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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传统提倡“文史哲不分离”，
文史哲融为一体、化而为一的境界，是理
解中华文明独特的心灵结构、情感空间、
思维特征的一个关键。

优秀的作品，将艺术之审美、文学之
情意、史学之时空、哲学之问思紧密结合，
在相互交融中对人们的精神情感世界进
行整体性的体验感悟，六盘山文艺副刊力
求向这个美好的境界不断努力。

编辑大量选稿，精心改稿，坚守版面
质量，积极邀约本土作家撰写原创、首发
好稿，以正能量加强副刊版面引导力度，
提升报纸文艺质量与文化品质。

《油画“礼赞黄河”创作谈》，深刻挖掘
黄河对艺术创作研究的重要意义。绘画
是艺术家对人生、生活、自然与艺术的态
度，将内心的情感具象化，通过作品呈现
出来。艺术创作具备个人独特的风格和
语言，创作者追求的不仅是画面能够达到
一定的艺术高度，更是能够与观者产生情
感心灵上的共鸣。

《生命的辨识度》，提出做有美的辨识
度的人是每一个个体的奋斗目标。这就
要求我们不但要能辨识他者，而且要能辨
识自我，更重要的是要能辨识义理。义理
是关于人事物的意义和道理，是合于一定
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通俗来说，辨识义
理就是要能辨识好恶美丑、真假智愚、公
平偏私、正义邪恶，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
对人民有益的人。

《柳树礼赞》，歌颂柳树不怕狂风暴
雨，不畏电闪雷劈，刚强不屈、从容淡定的
傲然之气。杨柳既没有白杨那高大挺拔
的身姿，也没有松柏的伟岸雄浑，像出生
贫苦家庭的孩子，吃苦耐劳，在生活上没
有过多的要求，无限地伸展着生命的触
角，遍布于乡村、城市，扎根于荒原、大漠，
精神可嘉。

《出海》，表达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渴望
和与巨浪同在的勇气。《春望》，描摹故乡
桃花，灼灼其华，浪漫的信使，丰饶塞上。
作家们以诗歌赞美劳动者，展现同心奔小
康、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

黄昏临近
风从四面吹进渔港
高耸的桅杆上扯满篷布
渔夫们迫切地起锚扬帆

海面上响起歌声
海潮啜饮静谧

渔夫歇坐在甲板上
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心中依旧装满阳光

每个人心中有一片海
只是缺少出海的渴望
与巨浪同归
在幽寂的路上寻找生命的宽广

出 海
□ 高正平

惊蛰时节春雷响亮
一场春雨 湿润着
干枯的草木

万物生灵
张开沉睡的眼睛
故乡桃花 灼灼其华
浪漫的信使
发出邀约

此刻塞上江南
沃野千里
壮美的河套平原
春色满园

春 望
□ 刘心宽

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是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被视为中华民族和民族精神的象
征，黄河滋养着千千万万的黄河儿女。黄河儿女
们在黄河的滋养下生生息息，以各种各样的方
式，为黄河的文明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真正具有时代性的艺术作品，要体现出创
作者对这个时代的真切感受与深入思考。

我从 2018年开始挖掘创作以黄河为主题的
绘画作品，创作了《丰年图》《吉日》《黄河人家》系
列作品，这类作品以黄河“几字弯”沿线农村生活
场景为主要表现形式，风格已趋成熟。其中《丰
年图》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收藏，《丰年图之三》被
深圳大芬美术馆收藏，作品《黄河人家》入选《天
下黄河—中国百名油画家主题作品展》，展览由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先生担任总策划，历
时 6年，在 9个省（市）巡展 4年，《黄河人家》在展
出期间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也是我个人创作
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礼赞黄河》查阅大量资
料，翻阅绘画书籍，请教书画名家，凝聚大量心
血，整个创作历时 13个月，最终以饱满的完整的
振奋人心的效果呈现给观者。

《礼赞黄河》是继《丰年图》之后的又一次以
“黄河大丰收”为主题的大尺幅创作，作品高
230cm、宽 190cm。场面壮观宏伟，运用表现性的
创作手法，有意减弱具象写实的造型要求，更注
重神似的发挥。整幅作品以红、黄、黑、白为主色
调。黄色为背景色，是炙热的阳光下一片热火朝
天的劳动场景。人物造型质朴凝练，高度概括，
形象更符合西北地区人的精神面貌。造型上略
微夸张变形，人物饱满坚实，体格健硕，宛如磐
石，既有地方特色又贴近现实。人物服饰以大

红、黑、土黄、蓝色为主，农忙时常佩戴着金黄色
草帽和毡帽。服饰的演变与西北干旱少雨，昼夜
温差大的气候有紧密联系。装满粮食的白色麻
袋，在画面中既有透气的作用，又体现了丰硕的收
成。整幅作品色彩运用大胆而丰富，鲜明而深沉，
笔触细腻，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画面中的人物
表情、神态、动作各不相同，但都经过了反复的推
敲打磨，每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姿态达到
了统一和谐，从而产生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作品从多个维度来阐释主题。画面的背景
是 5孔窑洞，窑洞是中国北部黄土高原上居民的
古老居住形式，是黄土高原的产物，它沉积了古
老的黄土地深层文化。窑洞上红色的五角星耀
眼夺目，是中华红色文化元素的典型代表。

以乡土为主题的创作往往具备真实、质朴、
温厚、沉重、凝聚的画面气质。黑红色的皮肤是
日积月累太阳暴晒形成的，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印
记，与金黄色的背景形成强烈的对比。人物憨厚
淳朴，直爽豪放，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红色
脱粒机轰轰作响，金色的玉米粒像黄河的水一样
喷涌而出，人群中有拿大宽铁锨把玉米添进脱粒
机里的，有拿扫帚把飞溅到周遭的玉米粒扫回到
玉米堆上的，有给装满玉米的袋子扎口结的，有
剥玉米筛玉米粒的，有往车上搬运沉甸甸袋子
的，有送饭送水的老人，有欢呼雀跃的孩子，还有
系着红领巾的少年……丰收的喜悦在秋风中荡
漾，硕果累累的景象如诗如画，这是大自然的恩
赐，这是劳动者最美好的时刻。他们为丰收忙碌
着，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常年与黄土打
交道，与黄土融为一体，他们平凡又伟大，他们像
高唱的花儿一样，响亮又充满活力。

黄河流域土地肥沃，华夏儿女勤勤恳恳，坚
韧顽强，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者，成熟稳重睿
智从容的中年，勤劳节俭善良朴素的妇女，风华
正茂朝气蓬勃的少年，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
童，他们既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是世世代代祖
祖辈辈黄河儿女的缩影。靠天吃饭早已成为历
史，现代化农业技术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从
原始的狩猎采集，到现代的农业科技；从被动地
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到主动地种植各种粮食蔬
菜。他们依赖自然，敬畏自然，在千百年的历史
更迭中学会与自然和谐共生。上下五千年的文
明，如同沉甸甸的果实，浸润在这片土地上，人们
对未来充满期待和信心。

画面正中心是一台大红色的收割机，上面有
两个字眼格外醒目，一个是“丰”字，另一个是

“2021”。“丰”代表着大丰收，粮食丰收就可以吃
上饱饭。2021年是我们国家脱贫攻坚取得全面
胜利的一年。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农机的投
入为农民提供了更高效、便捷的丰收方式。红色
的收割机是新时代我们掌握科技的力量创造出
来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见证。农业科技的应用
不仅提高了产量，还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强度，让
农民们更好地享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
画面里金色的种子从红色的脱粒机中喷涌而出，
像金子一样熠熠生辉，一粒粒种子饱满而结实，
粮食堆砌成一个个金子般的小山，玉米象征着中
国农村的丰富资源，而这个堆积如山的画面，则
代表了农民的辛勤付出。秋收时节，丰收的喜讯
传遍黄河两岸。农民们的辛勤劳作，现代农机的
投入，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共同构成了中国农
村大丰收的美好画卷。

画面共有 75个人，寓意新中国成立 75周年，
这个数字的非同寻常意义，体现了中国在实现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道路上取得了巨大
成就。另一方面出现的 75个人像你我，由年少
懵懂的孩童成长为像父辈们一样顶天立地的男
子汉，像父辈们在坚实的岁月里撑起的伟岸天
空；是我们在理解感悟生命的真谛后恰好与年少
时光的重合，仿佛穿越了时空，与过去的自己相
遇，感受到了岁月的温暖，每一个场景都勾起了
我内心深处的情感。

位于画面正中间的三角形在整幅作品的正
中心，也是视觉重心，构图上极具稳定性，脱粒机
中喷涌而出的种子也对应着正下方农民饭碗中
满满盛放的粮食，一个细节其实是整个作品中至
关重要的一个点，将整幅作品的思想主题很好地
表现出来。画面中出现的背篓、簸箕、石碾、扫把
与现代化农业机器碰撞出新的火花，这是千百年
来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的演变，同时向全世界证明
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曾困扰中国的贫困问题得
到历史性解决。

创作过程中三百多个日日夜夜与画面两两
相望，总使我思绪万千，内心澎湃。从创作初期
的小稿子到画布上的反复调整打磨，无数个夜里
通宵达旦，整个创作过程虽漫长艰辛，但我的内
心却丰盈而喜悦。我总有太多的话想倾诉，我感
受到新时代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就是创作
出优秀的作品来回馈社会，回报人民。同时也更
真切地看到日益成长不断精进的自己，希望通过
作品传递的情感和主题激励人们追求真善美。

作者简介：马飞龙，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油画学会会员，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创作员。

油画《礼赞黄河》创作谈
□ 马飞龙

小区旁边有一个公园。公园不算大，但里面
树木葱茏，还有一个七拐八弯的如意湖，加上几
座小亭，两孔小桥，是一个不错的休闲处。我在
闲暇的时候喜欢来这里走一走。徜徉在湖边的
小路上，一边是被绿色渲染的苍翠欲滴的树林，
一边是被微风轻轻拂动着涟漪的湖水，此时此
刻，便觉得尘虑全消，心旷神怡。

我喜欢绿色。吸引我时常来这里漫步的，就
是这里浓郁的绿色。

冬天，我所在的这座塞北小城，阔叶木叶落
枝枯，变为灰色。即使那些植在路边的松柏树，
也没有了往日的苍翠。在这样的环境中漫步，我
的兴致所剩无几。记得有去岁冬日，我穿过小
山，越过小亭，来到湖边时，未料这里的柳树令我
眼前一亮。

柳树，本也是一种落叶树木，到了寒冬季节
树叶落尽，一般会变得光秃秃，但柳树不是这样，
那些枝条上始终留有柳叶。北风中的柳树，虽然
纤柔，却呈现着坚韧风骨。在寒风凛冽的冬天，
那些已经显得十分苍老的柳叶，总是迟迟不肯离
去，它们一定要等到柳枝上长满了一串串嫩绿的
新叶时，才依依不舍地飘然离去。

整个冬季，朔风是北方的主角。一些植物为
了在朔风的蹂躏中生存下来，会竭尽全力地用自
己的方式对抗着物竞天择的法则。除了通过演
变进化，用层层武装保护着生命的芽孢外，还会
施以小心翼翼的“谋略”。在朔风还没完全退去
之前，决不轻易打开保护生命的帷帐，而是耐心

地等待着温暖阳光的召唤。而柳树，每当春寒料
峭时分，枝芽就会默默涌动，绽放着春意。柳树
展现春色，是勇敢的，也是迅速的，没有望而却
步、犹豫不决的胆怯。它要做，就做春天的第一
个报晓者。

柳树，既没有白杨那高大挺拔的身姿，也没
有松柏的伟岸雄浑，它像一个出生贫苦家庭的坚
强的孩子，吃苦耐劳。没有过多的要求，无限地
伸展着生命的触角，遍布于乡村、城市，扎根于荒
原、大漠。它不怕狂风暴雨，不畏电闪雷劈，在逆
境中，自有一种逆来忍受、刚强不屈、从容淡定的
傲然之气。

柳树谦虚柔和，不张扬，不傲慢，给人以一种
温文尔雅的感觉。清风徐来，柳枝轻拂，走在树
下，柳叶偶尔会掠过面庞，人们总喜欢伸手抚弄
一下柔软的枝条。柳枝总是向下垂挂着，不争不
抢，与人为善；有着但求生存，莫问前程，不计得
失，一切随缘的情怀。

柳树不强求，朴实无华，随遇而安。像劳动
人民一样，有着独特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这
些特征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压不垮、打不倒，坚
强不屈的精神吗！

柳树，活得洒脱，活得有滋有味。我赞美柳
树，更崇敬柳树！

千千万万的树木中，柳树并不出众，在世人
眼中再平凡不过的树，却用它顽强的生命力，给
人间送来了一年最长、最多的绿色，让世界充满
了生命的活力。

柳树礼赞
□ 王亚萍

一声咳嗽有力地穿过暗夜的厚墙与犬吠的
洪钟，让年少的我特别喜欢冬夜的宁静与温馨。
每每此时，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咳嗽声就是
父亲的辨识度，这种声音不是疾病的表征，而是
令我心安的糖丸。

小时候，父亲有忙不完的活，白天黑夜、晴天
雨天、春夏秋冬，无情地剥夺了我与父亲相处的
时光。乡村山多地小，生活生产依靠肩挑背驮，
人就显得出奇地忙碌。我翻看过父亲的大集体
时出工事项，几乎没有哪种劳动不需要人力。烧
土灰、修圳割、造林、担牛粪、担塘泥、捁秧田、扯
秧青、犁田莳田、耘田扯稗、打农药打禾……看得
我心痛无比。

包干到户后，由于我家孩子多，父亲依然忙
碌不休，在一起享天伦之乐可谓是奢侈。夏秋
两季农事太过苦累，小孩也要承担超出力所能
及的劳动，我虽然可以与父亲在一起，但毒阳炙
烤下的艰辛劳作，没有丁点劳动美感，更谈不上
天伦之乐了。唯有冬天农闲时光，才催生了我
与父亲共处的强烈渴望。寒风漫起、山野萧瑟、
村舍明暗、禽畜归栏，间或细细冷雨一洒，把调
皮的小子们赶回了家，我就愈发期待父亲的咳
嗽声。父亲还是手艺人，冬天农闲时帮人家建
房子，我们的学费就是他这一泥刀一粉铲给挣
来的。有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爷爷的爷爷的
爷爷是全村几百年间最有学识的名士，当地知
府曾赠他“虎观奇才”等旌匾，一时风头无两。
可是我父亲的爷爷却没落成长工，我爷爷三兄

弟还算争气，通过精湛的泥瓦技术改变了家境，
徒子徒孙遍布湘赣邻近三县，我家成了泥瓦匠
世家。

泥瓦匠的重要标识是挎一个工具包，泥刀、
吊尺、大小粉铲是标配，父亲的帆布工具包十分
扎实，陪伴父亲整个人生，为我家立下了汗马功
劳，至今还保藏在老屋，看到它，就像看到父亲，
它让父亲的辨识度扛住了岁月的侵蚀而日益清
晰明亮。除了工具包，父亲的咳嗽声、洁净挺阔
的衣服、背头发型，都提升他的辨识度，也让我在
冬夜寒鸦声里，坚定地等待着那似霹雳、似清乐、
似摇篮的咳嗽声。清晰记得父亲的仆仆风尘、慈
爱目光，还有他专为小妹讲述的极为生动怪诞的
故事，小妹在这特有的“摇篮曲”中入睡，我获得
了天伦之乐的满足。

说到摇篮曲，自然就想到母亲。我问 13岁
的儿子：“你觉得刚出生的婴儿是先辨识出自己
还是别人，是先辨识出人还是事物？”他回答说是
先辨识出别人，而且是先辨识出事物。我接着问
他是先辨识出什么事物，回答说是奶瓶。我表扬
他说：“你这方面达到了黑格尔和萨特的水平。”
不论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奴隶主与奴隶
的辩证关系，还是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他者

“凝视”下的个人自我形象的塑造，都强调“他者”
对于主体“自我意识”形成的本体论意义。心理
学认为，自我是个体对其存在状态的认知，包括
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人际关系及社会角色的认
知。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

外的一切人、事、物。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
中指出，他者同上帝一样具有他异性，可以绝对
且无限地存在于自我意识之外。正是因为此，他
者对自我的形成非常重要，在与他者的差异中，
自我才有了真正的自我。

儿子回答中的“别人”“奶瓶”对婴儿来说就
是他者，婴儿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地辨识他者，
慢慢定义自我、建构自我和完善自我，这其实也
是对自我的一种辨识。宇宙世界中的人事物变
动不居、丰富多彩，对于他者的辨识是无极限的，
穷尽个体的一生也无法辨识清楚，所以，对于自
我的辨识也是无极限，不能穷尽的。

母亲给我的辨识度是她劳动的身影，拔秧
苗、割稻子、拾草、筛米谷等是母亲给我最强烈
的印象，尤其是母亲上山把一捆捆的青草与竹
子背回来，其辨识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峰。
常人半天只能弄回 1—2捆竹子，母亲变戏法似
的可以弄回 5—6捆。母亲的吃苦精神可见一
斑，同时也彰显了她强健有力的体魄。40多年
来，这就是母亲给我的最鲜明的辨识度，我也愿
意让如今 80多岁的母亲永远闪耀在这个辨识度
中，它让我觉得母亲依然可以充满活力地护佑
着这个家庭。

在母亲的护佑下，我茁壮成长，从一个婴幼
儿变成少年、青年，如今已是当门顶户的中年父
亲。在这 40多年的成长中，我不断地辨别认识
他者，不断地辨别认识自我，不断地辨别认识义
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辨识能力和被辨识能力的

人。有辨识能力是强调自己的认识能力和识别
能力，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中发现它们的
一般特征和本质规律，明了他们的不同之处与功
能作用，尽可能让合适的事物为自己所用，为自
己的顺利成长和学业事业助力；能够从千百万人
中去了解他们的性格、脾气与好恶，远小人亲贤
人，向德才兼备的前辈请教，向好学亲善的同辈
学习，向奋进明理的后辈靠近，使自己的人生路
少一些坎坷多一些平坦。有被辨识能力是强调
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辨识度。

辨识度是音乐中的常用概念，指音色本身的
辨识度和歌曲处理方式的辨识度，音色是天然辨
识度，如同一个人的外貌一样，长得很美或很丑
都有辨识度。美的方面，如貌比潘安中的潘安、
宋玉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的西施、王昭君、貂
蝉、杨玉环等；丑的方面，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敲
钟人卡西莫多等。当然，天生的外貌不是个体辨
识度强弱的决定因素，主要在于内在的道德品格
与才华能力，辨识度有一个美丑善恶的问题，人
类历史长河中需要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个体，他
们无一例外具备内在美的辨识度。秦桧、希特勒
等有很强的辨识度，那是恶的辨识度，被钉在历
史的耻辱柱上。晏子、东方朔、左思、李贺、王羲
之、苏东坡、文天祥等是靠内在的品格和才华形
成强烈的辨识度，这是美的辨识度，为万世所
颂扬。

做有美的辨识度的人是每一个个体的奋斗
目标。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能辨识他者，而且要
能辨识自我，更重要的是要能辨识义理。义理是
关于人事物的意义和道理，是合于一定伦理道德
的行为准则。通俗来说，辨识义理就是要能辨识
好恶美丑、真假智愚、公平偏私、正义邪恶，从而
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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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辨识度
□ 刘建华

蝶恋 陈佩秋

蛰伏梦醒喜人心，
把笔吟诗赞暖君。
草长莺飞随处见，
满园花树满园春。

春分寻春（新韵）

□ 陈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