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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懂杨静伟的写意花
鸟画也容易：大气中却又细
致入微，恢宏中透出些许细
腻；率性洒脱却又张弛有度，
奔放中蕴含些许沉稳。我读
他的国画，是在画境里品读
一个激情涌动的心灵。

最近读到杨静伟画的一
批柿子国画作品，我不禁为
之一动，看得出杨静伟的作
品来源于生活。作品既充满
了生活情趣，又传达出他对
自 然 的 移 情 和 内 化 的 审 美
观，在感悟自然的过程中驰
骋激情，具有清新灵动的艺
术风格。

古来咏柿者甚众，因为
柿子已成为中国特定的文化
符号。如陆游的诗句“墙头
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获争登
场”，叶茵的诗句“柿叶红如
染，横陈几席间”，范宗尹的
诗句“村暗桑枝合，林红柿子
繁”，蔡文范的诗句“露脆秋
梨白，霜含柿子鲜”。

柿子图，在国画题材中
也属常见，为古代很多画家
所喜爱的题材之一。在许多
画家的作品中往往以“如意
图”等作为柿子图的题词，这
与国画柿子的寓意有着极大
的关系。柿子在国画中代表
的美好寓意很多：火红的柿
子象征着红红火火，一片丹
心；因“柿”谐音“事”，古人便
将诸多喜庆吉祥的内涵融入
其中，如“事事如意”“柿柿如
意”“四世同堂”“事事安顺”
等。杨静伟笔下的柿子于是
也被解读出“柿叶翻红霜景
秋，碧天如水倚红楼”的美丽
意境。

杨静伟的柿子作品构图
精巧，用笔大胆老道，运墨淋
漓自如。火红的果实、粗壮

的枝干与茂盛的枝叶呈现出
大气磅礴之势。繁简呼应，
疏密相间，留白处意蕴深远，
浓重处沉稳练达，无一不彰
显着画家丰富的人生经历，
韵味绵长。而这种抒情的优
美，恰恰构成了杨静伟的绘
画风格，在自然流畅中跃动
着生命的律动，以描绘的形
式解说着浮躁现实中的超凡
与宁静。也正是这种审美意
趣，构建了杨静伟对自然与
生命的关注，完成了“天人合
一”境界的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画
讲 求“ 气 韵 生 动 ”“ 以 形 写
神”“形神兼备”，杨静伟书
法 功 底 深 厚 ，因 而 以 书 入
画，相得益彰。写枝条则揉
入章草笔法，凝重自然；写
叶则类狂草，奔放洒脱；写
花又转而以行书笔意，流畅
可人；总体布局则取书法的
错落，活泼新鲜。他着意追
求写意花鸟的独特艺术内
涵，讲究笔墨、用线的抒情
性和韵律感；他以气入笔、
由笔带墨、笔精墨妙、气韵
悠扬，既有对传统笔墨的继
承，又有对现代绘画语言的
吸收，可以说是书法化了的
立体画卷。人们常说书画
同源，不仅是指工具材料以
及技法的“同源”，更因为站
在书画文本背后的是强大
的同源的文化。没有了文
化的支撑，也便失去了可资
品读的人文内涵。

要想将所有的意象内涵
展现出来，且营造出具有形
式美感的特有意境，方法就
是多研究“立意为象”“经营
位置”“置陈布势”。这些是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沉淀和总
结出来的，形成了中国画创

作上的客观指向。这一点，
杨静伟做得较好，他最近画
的一幅柿子国画作品《双栖
图》，描绘了两只麻雀正在柿
枝休憩的情景，枝头柿子红
彤彤、泛着金黄的光泽，丰满
圆润，硕大饱满，两只麻雀眼
神同觅一处，不知在寻视什
么，让人遐思无限。作品构
图饱满、线条参差错落，用线
疏朗、墨色淡雅、明亮，以色
为主、晕染恰到好处，营造出
静谧、邈远的意境，给人以寂
静、昂扬之感。

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的内在意识结构是以
儒学的“以人为本”为道德内
涵，以老庄思想中的“清静无
为”“淡泊人生”“回归自然”
为创作思维方式，以追求“真
善美”为道德使命，将人的情
思注入其中，追求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杨静伟用自己
的艺术沉淀，把秋的华彩、收
获的喜悦、美好的祝福都展
现在自己的柿子作品中。所
以，观赏杨静伟的柿子国画
作品，虽然简洁，却有千般雅
韵，万种风情。大有“似看秋
风如画，如闻柿香入怀”之
意，充满“一幅画面，半卷诗
意”之美。

细赏杨静伟的柿子国画
作品，你会感到，秋景在他的
眼中，金柿在他的笔下，不是
那种施粉妖艳的浓烈，也不
是繁华散尽的清冷，而是洋
溢着丰硕的沉稳和天高云淡
的意境，给人以心旷神怡之
感。

杨静伟的柿韵画风
□赵黎（河南平顶山）

对董卿的真正认识，还是她
在央视主持了两档节目，《中国
诗词大会》与《朗读者》，她落落
大方的书卷气质，对古诗词信手
拈来的文化积累，不愧为主持人
中的文艺女神。

在今年四月刚刚结束的《中
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决赛中，一
个外卖哥战胜了北大硕士获得
了冠军，董卿忍不住这样赞叹外
卖哥：“你所有风吹雨打、日晒雨
淋中的奔波和辛苦，你所有偷偷
躲在书店里背下的诗句，在这一
刻，都绽放出了格外夺目的光
彩。”这个叫作雷海为的外卖哥
说，也许当我送了外卖之后，有
爱诗的点单人会和我聊聊诗。

像雷海为这样，一辈子做一
个平常的读书人，也是我享受的
人生。读书，是漫漫人生中最自
然的修行。

一个文人说，诗歌好比蘑菇，
是在阴郁潮湿的环境里生长。一
个人的生活也一样，物质生活是
阳性，精神生活是阴性。一个人
的私人阅读，也就是阴性的了。

阅读也是独旅，在一个人的
旅途中，你发现了什么，感受了
什么，得到了什么，那是你自己
的事。古往今来，有关于读书人
的很多理想环境，大雪夜卧床读
书的，风雨夜秉烛夜读的，相拥
红颜阅读的，养一头驴一匹马、
桃花源下边耕作边读书的。

而今，对我来说，最自由的
阅读是什么呢？我说的是，市
井里的阅读。市井里的阅读，
就 是 没 负 担 、没 功 利 性 的 阅
读。有时候我从老城墙里探出
头去望一望古人的阅读，其实
他们一些人，像当今那些应试
教育的学生一样，是读得很苦
的。在进京赶考的学子中，冠
盖如云，却也有衣带渐宽，斯人
独憔悴者。当一个人带着这样
沉重的目的阅读，无疑是为自
己带上了一副枷锁。

说一说我那些最平常的阅
读吧。我带着一本从旧书市场
上意外淘来的书，跑到一棵树下
去阅读，风把叶子吹得哗啦啦
响，读倦了，就靠在树上打一个
盹，在一棵银杏树下，我曾经从
下午睡到了黄昏。我合上书，对
一棵树开始打量，发觉树身上那
些茎脉，也如人身上那些毛细血
管一样，吸收着根底的水分；你
靠在那样一棵树上，同一棵树的
吐纳，也如在阅读里的灌溉、交
融、约会。我还带着一本发黄的
书，去老城一条青苔绵延的老巷
子里闲读，那是一本关于植物名
称、习性的老书。读了那本书
后，我从前浮躁的脾气变得安静
了一些，我还发现，那些植物的
名字，比人的名字诗意多了。

我还喜欢坐着慢火车去旅
行，在火车上的阅读，山水荡漾
开去，文字的涟漪鱼贯而来。我
靠在火车窗前，想起远方一个
人，正在等我，生了炉火，熬了浓
汤，泡了热茶。有一年烟花三
月，我坐火车去扬州，那是一座
让时光慢下来的古城。在扬州，
有二十四桥，就是二十四个缓缓
流淌的时辰，在我凝望的眼眸
里，扬州城的剪影，就是扬州的
茶水，呈现出碧绿的颜色。我在
扬州古城里，读完了一本书，就
是《本草纲目》。读完了这本药
书，我调整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再慢下来……因为一个
人最好的生活，就是植物生长的
状态。

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
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
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
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
光，这是董卿在《朗读者》里的表
达。我也相信，她说的活过的
人，也是一辈子把阅读当成最平
常事的人，在他们为人世留下的
精神遗产里，很多是以文字的面
目得以呈现。

做个平凡的读书人
□李晓（重庆万州区）

才女林徽因曾有诗盛赞四
月天，说“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是爱，是
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
天！”把四月天的万种风情描述
得淋漓尽致，读来如沐春风如饮
甘露，犹如她那传奇的一生。

四月确实很美，四月的云附
衬在蓝天之下，披盖在大地之
上，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白的
晶莹，亮的显眼，纵使是一个翻
身侧睡的动作，天地都与之相
呼应；四月的风长了绮丽的翅
膀，带来的不单单是吹醒梦帘
的风铃作响，还有满园关不住
的一段香，任意她的长发秀丝
舞出季节里所有的温柔；四月
的雨淡淡的丝雨淡淡的情怀，
袅袅云烟，青砖灰瓦，小桥扁
舟，丁香雨伞，梧桐胡同等等，
似乎都充满着江南的意象。如
此美的四月，分明就是一首诗，
无法定义，难以说清，我一直都
不敢给出一个词来形容四月的
美丽，不知究竟该怎样去诠释

这种难言的独白，我于千万里
寻觅，寻找一身适合四月的嫁
衣。

四月的温度，是一年十二个
月中最适宜的温度，不热不冷，
一切刚刚好。比早春乍暖还寒
的冰冷多了一分触手可及的暖
意，比盛夏无处躲藏的炎热多
了一分直抵心脾的凉爽，美丽
而清幽。这个季节，适合赏花，
适合踏青，适合恋爱，适合微醺
跳舞，适合安静煮茶，适合你想
做的所有一切。就连四月的人
们，也变得温暖、鲜活，亲近了
许多。“人间四月，暖到落泪。”
林徽因对四月的感怀，也让我
的灵魂微微震颤。不过我也深
知，人间四月的温暖绝不仅仅
是来自自然的照拂，能暖到让
人落泪，让人动容的，一定是和
触动心灵的物事有关。

四月虽美，可也因人而异，
毕竟你有你的四月，我有我的四
月，你有你的靓丽，我有我的绚
烂。

四月天
□梁秋红(河南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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