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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中国年
马从春

从黄河长江的滚滚浪涛中走来

从长满青苔的秦砖汉瓦里走来

喜气洋洋的中国年

在一部叫做农历的书籍里

行走了数千年

红彤彤的春联

贴出满门的喜庆

高高挂起的串串灯笼

是年的迷人眼睛

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顷刻间温暖了这个冬季

和无数渴望回归的亲情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老祖宗的训导永远记心间

站台上迎风痴痴等候的是渴望

列车里风尘仆仆的是归心似箭

每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

心中藏着两个大大的方块汉字

叫做——“团圆”

喧天的锣鼓敲起来

热情的秧歌儿扭起来

祝福的杯子端起来

十几亿颗心组成的中国结

正升腾在神州大地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上空

共同奏响一曲欢乐中国年

除 夕
吴 昆

除夕是鞭炮阵阵

锣鼓喧天

龙腾狮舞的喜庆

除夕是春联对对

福字当头

红红火火的祈盼

除夕是游子匆匆

一心向家

享受合家团圆的幸福

除夕是瑞雪飘飘

辞旧迎新

预示来年的物阜民丰

除夕是最绚烂的烟花

除夕是最浓烈的美酒

除夕是中华儿女

最美丽的一个向往

功夫在画内 汗水凝精彩
——书画家熊灿亭印象

田立宪

熊灿亭出生于湖南长沙，别署粲丁，

书屋号半斋、摸云楼。他在对学院派和

文人画的创作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意象画风格。他主张书画家创作的每

一幅作品都要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

对收藏家负责。

与书画有缘

熊灿亭的父亲曾在景德镇画过瓷

器，得丹青之妙，母亲则工于刺绣。他

虽从小也喜欢写写画画，却并不上心，

一直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文革”期

间，他经常被老师叫去出黑板报，很不

耐烦，称之为“抓差”。但这份经历却

对他往后的书画研究起了铺垫和助推

的作用。

1979 年，熊灿亭被招工进入长沙

雕 刻 工 艺 厂 ，才 真 正 开 始 与 书 画 结

缘。在工艺厂，他结识了许多书画名

家与同好，处芝兰之室，染芝兰之馨，

他开始主动研习书画、镌刻。自言对

于书画、篆刻有一种偏狂的喜爱。起

初，为了探究文字的起源，他用毛笔抄

写高明的《甲骨文合编》；1980 年学镌

刻，又将邓散木的《镌刻学》抄写两遍，

并将书上近 300 方印章全部摹刻。这

为他收放自如的书法艺术以及疏朗有

致的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对于绘画，虽是近几年才真正开

始，多年的艺术研究与深厚的笔墨功

力，却使他一开始就站在了很高的起点

上。与一般画家不同，他更注重对艺术

的思考。

熊灿亭强调画趣重于技艺，他曾说：

“我的画趣重于技。形而下的技更多的是

服从于形而上的道。画如无趣，如同人之

无智。画画难，不在技，而在道。画之技

法，二十年可得；画之想法，一辈子难求。”

艺术都是相通的，观熊先生之印，

及字及画，都有其共同点，即是特简特

逸、空灵潇洒、超凡脱俗。这也许是因

为不论哪种艺术形式，他都喜欢一蹴而

就。很多金石大家治印前都设计好印

稿，可是熊先生从不这样，而是信手提刀

一挥而就，但凭心中所想，腕底随意。如

此创作出来的印石线条明快流畅，又有

极强质感，于方寸之间表现出一种“沉

着痛快、有种男子汉大丈夫大气势”之

感染力。

率性的写意人物

熊灿亭最喜欢画的是水墨写意，

尤其是写意人物。简单几笔，即能勾

描人生百态，以有限的笔墨空间，表达

无限的领悟心界。“由眼中之自然，到

心中之自然，再到笔端之自然，追求神

形兼备，讲究浓烈的情感状态、深邃的

精神内涵和丰富的美学容量。”他按照

自己的审美理想，构造生活中平实质

朴之美。

他曾撰文自叙，作画时，常常会不

自觉地显露出疯狂的状态，手中的画笔

在本能的推动下，跟着感觉和意识奔

跑。这在常人看来仿佛梦游，但他却往

往因此创作出很多令人惊叹的作品。

渔夫与僧人是他笔下时常出现的两

类人物，率性纵横，生动自然，《月下寻渔》

即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一轮幽月在薄云

中若隐若现，月下，渔夫蓑衣斗笠，一双赤

脚，急匆匆，大步奔赴河边，似是寻“鱼”，

细细品味，方知寻“渔”才是真正意旨。像

这样的野趣，总是贯穿于他创作的始终。

熊先生喜画人物，认为人为万物

之主，人性灵的丰富与多变是超乎想

象的。他画的人物，往往只有寥寥几

笔，却能够尽得人物之神韵；几近符号

化的简单点染，看似随意散淡，似是而

非，却能将轻松无羁的心态与意境跃

然于纸上。中国意象画研究会会长王

明炎曾经评价其画作是“全国粮票”，

是一流的，是传统的，又是当代文人意

象的。不少收藏家都喜欢收藏熊灿亭

先生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人物画。这

些藏家认为，他的人物画能让人一见

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那质朴的艺

术情感跃然纸上，抵达生活的本质，纠

集于人的内心，加之他飘逸俊朗的书

法为作品自拟题款，陡增一份人生的

况味。

书画印之外有追求

熊灿亭的艺术精彩并不止于书画和

篆刻。他虽然不是学中文的，但是他却

已经能在文坛中有一番作为了，目前已

出版的专著就有《书体浅说》、《篆刻源

流》、《一品艺境》等，著述已超过200万字。

熊先生已出版的书多为艺术专著，博

文也多是艺术评论。现在他已经成为省内

知名的艺术评论家了。其评论文章，《书

法大家欧阳笃材》、《色彩大师易图境》、

《纸上飕飕风雨声 行间屹屹龙蛇动——

王友智草书艺术品读》、《归真——关于

中国艺术的一些思考》、《艺市进入大忽悠

时代》等，宣扬真艺术，痛斥伪艺术，更多

的是针对每一位艺术家的特点，提出真

诚的意见或看法。在《我们为什么要挑

剔——文艺批评态度漫谈》里，熊灿亭提

到自己的观点：我们选择值得批评的书

画家来完成我们的批评任务。

虽然熊灿亭涉及的艺术领域非常

广泛，但他始终保留着对目前看似繁盛

的书画文坛的适当距离与理性思考。

《
睏
人
天
地
日
初
长
》（
中
国
画
）

熊
灿
亭

《
引
鹤
》（
中
国
画
）

熊
灿
亭

马 年 话 马
盛 会

按照中国的传统历法，农历甲午年是马年，辞旧迎新，又

到了马年话“马”的时候了。

与龙一样，马在中国文化里是一种神奇的动物。说到

“马”，中国人的脑海里首先涌现的是有关“马”的吉祥成语，譬

如，马到成功、万马奔腾、人强马壮、马不停蹄、龙马精神等等。

倘若把中国的历史书找来翻一翻，马的诸多佳名美誉就

会跃入眼帘：千里马、天马、宝马、汗血马、骏马、老骥、白驹。

据说，马在 5000 万年前就出现在北美大陆上，那叫始祖

马，只有狗那么大，小巧玲珑。现在我们看到的马是经过几千

万年艰辛进化而来的马。

马是一种英雄动物。古往今来，文人骚客吟马的诗句数

不胜数。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想当年，金戈

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是作者颂扬南朝刘裕北伐的功业，寄

寓抗击金人、收复失地的心愿。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

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作者在深夜风雨中

还梦见自己像是骑着披上铁甲的战马，驰骋在北方冰封的原

野上，横扫千军。真乃气势恢弘。李贺的《高轩过》：“马蹄隐

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作者把马写得栩栩如生。

马堪称动物界中的精英，其勇敢的精神令人赞叹。古往今

来，马往往被用于战斗。特别是古代，军队以骑兵为主力，实际上

军队主要由人和马组成，所以把组织队伍叫做招兵买马。马和人

一同冲锋陷阵，不管敌人多么强大，也不管处境多么危险，只要主

人一声令下，马便奋不顾身，奋勇向前，面对刀山火海，无所畏惧。

马的勤劳是有目共睹的。战马可以一天连续奔跑五六个

小时，日行千里。马在奔跑中从来不偷懒，只要人不命令它停

下来，它便不会停蹄，直到累倒为止。大部分累倒的马会气绝

而死，马用生命诠释着它的勤劳、无畏、奉献。

马是团结友善的动物。《李文公集》中有一则《国马与骏马》

的故事：有个骑国马的人与一个骑骏马的人同在一条路上行走，

骏马碰伤了国马，使它的血流到地上，但国马照旧行走，也不回

头看看，像是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后来，骏马回到家中，草不吃，

水不喝，站在那儿颤抖了两天。骏马的主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国

马的主人。国马的主人说：“它大概是为碰伤国马的事而羞愧。

我如果把国马牵过来劝导它，就可以让它恢复正常。”于是就把

国马牵到那儿去了。国马见到骏马，先用鼻子去亲近它，又和它

同槽吃草，不到一个时辰，骏马的毛病自动好了。

马是沉默寡言的动物。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尽职尽责是马的

处世哲学。马除了帮人干活外，就是习惯于呆在一边静静地吃草。

成语中的龙马精神，是中国人最崇拜的一种精神。龙马是传说

中的骏马。唐朝李郢有诗云：“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

姿。”依我个人理解，龙马精神就是以上所言马的几个方面的精神，诸

如勇敢精神、勤劳精神、团结精神、务实精神等。我认为，当前，有必

要大力提倡发扬龙马精神，龙马精神会使我们真正地强大起来。

儿时在乡下过年的那种快乐

感觉在城里难以找到。

记得儿时每当春节临近，大人

们就忙碌起来。首先是做腊味，家

家都要从饲养的鸡鸭中挑一些肥

大的宰了，富裕的人家还会请来

屠夫杀一头猪，再将鸡鸭鱼肉挂

在灶头，用烟熏着。这些腊味被

烟熏得黑黝黝的直往下掉油，馋

得我们的口水也跟着往下掉，总

盼着春节快快来临。女人们则会

趁某个晴朗天气将家中的被褥全

部拆下来洗干净，用米汤浆洗过

的被子，被太阳晒干后气味特好

闻 。 那 时 谁 家 也 没 有 多 余 的 铺

盖，晒干了总是连夜缝好。我缝

被子的方法就是因为小时候常

常 帮 大 人 举 灯 照 明 而 学 会

的。到了农历腊月二十四，

家家户户都开始除尘，女人

们用毛巾包好头发后，将扫

帚绑在一根长竹竿上将屋

里 屋 外 的“ 扬 尘 ”扫 除

干净，我们做小孩的也

帮 着 打 扫 卫 生 ，忙 得 不

亦乐乎。

年三十夜“守岁”是我

们小孩的快乐之一，那时没有

电视机，甚至也没有收音机，一家

人围炉而坐，吃着炸薯片，嗑着瓜

子，喝着热甜酒，东家长西家短地

聊着，也蛮开心的。当然，

拿 压 岁 钱 是 我 们 最 开 心

的时候，只是父亲总是要等

着我们开口要，哥哥姐姐和

我会耐着性子不提，沉不住

气的往往是小妹妹，等父亲

带领全家人放完迎新辞旧的

鞭 炮 后 ，她 就 会 期 期 艾 艾 地

说：“爸，我们可全都长大了一

岁哦，压岁钱是不是也要增多

了呢？”这时爸就会拿出准备

好的红包发给我们，全都是新

票子，我们总要保存很久才舍

得花掉。

“走亲戚”是小孩的又一快乐，

有得吃有得玩，还可得红包。我那

时最喜欢去外婆家拜年，大年初

一，我们换上新衣服，提着母亲为

三个舅舅及外婆准备的礼物，一路

蹦蹦跳跳地来到外婆家。我们规

规 矩 矩 地 给 外 婆 、舅 舅 、舅 母 们

拜过年后，每个人口袋里就会多

出 几 个 令 我 们 兴 奋 的 红 包 。 随

后 ，一 个 学 期 没 见 面 的 表 兄 弟、

表姐妹就在大屋内嬉闹开了。那

时 外 婆 家 住 的 还 是 一 座 老 式 大

屋，三个舅舅都住在同一座大屋

里，大人多，小孩更多，非常热闹

好玩。特别是平时餐桌上难得一

见的鸡鸭鱼肉、瓜子糖果、糍粑年

糕天天都有，真是大饱了我们的

口福，心里只盼着这快乐的年慢点

结束……

年 味 悠 悠 忆 儿 时
朱小波

贺年片

别小看这巴掌大的薄薄纸片，盛得

下千种心思，载得动万般思念。

心语，无需太多，推敲了还要推

敲，精练了还须精练；热情，不用遮掩，

遮掩了信笺也会自燃！

趁着这才开头的岁月寄出，凭借

这乍起的东风扬帆。看，从城市到农

村，从军营到校园，贺年片，如同纷纷

扬扬的瑞雪，报到吉祥，祝福平安，营

造和谐，装点春天……

拜年电话

有线也相连，无线也相牵。虽然不

在同一地点，却都选在同一时间——心

有灵犀一点通，快，拿起电话拜年！

揿键，如若说像是弹琴，莫若说是

在拨动心弦。１２３４５６７，通过无

形的电波，化作春风，化作祝愿，飞过海

洋，跃过关山，字字句句，比歌声还要

美，比蜂蜜还要甜。

“新春乐，合家平安！”“过节好，身体

健康！”实实在在的感情，简简单单的语

言，话，句句都在耳边；人，仿佛就在眼前。

丁零零，问候飞进这家窗口，嘀嘀

嗒，祝愿飞出那家小院，除夕的上空，

飞翔的全是祝福的语言。

压岁钱

不论钱儿多少，不论面值大小，都

是连号的。早就从银行换好，用红纸

包得紧紧的。包进了挚爱，也包进了

希冀，而后揣进贴身的口袋里，单等这

364天后的时日。给孩子添乐，给自己

增喜。哪怕换来的只是一个似是而非

的拜年，一时间心里也注满了蜜。

压岁钱，全新的，新年新岁，要的就

是这个“新”字；压岁钱，连号的，如同阶

梯，一级一级登上去，分明是一种暗示。

钱，加上“压岁”这两个字，一下子

就变得沉甸甸的！

看“春晚”

吃罢年饭，再赏文化大餐，一家人

坐在一起，兴高采烈看“春晚”。

荧屏里笑脸闪动，荧屏外闪动笑

脸。一首首歌，赛过蜜饯，特脆特甜；

一个个舞，都似天上仙女挥袖人间，又

美又艳。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宝宝，忍不

住 手 舞 足 蹈 ，恨 不 能 钻 进 电 视 机 里

面，还问妈妈：全国人民可能看见？

老爷爷神采倍添，拍着大腿跟着喊，

摇头晃脑，有板有眼，老奶奶打趣道：明

年请你上“春晚”，全家人一致推荐！

新媳妇特爱笑，一笑就传染。相

声的包袱，小品的调侃，媳妇一领头，

全家人笑声连连。

看“春晚”，瓜子嗑得一屋香；看

“春晚”，糖果吃得满嘴甜；看“春晚”，

小家融进大家里；看“春晚”，举国欢笑

连一片……

数点

“五——四——三——二——一”

数点，电视机里面，电视机外面，男女

老少，敞开嗓门喊。

去岁、今年，分隔就在这一瞬之

间。听，这数点声里，有留念，更有期

盼，那发自丹田的顿音，简直就是热切

的呼唤。

旧岁在数点声中成为过去，新年

在呼唤声中直面眼前。不是歌声，比

歌声还要震撼肝胆；不是号令，比号令

还要催人向前！

“五——四——三——二——一”

一个节奏，同声呼喊，情自肺腑，声震

河山。一声声，与其说是数点，不如说

是全国人民共同擂响的迎春鼓点！

新新
春
之
歌

春
之
歌

谭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