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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龙兄认识有十余年，也是在书
法的道路上结得缘。最近收到金龙老哥
发来的几幅书法作品，大为震撼，居然
楷隶行书都写得让我眼前一亮。因为以
前我看过他的书法作品，给人不师古法
笔调有些许生硬之感。如今在书法创作
上，他师古而不拘泥于古，师其意而不
师其迹。
汪金龙，安徽池州青阳人。早年在

乡镇工作，后辞职南下到浙江杭州发
展。一别几十年过去了，在杭州这座富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开启了他的书
法艺术之路。

从早期汪金龙的书法作品来看，他
的书法虽有几分才情，但书风取法不够
高古，字形不够精准，拖沓散乱；笔力
孱弱，力量感不足。究其原因为对古代
经典法帖学习的欠缺，对古人法书理解
存在偏差，对书法技法掌握的不太全
面。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成为汪金龙在
书法创作上的拦路虎。

2011年7月，美术报名家工作室招
生一批学员给汪金龙带来一个绝佳学习
书法的契机。经过两年的系统学习与训
练，汪金龙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书路
径，取法乎上。他以顔楷为根基，求博
大雄强之气象，主攻《顔勤礼》碑，学
其用笔横细竖粗，藏头护尾，方圆并
用；结体上，端庄大方，拙中见巧，阔
绰舒展；气息上浑穆雄强。同时，也为
他的书法风格定下了法度森严的基调。

汪金龙在学习顔楷上并没有承其旧
习，虽然顔楷法度森严，但是他摈弃了
用笔的固有模式，有些笔法的书写加以
连带，似用写行意写楷，强化写行的笔
意，从而褪去楷书的呆板和书写中的行
滞感。他的《春江花月夜》这幅楷书作
品，整体风格以顔楷书风为基调，字在
点划上多有连带，在横划的处理上有细
有粗，横划的末端多有顿点，竖划一般
都向右弯曲拓展，甚至在作品的中间部
分还用细线条写顔楷。如：“人、妆、
镜、台”，其中“愁”字呈现出枯笔富

有写意之态。整幅作品静中藏
动，和谐统一，古朴雅致。

隶书通常认为是由篆书演
变而来。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
字和书法的一次重要变革，它
不仅简化了书写过程，还加快
了书写的速度。隶书在所有的
书体中，是最容易写也是最难
写出新意的书体。汪金龙以张
船山诗为文本的这幅隶书作
品，吸收了汉代《张迁》碑的
坚实、古拙、朴茂，还兼容了
金农漆书的用笔特点，使隶书
的线条极具金石的书写性。这
幅隶书作品，字体多以纵向取
势，打破了隶书横向舒展的固
有陈规。在视觉上给人以清新
脱俗、劲健爽利、生动有趣之
感。

行草书往往更能体现一位
书家的才情，以“二王”为宗
的书家不胜枚举，同时他们也
是“尚韵”书风的继承者。中
国艺术研究院林苗苗指出：晋
代的批评家提出“尚韵”的理
论。书法的“韵”，在钟繇的
“用笔者天(界)也、流美者地
(人)也”中有体现，在王羲之
“意在笔先”的尚韵重意的美
学思想中也有体现。因此，尚
韵书风追求的是一种意趣韵
味、动态蕴蓄的审美理想。

当今书坛，书法作者拜师
学艺，追名逐利，为参展而创
作，导致稿件千人一面，从而失去了对
书法的创造性。而汪金龙行草书显然也
是继承了“二王”一脉书风，但他并没
有被“二王”书风所局限。在这些年
里，通过电话、面对面的交谈，可以窥
探出他对“二王”书法的理解是深刻
的，更有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在《宋
词明人诗选钞》行草书作品中，他有
“二王”的用笔，但不见“二王”的字

迹。字与字之间，或笔断意连，或几字
相连；点线上厚重处求稳健，细微处求
乖张。此作品不拘泥于形式，更多地展
现了个人情感和性格上的特点，其书法
豪放千里，流露出自然书写之美。

在书法艺术的漫漫征程上，既要以
古为师，又要以古化新，汪金龙也能清
醒地认识到路途的遥远。他说，正是因
为这样，才会有探索的必要。

在今年国庆前夕，我读了一本描写六安绿
色宝库探索生物奥秘的好书，这就是六安市林
业局组织专家编写出版的《六安市珍稀动物图
册》，这本书既有史料价值，也有学术价值，
是专家们于世于时新作的有益贡献。

六安市位于安徽西部，大别山北麓，地势
西南高峻，东北低平，地势复杂多样，山地丘
陵和平原相互交织，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转
换过渡地带，温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生态
环境良好，动物种类资源丰富。

多年来六安市历届党委、政府十分重视绿
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并取得成效，全
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4 . 4%。生物多样性保护见
成效。
据该书介绍，现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原

麝、黑鹳、东方白鹳、中华秋沙鸭、白肩鵰、
白头鹤、白顶鹤、白鹤、大鸨等九种。

原麝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原
麝为山地动物，能轻快敏捷地在悬崖壁上活
动，并有攀登斜树的习性，极善跳跃。视听觉
发达，常停在山顶四周观察，稍有动静就迅速
逃跑，遇险时常隐于石隙中。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37种。生活在大别山
深山密林溪流中的大鲵，是国家二级重点两栖
野生保护动物，山区人把它称为“娃娃鱼”。
生活在水溪湍急、水质清凉、水草茂盛、石缝
和水草多的山间溪流、河流和湖泊之中，有时
也在岸上树根系间或倒伏的树干上活动。有人
把它称作“会上树的鱼”。

安徽省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四声杜
鹃。该鸟栖息于山地森林和山地平原地带的森
林中。尤以混交林、阔叶林和林缘疏林地带活
动较多。有时也出现于农田地边树上。活动性
较大，无固定居留地，性机警，受惊后迅速起飞。杜鹃鸟是一个庞大的家
族，除四声杜鹃外还有大杜鹃、中杜鹃、小杜鹃、噪鹃等，都属于安徽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稀有鸟类。传说古代蜀王杜宇死时变成一只鸟，口吐鲜血
染红一片杜鹃花。杜鹃鸟又称子规鸟。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云：“蜀国曾闻
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从传说
中可见人们对杜鹃鸟和杜鹃花的热爱。在“千山闻杜鹃”春季，大别山区
很多游客进山看杜鹃花、闻杜鹃鸟鸣，观赏山区盛景。

淠史杭灌区由于环境保护好，各条河流水清、岸绿、河畅，成为水鸟
活动的天堂。在水鸟中有白头鹤、中华秋沙鸭、东方白鹳、大鸨等国家一
级保的珍稀动物等，也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白额雁、鸳鸯、
雀鹰、松雀鹰等。

该书还介绍了安徽省一级保护动物23种、安徽省二级保护动物50
种，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170余种。

改革开放以来，六安市历届党委政府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在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业经济的同时，落实了森林保
护措施。划定595万亩生态公益林，进行禁伐保护，积极申报并成功创建
了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佛子岭、万佛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及天堂寨、
万佛山、佛子岭森林公园。这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对于进一步改善生态环
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野生珍稀动物生存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
件。该书介绍不同等级的各种野生动物各具特色，与其生存环境有直接关
系。这些野生动物，历经风雨，见证了自然山水的秀丽与和谐，见证了皖
西大地科学发展之路。

为了有效地保护六安市
珍稀动物资源，让珍稀动物
资源在振兴农村经济中发挥
作用，让社会公众了解保护
珍稀动物的重要性，六安市
林业局组织编印《六安市珍
稀动物图册》，倡导全社会
支持参与保护珍稀动物，这
才是这本书出版的重要意义
所在。

一朝秋暮，遍地芳华。
十月朔日，应霍邱文旅同仁之约，

来一场淮上赏秋之旅。我们参观过文博
馆和水门塘后，从临淮岗溯流而上，感
受霍邱的人文风韵，体会“走千走万，
不如淮河两岸”的独特文化和两岸人对
故乡的眷恋。

霜降过后，风里明显有了秋天的味
道。这是春华秋实成熟的味道、秋风萧
瑟清冷的味道、红叶黄花恬静的味道。

车子沿风景道轻快前行。
远望去：淮河南岸，万亩平畴，稻

谷飘香；曾经的滩涂已变成碧绿的草
原，无边无涯；城西湖畔，大片金黄的
玉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翩翩起舞。

近看来：大豆宛若珍珠般圆润，饱
满的花生，裹着泥土的芬芳；一垄垄红
薯从泥土中翻滚而出，体态饱满、颜色
鲜艳，十分诱人。

在这片被秋色染透的土地上，家家
户户都沉浸在收获的忙碌与喜悦之中。
农民们或挥舞着镰刀，在金黄的稻田中
穿梭，割下沉甸甸的稻穗；或驾驶着现
代化的收割机，轰隆隆地驶过田野，留
下一片片整齐的稻茬。

打场晒粮的场景更是热闹非凡，稻
谷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仿佛是
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然而，丰收的喜
悦并未让农民们停下脚步。他们深知，
秋天的丰收只是一年辛勤劳作的起点，
冬天的播种才是对未来的期许与希望。

中午时分，车子行至城西湖淮畔荷
乡，这里是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莲藕种
植基地，是莲藕产业现代农业休闲观光

园，面积2万多亩。每年夏秋季节，慕
名前来观莲、赏花、品藕、寻诗、作画
的人络绎不绝。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固然壮观，但残荷之美，也别有一
番韵味：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借残荷听雨之境，抒
发内心的孤寂与思念；宋代柳永的“秋
暮，乱洒衰荷，颗颗真珠雨”残荷与雨
珠相互映衬，展现出一种细腻而哀婉的
美；元代萨都剌的“秋风吹白波，秋雨
呜败荷”勾勒出一幅秋日荷塘的萧瑟景
象。
残荷入诗，字字句句，流淌着不尽

的韵味与情思，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诠
释。
去年，当地招商引来了客商，在

“万亩荷塘”中建起荷香民宿，配套有
荷香小厨农家乐、荷乡游园水上游乐场
所和相应的接待设施。

中餐，我们就在荷香小厨农家乐品
尝地道的霍邱美味。霍邱人性格耿直，
为人豪爽，待客诚实，他们不仅自己舍
得吃，也舍得给客人吃。过去接待都用

小搪瓷盆上菜，一桌四盆、全鸡全鸭不
添花头；现在虽然精致多了，但一桌八
个锅子，下没有垫底、上不见浇头。清
炖鱼头汤汤色如奶，口感滑嫩肥美，入
口绵香，滑而不腻，喝上一口让人回味
无穷；淮滩三黄选用秤杆粗的野生黄
鳝，洗净切段，用刀板香腊油姜蒜炒
香、加腊肉加水、大火煮开，收汤后浇
上搅匀的蛋液就可出锅，此菜融入了黄
鳝的鲜香、腊肉的熏香和鸡蛋的甜香；
红烧土公鸡，一个鸡头可以就一碗饭；
红烧黑毛猪肉，皮厚肉嫩、肥而不腻，
吃上去满口流油。

最吸引人的是那臭咸菜蒸豆腐、加
上大锅锅巴 ，“闻闻很臭，越吃越
香”，味道简直是绝绝子。霍邱的吴阳
集卤菜、手工咸灌肠、咸鱼扁豆干都是
下酒的珍馐。可惜因为下午还要继续采
风，没有斗上两盅。主食如要吃凹子
馍、碗碴饼或老鳖戏水需提前预定；大
米饭别忘记讨一些吴阳集卤汤泡着吃，
你肯定能多吃两碗。

饭后没休息，直奔李氏庄园。道路
两边都在挖藕，现在挖藕全是机械化，

用高压水枪直接把藕冲出来，保证了产
品的完整和品相。偶见一群群麻鸭在稻
茬田里觅食，或有大白鹅在对唱高歌；
柿树上没有一片叶，全是通红的柿子，
似满枝的小灯笼，又像燃烧的火把。

李氏庄园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全国闻名的四大地主庄园之一，土
地面积居四大地主庄园之首，庄园始建
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原占地百
余亩，房屋432间。四周深濠固防，二
河护圩，圩周石墙高矗，四角炮楼成犄
角之势。其规模有“马跑百里不吃人家
草，人行百里不喝人家水”之说。

李特故居是霍邱红色地标，是革命
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我们此次采
风必到的地方。

最后，在周集参观了宽舍民宿。民
宿设施齐全，有“悦读”花园阳光房、
“溪山清远”中式园林、“淮畔人家”
草坪花园、“晒谷场”农耕体验园四个
相对独立的花园，民宿主人通过提供独
特的吃住玩体验，满足了游客对高品质
旅游的需求。另可提供小型团建、户外
婚庆、户外生日宴会、户外烧烤等服
务。
我喜欢霍邱。只要认真品，处处是

风景。有时间，我还要去霍邱，品人间
烟火，观万事岁月。

师 古 为 新
——— 小议汪金龙书法艺术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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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世间，我们总要与这个世界上的一
些地方和事物形成牵绊。一些故事、神奇的传说
使其成为我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在新疆12天里，我们乘坐大巴车行走约4
千多公里，长途跋涉，起早贪黑观看了20多个
景点，虽然吃住条件一般，又要长时间坐车，但
得来的是美景和奇景，让我收获非浅。

喀纳斯禾木村
这个村位于新疆布尔津县喀纳斯湖畔。是

图瓦人集中生活居住地，是中国仅存三个图瓦
人村落之一，总面积3040平方公里，全村只有
1800余人，图瓦人有1400多人，其余的为哈萨
克民族。这些人有自己的语言，主要以游牧和狩
猎为主。全村全是小木屋，散布在群山中间平地
上，小木屋全部由本地原木结构搭建的，不用钉
子，不用胶合材料，建造方式体现了图瓦人传统
和民族特色，既保暖又防潮。

这里大山环绕，河水清澈，不远的草原牧场
在蓝天白云衬托下，使整个禾木村充满神奇、祥
和与安宁。风悠悠空谷来拂，雾蒙蒙深涧生烟，
俯瞰云海，波浪翻滚，远眺群山缭绕飘渺，近看
牛羊成群结队，如同流动的油画，感觉身处清幽
的仙境。我们在一家图瓦人开的饭店吃了午饭，
还观看了图瓦人自编的歌舞，极有特色与魅力，
感受到一种原始的野性和大自然的力量。

我们走过村旁的禾木桥，河水自东北向西
南贯穿其间，将一片草原分为两半，水并不深，
透着清澈的冰蓝色，可以看到河床里大大小小
的卵石。河岸是一大片白桦树，蓝天白云下，充
满着诗情画意。老人在这里寻找岁月感慨，年轻

人在这里寻找大自然美丽，画家在这里寻找迷
人的画面，文化人在这里寻找创作的灵感，摄影
者在这里寻找多彩的光影。我穿行在白桦林中，
听着树叶沙沙作响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觉
走进了自己心灵之壁，静静分享白桦树的朴实、
坚强与安静。

行走禾木村，让我感悟到，图瓦人的文化传
承和坚守，体现了对历史的热爱与尊重。他们保
留独特的语言、舞曲、生活习惯与手工艺，这是
他们民族的身份和精神的象征，并能代代相传。
从他们身上，我们感悟到珍惜和传承本地区、本
家乡文化的重要，因为乡土文化是连接过去与
未来的桥梁，是振兴乡村的抓手，是发展乡村经
济的动力。只有建立正确的乡土文化观，才能把
乡土文化融入社会现代化建设中。

喀纳斯“一湖三湾”
喀纳斯湖位于新疆阿尔泰山脉的冰川地

带，是我国最深的高山湖。我们乘坐游船在湖中
游了一个来回，大约40分钟。蔚蓝的天空与碧
绿的湖水和远方山峦相交辉映，让人感受到大
自然的神奇魅力。下船后，我静静地站在一座小
山顶上俯瞰着这片人间仙境，虽然传说中湖怪
没有出现，但眼前的美景足以让我沉醉。

乘坐区间车，我们来到神仙湾、月亮湾、卧
龙湾。
神仙湾是一处浅滩，河水将树木和草地分

成一块块彼此相连的小岛。两岸树木密布，看远
处雪山若隐若现，望近处树木颜色鲜艳，置身其
间，如临仙境。
月亮湾位于神仙湾南面，形似月牙状，镶嵌

在翠绿的山谷间。湾内有两个酷似人的脚印，被
当地人称为“神仙脚印”。导游介绍，月亮湾会随
喀纳斯湖水色彩变化而变化，是喀纳斯河上一
颗美丽的明珠。

继续前行1公里，就是卧龙湾。这里因河湾
中有一块酷似恐龙的巨石而得名。河水围绕这
块石头缓缓流淌，形成了一道道波纹，如龙鳞闪
烁。这里光与影美妙结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
是风景美如画。

游览“一湖三湾”后，我感到不仅仅是一次
视觉、听觉上体验，更是一次心灵上的震撼，让
我深刻感悟到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每棵树，每
一处水，每片云，每一声鸟呜，都在诉说生命的
故事，展现大自然的生机和力量。一个风景能吸
引无数人目光，一片景区能带动无数人致富。

吐鲁番火焰山
我来到从小就神往的火焰山。据记载，火焰

山是中国最热的地方，一年中超过35度以上的
日子有100多天，夏季地表温度可达90度以上，
是一个“火云满天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的
地方。
当我走进山体，除了感受到高温炎热不适，

还看到造物主用千百万年狂风暴雨打造的千沟
万壑，旷远狂野、蔚为壮观的火焰山，是大自然
的杰作。当地人介绍，火焰山的颜色随不同季节
和时间不同而变化，它极端高温，赤脚走在地面
会被烫伤，能煮熟鸡蛋，但火山体内有一条天然
地下水道，这是火焰山阻挡了戈壁砾石渗入的
地下水。在火焰山不远处，凡是有泉水滋润的地
方，就会出现一块块或数块小绿洲，从而造就了

这带动植
物 的 生 命 长
存。
上天在制造了寸

草不生的火焰山的同时，
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源源不断
的财富，吐鲁番的葡萄就是一个最
好证明。我感悟到：一个人的得失，是守
恒的，在某一个方面、某个地方失去了一些，
往往会在另一方面、另一个地方得到一些。人生
百味，有时会烦恼，但总不会透不过气来，有时
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舒畅。

赛里木湖
大西北神奇的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最

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位于博尔塔蒙古自治州
博乐北天山山脉中，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
大、风光最美的高山湖，古称“净海”，蒙语称

“赛里木卓尔”，于7000万年前由喜马拉雅山运
动时形成的。

大巴车进入赛里木湖的一瞬间，我被眼前
的湖泊、蓝天、森林、草甸等奇景惊呆了，好像来
到科幻世界。

赛里木湖纯澈，清透，静谧，安和。走近它，
你丝毫看不出它经历过地动山摇，见证过金戈
铁马，目睹过风起云涌。你看到，留在心里是它
磅礴内容中的一种力量和美丽。别说环湖90多
公里，你只要走四分之一，就会感到心宽了，眼
亮了，精神振作了，那里天上的云，地上的水、树
与草，我认为最美最亮。
赛里木湖的壮丽与宁静，仿佛在告诉我们，

无
论 外
界如何变
化，内心应保
持平静与纯善，
只有这样，才能感受
到生活的温暖与美好。
面对这片永恒的湖泊，不禁
要思考生命的意义。生命虽短，
但不要虚度光阴，勇敢接受挑战，
努力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让我亮眼不忘的景色还有：可可托
海，魔鬼城，巴音布鲁克大草原，那拉提草原，
熏衣草庄园，五彩滩等。新疆山河峻美，苍茫雄
浑；风景和民族文化丰富光彩，让人去了还想
去，永远忘不掉。把内心活成一座山一片海，或
者把自己活成茫茫大草原，建议到新疆走走看
看，或许会给你许多想不到的震撼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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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在在 旅旅 途途

当踏入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喀什地区泽普县城西南的金胡杨国
家森林公园的那一刻，我仿佛走进了一个被时光遗忘的神秘世界，这里
的一切都让我心生敬畏与惊赞。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片广袤无垠的胡杨林，一棵棵胡杨树犹如忠诚

的卫士，静静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上。它们姿态各异，有的挺拔高耸、直
插云霄，仿佛在向天空诉说着自己的坚韧与不屈；有的枝干弯曲，如同
历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回忆着逝去的往昔。胡杨树的树皮粗糙而干裂，
那是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记忆，也是它们与恶劣环境抗争的见证。每
一道裂痕、每一块斑驳，都蕴含着生命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漫步在胡杨林间的小道上，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仿佛在演奏着

一首古老的乐章。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金色的梦幻，形成一片片光
斑，给这片胡杨林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微风拂过，胡杨树的叶子轻
轻摇曳，仿佛金色的蝴蝶在翩翩起舞，那满眼的金黄如同一片金色的海
洋，让人心醉神迷。
叶尔羌河在公园里蜿蜒流淌，河水清澈见底，它就像一条蓝色的丝

带，缠绕在胡杨林的周围，为这片干涸的土地带来生机与活力，河水倒
映着胡杨树的身影，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站在河边，听着河水潺潺的
流淌声，感受着微风的轻抚，所有的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远处的
昆仑山巍峨耸立，山顶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芒，与这
片金色的胡杨林相互辉映，描绘出一幅壮丽的中国山水画。
公园内的知青文化苑，更是让我感受到那段特殊岁月的印记。看着

当年知青们亲手栽种的知青林，以及那些保留下来的知青点上的房屋与
雕塑，脑海中呈现出当年知青们在这里艰苦奋斗的场景。他们用自己的
青春和汗水，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带来了希冀，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与敬仰。

而那棵被尊称为“胡杨王”的千年胡杨树，更是让我感受到生命的
奇迹，它高大而粗壮，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
勃，让我感受到胡杨树“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

千年不朽”的精神。它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变迁，也见证了无
数的历史瞬间。

漫游在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不仅是一次视觉的
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这里的胡杨、河水、
山脉，以及知青文化共同绘就了一幅独特的
自然与人文景观。它们让我感受到大自
然的鬼斧造化，也让我更加去珍爱

生命，拥抱未来。
在新疆这片神奇的土
地，与胡杨同行、与胡杨
同歌，将铭刻在我
生命记忆的最深
处。

胡 杨 赞
赵德勋

新 疆 行
宋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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