋在朝阳岩。”母亲去世时，父亲
86岁，身体还很健朗，坟前的墓碑是
老父亲亲自请人雕刻并立于坟头。那
时候，他就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上
面。
母亲是因为疾病突发而查出身患

重疾的，我们掌握着人事不省的母亲
生死大权，当然没有半点犹豫，抱着
一线希望，将昏迷的母亲推进手术
室。那是个冰冷的二月，冷到骨子里。
从没有想到母亲可能会突然离我而
去，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陪在母
亲床前，寸步不愿离开，不去上班，孩
子不管。记得那年，历经近半年的层

层选拔，作为全县唯一一名小学组选
手，我马上就要参加省教坛新星评
选。但跟妈妈相比，再大的荣誉又算
什么？术后清醒的母亲还不会说话，
看到我在床边，只能用无力的手指着
门外，示意我回去。后来，在家人和朋
友的一再劝说下，我和母亲也算各自
让步，我同意参加比赛，她同意我在
床前服侍。于是每天上完课，我带着
各种资料来到妈妈床前，一边照顾母
亲，一边备赛。

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台上朗诵《第
一次抱母亲》这篇文章，泪如泉涌。作
者文中的感受我完全体会过，在长大
的儿女面前，病中的母亲就是那么弱
小。我们没有告诉母亲她的病情，悉
心照料下，母亲重燃生的欲望，她不
再拒绝治疗。

后来，我们姐妹轮流看护住院的
母亲。如今回想起那段陪妈妈的日
子，我的心里竟有些暖暖的感觉。术
后半年时间，母亲恢复得还好，但后
来的一年里，母亲病情时有反复，逐
渐加重，又做了三次小手术，折磨到
形容枯槁。我们尽力挽救母亲的生
命，但母亲还是如熬干的油灯，熄灭
了火焰，走到了尽头。

母亲去世后，三姐一家搬了回来，
照看父亲起居。姐夫在镇上学校教
书，忠厚善良，对父亲竭尽全力精心
照顾，成了父亲的心理依靠。父亲一
会看不见他便问个不停，四处寻找。
一日，我来到父亲房间，一床一柜一
椅，房间极简。床头柜上，一个玻璃瓶
里插着一支桂花，阳光斜斜入窗，淡
淡的桂香扑鼻，温暖而又温馨！倏然，
茶几上熟悉的闹钟映入眼帘，那是我
妈的！骤然泪下，仿佛又看到病中的
母亲每逢夜半，偷偷拿着手电盯着闹
钟，白天盼晚上，晚上盼白天，只希望
时间走得快点。她就在这样的煎熬中
走过生命的最后时光。陡然父亲也哭
了，动情地说：“我想你妈妈呀！……”

94岁那年，父亲也平静地去了，
挚爱的父母同穴长眠于朝阳岩。如今
的娘家，已经没有了父母，只剩下每
年清明跪拜坟前，平日里的默默思
念，抑或睹物时的猛然破防，眼泪决
堤。
父母终究都要离开。让挚爱的亲

人在最后相伴的时光里 ，彼此心
安——— 心甘情愿地付出，泰然无挂地
接受。或许，这才是一世亲人最后的
成全。

满
眼
春
光
扑
面
来

史
云
喜

谢 谢 你 最 后 的 成 全
黄秀兰

清明是什么？
清明是温柔的风
是斜织的雨
是绵软的阳

清明是什么？
清明是高天的蔚蓝
是远山的黛色
是空气的芳香

清明是什么？
清明是鱼儿恋爱的小溪
是菜花亲吻的沟渠
是嫩柳梳妆的池塘

清明是什么？
清明是蓝天中纸鸢的飘逸
是草地上孩子的嬉闹
是山谷里游人的欢畅

清明是最美的春天
清明是放飞的梦想
清明是对故亲的追思
清明是对先烈的景仰

清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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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幸 福福““ 万万 家家 ””
翟翟文文焕焕

雷雷威威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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