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带来视觉之外
的文化张力，青年人的创造能力、文化
自信尤其值得鼓励；几代人的坚守，令
人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如老友重
逢，如故地重游，旧书重读，别有一种味
道；因为一棵树的陪伴，琐碎的日子有
了生机……

很多时候，看似无关的一些事物，
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个朴素
而根本的道理——万物合一。

你会发现，一些经典不厌其烦，实
则说的都是这个核心。

当今，如何理解万物合一？如果
说所有的生命都在一张万物互联的

“网”上，这张被有形、无形的事物编织
出的网上有很多交集的点——每个人
都是这张“无量之网”上的一颗宝珠。

整个宇宙也是一张巨大的无量之
网，所有的生命，你我以及每一个有情
生命，我们都是万物一体的，紧密相连
的。你的改变可能会带来一切的改变，
就好比蝴蝶效应。

大到广袤无垠的天地宇宙，小到
你身体里一个很小的细胞，它们有一个
共同的特质：诞生自空无，就像科学家
们已经发现的那样。

对个体而言，这个空无，可以理解
为“未被定义”“不受限制”。就是说，我
们可以从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找到某
种确定性。

找到那种确定性的人，也可以说他
摸索到了某种规律，可以变得丰盛、成
功、富足。

在哲学、艺术、美学、文学等许多范
畴，在已知或未知的领域，从不确定性
到确定性，我们一直在寻觅，在上下求
索。这张无量之网上，你也是具备影响
力的那一环。

你的震动频率会影响整张网的震
动，你的质地与光泽会影响整张网的品
质，你的善意善举会温暖并波及千千万
万颗与你相邻或不相邻的那一颗。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需要成长，在成
长的过程中，就像这张浩瀚无边的无量
之网上的宝珠，无论光亮大小，都要散
发出自己的独特光芒，都要起到自己的
作用——因为，万物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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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渡燕穿沙点雨，
典农鱼戏绿葭风。
西桥水润映垂柳，
北岭花香醉野情。
靓女一弯帘上月，
俊男万丈腹中虹。
宜居人间清凉殿，
自在怡游兴庆宫。

银川夏日风光
□ 黄建光

楼下的垂丝海棠开花了，风一拂，洋洋洒
洒，一朵朵随风飘飞，草坪上，蔷薇丛里，马路
牙子上，一直到门廊前，仿佛要把她所有的温
柔都洒尽洒满，洒给每一个路过的人。

我认识海棠花儿较晚，没有搬家前，我在
一个旧小区住，小区有些年头，但却因此有很
多郁郁葱葱的树：一簇枸杞，四棵樱桃，十几株
杏树，更有两大片连翘花。

楼下有树，是一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事。特
别是每到下雨天，雨叮叮当当地打在铁瓦上，
在屋子里，煮一壶热气腾腾的茶，推开窗，看到
杏花被雨淋得湿漉漉，散着幽幽的香；连翘花
如同氤氲了一团薄薄的轻雾，梦一般，在雨中
静默，三三两两的行人，从树林的花枝下，撑伞
穿行，手中拎着水果，更有小孩子背着小书包，
从有着蓝瓦黄栅栏的房子里踩着水泡出来。
那一刻，时间都静止了，仿佛世间所有美好都
在此了。

有一本名叫《春时樱，秋时叶》的书，是写
季节之美的。无端的，觉得那一刻的日出日
落，与书中的春樱秋叶极为相符，诗意的生活
就在其中了。

可是，因为供孩子读书，我搬离了老房子，

离开了那些树，为此我颇为怅惘，仿佛失去了
三五好友，失去了与它们“相对坐终日”的静美
光阴。新房子的屋前有一排不知名的树，冬日
里，坠着干瘪的果子，雪落下时，楼前的黑瓦敷
了雪，三两只鸟儿在树枝上，落一落，就飞走了。

到了五月，楼下的那些树愈发的不同，叶
子暗暗发红，树干仿佛也愈加浓郁得发紫。寻
常的一天，一下楼，眼前有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如同灰雾一般的小团影里，点缀了朵朵红盘扣
似的花苞，长蒂柔枝，都在风里微微拂动着，再
过几天，花苞全部开放，暗红如血，如同沁了满
树的胭脂，一时间就漫成了如火如荼的花
海了。

楼下竟然有这么美的树，我竟然不知！
查了资料，更是让我惊喜不已，原来，她是

垂丝海棠，是“海棠弄春垂紫丝，一枝立鸟压花
低”的海棠；也是“自今意思谁能说，一片春心付
海棠”的海棠；更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

照红妆”的海棠。虽然可能不是同一品种，但一
时间，她已不再是只存在于诗词歌赋里的海棠
了，而是每天与我朝夕相处的海棠。我立刻跑
下楼，站在海棠树下，一直站到淡红的花团渐渐
消逝到黄昏里去，只朦胧留下一片淡白。

从此，我时常与海棠相伴。坐在海棠花
下，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静静地
坐在花影里，直坐到天光渐渐暗下去，一颗一
颗星子，从暗夜的苍穹里闪烁出来，海棠叶子
窸窸窣窣地响，仿佛要下雨了，才进楼里去。

搬离老房子后，是我心情最低落的时候，
生活的很多烦恼向我压来，令人喘不过气来，
是海棠树给了我生活里的光亮，让我能在树
下，歇一歇，空一空脑子，整理好心情。

宋代惠洪所著的《冷斋夜话》说：“恨海棠无
香”。其实，海棠并非无香，只是不那么浓郁罢
了。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么浓郁的
香味呢？有时候，默默无声的陪伴，是多么可贵。

一 片 情 深 付 海 棠
□ 高玉霞

由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夏美术家协会
主办的综合性美术展览——第三届宁夏青年美
术作品展，注重大力培养和扶持青年艺术家，鼓
励具有时代高度的精品力作，不断为艺术青年搭
建坚实有力的学术平台，力求集中展现独属于青
年人的创造能力、时代精神及文化自信。

自征稿发布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区青年艺术
家的参评作品 1000 余件，经过两轮严格的评审，
最终评选出入展作品 115 件，同时评选出 17 件一
二三等奖。展览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
水彩粉画、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门类，从青年美
术家丰富、多样、活跃的创作思维和进取精神中，
看到宁夏美术的希望和未来。

入选作品中，获得一等奖的作品《隔·山》是
一幅 194×152cm 的 大 型 中 国 画 ，画 面 内 容 以
山石、布鲁克防护网组合构成。作者周怀洋
说：“《隔·山》是跟随研究生导师考察写生过程中
产生的灵感，广袤与肃萧是我对西北地区的最初
印象，通过移步换景深入体会这一地区独特的历
史与人文，打破对西北地区固有印象的同时，也
在构建一个自己艺术视角下的新轮廓。”作品质
朴自然，亲切有质感是突出特点。

获得一等奖的油画作品《我家住在黄河边》，
作者马飞龙作为本土画家，努力将宁夏本土人文
风情和精神风貌展现给世界。他的系列作品《我
家住在黄河边》，描绘的是最平凡最动人的生活
场景——黄河岸边人家的捕鱼劳作，经过艺术加
工，那些性格憨直，生活简朴，仁爱善良，忍耐克
制，生活里的土地和人民，被活灵活现地呈现在
画面上，积年累月风吹日晒下人物皮肤的质感，
质朴而深邃的眼神都是真实写照，人与鱼，也变
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油画家王骞的《大河·问鱼》画面轻盈而平
衡，他表达了自己的创作心声：“中华民族自古就
有天人合一的精神理想，而我认为‘天人合一’就
是学会和自然对话；这个场景当然是虚构的，但
它也能够表现一种和自然沟通的渴望；我认为‘表
面化’是现代绘画和古代绘画一个非常重要的区
别，我希望将绘画过程中的每一层都呈现在画布
之上，这是绘画之所以为绘画的重要证据之一。”

一直从事综合材料创作的画家马丽茵，参展
作品《春山入黛》，以贺兰山为主题，画面运用厚
重材料表现山体粗粝层叠，并营造出层次丰富的
视觉效果。她说：“贺兰山是我这几年来创作的

主要题材与灵感来源，已经形成了以贺兰山为主
题的系列性创作，所以这次的作品仍然以描绘贺
兰山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为创作内容，并且还会
一直持续下去。”面对作品“厚重感”的特点，她也
直言，厚重感是她作品中一贯的特色，这不仅由
于作品画面本身所采用的厚重材料所致，同时也
是她个人比较偏好的风格，她喜欢“有力量”的作
品。“这种力量来自内心的情感与强烈的自我表
达的需求，在最近的作品中我也在探索厚重与轻
薄之间的有趣对比，希望从中找到更多创作的可
能性。”她说。

青年画家边静参展的油画作品《格物 2》，以
写生为主要创作手段，以大地色作为主色调，渲
染安静的质朴之美，可能只有包罗万象的大地色
才能承载自然的丰厚。人物模型以棉麻材质衣
服装扮，再以麻绳贯穿画面，寓意画面元素之间
千丝万缕的关系。“格物系列”是作者较为喜爱的
一系列作品，是对形式感的一种探索，色调与画
面构图不张扬、不高调，系列之中的每一幅作品
既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又在形式上共同构成一个
整体。她表示，在宽敞的空间内，自己可以对室
内的物品随心所欲地摆放和布局，自己像一个导

演，操控着自己的舞台，不断地彩排和纠正，直到
使之构成自己满意的模样，才得以呈现在画布之
上。画面中的事物都是现实中一些不起眼的真
实存在，她把它们用极端的方式重新审视时。这
些呈现客观而真实。它们的组合与联系又是主
观非现实的再创造。题材的真实与画面呈现的
荒诞，即矛盾又和谐。她的创作从来不太在意大
众眼中所谓的“美”，所思所想，或紧张、或束缚、
或趣味无穷，所有的创作无不展现着一种对自
我、对生活的态度，趣而素朴、拙而规整。

宁夏青年美术作品展期待自身成为这样一
个载体：用绘画记录时代，表达个人思想。本届
展览是对宁夏美术界青春力量的一次检阅，很多
作者是应届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除了这
些年轻艺术学子之外，从整体上观之，入选作者明
显趋于年轻化。笔者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展览中
具有创造性、未来性、思考性的毕业作品以及作
者，寻觅展览中具有启发性的作品以及艺术家，开
展更多具有话题性、内涵性、价值性的观察和讨
论，让美术作品带来更多视觉之外的文化张力。

作者简介：马燕，宁夏美术家协会会员，宁夏
美协第七届美术理论艺委会秘书长。

青 春 的 力 量
□ 马 燕

夜班进行至凌晨 3时，我已有些疲倦，透过办
公室窗户，夜色漆黑、浓重。突然觉得，夜空中该
有一轮圆月，或者月牙，可偏偏没有。惆怅之余，
思绪回到以前。

那是 2003年一个酷热的午后，学校突然放了
假，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收拾了各自的书包，有
些恐慌，却似乎又有些兴奋地往家跑。一时间，
漫山遍野的山坡上，满是背着书包的小孩子，说
着，跑着，笑着，包括我和弟弟。

“小碎怂，不赶紧往回跑还说啥着呢！”
在通往村子的山头上，大家被突然的“呵斥

声”镇住了。孩子们定睛一看，几乎异口同声喊
道：“是民强爷爷！”

“民强”是弟弟的学名，爷爷说取自“国富民
强”一词，但是爷爷又时常念叨说“民强了，国家
自然会富。”总之，弟弟的这个名字饱含着爷爷对
国家的热爱和对弟弟的期待，寓意甚好。在老
家，但凡家里有满地跑的娃娃，大家都习惯给家
里的大人冠以“某某爷爷、奶奶或某某爸爸、妈
妈”的“名讳”，并不以长辈们的真名相称，且多以
家里男孩子的名字优先。

待其他孩子在爷爷的呵斥声中向家里跑去

后，我和弟弟才惊奇地问爷爷，为什么要坐在山
头上，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放学了……

爷爷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习惯性地脱下他那
露着脚趾头的老布鞋，在旁边的树上磕了磕尘
土，给我垫到屁股下面，然后望着远处的山和庄
稼田，熟稔地边卷老旱烟边慢吞吞地说：“有传染
病了，说是叫什么‘非典’。村上让我守在这儿，
不让外村的人进咱们村子，也不能让咱们村里的
大人娃娃出村子……”

“爷爷，这病很吓人吗？”
“嗯，说是严重的话能要人命。”
“你们两个快回去，不要到庄里乱跑，不要找

碎娃娃耍……”
我似懂非懂地和弟弟背着书包往家里走，不

经意回头，爷爷头顶稀疏的白发在风中摇摆，露
出光亮的头顶。

回到家，奶奶正蹲在厨房门口给爷爷熬罐罐
茶，过年时喝过饮料的易拉罐已经被火炉里的烟
熏得漆黑无比。奶奶边掏出裤兜里洗得发白的
手绢擦着额头的汗珠，边一罐接一罐地往爷爷的
老茶壶里倒茶，不住念叨着，满是忧虑。

老茶壶装满后，因为担心弟弟太过调皮会把

茶水弄洒，也怕弟弟被滚烫的茶水烫着，奶奶嘱
咐我拿去给山头上“值守”的爷爷。8月午后三四
点的阳光还是很毒辣的，照得大地疲惫不堪。枯
黄的玉米秆似乎承受不住一个玉米棒子的重量；
蔫掉的洋芋蔓没有一点生气地耷拉着干枯的叶
子，全然不顾脚下裂了缝的土地里，埋藏着怎样的
喜悦；不挂一片云彩的天空瓦蓝瓦蓝的，不见鸟飞
过的痕迹。放眼望去，远处山头上被糖尿病折磨
得黑瘦黑瘦的爷爷，像极了一只“老猴子”，头顶秃
亮，耳朵瘦尖，沧桑而略带喜感。

看我走得气喘吁吁，爷爷远远喊着：“缓
缓……缓缓再走……”可是，孩子天生是叛逆的，
爷爷越喊，我越爬得快，咬着牙也要爬。直到一抬
头，满眼都是山峦重叠的风景与一望无边的天际，
划过脸颊的来自山谷的风，以及望着我的爷爷。

我喜欢坐在山头上静静地远眺，尤其是坐在
爷爷身边。那一刻，微风里总会飘着爷爷的旱
烟味儿，也飘着稻谷的醇香。那份独有的美好
与凉爽，不论何时回忆起，都会让我的内心无比
平静与坦然，似乎生活的苦难与不顺从不曾将
我为难。

至于“非典”什么时候结束的，我已记不太

清。只记得爷爷每隔几天，都会抽空去山下的村
子一趟，找一个叫“仲家”的赤脚医生，赊一种叫

“板蓝根”的冲剂给我和弟弟喝。那是一个印着
草药图案的白底硬塑料袋，里面装着很多和大袋
子图案一模一样的小袋子，小袋子里装着像鱼食
一样的颗粒，干舔着吃很甜，冲水喝也甜。但是
爷爷奶奶从来都不喝，我问为什么，爷爷总是倔
强地说：“我一把老骨头，不怕死，不用喝！”见我
神情紧张，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是给小孩子喝的，
大人不用喝……可是，我明明见邻居家的大人也
在喝。

大概爷爷至今也不知道，没有父母在身边的
那段岁月里，我是多么害怕听到有关他和奶奶

“会死”的话语。就如同那时候的我和弟弟，永远
不知道爷爷的病有多严重，兜里到底有没有钱。

爷爷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土添了一年又一
年，没人再提“非典”这个词。只是在一个早晨，
家人突然告诉正在坐月子的我，小区有人值守
了，是为了抗击新冠疫情。隔天，远在甘肃老家
的爸爸给我打来视频电话，他正裹着厚厚的军大
衣，戴着暖帽，搓手跺脚地站在村口新修的公路
路口，说村上派他在村口“值守”。挂了电话，我
心里顿生担忧。

好在如今疫情退去，结束产假的我正常回到
了工作岗位上。

那一天，走在熟悉的上班路上，我感觉到阳
光从未有过的美好与珍贵，自由与热烈。

守 候
□ 林 鹿

如老友重逢，如故地重
游，旧书重读，别有一种
味道。

近日搬家，电话中与搬
家公司谈价格时，搬家公司
询问了家电、家具等数量
后，很快报出了让我们有点
吃惊的低价。但当他们上
门，看到一袋袋的书籍后，
哭笑不得：虽然家电、家具
很 少 ，但 这 书 也 太 多 了
吧？搬起来费劲得很。老
婆跟搬运工说，每次搬家
前，她都会趁机清理掉一
批旧物，唯独我的这些旧
书，一本也不敢丢。因为
她知道，我这个书呆子把
书看得比啥都重要！

旧书搬进新家后，老婆
吩咐我 3天内一定将它们归
位摆放好，免得影响新家的

“形象”。让老婆万万没想
到的是，我把旧书归位摆
放的过程，变成了旧书重
读的过程：从袋子里每拿
出一本书，都要翻翻，有时索性就地而坐捧
读起来……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没
有完成旧书归位摆放的任务。

我的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旧。我从来不
像一些人，将成套成套的名著买回来，摆在书
架上充“脸面”，他们的书甚至连包装都不拆，
一尘不染。我的书一定都是翻“烂”了的，破旧
得很。而且我喜欢在书上“乱涂乱画”：随手写
下三言两语的读后感；遇上精彩的段落、句子，
划上重点符号；甚至将买书、读书时的心情也
在书的空白处留下来……旧书重读，恰如初恋
重逢，许多陈年往事都会从留在旧书里的各种
印记里浮现出来。

如今，无纸化的电子阅读模式盛行。地铁
上、公园里到处都是捧着手机看电子书的人。
只是，那些读书时的心情、感想，和读纸质书时
一样吗？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
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我还是一样
喜欢你，想与你到白头；我还是一样喜欢你，只
为你的温柔……”窗外又响起歌曲《听闻远方
有你》。我忽然想到，我和我的旧书之间的情
感，不也正是这首歌所表达的？

旧
书
重
读

□

明
伟
方

想读诗的时候
天色已经很晚了
看着书架上昏黄的书脊
我抽出一本唐诗
又换了一本宋词

我从婉约翻到豪放
又从诗人的得意读到失意

从晏殊柳永的柔情缱绻
到陆游岳飞的金戈铁马
家国情怀与儿女柔情
一次又一次的豪迈与怅惘

我还想去读拜伦 雪莱
可一转身
看到的却是你的诗章

雪漫过我的生活
你漫过了我的世界
就在今天
在我想读诗的时刻

想读诗的时候
□ 刘新宁

绽
放

墨
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