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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柱吾兄，别署楚璞，斋号抱一堂。与我

同宗同源，长我六岁。五十年间，鸿迹西东，

聚少离多。前年重九，幸于商州把酒言欢，

时炜评君亦在座，方知吾兄诗心如璞玉深藏。

自此，常于微信赏其佳篇，其斐然文采与

旷达襟抱，令人钦佩不已。今闻兄欲将

十数载诗作结集付梓，嘱余作序。虽自惭

才疏学浅，然念及手足情谊，不敢推辞，

谨以浅见，述诸笔端。

吾乡棣花镇，枕秦岭而临丹水，钟灵毓秀，

人文荟萃。秦末四皓于此餐芝饮露，隐居

不仕；唐代白居易三度游历，留下“遥闻旅宿

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花”之千古绝唱。

吾村门对笔架山，与当代文豪贾平凹先生

毗邻而居。乡人素以耕读传家为训，贤才

辈出，代不乏人。兄生于斯、长于斯，得山

水灵韵滋养，承乡贤遗风熏陶，诗心早种，

此中渊源，岂为偶然？

兄自幼颖异非常，及长，恰逢十年浩劫，

高考之路阻断。弱冠之年，远赴西陲投亲

谋生。天山脚下，以坎土曼为伴；戈壁滩上，

与 风 沙 同 行 。 然 塞 翁 失 马 ，焉 知 非 福 ？

困 厄之中，幸遇良师，得观《古文观止》，

蒙授唐宋八大家文章。自此书山寻径，学海

泛舟，日就月将，渐拓文学视野。继而研读

王 力《古 代 汉 语》，夯 实 语 法 根 基 ；精 研

《唐诗三百首详析》《唐宋名家词选》，沉醉

于文学殿堂的绮丽风光。“良师欣会在天涯，

教我文章学八家”，这段艰苦岁月的磨砺，

终成其人生宝贵财富，亦为诗歌创作埋下

深厚伏笔。

兄之诗作，题材宏阔，情感真挚，家国

情怀跃然纸上。《瞩目南疆口号二绝》中

“血躯尚有十三亿，教尔坚船渊底沉”，《纪念

红 军 长 征 胜 利 八 十 周 年》里“ 留 得 千 秋

浩 气在，九州乐土葆长春”，《观乙未国庆

阅兵》中“天下太平知未到，匣中长剑夜时鸣”，

字里行间尽是忧国之思；《棣花咏秋五首》

以“土生除病草，野树斫琴桐。人物古今美，

文章班马崇”，抒发对故土的眷恋；《清明

时节追悼高邻陈效真将军》用“盛年轻弃

一廛地，炮火归来百战身”，寄托悲慨钦慕。

更有悯农工之艰、叹乡村之变、忧空壳之患、

嗟地力之废等佳作，正如兄所言“纵然我

少生花笔，敢把黎元哭笑传”，诸多篇章，

皆待读者细品。

论及艺术造诣，兄之诗作格律严谨而

不失灵动，典故运用浑然天成，对仗工稳

精妙。“心燃烛火思游夜，身退蜂衙谢梦刀”

“ 四 知 戒 半 世 ，一 诺 重 千 金 ”等 句 ，信 手

拈 来 而 不 着 痕 迹 ；《旧 凉 鞋》以“ 十 年 承

重 负 ，几 度 伴 行 吟 ”“ 敝 屣 终 遭 弃 ，伤 怀

难自禁”借物抒怀，《析薪》用“昔作栋梁柱，

今沦炊爨薪”寄寓深远。诗中既有“闲爱

诗书伴吾老”的闲适，亦有“生来不识官家贵”

的傲骨，更有“诗书养得布衣尊”的自信，

真 性 情 与 真 学 问 水 乳 交 融 ，尽 显 诗 人

风 范。

退 休 之 后 ，兄 以“ 朝 放 龙 蛇 七 尺 案 ，

夜吞珠玉百家诗”为乐，于书法、诗词双轨

并行，皆有所成。“老来手少释卷日，睡去

梦多搜句时”，尽显勤勉；“老来钟笔砚，

富贵若浮云”“虚名厌攘攘，俗事弃纷纷”，

足见淡泊。其书法作品屡入省级展览，

诗词佳作频见报端，更获省诗词学会“长安

诗人”美誉。然兄谦称自己是“书法家中

的蹩脚诗人，诗人中不入流的书家”，这般

谦逊，更显君子之风。

今《抱一堂诗草》即将付梓，此乃兄之

幸事，亦为商洛诗词文脉传承之幸。集内

收诗七百余首，以律诗、绝句为主，或咏史

怀古，发思古幽情；或感时伤世，抒家国情怀；

或寄情山水，绘自然妙趣；或悼友怀亲，

诉真挚情谊，篇篇可见其诗心诚挚、学识

深厚。愿此集如棣花之蕊，香飘四海，润泽

后世；更愿兄趁此康强之年，遍览名山大川，

挥豪放之笔，再谱雄浑新篇，为诗坛续添

华章。

余学识谫陋，文中或有疏失，然拳拳

之意，一片赤诚，信兄必能察之。谨以一首

绝句作结，诗曰：

休言命蹇困诗家，少岁辞乡逐海涯。

幸得青藜传妙谛，半生奋斗化星槎。

权以为序。

与冠琦相识，缘于他的散文集《长歌行》。

他的文章，没有故作高深的学究气，没有故弄

玄虚的清谈风，有的是对社会的全方位

观 照、对现实的深入思考、对时代的理性

洞察。其章法疏荡、行文通畅、文笔清新，

都体现出一种豪华落尽见纯真的审美趣味。

一日，冠琦将他的一幅书法作品赠我，展卷

观之，我同样感受到了这种真纯之气。书法

是一种能将书家内心合乎于道的情感、境界，

用美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妙合于笔墨之中的

艺术形式。所谓“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

一字已见其心”，文与书，当然要借助笔墨

技法创造艺术境界。但对于艺术境界而言，

笔墨技法只是一种手段。这手段之于对象

既要真实再现，所谓“外师造化”则要求似，

“不似则欺世”；但更要着重深刻表现，所谓

“中得心源”，又不能太似，“太似则媚俗”。

而“心源”者，即作者从丰富的生活实践中

培养的综合修养。就这个层面而言，冠琦

当然是得天独厚的。

冠琦书法以隶为最，其隶显有所宗，取

法于东晋之《爨宝子碑》。在隶书中，《爨宝

子碑》拙朴浑厚、大气浑成，历来力弱者

不能学，胆怯者亦不敢学也。但冠琦显然

浸淫于其间日久，不但于用笔、结字、章法

诸方面皆得其神韵，而且整体上也能得其

气象，其间所表现出的即是他的文化心态

和美学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文与

书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首先，其书如风樯阵马，劲利迅疾，锐不

可当。观之会明显感觉到他是在追求大美，

而不是以小巧取悦于人。其下笔沉稳而不

浮滑，纵横有象而又灵动多姿。他很在乎

线条的承载量与情绪所带来的节奏和韵味。

在他的笔下，线条峻拔朴厚、雄逸勃发，

奇崛而又平易，跌宕而又和谐，潇洒自如，

气韵酣足，给人一种力的冲击和情的感染。

这是他善于用笔、长于运气，并能把功力和

性情相互融合，以笔带情运行的结果。

其次，他很注重在处理结构造型时做

到长短合度、识势尽态、顾盼有神、飘逸

烂漫，虽字字独立，但却给人以灵动的形态

之美，能从静态的字中感受到活跃的生命

动态。笔随势生之际，他往往乘势发挥、

铤 而走险，但却能做到“险而不崩，危而

不失”，险夷变化而增奇趣，不但“骨力强健”，

而且“姿颜美悦”。

再次，他在章法布局上亦独具匠心，很

讲究字与字、旁与旁、上下左右以及首尾

之间的呼应之妙，使整幅作品有疏有密、

有虚有实、有开有阖，既有整体感又不呆板，

富于变化而不散乱，错落有致而灵气贯通。

他的书法中劲利酣畅的用笔、风雅奇逸的

造型以及变化多端的空间分割，都有一种

浓浓的情感意味，透露出笔墨之外的某种

旨趣，使观者在感官上掀起激奋而产生

丰富的联想，从而沉醉在一种情景交融的

艺术美的境界之中。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的是，其书法所蕴含的个性、气质、神采所

构成的独特的风格之美，使人感到一个至情

至性的书家的自我存在。这源于他独特的

人生体验和艺术感悟，既有对传统的师承，

更有对创新的探索，所以既能变化生新，

又不与流弊为伍，既传统又现代，既古典

又新颖。

就艺术而言，“外师造化”是为了“中得

心源”。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其

性情，形其哀乐”，用点画线条表达书者的

内心情感。书法也就在点画线条之中将

天 地的荣枯生灭、存在状态和运动法则

高度抽象起来，它包含宇宙之大美。笔墨

技巧只是表情达意的手段，最忌程式化，

又总是因人而异。艺术创造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借鉴、探索、寻找，最终形成最适合

于自己表情达意的艺术语言的过程。就冠琦

的艺术创造过程而言，他是卓有成效的。

他的散文创作，就是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表现

自己的人生追求。他的书法创作，也应该

沿着自己所选择的《爨宝子碑》所开创的路子

坚定地走下去。

任何艺术家都不能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

那是不可能真正进入创作的。“一手伸向传统，

一手伸向生活”，是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也正是冠琦在创作实践中尊崇并且一直

坚持的，相信沿此路继续跋涉，冠琦会欣赏

到更美的风景，创造出更美的语句，挥洒出

更美的笔墨。才气并非天成，更多是努力

的结果。冠琦勤于思考、专于创作，为人大气

豪爽却又注重细节，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

成就，自是情理之中的。

时下正值盛春，面对上市的百果，口感

醇厚，眼底温馨，心中慰藉。品赏冠琦的

文与书，正似于此。

文以载道 书以寄情

□ 李巍

——浅析刘冠琦的书法艺术

清晨推窗，忽有甜香撞进鼻尖——楼下的

洋槐树又开花了。那白花簇在枝头，晨光

里 泛 着 微 光 ，像 撒 了 把 碎 银 在 绿 叶 间 。

我 忽 然 想 起 汪 曾 祺 笔 下 玉 渊 潭 的 槐 花

“像下了一场大雪”，倒不如我老家的槐树

热闹，一开花便将整个村子染成了白晃晃

的世界。

记忆里故乡的五月，房前屋后、沟边

河畔，目光所及全是洋槐树的影子。暮春

一场雨过后，花瓣落得满地皆是，赤足踩上去，

软乎乎的像踩在云里。父亲总在这时取出

铗镰，往木杆上一绑，冲我晃一晃：“走，

摘槐花去。”

沟边的槐树长势旺盛，青枝绿叶间，串串

白花压弯枝头，微风拂过簌簌轻响。未开

的花蕾如银珠镶嵌在金绿壳中，轻轻摇曳；

已开的花瓣似玉蝶展翅，似要乘风飞去。

父亲仰头望树，踮脚勾住枝桠，我趁机揪下

一串槐花塞进嘴里，那清甜里带着股露水的

凉意，比镇上卖的冰糖葫芦还爽口。

说起槐花的吃法，最难忘的还是父亲

做 的 蒸 菜 疙 瘩 。 他 把 摘 来 的 槐 花 洗 净

浸 泡，半晌后捞出，拌上面粉，揉成松散的

疙瘩。蒸笼掀开的瞬间，热气裹着浓郁的

槐花香扑面而来，满屋子都是甜丝丝的

雾 气。父亲总爱调一碗红油辣子，滴上

几滴香醋，拌着菜疙瘩吃，辣得我直吸气，

却 舍 不 得 放 下 筷 子 。 后 来 在 城 里 遇 着

乡党，她教我做槐花炒鸡蛋：槐花焯水后与

蛋液一起炒，临出锅时撒把韭菜，黄绿白三色

相间，端上桌时香气四溢，让人忍不住想喝

两盅老酒。

槐 花 盛 开 的 时 节 ，槐 树 林 是 我 们 的

乐园。折根柳枝编顶草帽，捡块瓦片当作

手枪，呼朋引伴钻进林子。男娃们脱了

布 鞋往树下一甩，像小猴子似的往上爬，

骑在树杈上大把大把往嘴里塞槐花，吃得

嘴角沾满花粉，像长了白胡子。女娃们不敢

爬树，就蹲在地上捡完整的花瓣，装在玻璃

瓶里攒着，说是要给布娃娃做枕头。玩累

了就躺在花堆里，仰望湛蓝的天空、洁白的

云朵，聆听蜜蜂在花间嗡嗡飞舞，不知不觉

就睡着了。

“一树槐花香十里，宛如白雪树间藏。”

小时候不懂何为“救命粮”，只知道槐花甜、

槐 花 香 ，是 解 馋 的 宝 贝 。 后 来 听 父 亲

讲 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闹饥荒时，这花

可救了不少人的命。如今日子好了，再吃

槐花，尝的是旧事里的烟火味。去年母亲

来 城 里 小 住 ，特 意 带 了 袋 晒 干 的 槐 花 ，

说 用来泡茶喝能败火。她站在厨房仔细

择花，白发垂在蓝布围裙上，宛如落了几朵

小槐花。

前些天路过公园，看见几个孩子在槐树下

追逐落花，忽然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

时总嫌故乡小，总盼着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如今真离开了，却常常在梦里回到那片

槐树林。风过时，花瓣落在青石板上，父亲

的铗镰还靠在墙上，母亲的蒸笼还冒着热气，

而我们这些孩子，永远在树下仰着头，等着

吃那一口清甜的槐花。

如今再闻槐花香，那甜里竟藏着岁月

的暖。原来故乡从未走远，它藏在每一朵

落花里，隐于每一缕烟火气息中，等着游子

轻轻拾起。正如丁立梅所言，槐花“心怀

甜蜜”，而这甜蜜里，承载着人间最朴素的

牵挂——是父亲绑铗镰时的背影，是母亲

择花时的白发，是永远留在记忆深处的

那片洁白如雪的故乡。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我们好似不停旋转

的陀螺，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向前，在功名利禄间

忙碌奔波，心灵也愈发干涸荒芜。而汪曾祺先生

的《人间烟火最抚人心》恰似一泓清泉，流淌在喧嚣

尘世中，滋润着我们疲惫的灵魂。这本书是2021年

由读者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精选了汪曾祺先生

42 篇佳作，从读书、美食、旅行、草木虫鱼以及

精神世界五个维度，徐徐展开一幅充满生活意趣

的斑斓画卷。

翻开此书，首先展现的便是汪曾祺先生对读书

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读书是一件极为随性且

有益的事，“开卷有益”，哪怕是一本老年间的黄历，

翻开来读读也能有所收获。他分享自己的阅读

经历，初中时沉醉于朴素而有情致的游记，战乱

避居乡下时仍书不离身，在西南联大文学系的求学

时光更是与书相伴。他的文字让我们深切感受

到读书带来的惬意与放松，仿佛能看到先生泡

一 杯茶、捧一本书，悠然度过半天光阴的闲适

模样。他以阅读不断汲取知识、塑造自己的精神

世界，足见读书是找到适宜生存状态的一种途径，

能让人在文字的海洋里认识世界、拓宽视野，获得

心灵的滋养。

书中关于美食的篇章，更是散发着诱人的魅力。

汪曾祺先生堪称一位美食家，他对各地美食的

描写细致入微，令人垂涎。从北京的烤肉、内蒙古

的手把羊肉，到江苏的野菜、云南的菌子，再到

各地的萝卜、豆腐、干丝等，南北方菜系的不同

制作方法和吃法在他笔下娓娓道来。他写道，

“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

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这种对美食包容开放的态度，何尝不是对生活的

热爱与接纳。他对美食的描绘，不仅仅是满足口腹

之欲，更蕴含着对生活滋味的探寻。人间烟火气，

往往就藏在这一粥一饭、一菜一汤之中。通过这些

美食，可以看到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感受生活的

丰富多彩。

在“山河远阔，人间烟火”章节，汪曾祺先生

带着读者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笔下的安徽

黟县古民居、四川的武侯祠与三苏祠、山东的泰山、

浙江的楠溪江等，皆独具韵味。他形容泰山是

“强者之山”，并以水乡人的平和心境与之对照。

他的旅行并非走马观花，而是用心感受每一处

风景的独特魅力，体会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他的

文字让我们明白，旅行的意义在于遇见不同的人

和事，感受多样的生活方式，在山水之间开阔眼界，

丰富阅历。

“草木虫鱼，万物皆美”一辑，展现了汪曾祺先生

对自然万物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厚情感。他细致

描绘荷花晚上收朵、白天开放，昆明田埂里的报春花

到了北京花店里成了高价花卉，绣球花的花球大

且色彩多样，紫薇花花朵繁盛、花期较长等。他笔下

的草木虫鱼皆被赋予了生命与情感，让人感受到

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这些对自然生灵的描写，

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赞美，提醒我们在忙碌生活中，

不要忽略身边那些平凡而美好的事物，要学会从

自然中汲取力量，感受生命的蓬勃生机。

书的最后部分，汪曾祺先生剖析了自己的精

神世界。他认为人无论何时都要做自己，多一些

天真的意趣和俗世的温暖。尽管一生历经坎坷，

他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坚守精神家园。

他的文字中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充满了对

生活的感恩与热爱。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

我们，生活虽有苦难，但只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坚守内心的本真，便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美好、

滋养心灵。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干净质朴，没有华丽的

辞藻堆砌，也没有刻意的雕琢，却有着一种直击

人心的力量。他以简洁、纯粹的语言，将生活中的

点滴美好呈现在读者眼前，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

生活的千般可爱、万种风情。《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传递，它让

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聆听生活的密语、

感受人间烟火的温暖、领悟生命的真谛。在喧嚣

浮躁的时代，这本书就像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

道路，让我们在人间烟火的熏陶下学会热爱生活、

珍惜当下，成为一个内心充盈、精神富足之人。

端午节，又称重午节、天中节、端阳节。这个

散发着古老文化内涵的节日，留存着诸多古老习俗，

每一项习俗都是华夏璀璨文化的一束亮光。

吃粽子。吃粽子的习俗从历史中一步步

走过来，至今仍备受青睐。每逢端阳节，用糯米、

红枣等原料做成的种类繁多的粽子，就会走进千家

万户。其实在古代，吃粽子源于对爱国诗人屈原

的祭祀。起初，人们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将糯米

饭或粽糕投入江中喂鱼，只为保护投汨罗江自尽

的屈原之躯。后来相沿成习，每年农历五月

初五，人们就以吃粽子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和

怀念之情。

挂艾草。端午节当天，人们在院门前、房檐

下挂艾草或菖蒲，蚊虫害怕这种味道，所以能起

到驱蚊效果。菖蒲叶子形状似剑，古人称之为

“水剑”，以斩千邪，保平安康乐。人们还会把菖蒲

刻成“小人儿”“小葫芦”等形状，挂在儿童脖子上

以求吉利；也会把艾草或菖蒲插在门楣上。

赛龙舟。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相传

楚国百姓因不舍屈原投江，争先恐后划船追赶拯救，

追至洞庭湖时仍不见屈原踪影。此后，每年五月

初五，人们便以赛龙舟的形式纪念屈原，期望

借龙舟竞渡驱散江中之鱼，守护屈原。

吃五毒饼。端午节临近夏至，天气越来越炎热，

细菌滋生，人容易中暑生病，古人便以食用五毒饼

消病强身。据说吃了五毒饼，可以增强抵抗力，

灭虫免灾。

斗百草。古时端午节，人们会结伴去郊外采药，

途中会斗草玩，逐渐形成习俗。参与游戏的两人

会持草相对站立，双手各持一草或花茎的两端。

游戏开始后，二草相勾，双方各自把草向自己

方向拉，谁的草或花茎被对方拉断即为输家。

收五毒。古时端午节，女孩要在胸前佩戴“缯子”，

这种用彩色丝线缝制、样子跟粽子类似的布艺，

据说可以驱邪避恶。男孩则在颈上挂一个葫芦，

内藏“五毒”图案，寓意收服五毒、平安顺遂。

贴葫芦花。葫芦是“福禄”的谐音，古时人们

就用红色毛边纸剪成葫芦，内绘“五毒”图案，

称作“葫芦花”，五月初一张贴，五月初五午时摘下

丢弃，称为“扔灾”，祈求祛除灾祸。

点雄黄酒。在端午节，古时还有点雄黄酒的

习俗。人们用雄黄酒在男孩额头上写“王”字，在

女孩头上点五个点，认为可借雄黄酒气驱邪

避害、抵御蚊虫。

染红指甲。据《燕京岁时记》记载：“凤仙花即

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

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可见，民间

有五月端午，女子捣凤仙花染红指甲之俗。

吃“五黄”。端午节，古时有的地方有吃“五黄”

的习俗。吃“五黄”就是把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

和雄黄酒（雄黄有毒性，一般以普通黄酒代替）

混在一起吃。中医理论认为，端午节，即农历五月

初五，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而中午又是

一天中阳气最盛之时。古人便在端午节以吃“五黄”

的方法抑制霉运、提振精神。

品味端午，探寻其中的历史文化，方能深刻

感受到这个节日的厚重底蕴与丰富习俗，每一项

习俗都传承着古人的智慧与美好期许。

端午习俗里的文化密码
□ 董宁

悦读书吧

征 稿 启 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

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

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

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

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

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

《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

《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

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

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

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

《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

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

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

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

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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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半生奋斗化星槎半生奋斗化星槎

□□ 陈俊哲陈俊哲

于烟火间聆听生活的密语

□ 王玉美

——读《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序陈玉柱先生《抱一堂诗草》

槐花深处是故乡
□ 尚宗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