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名作赏析

墨梅抒君意 清高志难易
——赏析王冕《墨梅图》

□ 叶芙伶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们钟情于把花作为文艺创作
的对象。有隐逸的菊花，高洁的莲花，美好的兰花，高
贵的牡丹，忧郁的丁香，还有清高的梅花。世人爱梅，
这是毋庸置疑的。卢梅坡在《雪梅》中写道：“梅须逊
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这首称赞梅花高洁和清
高的诗被广为流传，成为经典。不仅是诗，连画梅花
的画也不落俗套。元代著名诗人、画家王冕的《墨梅
图》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别致的梅花写意图。

这幅画由题诗和横向折枝墨梅组成。墨梅作为
画面的主体，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它修长，纤细的枝
干，从右至左伸展开来。好似一个举止从容的女子，看
似平凡，其实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优雅。仔细观
察画面，发现墨梅的枝干虽然整齐，但是粗细有致，不
失随意之感，疏疏落落的分支从主干悠然地伸出来。
梅花也是分布得恰到好处。主干的梅花相对较少，而
分支，尤其是纤细的分支，梅花则集中分布在一起，合
着微微下垂的枝叶，衬出了梅花的重量，写意也不失写
实之感。王冕的笔触流畅至极，一泻千里，婉转细腻，
没有一丝凝绝之处，让人不得不佩服其高超的画技。

王冕在用色方面也是别具一格。梅花的花瓣用
极淡的墨色点染，又用深色的墨汁点在花瓣的周围作
点缀，这就使花与花之间、花与枝叶之间泾渭分明，墨
梅也就不会显得模糊、拖泥带水。虽说是墨梅图，但
是梅花与泛黄的宣纸组合在一起，给人淡紫色的错
觉。王冕利用色彩的对比，给观赏者带来了艺术欣赏
的乐趣。这里不禁有个问题：梅有深红、红、白等颜
色，那么他为什么要用墨色来画呢？

这得从作者自身说起。王冕是元代著名诗人、画
家。从他的号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梅花的特殊喜
爱，比如梅花屋主、梅叟、梅翁等。但是王冕出身贫
寒，而且屡试不第，或许是因为他的失意与穷且益坚
的精神，令他不愿意巴结权贵。后来他在九里山隐
居，以卖画为生。他的题诗中写道：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我既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为何要用
大红大紫来取悦别人？如此风流态度，既是自比，也
是盛赞了墨梅的高风亮节。孤芳自赏既是王冕的气

节，也是王冕自身的人生哲学。这就是为什么王冕爱
梅，而且画墨梅的原因。摒弃亮丽的颜色，是为了让
梅花显出沉稳，低调的气度。墨色令梅花不同于其他
的红梅、雪梅，它相较于红色而言，代表着大气。自持
庄重的王冕是不屑于用轻浮的彩色的。而且人们练
习毛笔字，从古到今，鲜有用彩色来写字的。

再来看七言题画诗，是这样写的：吾家洗砚池头
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
坤。该诗用的是托物言志和借物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手
法，且多暗喻。“洗砚池”既明写了王羲之高超的书法技
艺，也暗写了王冕自己绘画功底的卓越，他在这里的小
心思不由得令我们会心一笑。“淡墨痕”这三个字刚好
照应了所画的墨色梅花。“不要人夸好颜色”更是一语
双关，既表达了自己誓不屈服于世俗，也表达了墨梅高
洁自立的美好品格。“清气”这两个字，表面上指的是梅
花沁人心脾的幽香，实际上是写作者自己纯洁的人品

和高尚的情操。此诗虽然简单，语言朴实，内容通俗，
可是仔细地琢磨后，竟发现了如此多的内涵，将画格、
诗格、人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浅显与深意并存。

这张画美中不足的是乾隆皇帝自作主张，将题字
插在题诗与画之间，而因此破坏掉了画的完整性。这
也不能怪乾隆皇帝，许是他极欣赏这幅画，所以一时
激动，手抖了抖就题上了字。若是王冕为清朝人，知
道皇上在他的画上题了字，会不会从山里面跑出来
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无论是画中娴熟绘画技艺，还是饱满挺劲的书
法，王冕都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神清骨秀、幽独超逸的梅
花形象，并且托物言志，也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在
当时元朝官场腐败风气盛行的背景下，能保持自我，也
算是一支傲然于世的墨梅了。《墨梅图》在艺术领域的
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其隐喻之意更使它的地位上
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华不失实，当属难得。

以数字政府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可信任的治理》出版发行

新新书推荐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趋势、引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
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
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
型政府意义重大。

近日，中国移动技术专家、政府项目规划咨询团
队负责人陈志刚的新书《可信任的治理：以数字政府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面世。陈志刚在数字技术领域深耕20多年，长期负

责政府数字化项目的规划咨询工作，带领团队操刀设
计了省部级数字政府项目共计百余个，是国内数字规
划一线的实践型权威。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活跃人
物，他在电信产业研究领域发表有多篇论文，并在财
新、人民邮电、新浪、搜狐等主流媒体上持续发表产业
观察与评论，是国内科技领域的研究专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出发，准确把握全球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和特点，围绕实施
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
署。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数字政府
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
字化转型趋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进一步加
大力度，改革突破，创新发展，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
设新局面。

数字政府的建设是政府重塑核心能力的过程。
流程重塑和组织重构是工具层面的，能力重建是目的
层面的。数字化技术在政府的应用，其目的指向应该
是组织的数字化、能力的数字化，应该是优化既有的
能力，搭建新的能力，以适应经济、社会、生态、基础设
施的数字化。

据《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提升至全球第45位。而由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指导的2021年数字政府
服务能力评估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经过萌芽

期、探索期、发展期的建设实践，现已进入全面改革、
深化提升阶段。

未来，数字政府将历经三个子阶段：数据治理、可
编程治理和智能治理。数据治理阶段以实现数据的
汇聚共享为核心目标，通过治理政务数据、汇聚社会
数据、构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在对数据进行可信治
理的基础上，以数据要素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
流通实现整体政府的治理目标；可编程治理阶段以实
现高效协同治理为核心目标，通过软件编程、智能合
约、隐私计算、多方计算等信息技术，对治理工具、治
理规则、治理要素的数字化构建横纵协同、多元联动
的业务交换枢纽平台，通过智能合约实现整体政府的
治理目标；智能治理阶段以实现精准治理为核心目
标，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通过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构建
多场景的智能化治理交互系统，通过社会感知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可信计算技术，构建既
能实现整体回应公共治理需求，又能精准回应公共治
理需求的能力。

在《可信任的治理：以数字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一书中，陈志刚以技术基础概念为框架，全面勾
勒了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一般性框架。全书围绕“市
场监管”“公共安全”“智慧城市”三大职能领域，精准
解答地方政府数字规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痛
点、难点，把国家规划的政策精神、地方实践的具体问
题和技术领域的基本概念巧妙地融合起来，清晰、准
确地讲透什么是数字政府、如何打造数字政府、怎样
用好数字政府等关键问题。

书书香一瓣

读读书心得

贾平凹先生是我极为敬重的作家之一，这并非
源于他的身份、名声或者地位，而是源于他对文学创
作的坚守。已过七十古稀之年的他，至今仍埋头于
书案之上，孜孜不倦，是真正的高产类文学大家。这
是国内众多名家难以坚持的，也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之一。

今年，我再次等到贾平凹先生的近作长篇笔记小
说《秦岭记》，越发感慨，在这本书里，前前后后，大大
小小的五六十个故事，组成了这部作品，笔墨之大，细
节之真，笔触之老道，让人惊叹。

当被问及将作品命名为《秦岭记》的原因，贾平凹
谈到：“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在我看来，贾平
凹最好的形容词就是贾平凹，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符

号。他写自己的故乡，记录他的生活痕迹，以最真实
的感触将秦岭呈现出来。

书面是历史的痕迹，黑金色的封面更给人以厚
重，我是遇事爱抽烟的人，抽烟是为了让自己躲避在
淡淡的烟云里，与外物隔绝，读《秦岭记》我就是抽着
烟读完的。

用“抽烟”的感受来表述这部《秦岭记》最是奇妙，
绵长而悠远，贾平凹先生笔下的文字，似乎都是有生
命的个体，山川万物，都在默默低语，在秦岭这片土地
的褶皱里演绎着生动的人、物和事。

贾平凹先生曾自述，在创作期间，他就像是“冬虫
夏草”一样，是冬季里长眠的虫子，在夏季等待着花
开。写作入神时，闭门谢客，把自己真正地沉浸在作
品里，沉浸在秦岭的沟壑里、小山村处、河流水底；让
作品的每一个篇章都有着秦岭可以呼吸的氧，有着秦
岭独特的风貌和气味。七十有余的他，每天还给自己
安排一定的创作量，单凭这孜孜辛劳的创作精神，便
值得我爱这部作品。

《秦岭记》给人的感受是虚幻的，但是内容底色还
是可亲的人间烟火，精短的句子，读起来轻松愉快，又
不失语言的老道，犹如一个魔幻又现实的万花筒，在
贾平凹先生的变幻下，展现着秦岭下的人生百味。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贾平凹先生虽是古稀之年，
但是对当下社会是极其敏锐的，现实主义的回归是明

显的特点，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记录和将社会事件带入
作品，也是他常用的手法。全书三部分，第一部分当
然是主体“秦岭记”；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是编外
一和编外二，是以往的旧作。

《秦岭记》中还带有贾平凹先生对过去故事的重
复，比如第一则，爹临终前故意说了“把我埋在河
滩”的话，一直叛逆的黑顺却后悔了，顺从爹的话，
将爹埋在了河滩。这和《太白山记》中压轴的《父
子》是异曲同工的妙用，这种技法延续在新旧作品中
均有出现，作为贾平凹先生的老读者，还是那样熟悉
他的作品。

书中曾有这么一句话：“不论是人是兽，是花木，
是庄稼，为人就把人做好，为兽就把兽做好，为花木就
开枝散叶，把花开艳，为庄稼就把苗秆子长壮，尽量结
出长穗，颗粒饱满。”在这一层面，贾平凹先生在书中
真的付出了大量心血，无论是写草树、写动物、写植物
还是人物，故事是没有名字的，这样的思考空间是极
大的，作者只管写，不给读者做框架，不拘束，靠着读
者不同层次的认知，来展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
奇特现象。

读完这本书，安静下来，我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
觉，忍不住去感叹生命，去舒缓灵魂，去抚平生活轨
迹，正如封面上的那句话：“生命就是某些日子里的阳
光灿烂，某些日子里的风霜雨雪……”

我们还需要沉淀在某处
——读贾平凹《秦岭记》有感

□ 晓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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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字成暖，一生念安》是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全书35篇散文
记录了他从童年到耄耋之年，一步步走出贫苦之地，成为国学大师的
人生历程。读罢全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生活至纯至真的态度。

在狼烟四起的年代，他用一颗至诚的心成就了一份超越生死的
师生情。季老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里提到，在德国跟在西克身边
学习时，恰逢烽火连天，每天学习结束后都要送导师回家。寒冷的冬
日，踏着狼烟，踩着积雪，忍受着饥寒交迫，他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导师
缓缓前行。他写道：“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的心中只有身边
这个老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是两颗至纯的心让他们相互支
撑，跨越困难成就了彼此。

正如他的书名一样，落字成暖，季老用一颗诚挚的心暖了青年，
也暖了自己。他希望多给青年一些耐心，同情与理解，不要总要求他
们四平八稳，温良恭俭。在《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中他提到，许多
青年会向他倾诉衷情，也会以独特的方式给予他别样深情。他说，九
八级日语新生入学时，十八九岁的孩子到他家拜访，又惟恐惊扰他，
便只在他窗前泥土地上留下两行字，“季老好，九八级日语来访。”季
老发现后热泪盈眶，即使已是深秋，这份情谊让他觉得眼前一切都春
意盎然。惟有真挚动人心，如果没有季老对那些陌生的“他们”抛出
的一份真诚，何来这份双向奔赴的真情。怀一颗至善心向岁月，获一
份纯情勉未来。

季老的真不只是见他人，更难得的是，在历经沧桑后，他以至
真之心见自己。他说报考大学是找工作失败后，不得已做出的选
择。他在《清华学子》中坦言选择清华对他而言是押对宝。季老认
为，一个人的一生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持一致。在《做真实的自己》
中他提到，“我拒绝对自己过往的文章做修改，在我的散文和杂文
中，思想出现感情前后矛盾，但仍然不做删改，统统保留。”不管文
章看起来多幼稚，多荒谬，他都不做掩饰，目的是为了存真。在见
过风霜雨雪，历经岁月浮沉后，仍然坚持真实的自我，这份坦然源
于那颗至真至纯的心。

一颗至纯至真之心，能抵御岁月侵蚀，能让人在历经世事浮沉后，
仍不忘初心回归自我，会让人在踏遍风浪后，心间仍是明朗与纯粹。
也能让人在看过月升沧海，见过潮起潮落后，仍会感念生活的真。

至真至纯，字暖人间
□ 张 悦

爸爸不爱说话，他把言语都倾注于给我买书中。在那些书中有
一本是我一直不忍提起的，一种遗憾让我每每碰触总会心疼不已。

还记得那次爸爸出差回来，一进门就忙着给我掏礼物，还故意装
成找不到的样子叫人着急。催了好久，他才肯拿出那套《曾国藩》。
当我拆开又丑又厚的书，顿时心生嫌弃，皱着眉撅起嘴，在心里嘀咕：

“这算什么礼物，谁稀罕！”我失望极了，向他白了一眼，重重地跺着脚
往房间走。快到房门口，我用余光瞄爸爸，见他错愕着，想要说些什
么，却始终沉默。我停下脚步，空气在两人间凝结。好一会儿，缓过
神来的爸爸拉着我走进房间，放下书轻轻地拍了拍我，仍是一句话也
没有，落寞地离开了。

虽然爸爸什么话也没说，但他黯然的样子时常在我眼前跳动。
我像要逃避什么似的，一直不敢碰触那本书。去年我鼓起勇气读完
它，仿佛听见爸爸常对我说，“做事都怕一个勤字”。年底表彰大会，
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拉拉衣角，大步走向领奖台。我知道，是
《曾国藩》的“勤则百废皆除”，让我有了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沉稳，
这才有了现在的成绩。回到座位，我赶紧拿出手机找爸爸的头像，对
准“优秀员工”奖状按下拍照键，并输入一句话：“《曾国藩》的奖励！
抱歉，以前那个孩子不太懂事。”我忐忑地按下发送键，直直地盯着手
机，屏幕暗下来又被按亮，亮了又暗。几下震动后，我收到了一个大
大的笑脸。那笑脸格外灿烂，我也跟着咧开嘴角。我知道我们都释
怀了。

庆幸我们的故事圆满了，我特别想把它讲给女儿听。推开老房
子的门，珍贵的回忆向我袭来。来到落满灰尘的书架前，一眼就扫到
那套泛黄的《曾国藩》，我擦净灰尘带回了家。晚上跟女儿倚在沙发
上，我忽然想起取回来的《曾国藩》，赶忙拿来送给女儿。可还没来得
及开口讲它的故事，我已经从她的神态中嗅出了嫌弃的味道。只见
她瞪大眼睛，皱着快挤到一起的倒八字眉，委屈地对我说，这也太丑
了，不好意思带到学校，我才不要呢。我张着嘴却又发不出声音，这
画面仿佛回到了过去，灰头土脸的我，跟当年的爸爸一样无力。

我终于读懂了当年爸爸的伤痛。现在我经常翻出爸爸从前买的
书，在仔细品读中感受温暖和爱意。我知道，遗憾总与人生相依相
伴，但终究会有一种力量，指引我跟它和解。

错过的那本书
□ 杨 冰

《生活不在别处，当下即是全部》是老舍先生的散文集，共收录了
44篇经典散文。老舍以风趣的文字记录了关于家庭、朋友与风俗世
情的烟火小事，全书尽显老舍以幽默面对生活的态度。他用诙谐笑
看困顿，于是无奈的生活中，也有了别样的滋味。

幽默是老舍调节自己的一种方式，他把低谷的生活过出风趣
来。《小病》一文中，老舍因得小病而感慨“好死不如歹活着”，他认为，
消炎感冒药能医好的病就是小病，倘若有的病这两种药都治不得，那
么，要么“快去请大夫”，要么“立下遗嘱，备下棺材，也无所不可”。将
生老病死之事以如此轻快的心态道出，大有看世间云淡风轻之意。
他以幽默化解愁绪与苦痛，在看破人间缺憾的同时，又笑纳了这一
切，嬉笑里尽是洒脱与从容。

老舍式的幽默不但是病时之解药，也是穷困时的自嘲与开脱。
《四位先生》中，一位“最阔绰”的文友养了一只昂贵的小花猪，身价六
百元。老舍调侃：“假若我与小花猪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不会有人
出六百元来买！”清贫困窘到了老舍笔下，都满脸带笑似的，充满了趣
味。在《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中，老舍表示“绝不会用一本小说的
稿费去换一张名画”，因为“纵然看画再舒服，可饿着肚子看恐怕就不
舒服了”。此等诙谐，虽外表包裹着生活的无奈与苦涩，内里却藏着
老舍看待世界的清醒智慧。拮据的他以幽默解嘲穷酸，既让人会心
一笑，也一语道出了生活的本质。

在日常烟火的细微处，老舍也以谐趣泰然处之，那是一种理性
倾诉与嬉笑戏谑的恰到好处的融合。《有了小孩之后》里，老舍讲述
自己写稿时，女儿的百般捣乱：“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
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此时，三岁的女儿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
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还未成为莎士比亚。”“带娃”的囧状被老舍
赋予诙谐，对孩子的无奈与做父亲的甜蜜都交织在了这幽默之
中。《避暑》一文里，老舍看不上费钱的旅行避暑，调侃自己有最好
的避暑方法——家里蹲。他说，坐二十四小时的“特别热车”，到目
的地去治上吐下泻，他就不会那么傻。生活虽有忧愁，老舍却以温
和的戏谑来看待之，笑纳人生百态。

老舍以富有情趣的人生态度，全然地接纳“当下”的生活。他于
嬉笑幽默之间，看清生活的点点烟火；于困扰繁杂中，品味着平凡细
微处的人间美好。

幽默解愁绪，岁月亦安然
□ 杨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