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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妍）8 月 22 日，由陕
西省文联指导，陕西省书协、长安画派艺
术中心、榆林、安康市文联主办，榆林、安
康市书协及安康市青年书协承办的 “互
鉴·共进丨榆林·安康书法展”开展仪式在
长安画派艺术中心举行。

省书协主席陈建贡， 中国书协副主
席、省书协副主席张胜伟，副主席王行舟、
石瑞芳、刘伟群、张红春、郑墨泉，榆林市、

安康市文联及两地书法家代表近百人参
加开展仪式。

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 120 件，作品多
以六尺整张和八尺巨幅居多， 取法多样，
囊括了楷、草、隶、篆、行不同字体与取法
金文、简牍、北碑、残纸等不同传统资源的
书风，对联、条屏、斗方、印屏等形式应有
尽有，雄强壮美与俊秀婉约不同书风之美
兼备，是陕西南北两地书法整体水平的一

次集中展示。
开展仪式结束后，还举行了“互鉴·共

进丨榆林·安康书法作品展”研讨会，两地
作者就各自优长和不足进行了充分讨论，
与会专家也纷纷发言，就两地书法的发展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两地书法家表示将以
此次展览活动为契机，相互借鉴，取长补
短，不断提高自身技艺，勇攀艺术高峰，争
取更大进步。

曾于清明假期，和家人游览秦岭之南的蜀河
古镇。 半天时间，走马观花，深为惊艳，小镇规模
不亚于旬阳老县城，建筑格局、繁华程度大有超
出其右之感，并且因依山势而建，绝壁上开路，材
质多为石头，功能齐全，曲折灵秀，更显出其雄
伟、坚固与神秘。 站在杨泗庙旁边的民宿客栈门
口，看着门前矮墙上葱葱郁郁的几盆小花，在太
阳下闪着清纯灵光，听着身后侧身才能通过的游
客的声声赞叹，不由感叹前人艰苦卓绝的生存能
力和建设美好家园的雄心。 “

我想，要是有人能以这个古镇写出一部长篇
小说，一定是厚重精彩的大部头。 那曲折回环的
街巷，那鳞次栉比的屋舍门院，那脚下日夜流淌
的蜀河汉江，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发生啊。 从古
至今，人们依水而居，由水而商，因水而兴，这蜀
河汇入汉江的关口，更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
事和传奇。

像是一种神秘的暗示，或者说不清道不明的
缘分，在我生发出这番感慨不久，便有一部沉甸
甸的书稿，来到我的面前，便是杨才琎、马伯友合
著的长篇小说《蜀河口》。 让我更加细致真切地认
识了这个风云聚会的古镇， 了解她的前世今生。
十余天阅读之中，眼前晃动的是两个月前曾经见
到的小镇风貌，于是书中的人物，在我去过的街
道上行走，往昔的船帆，在我亲见的江河交汇口
出发与归来，那些过往年代的跌宕故事，历史烽
烟， 在已然成为旅游景点的安详小镇里上演，如
观看一部历史大剧。

小说讲述民国时期，天下纷乱、时局动荡下
的小镇故事。 兴旺发达的商业与航运，船帮商会
的发展与争斗，早期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多条线
索交相上映。 边远古镇，生意往来，船只穿梭，连
接的是历史， 打通的是人心。 这是一部比较成
熟、完备的长篇小说，近年来陕西文坛书写历史
题材不可多得的完成度较高的作品。 厚重，悠
长，真切。 语言流畅优美，富有地方特色，绵密的
细节、 生动的情节编织串联起纷繁复杂的利益
交错，最终归顺于天长日久的生活和人生。 主题
明确，思路清晰，人物性格鲜明，风土人情富有
魅力，景物描写精彩动人。 二位作者苦心孤诣，
精心打磨，怀抱赤子之心，咀嚼悠远乡愁，挖掘
蜀河镇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 与当时的现实
生活、小镇生态、民生百态相结合，描画一幅民
国时期的乱世烽烟， 讲述一段不该尘封的历史
往事。 是游子献给故乡的一部大书，是蜀河口无
尽乡愁的一部史诗。

独具个性的语言特色

能够承担起一部长篇小说书写任务的重要
前提，是语言的流畅优美，准确生动，从而达到个
性审美。

本书语言吸收中国古典文学特点， 能够看
出，作者熟读《红楼梦》《水浒传》《三言两拍》等
传统作品，深得其精髓。 对人物、景物、风物有着
非凡的耐心，仔细描画，精准呈现，一草一木，一
树一景，一人一物，一粥一饭，扎实绵密，娓娓道
来，确立它们在文本中的地位。 一座用语言搭建
的古镇王国，一幅翔实生动的陕南风情画卷，向

我们徐徐展现。
白描精确周详端雅，是本书的讲述基调。 对

人情世故的体察，对日常生活的敬意，使作者耐
心对待人物与事件，力争使每件事有起因有经过
有结果有着落，使人之为人、事之成事立得住信
得过，“杨牡丹的确是女中豪杰。 她虽病倒在床，
有这父子俩嘘寒问暖。 管他是虚情假意，还是真
情实意，总归伺候过了几年舒坦光景，伴她打发
了一生最后寂寞的一程， 心里还是热乎乎走的，
也不枉这一份家当了。 ”没有高台教化，也无道
德预设，在这件看似是谋夺主人家产的事件中，
对主仆关系和正常人情世态予以理解和阐述。
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胡来喜被熊亭义夺了
家产，害了人命，“若大禹有灵，不知能否怜其哀
苦，即使不能使之死而复生，也叫他再世为人，
当投胎于盛世”，“可怜胡来喜， 费尽心力得来的
这份家业，不过是梦里昙花，到头来家破人亡，妻
离子散。 虽说不曾坑害人，但毕竟起心不善”。 恰
似传统评书与章回小说的总结点评， 客观公正，
情理皆在。

生动传神诙谐幽默， 是本书的又一语言特
色。 刘家少爷浪荡子，富贵窝里生长，不学无术，
不思进取，家败之后，不知耻，更不勇，仍像从前
一样，吃喝享乐，无心经营，家中生意节节退败，
在牙纪的撺掇下，欲卖门面房另行投资翻身，“说
得刘明礼心里头热火腾腾，好似那都是庙上菩萨
老爷亲口许诺他的一样， 称不了自己几斤几两，
一心只想咸鱼翻身。 ”寥寥数语，将一个天真无能
的富家少爷形象勾勒得活灵活现。 门面房的钱败
光后，“不知听哪个胡撺掇， 说是租地种可以赚
钱。 你看那蜀河口周边的地主，哪个不是陈仓满
囤、家财万贯的，可不都是从地里刨出来的”，“刘
明礼一听大喜，这可不就是个生财的买卖！ 听人
说种庄稼，种一胡斗可以收两胡斗，这可是翻倍
的利！ 做生意能本八利二就是顶天的好买卖了，
跟种庄稼怎能比去？ 越想越喜出望外，只觉得自
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发现了这百世难遇的商
机。 ”夸张幽默的语言，颇有含泪的笑，将一个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一味幻想不知生活艰辛的
可悲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见识到无尽辛酸，不
由得对笔下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精彩传奇的故事情节

小小蜀河口，连接着四面八方，各色人等次

第亮相，各种势力粉墨登场，军阀混战，各自为
营，社会动荡不安。 地方武装、土匪泼皮、五花八
门的门会道组织横行乡里、趁火打劫；各级官吏
贪得无厌，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多种势力此消彼
长，你死我活；各部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打打杀
杀。 这一切都苦了一方百姓，民生摇摇欲坠，小镇
风雨飘摇，被动供养这种群雄逐鹿局面的，是底
层人民的苦苦挣扎，无望劳作，江面行船，提心吊
胆，随时有货物遭抢，血本无归，甚至丢失性命的
惨剧发生，普通民众苦不堪言。

早期地下党的出现， 给这里带来希望和曙
光，陈三儿、小董郎中等人的神秘出入，缜密安
排，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系列事件的斗争与
反转，充分表明共产党为天下人民谋幸福的坚定
初心，“我们干的都是救国救民的好事，只要将来
成功，世道就再也不会乱成这样了”。 故事进展环
环相扣，悬念丛生，情节发展惊心动魄，引人入
胜。 陈三儿行踪不定，神出鬼没，常有看似意外、
实则合理的胜算与成功。 他有着出众的领导才
能，在蜀河口打下深厚坚实的群众基础，善于做
群众工作，逐步赢得民心，这也是鄂北游击队最
终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主要原因，昭示着共产党心
怀天下，从而得到人民群众依靠拥护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初现端倪，他自己的命运也随着故事的跌
宕起伏，时常牵动人心。

陈三儿一次次遇险遭难，命悬一线，又一回
回脱离险境，起死回生，看似颇为传奇，实则背后
有党组织的精心布局， 来源可靠的情报获取，无
数同志的相互合作爱心接力， 每项工作环环相
扣，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处变不惊，随机应变，
才能取得一次次胜利，使主人公虎口脱险。 尤其
小说快要结束之时， 已经投诚的匪首孙长林，与
地下党合作，活捉熊亭义的部下王副队长，又有
意放走，让他将“机密消息”带给熊亭义，让熊在
将陈三儿押回蜀河口处决时“有备而来”，不想却
中了又一个圈套，其情节一环套一环，计中计，连
环计，计计皆妙，步步为赢，扑朔迷离，惊心动魄，
但读者心中早有一个“我党英明”的坚持强后盾
在托底，相信这场战斗定能获胜。 果然看到熊贼
中计，连环失策，最终在蜀河口结束了其罪恶累
累的身家性命，读者再次会心一笑。

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长篇小说主要书写人物命运，通过塑造各种

各样的人物形象，突出命运感，从而构建起一个
平凡或不平凡的世界。 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就是
一个辽阔而丰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奔走、活
跃着各色人等，由着性格、命运的牵引，真实地演
绎着自己的人生走向。 《蜀河口》中近百位人物，
五行八作，各具特色，上至达官富贾，下至贫民
乞儿，无不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各有一幅属于
自己的特有面貌，日常言行，所思所盼。 原住民，
外来者，暴发户，破落户，地下党，痴情女，小业
主，无产者，帮主，商人，信徒，苦力，土匪，无赖，
学生，乡民，神婆，他们犹如蜜蜂和蚁类，紧紧依
附于蜀河口这块肥膏，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殷
实者梦想做大做强，钩心斗角，机关算尽，以期壮
大家业；普通人日出日落，艰苦挣扎，出生入死，
换得一点赖以生存的口粮嚼裹； 革命者神出鬼
没，出生入死，为了坚定信念而战斗。 他们行走在
土地与水上，来往穿梭，演绎出各样故事，展示着
各自鲜明的人物形象。

公平仗义、深得人心的航会帮主陈六爷；肩负
重任、机警深情的地下党员陈三儿；风情万种、刚
烈不屈的传奇女子包玲儿；机关算尽，反误了自家
性命的陶老爷；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的土匪头子熊
亭义；来去神秘、重任在肩的小董郎中；可怜可恨、
可笑可悲、 不足为惜的游荡子刘明礼……他们生
于斯，长于斯，苦乐年华寄念于斯，出入蜀河口，游
走汉江上，或带领大家求生存讨生活，或追求光明
事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不惜出卖灵魂，醉生梦
死。 熙来攘往，皆有缘由，爱恨情仇，互为因果，构
成了一幅古镇生态画卷， 营造出蜀河口的清明上
河图。 就连那些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小人物，光
彩乍现，也给人带来不一般的感受。刘老爷命运不
济，家败人亡，他的小老婆，却在男人出走，失去家
园后，带着家中几个幼子，来到乡下种田，日夜劳
作，求温饱，求生存，辛勤养育下一代，由一个以色
事人的小妾，变为一位担当家庭重任的刘大娘，让
人感佩，肃然起敬，其身上闪现出的女性光辉，不
经意间，照亮了读者的心。

深长悠远的无尽乡愁

蜀河口是一个缩小版的“汉口”，同样的两水
三滩，同样的商贸往来，这里的船只不断出发去
往汉口，满载货物自汉口归来，汉口代表着外面
的世界，昭示着更先进更广大的明天。 但在作者
眼中，更温暖迷人的，还是小小的蜀河口。

作者反复描述汉江风光，春夏秋冬，日出日
落，白天与暗夜，汉江水万千姿态，美丽动人。 只
有对家乡怀有无尽的热爱，对生活有着热切的眷
恋， 才能写出如此优美的风光和变幻莫测的江
河。 她是养育人的母亲河，也是吞噬人的魔窟和
索命滩，她给沿岸人民带来财富与希望，又有险
滩急流，匪患出入，让人血本无归，命丧水底。 “一
到霜降，柿子就红了，柿子一红，黄栌叶也红了，
黄栌叶一红，栎树便黄了。 于是这山里这儿一块
青的，那儿一块红的，左一块儿绿的，右一块儿黄
的。 就跟西洋画里画的一个样儿”。 “绕过太阳
包，先放了一挂响鞭，远处迎面悬崖上的杨四庙
已然在望。 老镇氤氲在夕阳余晖中，青瓦灰墙，飞
檐翘角，一坡的鳞次栉比。 阳光像光滑的绸布，丝
丝缕缕，五彩斑斓，耀得蜀河古镇仿佛空悬的蜃
景一般”。 “远望蜀河口，石板顶，瓦房顶，石墙、砖
墙、土坯墙，层层叠叠，鳞次栉比铺满了半面山
坡。 ”极有画面感，又似田园诗，在作者笔下，蜀河
口如梦似幻。 是游子心中魂牵梦萦之地，也是无
尽的乡愁与牵挂。 非热爱家乡者不能写出如此湿
淋淋感动人的句子。 “潘狗子把仓边放着的棕树
叶撕了一绺细条穿过鱼鳃， 挽了个扣递给来喜。
来喜很是欢喜，提上鱼沿着沟谷逶迤而去”。 浓郁
的生活气息随手拈来， 书中时常出现这样的闲
笔，是紧张故事情节的舒缓与放松，也是作品中
无处不在的家园意识、地方特色，平凡中孕育无
尽美感的水乡日常。

在正常故事演进之中，作者总是要见缝插针
地介绍古镇风貌，无处不在地“兜售”家乡特产，
形成了主杆与分支、 主体与背景的有机结合，使
作品更加厚重而绵密，体出长篇小说应有的庞杂
与雄浑，努力还原出生机勃勃的生活气息。 作家
莫言曾说，“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
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蜀河口》的长度有
了，洋洋七十余万字，其密度与难度，便是对日常
生活致敬般的描述能力，对现实世界细致入微的
体察能力，“东西两条沟的庄户都来交租子，黄
豆、苞谷、荞麦、绿豆、核桃，种啥交啥，红苕粉、干
粉条都行，没有粮的拿挖的山货抵租也可”。 “杨
家厨房整日开着流水席，凡来交租子的，都是一
碗酸菜烧肥肉，一碗辣子炒鸡子，金黄的苞米干
饭管饱。 ”这样熨帖人心的书写，是作者带领读者
梦回古镇，在记忆中品尝了一次家乡美食。 “粮食
归了仓，把抵债来的核桃、桐油、药材、粽壳、构皮
等一担担挑到沙沟口， 满满装了十来划子船，运
到蜀河口。 黄姜、柴胡、大黄等中草药类送到项记
药行，余粮卖给源茂林粮店，旱烟叶卖给瑞生馥
张东家加工成水烟丝， 桐油卖给日升恒商行，成
材的杉木、松木归杨泗庙航会”。 作者对故乡风物
熟悉而热爱，怀着欣喜与朴素之心，如数家珍般
细细道来，我们又仿佛观看一个介绍蜀河镇风土
人情的风光片、纪录片、宣传片。

作者说，“明知将来不会定居蜀河口，但还是
想为家乡做点事情，使蜀河口辉煌历史和英雄人
物得以流芳”。 于是经过多年的搜集、论证、书写、
修订，为我们捧出这部沉甸甸的作品，这既是二
位故乡游子的多年夙愿，也是一种坚定执著的精
神寄托，更是陕西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原载 2023 年第 7 期《延河》杂志上半月）

释 然

开会间隙出来活动腿脚， 在电梯间碰见给会场服
务的一位女员工。 她走上前激动地对我说，“领导，我娃
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早上终于收到了。 我好激动呀！ ”她
一边说一边用手擦拭眼角。 我问她娃考到哪里了？ 她说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业设计专业， 在环山公路的草堂
校区。 我说那学校就在我老家附近，出了校门就是秦岭
和村庄，适合学习深造。

问娃考了多少分？她说 505 分。又问谁给娃填报的志
愿，似乎没有发挥出分数的最大价值。 她说娃自己报的。
他们夫妻连高中都没读完，更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娃
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已相当了不起了……我能从她激动
发颤的声音和眼神看出，此刻的她幸福溢满怀。

同样为人母，同样是儿子，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从高
考出成绩那一刻到现在，我内心一直兵荒马乱。 娃说他复
读这一年也努力了，结果却出乎意料，该怪谁呢？ 他自觉
惭愧， 主动去当暑期工， 然后业余时间去健身房健身锻
炼，自己做饭，不让我管。 不到两个月已成功减肥 16 斤。
看着他自律的样子，我的内心也释然许多。

有些路注定是曲折的，唯有走过，才能看到旖旎风
景；有些苦是必尝的，唯有品咂，才知余味深长。 如著名
作家高建群先生所言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
中。 ”想多了没用。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兵来将挡水来
土掩。 漫漫人生路，长的是人生，短的是磨难。 放眼望
去，谁又能比谁输在哪里赢在哪里呢？

所有的磨难，其实都是人生给的果子，酸甜苦辣咸，
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

渡 口

上午十点左右， 刚出办公室就听见饭店院子里有人
吵架，一个男声和一个女声，此起彼伏。 走到跟前听了半
天才晓得是一个四十左右的湖北女人， 因为停车问题与

保安发生争执。 她把车停在通道转角处的一个车位上，保
安怕来往车辆剐蹭到她的车，好心劝阻她换个车位，结果
因为她太敏感，抑或因保安高喉咙大嗓门，加之说话时还
用手指指对方，一下激怒了女子。

她先是下车与保安理论，后被保卫部两位经理劝上
了车，结果还是不依不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反复诉说
着委屈。 她说明明划着车位又没有立个禁停告示，为什
么就不能停？ 又说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孩旅游容易嘛，停
个车都要遭保安白眼，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让人听着费
劲也罢，还用手指来指去，难不成是因为自己开的车档
次不高？！女子越哭越委屈，不知内情的人听了还不知她
受了多大委屈。 保卫部两个经理除了不停口头道歉，站
在一旁束手无策。

我本是路过，看此情景，只好走上前拍拍女子的肩膀
安慰她。 我说我们保安做得不好， 刚才他们也向您道歉
了，咱带孩子出门旅游是寻开心的，要多往好处想，忽略
不开心，孩子这么小，天这么热，长时间闷在车里也不利
健康，还不如换个阴凉地把车停好。 听完我的话女子情绪
平稳许多，开始挪车。

其实，我很能理解女子放大委屈哭诉的心情，人至中
年谁的生活没有一地鸡毛呢？ 现实、责任、年龄、担当让我
们收起委屈隐忍前行。 当这些负面情绪堆积到一定程度，
总会有崩溃和决堤的时候。 活着不易，想要好好活着更不
易。 深夜痛哭、买酒独醉、数着伤痛继续生活，咬紧牙关拼
命向前， 许多不为人知的痛苦和寂寞只能是自己夜深人
静时独品。 待到东方渐露鱼肚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中。 你强大的时候身边
围拢的人就多，你脆弱的时候，还是咬咬牙坚持，心怀希
冀与美好，让日子看着你一天天强大，而不是让日子一天
天打败你，消磨你，吞噬你。

时光会缝合一切， 千山万水终会自渡彼岸。 你要相
信 ， 自己才是自己的
佛。 唯有自赎，方能了
悟世间种种修行，慈悲
喜舍过一生。

“你我生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 ”

问“美”寻踪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盛唐为背
景，带大家领略了一段展现唐风唐韵、诗
词歌赋、音律舞蹈、书法绘画的文化艺术
回溯之旅。

与当代审美流行的长腿九头身不
同，这部电影以唐俑、壁画等因素为参考，
特意塑造的人物建模在一些人眼里并不
好看，甚至也引起了不小争议。

古往今来， 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是无
止境的， 今天的我们得益于科学技术的
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可以对自身外
貌形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但究竟怎
样可以称为“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
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识“美”溯源

《说文解字》中对于“美”有这样的表
述：美，甘也，从羊，从大。

在古人看来，“美”是会意字，由“羊”
和“大”两字构成，体肥毛密，丰满高大，充
满生命力的意向构成了“美”。

又有“好，美也，从女子。 ”中国文字
中的“婉、姝、妍、媚”等形容美好的字，更
向女性贴近， 彰显了古人对女性美的初
步认识。

华夏文明起始时期，古人对于美的认
知大抵如此。 在物质匮乏、生存艰难的情
况下，能适应自然，体格健壮坚实者，彼时
如嫘祖、妇好等耳熟能详的女性，在她们
所处的时代中应当是可以称之为美的。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美的表述可以从
文学作品中开始小窥一斑，《诗经·卫风·
硕人》中有这样的句子“手如柔荑，肤如凝
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字里行间或可感受到古
人精致细腻的审美意识。

秦汉时期， 古人对女性的审美又有
变化，班昭所写关于女性行为守则的《女
诫》，在封建社会具有很高的地位，尽管其
内容在今天看来有欠妥之处，但从侧面反
映了当时女性注重内秀，以柔示弱的审美
观。

魏晋则是中国历史上男子之美蔚然
成风的一个时期，男性一度超越女性成为
主要的审美对象，我们如今知道的经典成
语如掷果盈车、看杀卫玠、傅粉何郎、芝兰
玉树的主人公都来自这一时期。 由此可
见，美不仅仅限于女性，“美男子”也曾是
风尚。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女
性之美呈现出了独有的 “盛唐气象”，《捣
练图》《簪花仕女图》以及璨若星河的唐诗
文化都对这一时期的审美有所记载。 “日
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 ”“云想
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一时期
反映出的是丰腴健康，雍容华贵之美。

两宋时期， 女性之美从雍容丰满的
阳刚走向了清雅忧欢的内敛。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瞳人
剪水腰如束，一幅乌纱裹寒玉。”人们对美
的认识走向了于清冷文弱，秀丽淡雅。 这
一风格也延续到明清时期，“独自立瑶阶，
透寒金缕鞋。” “小立红桥柳半垂，越罗裙
飏缕金衣。 ”

今日看来，多了一份“病美人”的忧

郁。

求“美”有道

此后东风西渐，多种思潮涌动交汇，
审美变得更为解放且多元，美的形象也开
始更多关注细节，眉眼腰身，胸腹腿臀，耳
廓红唇，肤质淡纹，你想要的细节，都可以
成为美的组成。

近年来， 东方审美的传承赋予了女
性更多的包容与自由，外表和内在的和谐
统一成了追逐美的继续前行之路。在古代
东方审美中，容貌并不是唯一衡量美的标
准。倾听天籁之音、感受自然之美、欣赏文
学艺术等方面也被视为美的表现形式。今
天，自信开放、独特平衡的东方新审美变
得更加悠远广阔，涵盖八方。

在这样一个包容的新审美时代，或
许大可放下“颜值经济”带来的容貌焦虑，
自问本心，追寻属于自己的独特美感。

回到《长安三万里》这部影片来讲，
李白也免不了走向衰老，愁纹、眼袋和肚
腩比起青年时期的俊朗飘逸，多少让人有
些慨叹。这些问题在今天都可以得到控制
的嘛，“谪仙人”是没得挑，我们作为“世间
人”，变美却是有得选。

人类审美的一致性往往大于差异
性， 美的标准客观性往往大于主观性，所
以即使在这样一个审美多元的时代， 眼、
鼻、唇、耳、面庞等容貌与形体的美学体现
依旧可以借助外力进行适度地调整。光电
技术，肉毒素、填充材料注射以及线技术
等，都是如今极为常见的美容手段。当然，
学科知识浩如烟海，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
探索的领域等待我们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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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评长长篇篇历历史史小小说说《《蜀蜀河河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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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寻觅
刘金岳

长的是人生，短的是磨难
闫群

榆林·安康书法作品联展开展

扇面小品（中国画） 王晓琪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