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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饮酒百杯

高测是晚唐知名文人，聪明
博识，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琴
棋书画，样样精通。唐僖宗时
代，高测拜访宰相高骈，先期递
交的自荐信中自称“读书万卷，
饮酒百杯”。高宰相亦是性情中
人，笑着对高测说：“万卷书，不
易征诘，百杯酒得以奉试（你读
过万卷书，一时半会儿测不出
来；你说能喝百杯酒，这好验
证）。”于是令属下拿酒来，高测
也不客气，一杯杯开饮，果然海
量！高宰相将高测推荐给唐僖
宗做了皇家秘书。

617.为政污点

唐朝大诗人李绅《悯农》诗
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至今
风行。其实，李绅亦是政治家，
唐武宗时官至宰相。大凡人一
入政坛，多多少少会留下点污
点。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
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其时，扬
州有一位寡妇颜氏颇有姿色，年
逾七旬的李绅欲纳为妾。不料，
江都县尉吴湘先下手为强，将颜
氏收归己有。李绅大怒，罗织罪
名，将吴湘下狱并处决。唐宣宗
即位后，平反“吴湘案”，虽然李
绅已经病故，仍追究李绅滥刑的
责任，诏令“李绅子孙不得做
官”。

618.佛法度人

裴度历仕唐宪宗、唐穆宗、
唐敬宗、唐文宗四朝，屡次出任
宰相，与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
是好友。裴度信佛，曾身着毳衲

（音cuì nà，僧服）持钵为寺庙
化缘。有一次，他化缘时竟误入
首都一家歌舞剧院，大家围观看
笑话，裴度却很有定力，自言曰：

“不为俗情所染，只以佛法度
人。”

619.中国天子

谁该当皇帝也是命中注
定。唐宣宗对长子李漼并不感
冒，想立第三子李滋为太子，遭
到文官及宦官集团的抵制。唐
宣宗采取的对策是至死未立太
子。他驾崩后，宦官们矫诏帮助
李漼登上皇位。这就是唐懿
宗。唐懿宗喜欢爱妃郭美人，皇
后生了儿子皇上无所谓，郭美人
生了个女儿把唐懿宗高兴坏了，
马上封为同昌公主，赏赐有加。
可惜时间不长，同昌公主因病夭
折。唐懿宗悲伤之极，诏令太医
韩宗昭、康守商等人皆诛族（全
家杀掉）。唐懿宗是位昏庸的皇
帝，有一次，皇上去慰问卫戍部
队，见驻地的观音像陷地四尺，
问左右缘故，宦官哄皇上说：“陛
下中国之天子，菩萨即边地之道
人（您是大皇帝，菩萨是小和
尚）。”皇上大悦。

（老白）

在国画花鸟画题材中，杨
静伟十分钟爱紫藤与牡丹，创
作了很多紫藤题材的作品。

紫藤为长寿的树种，在传
统国画题材中经常可以看到，
因其花开紫色，有紫气东来、紫
光祥兆等寓意，被人们认为是
一种吉祥之物，花开之际，似翠
绿的浪花升腾燃起的淡紫色云
霞，清香四溢、典雅而又清丽。

国人言语中咏紫藤，笔墨
下更画紫藤。紫藤是古往今来
无数文人墨客笔下高歌咏叹的
对象。艺术源于生活，贵在一
个“真”字，才会有打动人心的
力量。杨静伟的紫藤画作看起
来富丽典雅，却又朴实亲切，藤
蔓间或藤花下鸟儿更是活灵活
现，仿佛喧闹于耳边，整体看来
不乏师法于造化的灵性与真
诚，又充满传统写意花鸟画的
闲情与意趣。并将西画的结
构、空间灵感等因素融入中国
画独特的勾勒、晕染等写意精
神之中，营造出立体生动的质
感和量感；同时他还在画中点
缀以鸟雀、蜜蜂，吵闹于藤蔓
间，乍一看去，妙趣横生。由此
不难发现，杨静伟追求的是一
种抓住传统花鸟画的精髓却又
独具现代性，超越了传统写实
主义的写意精神。

杨静伟的花鸟画创作属于
写意画路。写意花鸟画中线条
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画
讲究以书入画、以线造型，通过
独特的书法用笔勾勒出物像的
造型。古人讲，绘画中的各种
笔法都要求线条能表现出物像
的不同变化。用笔的干湿、浓
淡等变化与物像的形态、作者
的 心 态 密 切 结 合 ，具 有 抒 情
性。而情发于心、运于线，能使
画面富有节奏性和韵律性。“六

法”当中最核心的两条，“气韵
生动”与“骨法用笔”，完全以笔
墨为指向。在这点上，杨静伟
做得极好，他有深厚的书法功
底，因为他知道写意花鸟画是
以形写神，要求形神兼备，在客
观的基础上有取有舍，形成自
己心中理想的形神图像。

欣赏着杨静伟笔下的《紫
气东来》图，他以焦墨写藤，淡
墨 重 彩 画 花 ，中 锋 粗 壮 不 涩
滞、侧锋空灵不枯扁，将紫藤
的叶、茎杂糅为一体，紫藤吐
艳，一串串长而硕大的花穗悬
垂枝头，花冠色紫，紫中泛蓝，
竞相怒放，灿若云霞。一架葱
茏，藤长叶茂，紫玉串串，幽香
飘逸。灰褐色的枝蔓，或攀高
或下探，龙蛇蜿蜒。更以寥寥
数笔写出蜜蜂的形神，使画面
动静结合，一幅和谐温馨的景

象，令人赏心悦目。整幅画作
的创作过程，看似随意，实则
是他“理性的浪漫”的书写。
从笔墨的运行到形象的刻画，
乃至遍贯全画的节奏和韵律，
似乎都是信手拈来，却头头是
道、处处生发。笔墨之间，有
着让观者怦然心动的细节；整
体造型的巧妙留白，给人无限的
驰思。明儒王阳明说，“知底恳
切处即行，行底精粹处即知”。
对于绘画而言，笔墨就是“知”与

“行”的融汇，非“知”非“行”，亦
“知”亦“行”。“画虽一艺，而气合
书卷，道通心性。”绘画如果能够

“反映思想”，那么，“思想”也主要
承载在笔墨之中，尽管杨静伟的
花鸟画作品中有不少是小品的形
式，但气势博大，这是借助有限的
形象昭示着一个无限的时空，所
以耐人回味。

父亲是在八十岁时走的，走
得踏实而无憾。然而，我的心里
却是那么痛，每每想起，都痛彻
心扉。

父亲出身穷苦，一生坎坷，
历经磨难，但仍对社会、对人生
充满信心和希望，对身边的每一
个人都那么乐善好施。小时候
所经历的几件事情，对我的人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父亲的教诲
使我刻骨铭心，让我在人生的道
路上收获颇丰。

我的老家在农村，条件不
好。上学时贪玩不努力，常跟
着同伴寻找新鲜和刺激。有一
次竟玩起了扑克并牵扯了金
钱，虽然只有几分钱而已。得
知此事的父亲，竟然让我在大
雪纷飞的隆冬跪在院子里，年
少的叛逆加上刺骨的寒风，我
的内心极为抵触和不服，“别的
孩子天天玩，我就这么一次，只
是几分钱而已，这么冷的天，让
我在冰天雪地里一跪就是几个
小时。”父亲似乎没有丝毫怜
惜，这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对他都是憎恨的。可随着年龄
的增长，我慢慢理解了父亲的苦
心，有些东西是不能触碰的，尤

其是赌博，其过程都是由小到
大，终会毁其一生。时至今日，
我仍记得那个刺骨的寒夜，父亲
的鞭策历历在目，让我从不敢逾
越。

在无知的童年，我偶尔看到
同伴们把成熟的瓜果摘了拿回
家，就好奇地也想试试。在经历
过数次内心斗争后，终耐不住诱
惑，也偷偷揣了一个在怀里。这
仅有的一次，还是被父亲发现
了，挨骂挨打不说，还非要我立
即送还回去并当面致歉。人在
年少时往往把面子和自尊看得
特别重，明知是自己的不对，却
仍低不下头。但父亲强硬的态
度、威严的神情令我心生畏惧。
最终，我还是按照父亲的要求送
还并致歉。这令我一生不敢忘
怀，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拿，
这个道理我牢牢记着并深深地
影响着我的子女。

中学时代，放学后要帮家里
割草喂猪。我家的地和邻乡的
地接壤，当我费了好大力气、满
头大汗地准备将新割的一大捆
草背回家时，邻乡的叔叔却拦住
了我的去路，非说我偷了他家的
豆子。当时的我很委屈，便和他

争辩，他欺负我小，还想打我。
可我心中坦荡，并不惧怕，便据
理力争，争辩过程中他听到了父
亲的名字，顿思了一下，便放我
离去。回到家后我向父亲说明
一切，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孩
子，坦坦荡荡，不偷不摸，本分做
人，靠自身力气干事，什么也不
怕，一生才安稳。”

父亲从小给我们兄妹讲祖
训：孝为先，和为贵，勤为本，德
为根。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论孝，他对爷爷奶奶孝敬入骨；
谈和，他和邻里乡亲和睦相处；
说勤，他终日操劳，勤奋一生；讲
德，他乐善好施，从不占别人便
宜。正因为有祖训和父亲潜移
默化的教诲，让我在人生道路上
有方向、有明灯，使我义无反顾，
坚定而从容地走下去。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
生，善良的一生，勤劳的一生，
更是刚强的一生。父亲的大爱
将永远激励我前行。父爱如
山，父亲像屏障一样庇护着家
庭的每一个人，为我们遮风挡
雨。现在父亲不在了，我手握
接力棒，传承父亲的品格和精
神，将银家家风代代传承。

杨静伟笔下的紫藤

暮春，带儿子去郊外，面对
田地里的庄稼，他五谷不分，其
实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一场小
雨降临，儿子来了劲，辩解：“不
识五谷，可我知道百谷，雨生
的。”饥饿已经成为一种记忆，但
我们都明白，干旱就意味着粮食
减产，物价指数是要升高的。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谷雨下
的雨，分明是遍地的粮食，遍地
的黄金。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此时天气暖和，雨水也充沛，有
利于越冬作物的返青拔节和春
播作物的播种出苗，特别对谷类
的生长发育关系很大，正所谓

“雨生百谷”。谷雨的雨，是催生
百谷的雨，是泽润大地的雨，是
孕育希望的雨。

儿时的乡村生活已离我远
去了，但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淡
忘乡野的晨曦晚霞，时节的轮回
更替。因此，每到谷雨时节，我
都会像一个熟知农事的庄稼人
一样，虔诚地祈盼一场飘飘洒洒
的雨。没有下过地、种过田的
人，没有炽热地渴望过“春种一
粒籽，秋收万颗粮”的人，怕是永
远也不会明白“谷雨”这个节气
的重要，永远也不会懂得“谷雨
时节雨不淋，急死天下种田人”
的深意。谷雨潇潇，滋润着农民
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念
头。

在家乡，清明一过，庄稼人
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备耕了。地
已翻耕、种已撒播、肥已施上，万
事俱备，只等那飘飘洒洒的雨水
了。谷雨的前一天，庄稼人就寝
食难安地翘盼着，守望着：看树
梢在风中摇曳的强度，推测是否
有雨；观乌云在空中飘移的方
向，判断雨降何处；听天气预报
的实时变化，了解雨情趋势。“天
老爷，快下雨，保佑大家吃白
米！”这些大地之子，用最纯朴的
语言，庄重地，向上苍祈求一场
润泽万物的雨。

雨，如约而至，斜斜地飘飞
在谷雨时节的乡间。因为雨水，
田间的一切都变得鲜活起来，变
得生机盎然。这哪里是雨，分明
是醇香的美酒，醉人的气息使庄
稼人的嘴角挂满了笑容，黝黑的
脸也涨得通红的。但他们的头
脑是清醒的，风调雨顺只是外
因，辛勤耕耘才是关键。于是，
雨中田地里那些头戴斗笠，肩披
蓑衣的身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劳作……

一场谷雨遍地粮，潇潇谷雨
里洒满了希望，那些辛劳的农民
期待着自己流下诸多汗水，磨下
厚厚老茧之后，田地能还给他们
一个丰盛的金秋。

父亲的影响

一场谷雨
遍地粮

□张春波（四川广汉）

□赵黎（河南平顶山）

□银登府（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