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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口示范区大同初中的美术室里，摆
放有几十幅油画作品，绝大多数作品以乡
村、远山、田野、炊烟、花木为题材，由于色
彩鲜艳、形象真切、意境高远，尤其是纯正
浓郁的地方乡土气息，让观者震撼，赞口
不绝之余，连连伸出大拇指。

作品的作者，是该校的美术教师陈益
鹏。 陈老师曾受教于西安美术学院，得到
知名油画家车志胜、国画家王燕安等教授
的悉心指导。 因为勤奋不辍，加之悟性高，
年纪轻轻就崭露头角， 作品两次留校参
展。

来到大同初中的十几年，由于学校负
责人高度重视美育工作，尽可能营造宽松
的美术教学环境。 陈益鹏除了生活和交
往，他常常待在学校美术室里，不是在绘
画，就是在研究如何绘画。 他绘画的题材
全部来源于寻常所见，由于他的视觉独到
且善于思考善于表现，作品不但反映了生
活，而且升华了生活，给人以唯美绝美的
感觉。 “年龄越大越痴情美术，画技也越来
越成熟老道”，熟悉益鹏老师的，都有这样
的说法。

有个成语叫 “爱屋及乌”， 真是有道
理！ 学生由于喜欢陈益鹏的作品，进而喜
欢陈老师所教的课程。 如此一来，就有越
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喜欢美术。 走进班级，
如果还没有上课，会发现好多学生在有模
有样得涂涂画画。 久而久之，就有好作品
诞生。 好作品多了，学校一方面整理收集，
另一方面挑选作品经过装潢，然后悬挂在
显眼的位置。 这样，校园里有了一道独特
风景的同时， 也营造了浓浓的美术氛围、

提升了学生们的美术素养。
由于痴情不改追求不止，益鹏老师的

艺术功底日臻纯熟，成绩日益突出 ，地域
影响力越来越大。 近年来，他的作品多次
参加市区级展出， 得到了知名专家的好
评，收获了不少荣誉。 其中，2018 年 6 月在
汉滨区文化馆举办个人绘画作品展，同年

8 月在恒口示范区鲁家村生态园举办个人
绘画展，均得到市区文化主管部门领导的
高度评价，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如果把丹青比作一束花 ，那么 ，恒口
示范区大同初中就是一方艺术教育的沃
土。 因为有了这方沃土，花才开得更盛更
艳！

沃土孕丹青
通讯员 李永恩

美术老师陈益鹏正在画室作画

阳春三月，西安中国画院来紫采风，
其间， 采风团参观了紫阳县文化馆功能
部室。当艺术家们款款走进书画展厅，看
到陈列的 46 幅书法作品大多出自小学
生之手，无一不露出赞赏和惊奇的目光。

这个备受各界关注和肯定的书法
展，凝聚着著名书法家、省书协秘书长田
选军的诸多心血。

2021 年 6 月初，田选军响应省文联
党组号召， 主动请缨到紫阳县高滩镇白
鹤村开展驻村帮扶 。 从省文联机关 出
发 ，沿包茂高速行驶 268 公里至紫阳
县权河收费站 ，然后顺着 211 省道渔
紫路段向西南进发 ，跨过任河温家沟
大桥进入高滩镇， 半小时拐进入白鹤村
道，一小时后抵达村委会驻地，一趟下来
最快也得 5 个多小时。 选军先生乐观向
上，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紫阳县的青
山绿水等待着我们， 白鹤村的父老乡亲
等待着我们。 走，到紫阳去！ 走，到白鹤
去！ ”豪迈之情跃然纸上，充满了干事创
业的激情。

田选军驻村一个月后， 我和紫阳县
书协主席毛文凯相约周末前往相见。 工
作队租住在一栋民房， 渔溪河在窗前潺
湲流淌， 平添清幽雅趣。 他宿舍干净简
洁，一方书案占据近半空间，上置文房四
宝，一幅字墨迹未干。 书案上方正中，悬
挂着书家手书“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四尺
三裁楷书作品，刚正有力，笔墨饱满，想
他书写时定是满怀虔诚的， 字里行间蕴
含着内心的领悟。毛文凯是有心人，来之
前准备了两大包水饺， 一包放进冰箱以
备不时之需，一包自然成了下午的吃食。
晚饭过后，田选军带我俩周边转转，路过
村卫生室， 大门木制楹联引人注目———
“愿乡邻气定神闲寿同白鹤，喜医者仁心
妙手术继青囊”，村医热情地招呼我们入
座，一个劲地感谢秘书长撰写对联，又安
排妻子烧饭招待我们， 田选军推脱有事
婉拒。 碰巧，刚回到房间，村民陶元军夫
妇领着 11 岁的儿子来了， 农村人实诚，
嗫嚅着说想请老师在暑假期间教孩子学

书法，选军一口答应，开心地说这是来白
鹤后收的第 10 个“弟子”，只要孩子们认
真学，自己就好好地教！

全面小康的实现， 人民群众对精神
文化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 如何发挥自
身优势， 用书法的形式把村规民约和优
秀家风家训写在墙上、挂在堂屋，让村民
抬头有所见、低头有所思、日常有践行，
无疑是打造和美乡村的有效路径。 白鹤
村两百多户人家， 家风家训的书写和装
裱量大繁复，加之疫情反复，个中艰辛可
想而知。 好在田选军人品好、人缘佳、人
脉广， 众多书法名家欣然挥毫并友情快
递，当年春节前完美收官，成为白鹤村一
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随着村上练习书
法的人越来越多， 选军萌发了在更大范
围举办书法培训班的想法，说干就干，由
县文化馆提供场地、相关部门组织学员、
选军担纲主讲的全县青少年书法公益培
训、 书法公益大讲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
来。

2022 年 8 月 18 日，“白鹤展翅·我们
一起飞翔”———省文联驻村工作队助力
乡村振兴师生书法展精彩亮相， 一拨又
一拨的观展者络绎不绝。开展仪式上，作
为主办方发起人， 选军动情地说：“薪火
相传，艺术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本
次展出遴选的 46 幅作品，是一年来我在
驻村期间传播书法、 弘扬书法的劳动成
果。 恰如同生长在田里的小花， 美丽可
爱，芬芳宜人。 当然，这仅仅只是我们帮
扶工作的一部分， 但回想我们共同走过
的点点滴滴，不由让人眼热。 ”

初夏，石榴花开得热烈。选军从西安
打来电话，说白鹤村的“弟子”和紫阳的
书法爱好者，每每写出满意的字，就会发
视频给他， 每一条视频自己都会反复观
看，鼓励的同时指出不足和用力方向。看
着他们一天天进步， 试图为紫阳培养一
批书法人才的希望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内心深处比自己获得国家级大奖还自
豪， 让人真切体会到奋斗的价值和幸福
的滋味……

自制的木棒架子床上铺一层稻草，草上面铺一
张篾席子，一年只洗一次的自弹的棉被，也叫铺盖。
他说，他的童年就在篾席与铺盖之间十分天然地咀
嚼春秋冬夏。

眨眼工夫，40 多个年头的光阴， 随三餐咽下的
岁月，悄然挂在两鬓发际间，白得酷似儿时放的那
只独羊。

掐指一数，看到的第一张报纸是《安康日报》。
大概是上小学四年级， 放学后大扫除捡到的那张
《安康日报》，只有一多半纸的版面了，便好奇地念
着上面的铅字。 看到的第一本刊物是《中国青年》，
没有封面，至今仍记得有篇文章的题目叫《醒来吧，
弟弟》。 但就是那篇文章里的励志故事，让他在篾席
子与稻草间种下了朦胧的文学梦。

憧憬哪一天，能走出草绳样的山路 ，去安康城
里看看图书室的模样 ， 看看城里大中专学校的
校园长啥样儿 ，更渴望自己写的文字能铅印在报
刊上。

也许， 更应该感谢那个年代山水间空灵的气
息，让一个懵懂少年，渐成文学青年。

年轻，如春天。 春季，常有很多的文字破土而
出，长成夏的热烈，描述秋的收获，记录冬的隐藏。

要说上世纪 80 年代，算是文学的春天。 那时是
60 后出生的一代，刚刚步入社会，意气风发，热血沸
腾，从乡村文化（站）室，借一本书，于是，河边，山路
上 ，庄稼地边 ，石坎上 ，随处可见手捧一本书的剪
影，如饥似渴地阅读姿势，镌刻成那个时代最美的
风景。

那档口， 蒋典军在安康县吉河区委任宣传干
事。 吉河距安康城区有十多里的路程。 他因诗结缘
了城里的几位文友，常常是下班后，两人骑一辆自
行车到吉河，彻夜长聊，即兴弄几句打油诗下酒，谝
各自创办的诗社、文学社。 城里的文友条件尚好，创
办了铅印的《无冕诗报》，而蒋典军在吉河自己刻蜡
版印制的《滴泉》诗报，寄往全国各地的诗社、文学
社、报社、杂志社。

那时，最想听的音乐，莫过于身着工作制服的
邮递员，喊你的名字；最高兴的事，就是邮递员递过
笔，让你在挂号信签收单上签名的瞬间；然后迫不
及待地打开信封。 再就是各类文学大赛的获奖通
知。 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大赛一般都不交参赛费，
获奖奖品当然是一纸证书，别无他物。

从《安康日报》发表处女作，只有 6 行，到《百花》
发表《三村看夏》，《海外文摘》发表《瀛湖辞》，《文学欣
赏》发表《印象大东山》，《中国文化报》《陕西日报》发
表《乡音》，《延河》刊登《铁匠》，《诗探索》发表《一声啼
哭》，《诗选刊》发表《南山里的旧时光》，《秘书工作》发
表《无言绿色》，“学习强国”发表《瀛湖清泉枇杷味》，
《中国作家网》《文化艺术报》《散文诗》等报刊、网络陆
续发表一些文学作品。 他心里默念，每次发表一首诗
文，即是写诗的一个起点。

他从亲手刻蜡版印的 《滴泉 》诗报 ，到 2003
年 ，他创办主编的汉滨区首份内刊 《时光 》，后易
名为 《香溪 》，以 “探索公共文化，守望精神家园”

为办刊宗旨，20 年间，坚持公益
办刊，免费赠阅，立足安康 ，发
现扶持本地作者 500 多名 ，先
后在中、省 、市报刊网站发表
诗歌 、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
作品 3000 多件。

《香溪》先后荣获陕西省优
秀群文期刊奖； 第二届全国群
文期刊优秀栏目奖；入选第三、
四届全国文化（群艺）馆期刊交
流展；第四届全国文化 （群艺 ）
馆期刊主编奖；国家 、省 、市图
书馆收藏期刊。 2019 年参加由
中国作协、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中国作家网举办的全国文学内
刊年会，荣登中国作家网，成为
首批内刊会员。

从安康县广播站颁发的优
秀通讯员证书，到长诗《西部畅
想》获《诗刊》三等奖、长诗《我
是中国农民》《城市断想》获《中
国作家》等举办的文学大赛银、
铜奖、获陕西“山花奖”二等奖、
省委宣传部、省作协、安康市政
府文艺精品创作政府奖、 汉滨
区政府文艺精品创作政府奖； 从非遗普查员到非遗
专家，他策划主持、挖掘、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把
根留住———汉滨区非遗丛书》32 卷， 含民间文学等
十大类，1000 多万字。 他始终举着优秀传统文化的
火把，校正自己的心弦和诗行。

几十年来，他获得 100 多个奖项。从一首只有四
行的抒情小诗的发表，到长诗《我是中国农民》的发
表、获奖；从出版诗集《起奏黎明》，到 2018 年入选中
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创作扶持项目， 结集出版诗集
《百年守艺人》， 他用诗歌唱非遗， 用诗歌记录非遗
“艺人、艺心、艺魂”。 每一行文字都是从泥土里抠出
来的。他始终珍藏着脚踩大地、从泥泞里长出来的声
音。

蒋典军自 2005 年担任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2016 年被选为汉滨区作协主席以来， 始终将
会员队伍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为全面推动安康文学
事业凝聚起了强大合力。 同时积极开展各类文学活
动，激发作者的创作激情。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
发本地作者创作热情， 他先后策划实施举办文学采
风活动、作品研讨会、文学讲座 20 多次，受到广大作
者的欢迎。 2022 年，蒋典军加入中国作协，他是安康
第 17 位中国作协会员。

他甘于清贫、 无怨无悔地投入作协志愿服务事
业，付出了 18 年时间、精力和人生的酸甜苦辣。 从
2005 年开始，他和主席团成员一道，倾情于志愿为
作协组织和广大会员服务， 让全市五百多名会员体
会到市作协这个没有院墙的家的温暖， 默默地传递
文学梦想，守护精神家园。

（梁真鹏）

马嘶本名马志高， 与我是近 40 年的老
朋友。 认识马嘶，首先缘于诗。 1983 年，我毕
业来到安康日报社，担任《香溪》版的文学编
辑，秉承了《香溪》版的扶持文学新人、繁荣
文学创作的编辑风格，于是，也便有了与马
嘶的交集。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文
坛发生日新月异的生动变化，小说《班主任》
《天云山传奇》《受戒》《调动》《满月儿》、剧作
《假如我是真的》、诗歌《小草在歌唱》灿若珠
玑、贯穿时空；在诗歌领域，孙绍振、徐敬亚、
谢冕的“三个崛起”理论和顾城、北岛、舒婷、
杨炼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的崛起振聋发聩 ，
《诗刊》开辟了至今仍然光彩夺目的“青春诗
会”专栏，叶延滨、梁小斌、欧阳江河一批优
秀的青年诗人脱颖而出，甘肃省级刊物《飞
天》推出了“大学生诗苑”、集合了全国大学
生王小妮、于坚等作品卓异的青年群体———
这种青年诗人创作形成的新诗潮引领了当
代中国的创作。对于有别于传统诗歌赋、比、
兴手法营造意境的新诗创作，更多了体会和
关切，这样，刘云、鲁绪刚、蔡晓慧、吴大康、
方晓蕾、陈益鹏、南夫 、阮杰 、张宗亭 、陈荣
临、李爱龙、蒋典军、周晓云、刘自文、姜华、
程新忠和马嘶这些年轻人的诗歌作品作为
自然来稿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还真是让人兴
奋不已、耳目一新！

马嘶的钢笔字谈不上华丽秀气，但一定
是认真工整， 鸵鸟蓝墨水写得一笔一画分
明，他的《雨天》说：雨水飞溅珠光/雨天独自
冥想/怎样才能吟出脍炙人口的诗行/写什
么样的词才能让你舒心歌唱/生活中的失意
和彷徨/还有眼前暂时的迷茫//什么样的诗
句才是最好/李白的浪漫蕴藏无尽的忧伤/
白居易的现实也是狂歌作舞/杜甫为茅屋秋
风而歌/对悲凉和愁苦也是莫若奈何//夜晚
的雨天常常失眠/人生的路又有多少安然/
愁多苦多欢乐又有几何/多想拥有一个得意
夜晚/携手风雨吹落的树叶/作一首最为得
意的诗行//在雨天/我要为我的孤独送行/
我要把我的忧伤化为阳光/我要送你一些芬
芳/我要你看到希望//我还要你看到黎明前
那颗星光/闪烁到天亮。 看得出马嘶在悲苦、
在徘徊、在寻觅，思考中的独立与翘望，成为
他年轻的姿态；民间的忧伤苦难，撞击着灵
魂骨骼、渗透进血肉精神，他置身草根，却拥
有广阔星空与明天的灯盏……

记得，马嘶所投稿件最后标注的地址是
旬阳县蜀河镇小河东村二组；好像，他还当
过村民的小组长。

2001 年，《安康作家优秀作品选》 一书
收录了安康本土作家老中青三代人 200 多
人。我欣喜地看到旬阳作家方阵里马嘶和他
的诗歌作品，作为那个时代人们竞相奔逐而
仰望的文学，一定是以光亮与神圣，沐浴着
马嘶和他的同路人；而马嘶和本土作家那年
轻的一代人，也以青春塑像，标记着八十年
代安康文学的精彩与生动。

大约是 1991 年秋天，收到马嘶来信，说
这几天要来安康城看望我。当时电话并未普
及，大都用信函交流。 我刚刚参加新闻记者
“汉水采风”主题活动，从汉中的嶓冢山到湖

北汉口的入江口一路奔波一个月才回来 ，
累，便回信婉拒了。 这天大雨淋漓，傍晚，报
社住宅的门却被敲开，来人自报马嘶，手里
提着一篮子鸡蛋，说刚下的火车，人多、有几
个鸡蛋碰烂了。 说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这里。
只见他中等个子，平头，不胖。上衣湿漉漉地
还在冒热气。 还说鸡蛋淋水了赶紧吃、不然
要坏，篮子腾一下，拿回去还要用。我连忙招
呼他脱下衣服洗漱，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
竟是这种场景，也没想到就因这几年里编发
了他几次诗，作者本人居然蹦蹦车、火车、蹦
蹦车地轮换乘坐一百多里地，专门跑一趟来
感谢，且不说那一篮子鸡蛋。临走，我坚决让
马嘶穿上我从武汉带回的一件灰色夹克，总
不能赤着上身赶火车吧? 马嘶怯生生说老
师，我明儿咋给你还衣服呢?说送你的，刚好
穿着短了。马嘶嘴拙，就是谢谢、谢谢说不出
花样，脸膛胀得红红的。

大约几年后我去蜀河镇采访，闲暇去了
小河东村二组的马家坡马嘶的家。那是位于
小山顶新修的房屋， 房屋框架既不是长方
形，也不是正方形，倒像是一边长、一边短的
梯形。 这是根据地形地势自己修的房，马嘶
不无自豪地说。 我知道马嘶仍然在写诗，除
了《安康日报》，还在《陕西日报》《西部文学》
《鸭绿江》等发表，不少作品就是从这个梯形
房子出发而登堂入室的。 看来，马嘶的诗跟
房子一样，是有自己的个性和方向的。

2012 年 ， 《人在旅途———百家作品精
选》一书出版，编辑了马嘶散文《走在坡地里
的父亲》等，诸多文章首发在《旅途》杂志，再
收录此书中。 马嘶的笔触深沉浑厚，写下了
对农民父亲和父亲身后土地的眷恋与挚爱。
马嘶说父亲当过兵上过战场打过日本兵，又
成了解放战士参加解放襄阳战役立了功负
了伤，然后卸甲归田，务农垄上；说为了一家
生计父亲率领大哥、 二哥上山砍柴度日，往
往凌晨三点出发，为了神不知鬼不觉不被人
发现，因为柴扒是生产队的；说父亲当过兵，
所以在坡上种地是尖兵，小小年纪的马嘶则
是跟在父亲身后简单模仿着干活的兵卒；父
亲肩挑一百多斤柴火返 回 几 十 里 快 当 如
风 ， 马 嘶 担 着 二 十 几 斤 柴 火 跌 跌 撞 撞
……缺吃少喝的年代给幼年的马嘶烙上
了印记 ，视野来自民间来自感同身受 。马
嘶说 ，长期在矿上务工的农民 ，导致了尘
肺病，只能默默承受巨大的痛苦，等待死神
的降临。 这些悲剧那时总在身边发生；接触
他们、倾听他们艰难的呼吸声，我的诗作由
此铺开: 这里有痛苦有挣扎/有需要阳光普
照的病患者/还有独门绝户/他们的亲人已
葬身矿腹/这里静悄悄/鸟也不愿离开村庄/
很近的啁啾/夜深人静/它们的声音像是亡
魂的哭泣。正视现实，让呻吟的声音传出去，
让社会去关注我们这些底层的劳动者。马嘶
说。

我知道马嘶有走出家乡出外打工的多
年经历，他去了河南、新疆和西安多地，去过
建筑工地，下过煤矿坑道。 打工人的经历潦
倒与困厄， 和父辈当年的艰难困苦一样，他
切身感受到社会底层的呻吟乃至大地深处
的呐喊，这些积淀，总能成为马嘶作品喷薄

而出的凝练与嘹亮。
他们是忠诚之士/举着启明星把乡间小

路照明/抚摸星星，与月亮一同前行/有的人
尚在漆黑里跋涉/走进去， 为他们点燃一盏
明灯———我见过那些扶贫干部的辛苦与无
私奉献，于是有了这样的诗作。 马嘶深沉地
说。 面对父老乡亲和家乡故土，他对苦难是
认真的，一如凝聚星星、月亮光泽一样的家
乡闪亮的明天，他的歌吟与期许是真诚的。

在蜀河与汉江交汇处，在家乡人和文人
墨客笔下，蜀河镇是古老的悠久的，又是饱
含挚爱与诗情的；不少篇什说蜀河是千年古
镇，从而生发了无尽情愫抚今追昔、娓娓道
来。 在美国作家贝尔斯在《左宗棠传》一书的
记叙里，当年左宗棠大军平定陕甘、新疆，就
是大炮辎重由汉水船载至蜀河而后陆路北
上运至西安，然后挥师向西的。 这些频繁的
社会活动给这片土地赋予了广阔、辽远和富
饶，也使后继者有了思想的丰厚与抒情的曼
妙。

生于斯、长于斯，马嘶是丰厚的，马嘶也
是曼妙的。

他看到蜀河的火狮子，说 :越崖踏涧，一
对壮狮， 丈二红绫/引着灿烂奔向灿烂//握
一把汉江之浪滴入蜀河之波/我的古镇，翩
翩若姿娘/千年风韵/犹抱琵琶谱新词。

马嘶说： 姑娘蜀河边浣花衣/蜀河入流
汉江阔/一滴水一滴笑着的泪/东望飞檐青
砖墙/古木方亭/麟麟老瓦卷苍茫//杨泗庙
宇，江头上的巍峨/将军剑指长江远/涓流千
万捣滩沿/古树悬崖， 威风了浪涛/绫绫红
绸，东去的大纛/破浪的声音/穿不动大殿肃
穆的风/立地九尺汉剧戏台舞/英雄人物去
了又还来。

故土情深，情深似海，马嘶还说：白云飘
了过来/轻轻地摘下/放给故乡/他们幻化牛
羊、草木、稼禾/幻化一支饱满的笔/书写/我
的余生都是你/这块老地老房老去的灵魂/
这块新地新宅新鲜的朝阳/植物的花朵和芬
芳//我前半生属于我的皮囊/我的后半生属
于我的灵魂/青衣布鞋青石上走/不变的乡
道/系着房后的老青藤/田间的瓜秧牵着我
的目光……

生于斯、长于斯，马嘶的生命与灵魂和
故乡蜀河唇齿相依、生生不息。

不觉得，马嘶文学创作近 40 年了。
他从 22 岁开始写起， 姿态是变幻的丰

饶的：农民，村民组长，打工者和诗人，社会
变革引发当代人身份认同的蝉变，为了生计
东奔西跑一路烟尘，然而，亘古不变的是马
嘶和他的诗歌；因为胸有诗歌，也便心有仰
望……发了那么多作品， 获了那么多奖，也
就有了这本诗集的轩昂登场！

不变的诗言志、歌永言，不变的草根情
愫、底层人们的奔逐颠簸、喜乐伤悲及其呐
喊之后的凌厉与嘹亮……

———马嘶说：善处闻达人，击节赞清风。
马嘶还说：诗是人生的欢喜，诗是灵魂

的青山，人生憾事总是有，人生有诗无憾事。
诗中自有黄金屋， 诗中自有颜如玉，诗

中自有千钟粟———诗中，自有马嘶的欢乐世
界、终极人生！

来自大地深处的呐喊与嘹亮
———说说马嘶和他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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