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垄垄上诗评

好的诗歌不是拿来读的，而是拿来品
的——这是曾新友新诗给我的深刻印
象。曾新友的新诗因两方面让我感叹：一
是精致而流畅的诗歌语言，二是坚定而向
上的精神力量。

诗歌的篇幅往往比较短小，而篇幅短
小的东西往往更考验作者的文字功力。
随手捡起曾新友的小诗《蜜蜂》：“追逐自
然的亮点/酿造四季的芳菲/提升甜蜜的
日子/加工生活的品位”，小诗《湖水笑出
了波纹》：“青山在水里照镜/白云在水中
浴身/飞鸟在水面掠影/绿树在水下摆裙/
数处蛙鸣 数处风声/激起游鱼打着欢滚/
碧透的大湖笑出了波纹”，其中的想象都
十分丰富，修辞都十分贴切，文字都十分
精致而流畅。他的小诗《白云》：“歇脚青
峦之巅/扯起一片殷勤的阴凉/对镜江河
之间/显现白玉一团/面对激情生长的土
地 忍不住把惊喜凝成泪眼/一点一滴融
入大地的胸膛/滋长另一番景象”，其状
物、拟人也十分精准、形象，“滋长另一番
景象”则别有深意。他的小诗《风吹落着

雨》：“孤独的一场风/吹落一场柔情的雨/
湿漉漉的意境 把树梢干渴的心思/淋成
一片青绿”，这前面略显刻意的几句，带出
下面意想不到的灵动——“驻足催生的一
枝 花/向 那 时 的 风 那 时 的 雨 点 着
头/——扭来扭去”。

多年以前，王蒙在中山大学讲演时说
过，“文学，是社会的减压阀。”我的理解，
这种说法就像“世上只有妈妈好”一样
——并非否定爸爸的好：在这里“只有”一
词表示的仅仅是强调！文学、文艺作品除
了可以为社会充当减压阀之外，还可以发
挥其他的多方面作用，还可以释放诸多正
能量——当然，这指的是好的、优秀的文
学、文艺作品。

曾新友新诗，一直在减压阀的基础上
释放着坚定而向上的精神力量。这精神
力量，更多的是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与热
爱、对美好的描写与迷恋，来让人感知
的。像他的《赏九龙小镇鹰嘴桃花》：“把
冬天憋足的劲/向春天开一树花”；《吻》：

“有一双秀腿朝火辣的双眼/踮起脚尖 搂

着的境界/省略一切语言”；《日出与树
枝》：“一点光芒 几缕暖意/顺道专门来看
你/想象你明天冒出什么样的绿意/长出
什么样的新奇”；《春天遇上牡丹》：“昨夜
来过的风/凌晨浸过的雨/生动今朝的状
态/渲染心情的气派/打碎寒流一时的轻
率与曾经的枯败”。

以诗歌的语言对人说理、教人做人
的哲理诗，细分起来也有多种。像汪国
真的“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属于比较典型、直露、一下子
让人折服的哲理诗句。而曾新友的写景
状物诗歌之中，似乎也蕴含着不少哲理。
你看他那《飘逸的春天》：“草木拽起春
天飘逸的衣服/托彩蝶飞舞/云朵端起春
天的水壶/倒出一帘一帘珍珠”，“转动岁
月的钥匙/萧瑟从冬天滑过/站在春天的
门口/脱胎换骨”；《春》：“东风用劲/撞通
了冬天紧绷的神经/流淌的河水/摇响了
音乐的铜铃/满枝嫩芽几树新花/蚕食了
昨日的凋零”；《春雨》：“爽爽朗朗/投放
长线/慢慢钓出一个色彩斑斓的春天”；

《春天拔节》：“密密麻麻的雨丝/打不湿
思绪飞翔的翅膀/肥美的原野/丰腴了视
线”；《春天盛开在回乡的路上》：“一条乡
道凝聚了归途的落脚点/一杯乡茶浓烈
了回味的思念/一句乡音晴朗了内心的
空间”。

事物都有因果关联。曾新友新诗总
在不断地释放着坚定而向上的精神力量，
恐怕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不是
那种忧郁的诗人，他是性格外向、开朗乐
观、从湖湘大地走出来的汉子——据说早
年在市直机关一号楼办公之时，整幢楼里
经常有两个人最经常开怀、大声的笑——
他是二分之一。

唐德亮在序曾新友诗集《花飘逸一段
诗的梦》里（《生活之花结出智思之果》）说
过：“诗人与凡人之殊异就在于他有一双
敏锐的诗眼，一颗灵异的诗心。”依仗着与
德亮兄认识之久、感情之深，本人斗胆在

“一颗灵异的诗心”之后加上一句：“一支
简约而出神入化的诗笔”——当然，这

“笔”也开始泛化了……

坚定而向上的精神力量
——曾新友新诗赏析

□ 刘国华

若人生岁月中还有什么更值得回味的，那便是
读书。闲也读书，忙了更抽空读读书，抚慰一下自己
的心灵和身体。

喜欢读和周作人有关的书，如止庵的《周作人
传》、陈子善编的《闲话周作人》、黄乔生的《八道湾十
一号》、孙郁的《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感佩周作人
博学广识，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有独特的认识，对
世界文化思潮也多有关注。其著作涉及包罗万象，
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又包含有生活的平
实和真诚。巴金说：“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胡
适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
了。”郑振铎也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
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
他（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
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对周作人的作品，同
时代的鲁迅、胡适、俞平伯等大家都有点评，平和冲
淡是其公认的文学风格，但也不乏凌厉忧愤。因此，
钟叔河先生当年文心孤胆，冲破牢笼出版半套《周作
人作品集》，其独特的版本价值，是考量中国当代出
版进程的一个直接见证。

段华的《孙犁年谱》，对孙犁一生的生活、创作和
编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有意思的是，孙犁读周作
人的态度，从最初的憎恶痛骂，到晚年的渐变平和，
再到写作《书衣文录》之后，他写《耕堂读书记》，其行
文和笔致也渐渐有了知堂之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
很奇妙、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迷恋扬之水多年，她的《<读书>十年》一书是二
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解放史，其
间风物、饮食、人情，在在桩桩让人沉醉。《采绿小辑》
《棔柿楼杂稿》皆短文妙章，含蓄蕴藉，自有深广的学
问蕴藏其间，但读来令人痴迷。

再读钟叔河《书前书后》，这是他的序跋集。钟
叔河独立编撰了那么多好书，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
尤其是“走向世界丛书”和“周作人系列”，开风气之
先，没有超拔之勇气、过人之智慧、高迈之识见，实难
为也。我读钟叔河十多年了，他自撰的差不多都买来
了。钟叔河有学问懂人情，对晚辈后学奖掖有加。他
授权夏春锦编辑自己的书信集，初编出版，学界一片
叫好声，续编已在操作之中。他为我题签书名“书是
一盏灯”，签赠大作，其情殷切，令我铭感在心。

苏眉的《食笺》和《茶笺》，谈饮食，谈喝茶，谈文
化，谈人情，淡淡的，但余味不绝，使人留恋。

朱航满新作《杖藜集》。航满是一位勤奋的读书
人，近年著述多多，偏于文史和书话，深得知堂为文
之风气。读完了韦泱的《在家淘书》，这也是疫情时
代特殊的淘书趣闻吧。读龚明德的《文事探旧》，作
者对现代文事细心求证的功力，让人叹服。读张家
鸿的《数过满天星》，这是一位青年教师传播书香的
精神成长史。

在读写中镌刻每一段时日，这纯粹是兴趣，颇有
些苦茶老人所说的“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
心”的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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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香一瓣

打小，我就喜欢舞文弄墨，到了高中，自然迷上
了写作，痴迷的程度近乎疯狂，终日一心构思着如何
写作，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梦想世界里。有时候，
来了灵感，就在课堂上写起来，全不把学习功课放在
心上，一天不写作，便觉人生索然无味。

我热衷于写作，就把学习耽误了，成绩一落千
丈，眼看着考学无望。父母愁得心急火燎的，不知道
该怎么劝我改邪归正。父亲说：“咱几辈子都是本本
分分的庄稼人，祖坟里就从来没有冒过文人的烟，写
作是弄不成事的，只有用功读书，考上大学才能光宗
耀祖。”母亲流着泪劝我不要心浮气躁，想七想八的不
实在。舅舅、姑姑这些至亲轮番做我的思想工作，无
不苦口婆心地劝我要放下写作的笔，拿起考学的书，
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祖祖辈辈务农的命运。姑姑
摇着头说，这娃中邪了，你再写作，农民就当定了。

高考落榜后，我当了一个暑假的农民，跟着父亲
下地干活儿。我身单力薄，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
动，累得死去活来，庄稼活儿还收拾得像一团乱麻理
不清。父亲说，你这身体当不好农民，还是回学校上
学吧。

看着在庄稼地里卖死命的父母，瞅瞅紧巴得快
过不下去的苦日子，我问自己：能这样认命，一辈子
踏踏实实地当个农民吗？我不甘心！这一天，我终
于幡然醒悟，把杂志社的退稿信都塞进炕洞子，一把
火烧个精光。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又回到了学校。
校长见了我说：“就你这样根本考不上大学。你要是
考上大学了，你把鼓背到我家门口打！”我一声不吭
地拿起书，到后来终于能够倒背如流。

为了逃离农村，摆脱苦难的生活，我拼了命地学
习，终于考上了西北大学新闻系，成为一名享受国家
财政补贴的公费大学生。上大学后，学习轻松了许
多。我拿出纸和笔，又一次开始写稿、投稿的艰苦劳
作。一位舍友经常给我泼凉水说：“你不是当作家的
料。我敢打包票你成不了事！”我一笑而过，并不把
这话放在心上。

大三时，我在三秦都市报社当实习记者，第一次
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激动得手在哆嗦心在
颤。随着自己的文章一天天在报纸上刊发，我的内
心慢慢地平静了，不再澎湃激荡。终于有一天，我厌
倦了每天发表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报道，毕竟这距离
我的作家梦，太过遥远。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电视台担任编辑、
记者，工作过于繁忙，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睡得
比狗晚，成了实实在在的“新闻民工”，几乎连读书的
时间都没有，就慢慢地淡忘了曾经的写作梦想。

工作20多年后，我调整了工作岗位，终于有空
闲时间读书写作了。我坐在电脑前，打开文档开始
写作时，故乡的一草一木便萦绕在脑海中。我已离
开故乡近30年，虽然故乡给我的印象始终是贫穷落
后，但儿时的回忆总是苦涩中带着许多快乐。一想
起父母为儿女的付出，我常常感动得不能自已，瞬间
灵光闪现，那就从我的故乡写起，从怀念父母动笔
吧。文学勾起了我对故乡深深的思念。

2022年，在文学创作的浩瀚海洋上，我这叶小
舟开始扬帆起航，陆续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80余
篇近20万字散文和小说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各类文
学征文奖。近日，我的散文集《遥望故乡月》由天津
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将公开发行。

梦想的实现令人欢欣鼓舞，但是人不屈服于命
运，不苟且于现状，为了梦想而努力拼搏的过程，才
是一种真正的美好人生体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柳红霞柳红霞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熊晓程熊晓程 20232023..22..1414 星期二星期二

07
2023年第5期 总第179期 投稿邮箱：568649157@qq.com

这是一部以湖北省公安县郑公籍作
家为主体创作的乡土诗文集，作者们怀
着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和赤子之心，把章
庄的历史、文化、景观、人物、风物、文物
等从多角度乃至全方位地展现在读者面
前，让我们对章庄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与深
刻的了解。

这部体现章庄大观的诗文集，共有六
辑：《章庄今昔》《历史章庄》《文化章庄》
《章庄物产》《章庄人物》和《章庄放歌》。
这些章节，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章庄的
每个角落，在悠悠的岁月中串连成一个整
体，共同构成了这本书的文学性、历史性、
地域性、资料性、系统性和可读性。

第一辑《章庄今昔》见证时代的变迁
与辉煌。杨先金《揭秘牛浪湖》的开头一
句“湘鄂交界的牛浪湖，自古以来就有各
种神秘传说”，就吸引了我的眼球，让我迫
不及待地往下看。作者行云流水般的文
字，向我娓娓道来：“牛浪湖就是在这历史
的长河中淤积形成的。洪荒之时本无湖，
此处仅是武陵山脉东端断带的一个深渊，
由于流沙淤积，逐渐填平荆江两岸，神差
鬼使地在断带留下缝隙。在经过治理松

西河、修筑永和大堤后，将长江水彻底隔
离形成湖泊。湖水储长江之水为原浆，汲
松西河水为酵母，藏灃州山水为甘露，把
这容积三千多万立方米的湖水酿成了牛
奶琼浆。故此，牛浪湖又名‘牛奶湖’，也
称‘西湖’。”读到此，我豁然开朗，原来牛
浪湖是这样形成的。牛浪湖，造就了章
庄这块福地，孕育着章庄的生灵万物，也
赋予了这块土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
气韵。面对上善若水、润泽四方的牛浪
湖，作者不禁感叹：“一湖水——收藏着牛
浪湖的神秘；一支笔——写不尽章庄旖旎
芳华。”

第二辑《历史章庄》带领读者走进章
庄的久远年代。我翻阅胡祖义撰写的《古
今积淀 旅游大镇》，仿佛流连在章庄的光
阴故事里。这里的沧桑巨变，简直令人难
以置信。因为半个世纪前，假如你来此
地，出现在眼前的必然是荒山野岭。幸
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章庄的每一
寸土地，化“贫瘠”为“沃土”。章庄日新月
异的变化，也使曾经的“郑公渡”如今成了
遥远的“传说”。厚重的历史也赋予了章
庄丰富的旅游资源。在作者数万字的文
章里，章庄的旅游资源令人惊叹，“农林产
业”“自然风光”“红色旅游”以及以邹文盛
墓、袁宏道墓、刘璋墓、兵器堆为代表的

“文物古迹”，成为这里旅游的四大产业支
柱。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牛浪湖、章庄
铺、郑公渡、支苏堡、韦家厂、石子滩、东岳
庙、三省桥等旅游胜地。它们犹如璀璨的
明珠，把这座旅游古镇装点得格外动人。

第三辑《文化章庄》凸显了章庄深厚
的人文底蕴。文化是人类长期创造而形
成的产物，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
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
物。以中华民族传统的过年方式为例，中

国人对过年文化非常重视，尤其是上了年
纪的人，无论在何方，一到过年总要赶回
故乡与家人团圆，因为那里有“家”的味
道，有属于真正的“故乡年味”。可惜的
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和发展，年味似乎变
得越来越淡。杨先金的《故乡的年味》让
读者沉浸在故乡的“年味”里，重新唤起了
我们对过年的回味——“办年货”“赶年”

“年夜饭”“守岁”“拜年”……正如作者所
说：“家是亲情的载体，是心灵的归宿，更
是游子的图腾。哪怕天寒地冻，或许在天
南地北，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汽车票就成
了最温暖的请柬……”

第四辑《章庄物产》呈现的是丰厚而
殷实的地方物产，它不仅仅是上天的恩赐
与眷顾，也是章庄人勤劳智慧的成果。杨
先金的“游子恋橘”、胡祖义的“乡间美
食”、潘宜钧的“野菜香”、黑丰的“小杨
叶”、伍业琼的“家乡的莲”、谭兴龙、李良
文的“紫金茶”、曾纪鑫的“生命中的水稻”
等，各种各样的物产，散发出家乡的味道，
充满着浓浓的诗意，体现了作者对故乡的
眷恋，也刺激着读者的味蕾。诚如曾纪鑫
所言：“金黄色的稻谷，就是我生命中一首
神灵般的永恒诗歌。这首歌已被我们的
祖先在茫茫宇宙中唱成了一段绵绵不绝
的辉煌历史。”

第五辑《章庄人物》娓娓道来从古至
今章庄走出的风流人物。“公安派”主要代
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堪称晚明
之“风骨”，他们“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
宰着当时的文坛，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曾纪鑫语）。胡祖义笔下的章庄

“俊杰”如院士伍法权、雕塑家聂承兴、先
行者杨技术等，都是章庄不可多得的才
俊，也是章庄的骄傲！

第六辑《章庄放歌》抒发了作者对故乡

的依恋和深情。江荣基的叙事长诗《怀念
家乡 感恩母校》，从韦厂岁月、郑公历程、
师恩难忘、桃李感恩四个方面书写了他对
家乡、对母校的深情厚谊。刘青方的组诗
《走进章庄》，带着读者一起探访袁宏道墓，
穿梭于古今，聆听历史的回响。作者感慨
道：“你的墓碑离你远去/寻找你就多了一
层迷惘/站在高高的黄土堆上/望得见所有
的小路都涌向这里/是思念，是朝拜，是遗
忘/你把文章撒向四面八方/一代代的文字
就沿着这窄窄的田埂/爬满你的身上……”
马华的《故乡行吟》、封德明的《歌咏章庄》、
卢成用的《牛浪湖吟》、江荣基的《新农村》、
宋良泽的《牛浪湖早春》等，每一诗行，无不
体现出章庄人对家乡的真情实感，也彰显
了章庄人对故土的热爱！

《牛浪湖畔：时光里的章庄》是一部富
有特色的诗文集，通过鲜为人知的故事描
述、风光展示、人物刻画，向读者缓缓地铺
开一幅壮丽的千年史诗和文化画卷。就
像杨先金在《后记》中所写：“如此丰富的
记载与描写，算得上章庄铺镇的一部百科
全书。这，也是我们留给后代的一笔宝贵
财富。”

《牛浪湖畔：时光里的章庄》一书，得
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中国当代著名
评论家樊星在本书《序言》中写道：“这本
书，是章庄文化建设的硕果，也是一个标
杆。”原荆州市文联主席、《中华传奇》总编
辑潘宜钧先生说：“看了这些文稿，我对家
乡有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印象，得以知道它
的过去与今天。”

几天来，我阅读着章庄，也认识了章
庄，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锦绣，在我
的眼前渐渐清晰起来，让我心驰神往，不
仅陶醉在书中的字里行间，也陶醉在美丽
的牛浪湖畔……

我也醉在牛浪湖畔
——读《牛浪湖畔：时光里的章庄》

□ 潘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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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惟楚有才。楚国人的伟大创
造，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呕心沥
血地写成了中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离
骚》,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浪漫主义的先
河;在熊家冢墓地的车马阵前，人们依稀
可以窥探当年“车辚辚，马萧萧”的场景。
从中发掘出大量精美的玉片串饰甲胄和
玉器水晶玛瑙陶埙。在熊家冢仅玉器就
出土了三千多件,而且种类繁多，材质优
异，工艺高超,让人为之惊叹,从中可以瞥
见楚国贵族奢华的生活与灿烂的文化;虎
座鸟架鼓,是楚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物
之一，它结构精妙，色彩浓郁亮丽，展示了
楚国人坚忍和自豪的精神。楚国漆器历
经两千多年而不朽,让作为楚国后裔的我
们感到深深的自豪。

对于众多的楚国文物,最震撼我心灵
的便是漆器了。楚国漆器的艺术之魂在

于独创精神,它们的颜色、
形态、寓意，无一不透露着
楚地的风土人情。它们拥有
一种神秘的力量，当你看见
他们时，就会身临其境，眼前
呈现出楚国的战场上“填然
鼓之，兵刃既接”的景象。这
种非凡的感觉只可意会而不
可言传。

楚国的漆器造型独
特。楚人因崇凤而闻名，这
在漆器上得到了极好的反
映。荆州博物馆的虎座鸟

架鼓，像两只体态轻盈的凤骄傲地踩在老
虎的身上。这件乐器有极强的对称美，并
且把猛虎、祥凤、乐鼓三者融于一身观赏性
强。鼓的颜色以黑、红、黄为主，凤和虎的
身上也有各种难以言状的花纹，这令我感
慨不已。一件古代乐器竟然如此华丽精
美，真是让我们当代人汗颜！不仅仅是虎
座鸟架鼓，还有蟠蛇漆卮（zhi）、凤鸟莲花
豆之类的漆器。“卮”为盛酒器，木匠运用旋
研、挖等手法共雕琢出20条相蠕绕的小
蛇。凤鸟莲花豆由莲花豆盘、凤鸟、蛇分件
雕刻组合而成 ,凤鸟两翼张开,尾翼翘起,
做展翅之状，腿则半蹲,凤爪却紧紧地抓住
一条蜷伏的蛇,而纤长的脖子向后仰，末端
稳稳地接着莲花豆盘。这件器物看似复
杂，其实它呈现出来的是极其自然的形态，
我从中看出两个字：征服。凤代表楚国人,
要征服代表邪恶势力的蛇；它代表了楚国
人追求安祥和平、战胜邪恶的美好心愿。

楚国漆器的装饰手法独树一帜。漆器
大多以殷红为底色，加上外面的一层亮光，
显得雍容华贵。漆器以亮红、黄、黑、银灰
等颜色作为点缀,并绘上龙纹、凤纹、云纹
等作为装饰。例如七豹大扁壶，它是一个
没有棱角的长方体容器。器的盖子和壶面
都有带状的亮红色作为点缀，壶面则稀稀
落落地画着不知名的图案，它大部分的留
白使我感受到了写意的气息。这图案乍一
看令人一头雾水，细观之后才有了醍醐灌
顶的感觉。这件漆器图案原来是一只花豹
捕食的过程:从发现小獐鹿到最后捉住,总
共经历了七步,所以才叫七豹大扁壶。它
抽象地描绘出了一只凶悍的花豹奔跑、追
逐、腾跃、撕咬的动作形态、图案连环变化
云气重叠交织。因为豹在西汉作为神
兽。所以更为这件作品增添了富贵与安
详的气息。还有夹纻胎漆盘也是极具代
表性的器物。它以棕红为底色,用暗红和
朱红漆彩绘。其纹饰特别优美,地面正中
绘有4只对称的短尾凤鸟,周围绘有千只
对称的长尾凤鸟和美丽的卷云纹。纹饰
对称平衡，再加上漆盘呈圆形，所以使其
更具协调之感。唯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
这件文物在墓中因受到挤压而变形，稍有
影响到美感，是漆盘仅有的一处瑕疵。

楚国的漆器构思巧妙独特。当我在
观赏虎座鸟架鼓的时候想到了一问题:凤
为什么踩在作为万兽之王的老虎身上
呢？于是我便去查找它的典故。原来老
虎代表着历史人物“廪君”。他作为早先
巴族的首领，在战场上杀敌无数。相传他

死后化为一只白虎，所以后人便把白虎作
为他们崇拜的图腾。而代表楚人的凤把
代着威武无畏的老虎踩在足下，使其不堪
重负，体现了楚国人勇于征服强大势力，
不畏强暴的民族气度与精神。再说另一
种漆器——“羽人”，全器由羽人、凤鸟、蟾
蜍自上而下组成。羽人有着鸟的喙、爪和
尾，形态非人非鸟，但体态丰腴，做持物
状。凤鸟体态轻盈，呈现出安详的气态,蟾
蜍则呈凶恶状,瞠目而视，四足紧抓一条
蛇。关于它的性质是众说纷纭。我认为羽
人位于这两者之上，体现的是人类凌驾于
万物之上和与万物紧密联系的思想。通过
它们，人类才可能插上腾飞的翅膀，与天神
接触。一件小小的漆器,其讲究之精妙，构
思之独特,真是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艺术创作
要根植生活的土壤。楚人通过敏锐的目
光观察生活，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艺
术手法,独创了精美绝伦的漆器文化，表
达了封建时代人们对未知宇宙的遐想和
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漆器，是楚人对生活
的高度概括、生动提炼。因此，艺术创新
要具有精湛的技术。只有精湛的技术，才
能将内在的创造力转化为永久的物质财
富。由此衍生出来的文化自有非凡的文
化之魂和独创精神。永不满足，标新立
异，艺术的生命才能永恒。

我爱楚国漆器，不仅爱它的独创，更
因为它为我们楚国后裔留下了灿烂的文
化遗产以及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历久弥新
的艺术典范。

艺术之魂在于独创
——走近楚国漆器文化

□ 叶芙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