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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让艺术品具有灵魂，泥塑就是其中
之一：一 土，加水，就那么揉捏、雕塑、晾晒、
着色，《千里走单骑》就出来了，关羽骑着赤兔
马，手持青龙偃月刀，马蹄带风，一路奔驰而
来，微睁双目，长须随风，张嘴大喝，那声音仿
佛就在耳边回荡，就在天宇回荡。至于林冲，
则挑着花枪，戴着毡笠，披着斗篷，花枪上挂
着一个酒葫芦，一身飞雪，仿佛正在雪夜上梁
山。

泥土，此时再也不是泥土。
水，也不再是水。
泥土成为泥塑的血肉，水就成了泥塑的

灵魂。泥塑大师们将自己的感情，通过心灵，
传递给了泥塑的心灵。于是，泥塑就活了，就
带着感情，带着血肉，带着风神，一步步朝我
们走来，王昭君一袭红色披风，眉眼秀美中带
着坚定，带着毅力，一路弹奏着琵琶，朝着大
漠走去；赵子龙手持长枪，白盔白甲，骑着白
马，一身浴血，带着长坂坡的烽烟，朝着我们
奔驰而来。

那一刻，展览馆远去，外面的阳光远去。
我仿佛伴着古人，走向遥远的大漠，在月

光下，遥望着天际，遥望着乡愁。我仿佛跟着
古代的将军，在号角鼙鼓中，成为一卒，手持
长枪，冲锋陷阵，浴血疆场。

文字，能给人感染力。
绘画，能给人冲击力。
泥塑，能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感应，因

为它更具象，更具有真实感。
第一次，我感觉到霍邱泥塑能说话，能抒

情达意，能走马江湖，或出没市井，行走陌上。
看霍邱泥塑，就是在看一片红尘世界，就是在
阅读平凡的生活，真实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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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邱，是泥塑的故乡。
临淮泥塑艺术馆，是泥塑登台亮相的舞

台，在这儿，一个个雕塑，就如深宫女子，拂落
岁月的尘埃，弹落时光的征尘，一步步向我们
走来，一颦一笑，一回眸一低头，都是那样传
神，那样灵动。

我的手轻轻伸出，伸向虚空。
我想试探一下，轻挥柳枝的观音皮肤是

否具有弹性，她是否会有羞涩的感觉；我想看
看，那位寿星手中的桃是否水润，是否会让手
指带着水果的清香；我想摸摸，尉迟敬德的盔
甲，是否寒冷如霜，秦琼的铁锏是否带着森森
的杀气……

每一尊雕塑在这里呼吸着，在这里演绎
着。

霍邱的泥塑大师们，给这些泥巴赋予了
生命，赋予了骨血，赋予了灵魂，又赋予了美
感，让人走进艺术馆，仿佛不是走在泥塑中，
而是走在一群生命中。这些生命，包括矫健的
龙，包括凶猛的老虎，都只不过是缩小了而
已，其余的，和自然的没什么区别。

一个个神话人物和古人，在这些大师的
手上，仿佛没有远去，仍然活着。

花木兰戴着头盔，披着红色的斗篷，右手
插腰，望着远处。她思乡了吗？这一刻，她是在
望着天空的那轮明月，想到了故乡的炊烟，年
老的爹娘了吗？一个隐士，是陶渊明吧，一袭
蓝衫，长须飘洒，长袖随风，一身的书卷气也
随风飘洒着。

弥勒佛袒露胸怀，大腹便便，张着嘴哈哈
大笑，将漫天的喜气挥洒着，张扬着，让人无
端地感到生命的美好，生活的美好……

中国泥塑，出自新石器时代，出自遥远的

结绳记事时代，一直沿着夏商周秦，走过唐诗
宋词，走到今天。

泥塑，是中国文化根脉的一支，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回望乡愁，坚守文化特
色，毫无疑问，泥塑，就是文化乡愁的一部分。
如果那样的话，临淮泥塑艺术馆，毫无疑问就
是一处传统文化的园地，一处坚守的根据地。

来这儿，也是一种回望乡愁，回望文化的
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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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艺术，既要回望过去，更要着眼现
在，临淮泥塑艺术馆就是这样的。在艺术馆里
行走，过去的翰墨岁月，古诗词岁月，仿佛带
着一种平仄，一种清凉，在指尖上流淌过去，
就如一滴滴水珠，流洒在时间中，晶莹圆润。

这儿，同样是现代田园牧歌的世界。
节日了，泥塑们在舞着龙。龙就那么精

美，髭须张扬，鳞甲灼目，摇头摆尾。一个个霍
邱汉子，举着龙，眉飞色舞地舞动着。面对这
些，我仿佛看到了故园，看到了我遥远的乡
土，每到正月，或者端午的时候，就会敲锣打
鼓地舞龙。那时，我就跟在后面，叫啊笑啊，然
后又是睁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多少年过去了，
我挥别故乡，挥别家园，可是故园舞龙的情
形，一次次在梦中出现。

后来，小村不再舞龙了。
今天，我在临淮泥塑艺术馆又看到了这

些，又看到了我的童年，我的故园。
丰收了，三个汉子敲着锣鼓，吹着唢呐，

一片欢腾，一片喜气，让人的心一时也沉浸其
中，难以走出。

尤其一位老奶奶给一位老爷爷点烟的雕
塑，像极了我爷爷我奶奶。我爷爷爱吸烟，经
常拿着一个烟袋，吧嗒吧嗒的，有时会咳嗽。

我奶奶埋怨着，说都是吸烟造成的。可是，我
爷爷吸烟时，我奶奶又常常给点火。两个老人
相濡以沫，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今天，在《最
美夕阳》的泥塑前，我又看到了他们，一时，竟
有些鼻酸，久久地站在那儿，不想离开。

泥塑中，《长征》一组最是引目：三个红军
战士，是在过草地吧？是的，是草地。一个战士
负伤，另外两个扶着，三人带着疲惫，带着虚
弱，朝前走着。可是，他们的眼睛里阳光白亮，
坚定，充满着力量和毅力。

历史，这一刻停止流动。
这些人，都带着生活气息走来，走向我

们，走向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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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万物精细，精致，精美，因为，江南艺
术家的心，就如江南山水一样，是青花瓷的，
是透明的，是水灵的。他们心灵手巧，心思细
腻，就是抒发的感情，也如天青色烟雨一般，
无处不到。

霍邱的泥塑大师们，就是这样的。
他们走过这片土地，走过这方山水，在这

片大地上，选中了泥塑，做为自己描摹生活的
媒介，做为自己表达情意的工具，是一种匠心
独具的选择。这里的泥土黏， 搓之后，细腻
润泽，犹如肌肤，加之以黑、红、灰三种颜色的
土均匀搅拌，更有着一种吹弹得破的肉感，以
及肉色。

这样，一种艺术珍品——— 霍邱泥塑就出
现了。

一 土，一勺水，经过多少血汗，多少工序
啊，选土、 搓、熟醒、制坯、粗塑、琢塑……正
是在精细中，在缓慢中，一 土活了，有了生命
了，有了感情，向我们风神飞舞地微笑着。

临淮泥塑艺术馆的泥塑，千姿百态，形神
各异，在演绎着红尘百
态。

临淮泥塑艺术馆
的泥塑，自然逼真，毫
不做作，是艺术的一轮
明月。

临淮泥塑，给泥土灵魂
余显斌

要问村里哪对夫妻感情最
好，这恐怕不好说；但如果问哪
对夫妻从不吵嘴，所有人都会
说：“柳爷跟柳婆。”

进村一条大路，到老槐树
下拐个弯过去，就是老两口的
家。老屋前围一圈篱笆墙，成了
一个小院子。篱笆墙上爬满牵
牛花，院子里一棵柿子树。小院
子旁边一块菜地，种着莴笋、紫
菜、芫荽、青椒、白菜、蒜苗、韭
菜。日出日落，小院子里有说话
声、鸡鸣狗吠声、锅碗瓢盆的声
音，就是从来没有吵嘴的声音。

儿子女儿都在城里，就老
两口守着小院子。

老两口的日子已默契成了
一种生活的态度，用不着多说
一句话，日子就丝滑地运转。一
日三餐是柳婆的事，做饭前，她
总要问一句：“老头子，想吃
啥？”柳爷的回答都是两个字：

“随便。”这是老两口的另一种
默契。

柳婆就按“随便”做饭，有
两层意思：菜地里有啥现成的，
随手薅一把；按简单方便的做，
炒紫菜、烩青菜、鸡蛋汤。但柳
婆做的菜，不管炒的、烩的、凉
拌的，都入口。柳爷从没有说过
咸了淡了、软了硬了的。

每周一、三、五逢场天，老
两口都要去赶场。有买的卖的要去，不买不卖也要去，看
热闹。上午挨近十一点就往回转，他们从不在街上馆子
吃饭。一路上走着，柳婆就问：“老头子，晌午想吃啥？”

柳爷条件反射一样说：“随便。”
村里有好事者琢磨：要柳爷跟柳婆吵嘴，难！
居家过日子，总免不了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老两口也不例外，这不，就遇上了。老两口卖了两只羊，
一千二百块，柳爷兴妖作怪把钱用塑料袋包着，埋在编
织袋里的谷糠里，想最不起眼的地方最保险。那天柳爷
去村头代销店打酒，有人开着三轮车收谷糠，柳婆就把
那袋埋有钱的谷糠卖了。这事传出去后，都以为老两口
会吵嘴，有好事者心里甚至已经“设计”出了老两口吵嘴
的“模板”———

柳爷：“你真是败家子！口袋里有一千多块钱哩，你
当糠就卖了！”

柳婆：“我咋晓得口袋里有钱？你把钱放哪不可以？
偏要埋在糠里。”

柳爷：“我想那里头保险，你要卖糠也该给我说一声
嘛！”

柳婆：“我又不晓得里面有钱，给你说啥？”
柳爷：“就怪你！”
柳婆：“就怪你！”
……
可老两口没吵嘴，都想的是：吵嘴钱就回来啦？
好事者觉得不可思议，这事搁谁家，都要吵嘴。心眼

小的，不吵翻天才怪。可柳爷跟柳婆咋就不吵呢？
第二天又是逢场天，不卖啥也不买啥，老两口还是

一起去赶场了。街上走走看看，挨近十一点，就往回转。
路上，柳婆还是问柳爷：“老头子，晌午想吃啥？”
其实，因为钱的事，柳爷心里有些堵，只是忍着。柳

婆这一问，一下把他心里堵着的地方扒开了一个口子，
一股怨气就溢了出来。他想：“生活一辈子了，你不知道
我喜欢吃啥？我就喜欢吃个麻婆豆腐、肉末粉条，你偏装
着不懂，一做饭就问，一做饭就问。”于是，柳爷嘴里说出
来的不再是“随便”两个字，而是带着几丝火药味：“我想
吃龙肉凤肝，你给我做？”

柳婆吃惊地看着柳爷，她没想到老头子会这样噎
她。因为丢了钱，柳婆心里也堵，柳爷这一噎，她心里突
然就觉得委屈，想：“你就喜欢吃个麻婆豆腐、肉末粉条，
可你偏不说，总说‘随便’，让我猜。今天问你，你还说要
吃龙肉凤肝，你是想气死我哇？”于是，柳婆嘴里说出来
的也叮当乱响：“要吃龙肉凤肝，你别找我，去找龙王
爷。”

柳爷啐一口痰，说：“那你问我干啥？”
柳婆说：“我问你咋啦？问错啦？”

“你就错了。”
“你才错了。”
……老两口你一句甩过来，我一句顶回去，在大路

上就吵了起来。这时候有一些人赶场回来，听见路上有
人吵嘴，就往那地方聚，近了一看，居然是柳爷跟柳婆在
吵。听老两口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很快明白了老两口为
什么吵。

“几十年都没有吵过嘴，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吵嘴
居然是为了一口吃的。”有人心里叨咕，觉得老两口这嘴
吵得实在太稀奇。

村里最爱吵嘴的夫妻，也从没有为一口吃的吵过。

吵

嘴

刘

平

天际辽阔
很久没有见过
这样蓝的蓝天了

进山数十里
烟村四五家

停车望远
我似乎看见了故乡
以及
站在故园门口的
母亲

大舅走了，在辛丑年小雪后的第五天。
寒冬来临，熟透的果子终有一天会从树上

掉下来；岁月更替，人的生命再长久，也会有逝
去的那一天。生老病死，时至则行。从感情上说，
我无法接受大舅逝去的事实，但这又是无可奈
何的事情。

想必，大舅对于死亡已不再感到恐惧，因
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大舅的一生两世为
人，九死一生，在枪林弹雨中入死出生。从死人
堆里爬出来的人，大都对生死都看得很淡，大舅
就是这样的人。

大舅是军人出身。18岁那年，作为家中长子
的他正在田里干活，保长带人前来抓壮丁，不容
分说，便将大舅五花大绑地押走了。姥姥得知消
息，拐着小脚慌忙追赶，一路嚎啕大哭，可哪里
能追得上。这以后，姥姥思念大舅，成天以泪洗
面，直至哭瞎了双眼。

还没有枪高的大舅，就这样成了一名新兵，
经过短暂的军训后，被编配到国民党军队。在国
军部队里，大舅他们新兵受尽了欺凌和侮辱，当
官的拿他们根本不当人看，抬手就打，张口就
骂，罚跪、皮带抽、不给饭吃是家常便饭。大舅生
性耿直、倔犟，自然没少挨当官的打骂。

1948年11月，标志着中国命运转折点的淮
海战役全面打响。一个多月后，大舅所在的国军
12兵团，被解放军围困在永城东北一个叫陈官
庄的地方。在被铁桶般包围的20多天里，大舅
他们面临着粮弹两缺、命悬一线的生死困境，最
后连皮带都煮着吃了。那段时间，大舅没被解放
军打死，却差一点饿死。

国民党困兽犹斗，蒋介石派飞机空投补给。
每次空投，包围圈里都会爆发一场惨烈的物资
争夺战。大舅曾亲眼看见，一群饿急眼的国军争
抢空投下来的大饼，旁边一个没抢到的士兵，忽
然操起斯登冲锋枪，朝人群一阵猛射，结果打死
了10多名兄弟。他捡起带血的大饼，狼吞虎咽地
吃起来。那次，大舅也没抢到大饼，不然，肯定也
会死在那个士兵的枪口下。

国军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在一次突围战
斗中，大舅所在的国军部队仓皇出击，几乎被解
放军全歼，全连侥幸活下来的只剩3人，其中就

包括大舅。战斗结束后，国军军官打扫战场，发
现有受伤的或者没死透的，一律再补上一枪，不
给解放军留下一个活口，更不许他们当俘虏。

大舅一见军官过来，慌忙朝死人堆里拱了
几下，又拉过两具尸体压在自己身上，脸朝下趴
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当官的想试一下大舅死
没死，便抬起大头皮鞋，照着大舅的左耳部狠狠
地踢了一脚。大舅忍住剧痛，像死人一样毫无反
应，这才捡回一条命。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大舅
的左耳就全聋了。

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不仅为扭转战局、全
国解放奠定坚定基础、也改变了包括大舅在内
的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大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362部队的一名战士，他在这支人民的军队
里凤凰涅 ，重获新生，很快入了党，提了干，当
上了副排长。大舅感受最深的是，解放军官兵一
致，干部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干部，同甘共苦，生
死与共，与国民党军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新中国成立后，大舅响应国家号召，复员到
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被分配到淮北一家水
泥厂当工人。此时，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姥姥得知
大舅还活着，喜极而泣，辗转捎信让大舅回家。
大舅顾及姥姥年事已高，4个弟妹需要照料，便
主动放弃工作，回到寿县老家，过上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直到晚年。

组织上十分关心大舅，一直没忘他这个老
兵，前年为他颁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今年七一前夕，又为他颁发了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大舅一生普通如草，坚强如山，平凡真实，
善良不憨，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情，但他颇为传奇的当兵经历却让我热血沸腾。

大舅走完了他98年的人生历程。对于大舅
来 说 ，这 一 世 的 经
历、感悟、回忆等等，
都是他一生的所有、
一生的诠释。大舅收
到的两枚纪念章，是
对他传 奇人生的最
好肯定和褒奖。

长相思·漫步娥眉州

娥眉州。六安州。神话搬砖有点牛。风流万代
讴。
韵悠悠。情悠悠。把盏临风歌酒楼。古今双目
收。

临江仙·龙井怀古

灵龙搁浅枯河惨，赖民挑水平安。
感恩厮守一生缘。赤心无悔护新鲜。

烟雨朦胧亭内看，涌泉犹在胸前。
人云善恶从无偏。感人神话说千年。

清平乐·会馆村稻虾养殖基地遐思

蝉鸣蛙鼓。明月随虾舞。
游客清风忘归路。稻海暗香万亩。

农业振兴欢呼。三位一体宏图。
仰仗稻虾支柱。农家万户心舒。

阮郎归·杨国夫将军广场抒怀

农家子弟创威名。怀思戎马情。
红军路上领雄兵。抗倭握巨缨。

为百姓，保民生。平津战敌英。
和平建设斩丛荆。人民赞至贞。

朝中措·软籽石榴基地漫步

怡山悦水兴难休。信步果园游。

异域石榴奇货，千般妙处明眸。

大风车下，葱葱郁郁，交错觥筹。
老少乡村同乐，农家款待情幽。

浣溪沙·桂花山庄揽胜

绿意催人情意痴。清秋露缀暖清辉。万林深处
访深闺。
西子淡妆游者醉，繁英微雨野莺飞。满堂金玉
客难归。

一剪梅·参观牌坊店村群众议事厅

回汉同袍骨肉亲。平等议事，友爱乡邻。
佳肴宴席款嘉宾，政策宣传，民意咨询。

阵地创新为万民。风雨同舟，笑看风云。
文明时尚树新风，一个中心，共建乡村。

鹧鸪天·瞻仰二道河党史教育基地

十里回廊别有天。红船建党话轩辕。
百年伟业回眸笑，万众雄心逐梦圆。

富国梦，小康缘。同心携手绘琼篇。
休闲途上歌青史，不忘初心旆永妍。

大哥最近有点“飘”，去了
趟屋脊山回来当天，因为游客
多，景区先是限流，紧接着临时
关闭了，说是维修道路建设，成
为关门前的最后一批游客了。

大哥是被抖音引诱去屋脊山
看日出的，民宿老板娘美丽又能
干，烧一手好吃的土菜，每天凌
晨起床带客人们上山观云海、赏日出。

霍山县是大别山主峰海拔1777米白马尖所
在地，境内群山环绕，屋脊山是一小巧的山，
位于霍山县单龙寺镇扫帚河村境内，距六安约
一个多小时车程，山势因形独特，状如屋脊而
得名。山脚环绕的是美丽的佛子岭水库人工
湖，尤其冬季清晨，伴随旭日东升，经常是云
蒸霞蔚，恍如梦境，引游客云集。

我们几个是被大哥邀约去的，一行四人，
下午5点30上六潜高速，单龙寺道口下，约两
个小时到达六和居民宿，吃饱喝足屋外走走，
山中的夜月明风清，宁静通透，远处灯火稀疏
跳动，近处小桥流水潺潺，水库宽阔的水面，
在银色的月光下，犹如银盘盛满满天星河。山
野的风，清新醉人。记得山里的老伯对我说
过，城里的空气不好闻，我们村里空气好，哪
户人家在院子里面喝酒，全村都闻到酒香。

回到民宿，老板娘大厅发出指令，凌晨4

点30大厅集合上山观日出。
4点起床，准点出发，小车队沿着弯弯的

山路走了15分钟来到屋脊山脚下，要爬30分钟
的山路，在山顶等待7点的日出，寒风瑟瑟，
大家拿着手电，山路窄而陡，崎岖又不平，有
点原始风貌。走了十几分钟，已经有人问老板
娘还有多远。再走一段已经有人开始坐在山边
不想上山了。没有经验的我穿了许多，内衣已

经湿透。30分钟的路程，在黑夜里摸索前行，
显得格外漫长。到达山顶，山顶上已站满了游
客。

凌晨5点30，气温低的冻手冻脚。过了半
个小时，人群拥挤的山头变得有一点松动，不
少人已经因为汗湿的衣服发冷而坚持不住，下
山去了(咱多带一件内衣，早就换好，免受挨
冻之苦)。东方一抹淡淡的红云，临近7点，太
阳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倏地探出了红彤彤的半
个脸蛋。人群开始欢呼，新的一天开始了，霞
光万道，人们欢呼雀跃，如果我们身处闹市，
是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因为昨天下雨，今天的
日出没有云海相伴，有些许的遗憾，又有重来
一次的念头。人群渐渐散去，留在山头，我们
几人继续观赏着日出后的风景。山顶突然就安
静了下来。山林红叶翠竹，佛子岭水库波光粼
粼，万籁无声，世界在一团暖阳下，静如止
水。思绪飞扬，脑海中浮现王安石的《游褒禅
山记》名句：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
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
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
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
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
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
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

余之所得也！
无限风光在险峰，中途退缩

的、半途中掉队的，都是让人遗
憾的事情。

下山比上山容易多了。快到
山脚下处，看见一对老夫妻正在
自家楼前吃饭。老人姓刘，屋脊
山风景就是他带摄影师上去拍

摄，然后慢慢出名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开个
民宿或者是做点小生意呢？老人说孩子都在外
地，他们年纪大了也不想做生意，力不从心
了，但屋脊山最近突然火起来，让他们也猝不
及防。老人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睡不到觉，
每天凌晨一两点开始就有人上山了，车声人声
嘈杂。家乡扬名，让百姓增收不少。但老伯付
出了安静的农家生活，初衷和结果这真是一个
矛盾。相信随着屋脊山旅游设施日臻完善，人
们不需要车马劳顿、起早摸黑观赏风景，但又
没有了探索发现的野趣。

屋脊山日出日落真得很美，可以把宋释志
芝禅诗《山居》改为：屋脊山上一间屋，云住半间
僧半间。半坡鲜花半坡茶，闲来观花品黄芽。

散散
文文

诗诗
歌歌

诗
与
画

欧吉忠 /配诗 流冰 /摄影

屋脊山日出
汪 雨

洪集采风词八阕
周月友

大舅的纪念章
楚仁君

散散
文文

散散 文文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