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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在陕西省建筑构件厂团委
工作，读报读到“恽代英”时，读成了“恽
（hun)代英”。在座的席政说：“小马，那
个字不读‘hun’。”“不读‘hun’读什么？”
席政没有说。他是为我留点面子。

我是个好面子的人。读报结束，各
团支部书记都回了基层，我却坐不住了，
赶紧拿出字典查了起来。当然读什么大
伙儿已经明白，我就不多说了，但自尊心
让我羞耻了很长时间。那会儿《中国青
年报》每期都有一个火柴盒那么大的地
方，登载“容易读错的字”。我便顺手剪
了下来，压在玻璃板底下，认真读、认真
记。时间久了，玻璃板下全是“容易读错
的字”，满满当当。

我自此发现，有些好学的人来了，看
见玻璃板下这些字，会认真地看上一会
儿，而有些人则不然，熟视无睹。我那时
由于喜欢自学，颇受教育科科长赏识。另
一位也在机关工作的青年说：“他在团委，
有时间。”教育科科长是个直性子，不像
席政批评人那么委婉，他毫不留情地对那
位青年说：“你没有时间？”是啊。大家都
在机关工作，都是八小时工作制，业余时
间都一样。一个有时间，一个没时间，显
然是借口。关键是你把时间用来干什么？

中国汉字量大，读不准或者容易读
错，这是难免
的，也是可以
理解的。即使

像我这样热爱文学，又当过十年杂志总
编，时不时爱查一下字典的人，仍然会经
常出错。有年去商洛，说到“商山四皓”，
我就说成了“商山四鹄（hu）”。同行的张
敏娜女士当场指出，令我面露赧色，一时
无颜。类似这种错误，心理学上叫“识记
不准”，就是第一次没有记准确，以后则
会屡屡读错。这种错误还不好纠正，因
为它不是不认识而读半边，是根本没有
认识，此字认成了彼字。这是心理学问
题，有后天形成的习惯，也有先天遗传的
不足。当然专业文字工作者不能以此为
借口。错了就是错了，脸红到臀部也不
能寻找理由 。

记得李建军曾批评一位名家将《祝
福》写成了《祥林嫂》，这位名家的朋友为
其开脱，说“祥林嫂”是主要人物，可代表

《祝福》。人们知道祥林嫂是鲁迅书中的
人物，但并不等于书名就是《祥林嫂》。
因为翻遍《鲁迅全集》，都找不到《祥林
嫂》这部书。

这是常识性错误，但也是错误。过
去出版社的校对都有标准，差错率不允许
超过万分之一。现在出版比较混乱，这方
面不严格，校对水准低下，像这种常识性
错误都校不出来，结果让名家丢了人。

不过话说回来，校对不是万能的，有
些错误还是要作者去提前消灭。我过去
当主编时，有个编辑的稿子经常出现错
别字，我批评他，他便找借口说，有校对

哩！我说，校对的依据是你编的稿子，你
错了，他也就错了。校对的水准并不一定
要在编辑之上，校对也不是百科全书。闻
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编正确了，他
校不出来，是他的错，但他根据你的稿子
校过了，错了便是你的错。

其实做文字工作久了，都知道错误
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你如何对待错
误。有人问傅山：“你写字靠什么？”傅山
说：“所恃者中气，所持者敬谨。”文字工
作者其实也要有这种“敬谨”精神。手头
经常放一本字典，或者多问问老师或同
事，许多专业性的东西甚至还要求教专
家。搞书法的人，难度比一般人更高，繁
简要区别，不能混用。繁体字一字多义，
不能混淆。这看起来很难，但只要勤快
一点儿，不懂的或弄不准的 ，查查书籍
或字典。养成这个“举手之劳”的习惯，
错误或许就要少很多。

我的许多错别字或常识性错误，就
是通过不停地查阅相关资料，才巩固下
来的。有些人爱说自己记忆力差，我认
为也是借口。如果还没有到失忆的地
步，那你就要继续坚持查字典，一直查到
失忆为止。

古人云不耻下问。现在许多人连上
问都懒得问，甚至拒绝指谬。你给他指
谬了，他便认为是与他过不去，让他难
堪，丢了人。闻过则喜，在他那里，简直
成了文过饰非。

当然这是一般人的心态也倒罢了，
但他是个名人或更大的人物，事情就会
变得复杂起来，其影响面就要广泛得
多。这让我想起了猴子的屁股，它蹲在
地上的时候，人们是看不见的，但爬到了
高处，就暴露无遗了。

由 袁 斌 叠 彩 长 卷由 袁 斌 叠 彩 长 卷《《 大 岭 记大 岭 记》》说 起说 起 □□徐志刚徐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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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塘 新 雨 后

很高兴看到袁斌先生这件纵 50厘米、宽
700厘米的巨幅叠彩山水长卷《大岭记》。长
卷作为传统中国画的装裱体式，又称“手卷”
或“横卷”，属横幅的一种。黄公望的《富春山
居图》和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都属此类。

袁斌的《大岭记》绘于 2018年深秋，在谈
及《大岭记》的创作时，他这样写道：“我生在
秦岭这片土地，身为秦岭人出岭入岭，长年往
复于此。听岭之声，观岭之形，在岭之傍，依
岭之居，饮岭之水，与岭形影不离。岭已深深
侵入骨髓，埋藏于我心。”在《大岭记》里，袁斌
给我们呈现出的是秦岭深处清凉如仙境般的
山水——生机勃勃、清新透明、华滋靓丽、郁郁
葱葱，是经他精神和心灵淘洗过的灵异世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毕业于陕西师范大
学的袁斌，就职于西安中国书法博物馆，创建
了叠彩画馆。他幼承家学，酷爱书画。大学
期间，袁斌曾广泛临习传统中国绘画，敦煌壁
画等经典之作汉魏古风及楼兰、敦煌残纸，摩
崖石刻。篆刻在广研汉印、古玺印的基础上，
对齐璜和吴老缶更是情有独钟；有自己较强
的诠释风格。作为一位集书、画、印于一体的

“三栖”艺术家，他以书入印，以篆入画，绘画、
篆刻和书法相互滋养。平日里，他注重对其
他碑帖善本及相关艺术门类的学习、涉猎和
研究，行万里路，破万卷书，“废纸三千”“闻、
思、修”三位一体，学养结合，才最终成就了其
极具自家面目的袁斌叠彩画。

作为袁斌叠彩画十余年近距离的观者，
说起袁斌叠彩，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叛逆。

袁斌叠彩一改中国绘画以水墨为主的习
气，借鉴中国画“积墨”和“浓破淡、淡破浓”等
诸多墨法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的用色方法，
以彩为主、以墨为根、层层叠加，以篆籀之笔
入画，在保持对传统清醒认识的同时，突破并
逃离传统，入古寻典，大胆扬弃、大胆发掘重
构，其叠彩画的面相和艺术风格都与常人大
相径庭，令人耳目一新。

袁斌叠彩给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唯美。
叛逆之外，唯美是袁斌叠彩最主要的特

点。观袁斌叠彩画会给人以宁静靓丽、澄净
浑朴的整体感觉，袁斌叠彩的用彩虽层层叠
加，但画面依然清新、典雅、亮丽，君臣佐使相
得益彰。驻足画前，你会被画面那禅意般的

诗境所感动；绘者对大自然的渴望和向往，以
及在画里所表现出的心灵之澄净和超脱，着
实让我羡慕。袁斌其人虽朴实内敛，不事张
扬，但绘画的总体艺术风格却是超浪漫和极
具张力的。他所表现的艺术思想，就是回归
至原始朴实清新的自然世界，如同佛之西方
极乐，道之无为自然，即所谓没有烦恼和忧
愁。正如《大岭记》这般，俨然就是绘画版的
《桃花源记》。

袁斌叠彩给我的第三个感觉是智慧。
当下，在画家不得不回答“画什么”和“如

何画”等其艺术实践中诸多求新求变的问题
时，不论他认知如何？都会淋漓尽致地在其
艺术实践上表现出来。如同一块试金石，像
《西游记》里的照妖镜，任泼猴猢狲七十二般
如何变化，终究会被照见红红的猴屁股。走
一条适合自己、又符合中国传统绘画之艺术
规律和审美要求的艺术道路，说起来不易，做
起来更难。用袁斌的话说就是“所有的把戏
都让先人们玩完了，一个当代画家，走一条自
己的艺术道路比蜀道还艰难”。更何况当下
犹如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书画界，鱼目

混珠，物欲横流、诱惑多多。人被异化时，艺
术也在被异化。在此关键点上，袁斌的艺术
选择和表现无疑显示出了他在艺术上的智
慧——画出大自然本有的神韵、画出世界混
沌初开时大自然那未被污染过的“原始的”自
然美。

作为一个书画艺术家，他不排斥和拒绝
传统，不把自己与传统割裂，在继承的前提
下，不甘心拘泥于前人的法度和范式，始终保
持独立、清醒的艺术思想，直取鲜明的绘画意
向，妄想建构一个属于袁斌个人的艺术范式，
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袁斌叠彩；企图像前人
一样：法由己出，最终成一画之法。这就是袁
斌在对其叠彩绘画追求里所表现出的智慧。

一直以来，袁斌以一个超常冷静的心态
审视着和他似乎无关的书画江湖，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不被物转。从秦岭深处走出
的他，灵魂里蕴含了极强的故土情结，并时
刻梦想回到大岭深处追寻久违了的田园牧
歌。西安城对他来说，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
是活着……袁斌之所以选择叠彩这一与他人
不同的绘画语言，就是源自他心灵深处对故

园的依赖、回归和歌颂，源自他从自己皮肉里
烤出的艺术观。

选择用一些光鲜的亮色和类似于国画
积墨与油画小笔触的方法来描绘自己的家
乡——袁斌称之为叠彩。是袁斌依照自己的
艺术定位和审美趣味，站在有宋以来中国传
统绘画的历史长河中，融汇了老庄等先贤的
哲学思想对他的引领。每当我面对袁斌的叠
彩，就会一下子被画里的纯美意境迷惑。可
悲的是，现实让我们离这美丽洁净、透明安详
的伊甸园越来越远，大岭深处也聒噪不安。
但袁斌是幸运的，他在他的叠彩画里实现了
他精神上对故园的重塑与回归。

为了创作《大岭记》，袁斌前后用了大半
年，长卷上的画面大多源自近三年来他在商
洛家乡的艺术活动、写生或创作。作品上，款
是他自题，卷首印和名章也是他自己篆刻
的。这些，无一不在显现着他较为全面的艺
术素养。诚然，若从中国绘画传统范式上，你
对袁斌叠彩可以有诸多不解。但不容否认的
是，袁斌叠彩所呈现出的整体面目和可能性，
已十分鲜明，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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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十局工会杯

全省职工散文大赛征文选登

我 爱 我 的 祖 国 □□李沙铃李沙铃

究竟是春天了，最先开的是迎春花，
紧跟着脚步的是白玉兰花。之后，桃花、
杏花、月季花，还有知名和不知名的这花
那花也接连登场，把世界都给灌香了。
人居香中，人的心花也开了。

我在春天，读着关于春天的书，却也
想着关于春天的事。比起以往，今年春天
多了湿润，多了温柔，多了绵绵的热。雨
总是下着，阳光总是在雨后笑眯眯地照
着，风总是在树叶和花叶中徐徐地吹着。

人都在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
个日月啊。

就是在这氛围中，我们迎接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70年——壮丽的 70年，
光辉的 70年，奋斗的 70年，创新的 70
年。有谁能不欢乐兴奋呢！

记得，首个国庆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我在青年团西安市委做宣传干事，
手举红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兴高采
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时
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只能从
收音机的大喇叭中，听到毛主席宣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的消息，我受
到极大的鼓舞，眉开眼笑，欢天喜地，感
觉足下每一寸土地都是温暖的。天空、

墙壁、树木、花草，连井上
的绳都热烘烘的，把一个
旧的世界埋在了身后。
面前是新的太阳，新的彩
云，新的山峰，新的河流，
新的歌曲，新的话语，新
的心情。

“我们是新中国的主
人。”回想我们中华民族，
也是曾经的世界强国，经
济达到全球的三分之

一。只是 1840年以后，清朝腐败，列强
欺压 ，特别是遭遇日本鬼子的侵略，国
弱民苦，惨不忍言。我在上世纪三十年
代出生，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打倒日本
侵略者，而且，学无定处，时刻要防鬼子
丢炸弹，一拉警报，即躲进洞中。根本
就没有正常的读书，这是最绞心最悲愤
的痛。

我终于亲眼看见并亲身经历过我们
的胜利，侵略者被钉在了耻辱柱上。我
们的国，站起来了；我们的民，胸挺起了；
我们的河山，旧貌变新颜了。汉字的符
号，在全球家喻户晓。中国制造的产品，
已经不可或缺了。

70年来，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艰苦
奋斗，呕心沥血，两弹一星成功发射，令
人不敢小看。

70年来，多次试验，反复钻研，飞船
上天，航母下水，走近舞台中央。

70年来，梦想飞跃，创新推动，新技
术新模式让新时代人名副其实地过上了
新生活。

70年来，我们虽穷志坚，从饥饿和
困难中走了出来。领悟、启智、思变、发

奋，终于找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改革开放，发展创新，繁荣昌盛。

70年来，我们虚怀若谷，刻苦好学，
自创自研，取长补短。特别是近40年的
自力更生，40年的艰苦磨砺，40年的捶
打磨练，40年的卧薪尝胆，40年的坎坷
风雨，40年的汗水油渍，40年的夜不成
寐，40年的马不停蹄，40年的远见卓识，
40年的高智新论……

很自豪很自立也很自信，我国现今
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也就是说，
世界现有224个国家，中国是地球第二
大经济体国。太可爱了，太伟大了，莫
要说，中国人高兴，高兴得都跳起来
了，就是千山万水，一草一木，都要和
国人同庆了。

在这不平凡的 70年里，我一直跟随
祖国成长。青年革命，吃供给制饭，穿供
给制服，用供给制物，一月一元薪金，乐
呵呵很是满足。

建设时期，我支边青海，一去三十三
载，跑遍戈壁草原，奔走高山险峰，看藏
族舞，听藏族歌，学藏族话，习藏族文。
骑骆驼，赶毛驴，放牛羊，修铁路，盖工
厂，建小学。在柴达木沙漠城采访，在日
月山顶眺望，在祁连山麓探绿，在文成公
主进藏的路上沉思，在青海湖畔座谈，在
新升起的建筑工地上吃烤羊肉串……既
充实，收获也很大。

改革开放的春天，我奉令调回了老
家陕西。紧跟时代的脚步，一起起舞。
和文学人一道，让路遥的《人生》《平凡
的世界》叫响四方。和文明办人一道，
评比“五讲四美三热爱”，树立文明村，
文明店，文明楼，文明街，文明校。和秦

腔人一道，继承传统，弘扬新风，开展秦
腔大赛。

跟随文化、文物、文学、文明等诸宗
活动，时而关中，时而陕南，时而陕北；时
而工矿，时而校园，时而军营，时而街
办。所到之地，随处可见改革之花盛开，
开放之歌高唱。心中不由吟起，“美丽
呀，我的故乡。可爱啊，我的陕西。”

祖国的 70年，真是天变地变人变物
变的巨变70年。用一句浪漫的话来说，
就是菩萨见了喜笑开颜，列宁见了鼓掌
夸赞。

这一巨变，变得我们的志气更高了，
变得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变得我们的脚
步更快了，变得我们的眼界更宽了，变得
我们的前途更远了、更亮丽了。这一巨
变，变得祖国 13亿人民的凝聚力更强，
团结之魂更牢，共同携手齐心协力建设
强国的“中国梦”更坚。这一巨变，变得
中国人的勤劳、朴实、吃苦、善良、助人、
扶弱、勇敢、坚守、奋争、不屈的本色更彩
更美。

党的凝聚力、感召力、吸引力、战斗
力、影响力更广更厚，党的干净、清廉、大
公、坚定、无私更叫人爱、更叫人敬，党的
肩担中华复兴、胸怀天下的愿景更加震
动地球。

此时，就在此时，我自然想起了我们
都爱唱的《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
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向前走
啊，我亲爱的祖国，你从 21世纪的繁荣
富强走向更大更新更美更强的繁荣富
强。我在这百花盛开的盛世，向您虔诚
地送上我深深的祝福。

蓝田自古就是厨师之乡，独具地域特色的
美食小吃自是不胜枚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
属神仙粉。

相传明朝末年，关中大旱，赤地千里，粮食
颗粒无收，草根、树皮都被乡人用来充饥，民间
饥荒惊动天庭，委派神仙下凡，教乡人用秦岭北
麓一种灌木树叶煮熬，制成胶状食物充饥，因山
中大量生长此物，最后帮助乡人度过饥馑年荒，
后来为感谢上苍的好生之德，乡民们管这种食
物叫神仙粉。传说是从老一辈人那里口口相
传，真假已无从考证，然而神仙粉却是一直在蓝
田，尤其许庙一带盛传。

说来也怪，神仙粉所用食材在秦岭山中分
布较广，可是正宗的神仙粉还是出自玉山镇的
许庙村。每年麦收之前的一两周，人们从山中
割回神仙粉的枝蔓，晾晒在刚刚平整过的麦场
上。枝蔓一般有筷子粗细，一米见高，直愣愣一
根，顶端分岔，藤冠不大，薄薄的绿叶如指甲盖
大小，却也生长得密密麻麻。经过两三日暴晒，
叶子干枯，然后用木棍敲打脱落，枝蔓与叶分
离，枝蔓用来烧火做饭，叶子装袋储藏。神仙粉
一般都会用上一年储藏的陈叶加工，而当年新
叶做出来的味道不够甘醇。

制作神仙粉一般会在头天下午取出储藏的
陈叶倒入大盆，用凉水浸泡、清洗，晚饭时分，捞
出叶子沥干水分后再次放入盆中，加入滚烫的
开水稍待三五分钟后，加入少许冷水，在水温还
有些烫手时，就开始用手揉搓，这种活一般都由
两人围着大盆相对而坐，你搓一下，我搓一下，
配合默契，片刻后汤汁变成褐色，用筛箩过滤出
来，第一遍出汤都会倒掉，浓度太高，一来味
苦，二来凝胶不好，容易散形。从第二遍开
始，就会非常认真揉搓，揉搓后双手捞起叶子
放在掌心用力攥出汤汁，沥出水分的叶子被攥
成一个个菜团状，汤汁再用筛箩细致过滤，盛
装入盆，用筷子蘸几滴油根子（当时的农村一
般都吃的是菜籽油，时间一长，装油的器皿下
部会有沉淀，我们管这叫油根子）。搅拌均匀
后，用勺子撇掉浮在汤汁上面的细碎泡沫，泡
沫要是不撇干净，凝胶而成的神仙粉上面会成
蜂窝状，卖相就会差一些。一遍过后，再将菜
团状的叶子重新倒入盆中，加开水揉搓，如此往复，一般经过六
到七遍，盛入盆中的汤汁也有六七盆，置于阴凉地方，经过一夜凝
固，第二天早上便大功告成。

捞取神仙粉也算一门技术活儿，先贴着盆壁注入凉水，待水
有两指节高，开始用锋利的刀片在粉中均匀划开，一块块神仙粉
便漂浮起来，用漏勺捞起再用刀打出更小的方块盛入碗中，调入
盐、醋、大片的芥末，加入炒熟的韭菜，最后放上香飘四溢的油泼
辣子，一碗散发着淡淡苦涩味的神仙粉就好了。但见碗中神仙粉
颤颤巍巍，褐色中透着晶亮，宛如晶莹剔透的沉香琥珀，碧绿的韭
菜浮在碗中，上面缀上暗红色的油泼辣子，不知勾起肚子里的多
少馋虫。在入口的瞬间，你的口腔与食道会被它滑爽清凉的感觉
彻底征服，初入口中的淡淡苦味随即被沁入心脾的清香回甘所覆
盖，眨眼间一碗粉就见了底儿。

随着年龄的增长，走过很多地方，也尝到各色美食，然而常常
忆起的还是家乡那一碗令人心醉的神仙粉。

贾鹏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