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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极目之处便是美。 当我们走进山林，暂离熙熙攘
攘的城市，所闻所见，便是另一番景象。 此刻的我们
呼吸着不一样的空气，山涧清泉，人间烟火。 邢庆仁
先生在写生中感受了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浪漫
情怀，我们的写生也就从这里开始。

“写生”，简单解释有两个方面：一是用写实的手
法概括和反映生活中的人和物； 二是创作前搜集素
材的准备阶段。 写生的目的，就是要掌握这样一种造
形本领：既能够精细而又准确地描写客观对象，又能
够概括生动地表现客观对象； 既有面对真人实物进
行描绘的能力，又有根据记忆概括物象造形的能力；
既绘形又抒情、传神；既写实又写意，以至达到得心
应手、意到笔随的最高阶段。

“写生”是美术创作者在艺术践行过程中不能缺
少的环节， 在艺术院校的教育教学中也占据了很大
的课时量。 中国画历史上，有大成就者都是“写生”的
倡导者和践行者，五代时期黄荃的《写生珍禽图》，真

实地体现了以工笔画的手法
来塑造对象的写生能力与高
超的艺术水准。 荆浩在《笔法
记》中提到自己在太行山中画
松树，先是“遍而赏之 ”“明日
携笔复就写之， 凡数万本，方
如其真”。 北宋画家郭熙在《山
水训》 中曾言 ：“春山澹冶如
笑，夏山苍翠欲滴 ，秋山明净
如妆，冬山惨淡如睡。 ”清代画
家石涛尤其是“搜尽奇峰打草
稿”。 由此看来，前人绘画多半
是通过目视 、心记 、神会完成
其创作，所谓“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

纵观百年来的中国画写
生，归纳起来实际上可以有三
条路径。 一是以李可染、张仃、
罗铭先生倡导地让山水画家
“走入写生状态”， 到大自然、
到生活中直接取材写生，真实
反映创作者当下的真实感受，
将所观察的景物在创作过程

中迸发灵感与之相交融合。 李可染先生设想的中国
画写生的情境就是：用宣纸、毛笔、墨于现场写生，完
成一幅完整的作品。 二是以长安画派赵望云、石鲁为
代表的直写派，倡导忠于感受，不拘成法，“一手伸向
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强调从生活中发现美，并以不
拘一格的传统，表现大西北的地域与人文。 三是以黄
宾虹老先生为代表的意写派，借古开今，勾勒取景，
要言不烦，重视取舍剪裁，强调山水精神，更大程度
地发挥笔墨潜力， 表现大自然整体上的浑厚华滋与
内心的蓬勃生意。

作为生活在陕南安康的美术工作者， 秦巴山水
深深地滋养着我。 这里虽然没有名川大山那么壮丽、
巍峨，但随处可见苍润、俊秀之小景山水。 罗铭先生
曾说安康的山水俊秀，很适合“小景山水”的创作。 我
就是在不断地深入生活、不断地写生中，逐步了解和
体会到了这种自然形态， 慢慢领悟到了写生与创作
理念。

一幅好的作品， 是建立在对生活的深刻感悟之
上，写生是成就创作的最大来源。 中国画写生就是物
象再现，在其山、其水中提炼概括、感受体验客观存
在，寻求客观、主观的统一，这是通往艺术最高境界
的必经之路。 明代画家董其昌所说：“山行时见奇树，
须四面取之”。 近年来， 在由浅入深的写生创作实践
过程中，面对自然，不知取舍，心气浮躁，时间久了才
沉下心来， 从自然这一实相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感
觉，领悟到其中的辩证关系，若光练笔墨，不直接对
景写生，是体会不到这些道理的。

绘画时对丘壑、树木、山径、房屋造型上的把握，
以及对气候、季节等的体验，若不深入实际中去，体
验不到大自然的真情实感。 只有当我们全面地认识
了物象之后，才能使物象在不同条件、不同角度下，
以及画家心灵的加工、选择、取舍；面对自然山川，感
受于心、构思、立意，把“自然物象”“中得心源”，最后
形成了从“自然物象”到“胸中之像”。 所谓“胸中之
像”是对自然物象的深入研究分析，对四时变化规律
的准确把握。 把写生纳入创作尝试，把画室搬到大自
然，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在大自然中体验、取材，尝
试现场创作，这种心旷神怡的感受，来自人与自然的
完美结合。

点点滴滴的生活积累， 加上近一段时间的中国
山水画创作中，我感觉到思路更加清晰，意识更加浓
烈，对创作中的要素领会更加全面，作品的技巧也有
了明显的提升。 写生创作不仅可以赋予作品具有浓
郁的地域特征，还能够彰显民族精神，符合时代审美
要求。

艺术创作是不断探索、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写
生创作更是美术工作者艺术创作的必经之路。 秉承
中国画传统精神，不断深入生活，认识自然，绘写家
山，追求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结合，物我相向的精神统
一。

此次展示出来的画， 是我近几年来在陕南安康
及周边地区写生稿或创作作品， 也表达了我在中国
画写生与创作实践中的一点体会。 让我们的美术扎
根于泥土，长出带有泥土芬芳的作品，希望更多的美
术工作者都能在写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之路。
我们将继续探索写生、创作之路。

当代女散文作家中叫李娟的人还真不少，
这里要评介的当然是安康水电厂的李娟了。 她
的作品很多，出版的书籍也收集了几本，但个人
信息还是很少。 上网查阅，往往张冠李戴，似是
而非。 好在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你是我的暖》
一书中，多少有了她的“作者简介”。

李娟，陕西长安人。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
国电力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读者》
《格言》《文宛》杂志签约作家，《中国青年报》《北
京青年报》《语文报》《青春美文》 等报刊专栏作
家。 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首届孙犁文学奖、
徐霞客旅游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作品多次入选
高考、中考语文阅读试题，入选《中国散文排行
榜》《中国精短美文精选》《中国随笔年度佳作》
等。 已出版散文集 《品尝时光的味道》《光阴素
描》《决不辜负春天》等。 后来，笔者联系上了李
娟， 知道了她于 1971 年生于长安，1991 年供职
于安康水电厂，2019 年回到西安，于国家电网公
司西北分部机关主办的《西北电业职工》杂志任
执行主编。 自 1994 年开始文学创作，散文作品
发表于 《散文》《读者》《散文选刊》《散文百家》
《红豆》《安徽文学》《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 》
《中国艺术报》等报刊。 八十余篇作品选入各种
年度选本、丛书等。 散文《恰好》被中央电视台一
套节目朗诵。

2020 年 12 月，陕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
一套“长安文心书系”的散文随笔集，集中展示
了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陈彦、方英文、朱
鸿等 14 位作家为代表的当下陕西散文创作态
势，安康的作家刘云、李娟位列其中。 就陕西而
言， 这是散文创作队伍一次高水准的规模性亮
相，对于发展中的安康文学，其意义则在于，我
们的散文在小说、诗歌纷纷取得硕果之后，也悄
然起跳了。 这个起跳所显示的高度，毫无悬念地
成为区域内的一道风景。 应该说，在当下的陕西
文坛， 安康散文创作的实力已成为一种事实的
存在。

而李娟， 就用她的实力证明了她在安康文
坛、在陕西散文界的存在！

散文集《你是我的暖》，是李娟近年来散文
创作的精粹集合， 它代表了李娟散文创作的一
个基本水准。 李娟多年来一直是《读者》《格言》
《文苑》杂志的签约作家，这就意味着她的创作
风格之前就已经获得了一线期刊的青睐和认
可，她的写作趋向明确，并且拥有相对固定的读
者群。 这在文学日趋商业化、功利化、纯个人化
的当下，李娟显示了自己的孤高和另类。 她对文
学始终保有一颗爱心和真心， 她拒绝庸俗和浮
艳，向往宁静和雅致，她恬然地享受自己的精神

生活，因此，在一方属于自己的庭院里，李娟像
培育花草树木一样，精心抚育自己的文字。

安康评论家叶松铖在评论李娟的散文作品
时（见《安康日报·文化周末》2021 年 3 月 5 日）
分析说道，李娟的文字很纯净，这与她的阅读视
域，以及她签约的杂志有极大的关系，只要看过
《读者》《格言》《文苑》 杂志上的文章的读者，定
会隐约感觉到，这类杂志对文体风格的看重，它
们普遍追求一种雅化的、知性的叙述表达，追求
一种缠绵的富有诗韵的故事和情结。 这样的熏
陶和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它自觉或不自
觉地左右了李娟的写作方向。 但李娟在她的文
章中， 却又似在挣脱这样的束缚。 细读她的作
品， 感觉在思维的认知上她已经摆脱 “心灵鸡
汤”的模式，她在由方向性写作、类型化写作，逐
渐向灵性写作过渡。 李娟的文笔开始有了一种
可供咀嚼的哲思，她渐渐触及了深层的东西，这
些东西所寓绝不是那种众口一词的启示录，在
极其雅化和知性的文本层面， 李娟的文字于柔
软中蕴藏着内在的韧性。 我感觉李娟的文化修
持，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阅读的积累，在读与思的
过程中， 李娟其实已经从粗浅的感性快感中走
出，她在深刻而理性的思考中，获得了触发。 于
是，她不断地垫高自己，慢慢拓展视角的广度。
她的感性是偏于发现的感性， 这就与读者的普
遍认知保持了一种距离，而恰恰就是这种距离，
使李娟的散文产生了一种至纯至美的境界……

引用了叶先生的这些评论， 且是打了省略
号的，足以说明李娟的散文的影响力与广泛性。
2018 年 7 月 27 日《安康日报·文化周末》发表了
一篇署名为袁恒雷的评论文章 《寻常生活有大
美》，文章中说，翻读李娟的书，我们会惊诧于李
娟生活得恬淡雅致， 许多人与事的阐释都会引
起读者的共鸣， 那些寻常生活的场景我们每天
都在经历，有多少时候，我们已经麻木于他们的
存在，近处的生活没有风景，但李娟却能敏感地
抓住它们，然后汇集于笔端，酿制出寻常生活的
美。

袁恒雷写道，通读完李娟的书后，照亮我们

的是这个世界上呈现给我们的诸多美好。 她以
雅洁唯美的文字，笔涉文人雅事，人间烟火，谈
画论艺，草木春秋。 文笔散淡蕴藉，闲逸从容，娓
娓道来，似微风拂过湖水。 笔墨干净明亮，温润
幽静，似仲夏夜朗朗的月光。 要感谢作家李娟那
颗善感的心， 那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我们
追随着这双眼睛进行了一场清目醒神的欢悦之
旅，在她的笔下，那些我们渐渐遗忘的美好情感
与信念，却被她用一支笔一一拾起。 这样的世界
值得我们热爱和欢喜。 后来，经笔者打探，方知
这位叫袁恒雷的是位“八○后”的后生，满族，吉
林桦甸人，高中教师，法学学士、哲学硕士，主要
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的研究， 有多篇
学术论文与文学作品发表，为《读者》杂志签约
作家。

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著名作家孔
明在一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评价李娟
的：李娟是活跃在书界的青年才情作家。 她的散
文特色十分鲜明，且富有个性，其叙事、抒情如
幽谷浅流，舒缓清净，使人耳目一新，悦目更悦
心。 她是在用心灵写作，且把心灵寄养在水里、
花里、白云和月光里，带着水滴和芳香，别是一
种姿态，却不扭捏；别是一种柔媚，却不矫情；别
是一种性灵，却不清高；别是一种雅致，却不作
秀；别是一种韵味，却不排斥烟火。 读她的文，能
读到小桥流水，能读到诗情画意，能读到“山外
青山楼外楼”，心能在瞬间安静，跟着文字去感
受、感悟，豁然间像是窗户被打开，亮光洒进来，
清风吹进来，花香飘进来，惬意得仿佛给灵魂找
到了栖息的所在。 把文章能写成这样，真难为了
李娟。

而李娟本人在《我为什么写作》的自序里也
坦承自己的心迹：“我所有的文字， 都是在清澈
的汉江江畔写下的。 ”“我的文字少有对俗世生
活琐碎的记录，更多是与写作和阅读有关，与灵
魂相连。 写作使我在一瞬间飞离现实，我用阅读
和书写隔开了与喧嚣尘世的距离。 ”“一直认为，
真正的写作其实是谋心，而不是谋生。 一个写作
者不为迎合任何人的口味，不为功利的写作，才

是心灵泉水的自然流淌，是灵魂的自由呼吸。 一
个人写作的高度来自广阔的视野与精神的自
省。 只有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写作，才有意义。 ”

这句话，应该是所有写作者应追求的目标。
赵心琴，笔名赵琴心，1955 年农历八月生于

汉滨区大同镇满山红叶时。 1979 年毕业于西安
美院美术系， 曾在安康地区群众艺术馆从事美
术创作和辅导工作，1993 年调入西安日报社从
事新闻工作直至退休。 美术、书法等作品在省级
以上展出、发表两百多幅，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5
次。 《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集》《中国当代功勋艺术
家》《中国书画名家经典》 等先后选用 6 幅优秀
作品分别选作封面、封底，同时还有数十幅作品
入选其中，均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个人
画集《中国新水墨·赵心琴画集》等三册画集分
别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等三家出版社出版。

赵心琴其他艺术创作领域也日渐精进。 文
学创作二十余万字的散文、随笔、诗词、对联等
先后发表于 《中国美术报》《中国旅游报》《陕西
日报》《文化月刊》《美文》 等全国二十多家报纸
杂志，数篇作品被《全国画家散文选》《陕西女作
家·散文卷》等多种版本选载。 曾获得“全国散文
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二等奖”“中国当代散文奖”。
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陕西省作协、 书协会
员，陕西省美协实验艺术委员会委员（原理事），
以及其他多种社会团体职务。 2008 年 10 月，太
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心琴 20 万字的散文集
《听琴诉说》。 在书的封底上，有“内容简介”这样
介绍：赵心琴身兼新闻、绘画、文学三职，因此在
生活中便有了三维思考，于是，她的散文往往就
在不经意间闪现出真切的画面感；情感浓郁、意
象纷繁、词语生动、丰富而别致的联想构成了她
文思的独特。 像《群工部的故事》《葡萄熟了》《等
二姐》《儿子在长大》《二舅的箩筐》《八爷》 等颇
值回味；像《无常病》，虽然写的是身体之病，实
则写了人在社会中、 在各种环境中的情状的无
常；还有《心中有盏灯》，洋洋洒洒 2 万余字，感
情真切饱满，叙事自然生动，通过父亲的经历片
段，折射了多半个世纪的中国乡村生活的缩影；

还有《说挑剔》《放生》等短文，读后也能给人留
下一定的思考和启发。

著名学者费秉勋教授这样评价：“《听琴诉
说》这本书里容易引起注意的，是写亲情、写家
乡的那些作品。 写亲情、写家乡有真情，有深切
体验，自然容易写好。 但要看一个还要继续写文
章的人今后发展的前景如何，靠这些看不出，甚
至会引发贻误的判断。 我倒发现赵心琴有潜力，
以后能有发展的迹象。 这主要是她叙述时入手
和落笔的丰富性。 不同的对象会有不同的入笔
路径，和不同的结构形式。 这说明她的创造思维
是活化的、立体的。 主要表现在这本书后半部分
的短章里。 这一点她自己当然是不知道的，但却
是非常宝贵的。 正因为她本人不知道，旁观者指
出来，意义就非同小可……”

著名散文作家朱鸿教授在 《岁月漏光———
读赵心琴的散文》的“序”中说道：“掩卷而思，我
感到有光从岁月的裂缝或孔穴漏出来， 嫣带着
赵心琴内心深处的终于没有泯灭的爱和恨，或
是感伤的幸福和快乐。 显然，一旦赵心琴拨动了
故乡和童年之弦，她就沉浸其中，弹奏出真且美
的乐曲，并引起他人的共鸣。 ……其散文亮点闪
烁，有的还熠熠生辉。 如果梳理一下，她的这一
路作品显然展示了一些独有的特点：亲历性。 不
仅仅是她的所见所闻， 更多的是她的体悟。 这
样，她的作品就不但流着泪，也滴着血。 无意之
间，她的作品便揭示了生存的本质，也解剖了人
的灵魂。向善性。从中也折射出她对生活的态度
充满着阳光、积极之感而不是消极之感，健康之
感而不是病态之感，含香之感而不是自恋之感。
她的追求，也暗合了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中国
礼教的真淳性。 总之，她的主体散文所展示的亲
历性、向善性、真淳性，足以使她成家，因为三足
鼎立啊……”

西安日报社原社长郝小奇这样描写赵心
琴：她是我社一名主任编辑，是报人，不光好歌
善舞，还是一位知名画家，一位作家。 记得两年
前送我一本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
《听琴诉说》，我筛选性地读了其中一部分，她的
散文具有亲历性、向善性、真淳性。 我认为这些
特点也可用在对她的画的品评上，另外，我还想
再补充一条就是： 趣味性。 因为每读她的一幅
画，都能打开儿时的记忆心窗，让人感觉到那画
里就有我或你或他的身影， 在叙述着我或你或
他的儿时故事，抑或幻觉里的似曾相识。 所以我
断然地说： 她的一篇篇散文就是一幅幅悦目的
图画； 她的一幅幅图画也不失为一篇篇美妙的
散文，使人回味无穷……

（连载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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