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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开春，聚焦扶贫主题的
电视剧《山海情》火了。它的火爆，其
实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山海情》深度聚焦脱贫攻坚这个
国之工程，彰显东西对口协作扶贫国
家战略。全剧将具有“山”特质的宁夏
和“海”内涵的福建融为一体，通过将

“干沙滩”蜕变成“金沙滩”，让我们感
受大国担当之范、干部奉献之旨和人
民拥戴之心，也让我们看到中国人骨
子里那种战天斗地脱贫攻坚的决心意
志，直抵人心，直戳泪点，叫人不触动
不掉泪都不行。

真实具有特殊的神奇魅力，真实
可以说话，真实需要表达。用真实的
热忱和努力，最大程度展现真实的中
国农村发展，还原真实的脱贫攻坚进
程。《山海情》中的涌泉村、金滩村、闽
宁村和闽宁镇，都是特定历史时代下
中国农村的真实缩影。剧中的马得
福、张树成、陈金山、凌一农、吴月娟等
人都是真实奋战在扶贫前沿阵地的干
部代表，大有叔、马喊水、马得宝、水花

等人则浑身充满乡土气息，他们非但
不令人生厌，而且让人看着越发熟悉
亲切，因为他们本质上真实可信。《山
海情》把不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国
农村和农民描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
现，我们从中领略到了真实的艺术分
量和力量，看到真实清晰的脱贫攻坚
脉络，看到真实乡村发展迸发出的巨
大潜力，《山海情》无疑把对于真实的
阐释表达发挥到了最大值。

车尔尼雪夫斯认为：“艺术来源于
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既然是生活，就
无法规避矛盾问题，我们一代一代人
接续奋斗的最终意义，在于通过克服
一个个矛盾和解决一个个问题，实现
目标和完成使命。“艰难方显勇毅，磨
砺始得玉成。”脱贫攻坚并非完全顺道
坦途，其间也遍布彷徨、曲折和艰辛，
如同剧中人物所说的“不去不去就不
去”“再去，蚊子把人都吃了，连屁股都
咬”“一回来就吐酸水”“明明是劝人家
去过好日子嘛，咋这么难呢”……《山
海情》将触角延伸至剧烈变迁中的农

村和农民，不刻意去回避脱贫短板，也
不随意去粉饰攻坚软肋，体现创作者
对艺术追求高度的自觉自律。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
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作为一
部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山海情》把镜头
聚焦于广袤中国大地，剧中人物所处的
生活地域、所含的思维性格、所讲的地
方方言，表面看无论差别多大，但都发
生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具备满满的中国
味道和浓浓的民族气息，这也是《山海
情》能为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接受
的原因。《山海情》的成功，再次证明我
们拥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也
为今后的主旋律艺术创作树立更明确
的风向标：必须将更多创作重心放在挖
掘民族的、本土的、本地的领域，传承好
民族文化，彰显出本土内涵，展现出本
地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一旦能
够做到了这点，任何时候都不愁作品没
观众，更不愁没市场。

一份山海情愫成就了一部扶贫传
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不乏英雄志
士，不缺豪情壮志，不惧流血牺牲，不
畏艰难险阻。踏平一切坎坷曲折，终
成幸福康庄大道，中国已如期完成新
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
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书写了
人类反贫脱困史上的“中国故事”“中
国传奇”。

《山海情》的最后，涌泉村全村终
于搬迁到闽宁镇，马喊水播送完最后
一条广播后，控制不住泣不成声。透
过《山海情》的艺术表达，我们为伟大
的国家和人民感到骄傲自豪。“我们要
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我们更会在
一次次凝视、思索和前行中懂得，伟大
的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下，继续抒写和成就无数宏伟

“山海情”崭新篇章，这一切都将惠及
人民，造福世界，创造历史。世界正翘
首以盼，中国当不负众望。

晋江怀古

伫立水边放眼望，那浪千叠里，写
着多少诗行？迷蒙之中，流动着什么？

狼烟里的中原走出浩浩荡荡离乡
背井的队伍，艰难的跋涉，踩出历史的
长卷……

奔流不息的晋江，温情脉脉；四季
如春的异乡闽南，胜似家园。

于是——
丛丛篝火，舔净了血迹，染红了寥

廓的江天，烘暖了僵冷的躯体，照亮了
前面的路程……

于是——
战火烧不灭的悠悠天籁，无法践

踏的大地不朽之花……中原古文化的
瑰宝，也同逃难的衣冠士族一起沿江
而居、扎根萌发、繁衍茁壮！

以“晋”得名的江啊，从此涌动
着诗意的交融、深邃的和谐、不竭的
生机！

晋江的波涛呼唤着逃难晋人的
追寻。

永载史册的脚步声灿烂了晋江的
奔腾。

捧一掬晋江水啜饮，能不尝出晋
江的甘甜、晋江的温热、晋江的滋味？

六胜塔

就在这里，泉州湾的入海处。
就在这里，依偎着海，日日夜夜听

海的高歌低吟。
六胜塔扎下了根，长大长高，为了

眺望得更远。
击碎坚硬的风涛，在海船的呼唤

声里牢牢耸立。花岗岩石仿木的建构
格外精湛柔美，好一座华丽堂皇的滨
海楼阁。

太阳在塔上挥洒芬芳，月亮镀染
每一块岩石。塔盖八角翘脊，八尊镇
守的坐佛，放眼潮起潮落，祈祷海上路
途的平安顺畅。

“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航标，从
宋的肩头坠落，又在元的胸膛上挺起。

六胜塔永在眺望，眺望身旁的渡
口，一次次番舶如织，笑声喧哗，眺望
海峡两岸的乡亲一曲曲南音逐浪飞，
眺望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迎着艰险，驶
向烟波浩渺……

闯海的人永在眺望，望一眼这一
座没有灯光的灯塔，心中便挂起闪闪
发亮的灯盏！

“出砖入石”的墙

明朝时一次大地震把一个个家都
震碎了，却有无名氏把家的残片默默
捡起，默默重建。

断砖碎石的“废料”砌筑的、人称
“出砖入石”的墙，“出”与“入”的互嵌，
契入的力在墙里布满筋脉，散发出的
光在时空中充盈着神采；

不拘一格的挥洒，妙手天成的拼
图，斑驳绚丽的变幻轻漾着和谐柔美
的韵律；

凝固的、滚烫的霞，坚硬的、冰凉
的云，飞禽走兽的栖居，花草树木的蓬
勃，太空人星夜到访兴致勃勃的题签
……

岁月的风一片片刮去了屋盖，人
生的雨冲走了一代代人的面孔，却难
以推倒这一座座沧桑铸造的墙。

古城大地上“出砖入石”的艺术雕
塑，把自己无可替代的美展现在蓝天
下、楼群中，让走向它的人不由得驻足
凝视，也肃立成一尊尊雕塑。

深重的灾难瞬间摧毁了坚固的矗
立，却造就了旷世独立的杰出创造！

抽屉里珍藏着两张照片，一张是
在大厝庭院里拍的，另一张是在朝天
山顶上拍的。照片主角是彼时年轻的
我们，一群小伙伴手擎简易旗帜，带着
各式装备，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这两张照片的主题，我称之为“那一
年，我们的琦园登山队”。

老家在眉山乡天山村，位列南安
“五大山头”之一，四周群山环绕，满目
苍翠。天山村境内有两座高山，一曰
朝天山，一曰秀峰山。朝天山海拔
913.3米，据说是南安第二高峰，繁衍
了堪称闽南望族的凌云叶氏。秀峰山
海拔 845米，从各个方向看去形态各
异，颇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两
座大山之间，形成一个小盆地，这就是
天山村。我们那一带以前叫作崎园，
因为就坐落在朝天山腰，道路崎岖不
平，后雅称琦园，寓意琦玉满园。真可
谓：后倚朝天往昔曾是崎岖地，前瞻秀
峰此际堪称琦玉园。

2002年冬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
子。当时我正读高二，正是放寒假的时
候。忘了一开始是谁提议爬朝天山的，
总之应者云集，一下子就有十几个人报
名。爬山前的准备工作，精彩而有趣。
为了显得有组织有纪律，我们自制了三
杆旗帜，上书“琦园登山队”。没有布
料，我们就买了红纸裁割，再用竹竿黏
起来——嘿，还真像那么回事。我们还
自备了食物和饮料，带上小录音机。出
发前，我们在大厝庭院拍下了第一张合
影。那时的我们，正值花季雨季，脸上
都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前进的路上，洒遍了我们的欢声
笑语。彼时的朝天山还未开发，但以
前村民上山砍柴，还是走出了一条
路。虽然山路崎岖陡峭，但对于在农
村长大的我们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我们高举登山队的旗帜，伴着录音机
磁带的旋律，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山顶
进发。路上偶有溪涧潺潺，伴着小鸟
愉快的叫声，山林间满是欢乐的气氛。

终于登上了山顶，顿觉心旷神
怡。朝天山上风光旖旎，从古至今留
下了不少动人诗篇。宋代进士叶升

《登凌云山绝顶》云：振衣远望乾坤小，

举首回看日月低。清代进士叶献论
《登凌云绝顶》云：层层兀岭上峰巅，万
里秋空一望悬。崇隆雄奇的朝天山
上，各种形状的石头遍布其中。一座
座叠岩中，隐藏着栩栩如生的“仙交
椅”和相亲相爱的“夫妻石”，更有引人
无限遐想的“仙脚印”和“仙眠床”。我
们穿梭在这些石头之间，感慨着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遥想着岁月中的沧海
桑田。

站在山顶上远眺四方，颇有“一览
众山小”的感觉，家门口高大巍峨的秀
峰山在这里变成了小山坡，四周起伏
的群山延伸到了天际。我们努力地辨
认着哪里是泉州，哪里是南安，哪里是
安溪。远处的繁华城市与山上的原始
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置身其间，颇
有今夕何夕的感觉。大家兴致盎然地
取出照相机，“咔嚓”一声，留下了第二
张集体照。照片中，我们围坐在石头
上开怀大笑，登山队的红色旗帜随风
飘扬，显得分外喜庆。

之后，我们在一片比较开阔的地
带——仙洞埔“安营扎寨”。取出自带
的面包、饼干、饮料等，开始我们的午
餐。许是爬山累了，许是山上的美景
让人胃口大开，在山顶上吃着这些点
心，感觉分外香甜。与此同时，我们的
节目开始了。我们自编自导自演，忙
得不亦乐乎，唱歌、演小品、做游戏，一
个个简易又热烈的节目轮番上演，在
青山绿水间留下了欢歌笑语。犹记
得，那一年最流行的广告语是：喂
（胃），你好吗？我们有样学样，站在山
顶上大声叫喊，尽情释放着年轻的活
力。下山之前，我们将带去的三杆旗
帜插在岩石的缝隙间，宣告着我们曾
经到过这里。而后，沿着山路，开开心
心地回家了。

前几年，朝天山终于得到了开发，
一条盘山水泥路直通山顶，我们再也不
用去爬陡峭的山路了。每次回家，我总
会开车到朝天山顶去看看，却再也找不
到当初“琦园登山队”的那种心情了。

或许，那时我们爬的不仅是山，看
的也不仅是景，还有历史的沉淀和青
春的记忆。

王志安 泉州南安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泉州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南安市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
授，北京人文大学客座教授。

晒红果

左一个，右一个，
哪个轻，哪个重，
总是掂不出分量。
其实，她们都给你说了。
太阳笑了。
一组艳丽的全家福，金色的全家福，
火红全家福。
摘一朵素馨花，看一眼
清泉流啊流，月光宝盒。
岩石的宣示。
五里云中，旗帜在摇曳。
白云深处，走过小桥，
蹚过流水，茅舍人家。
路横枯木，生命没有尽头。
巅峰之作，
一山流泻的红果。
看似渺小，
却无法企及，
——这才是高度。

悬空

穿越前世，
来到今生，
以一种金鸡独舞的方式。
立体，交叉，平衡木的语言。
生活中不就是这样表演的吗？
总是与天空作对，
胆大遮天。
不，你是在逗天空快乐，
给天空添彩。
生来就与天空有缘 ，
是天空的伴侣，
是天空的花朵，
是天空的宠儿。
背景是古老的写意，
说不尽的依恋。
一切皆有可能，
根植于大地的梦幻。
遮天盖地，天下寒士俱欢颜。
雷电交加，暴雨如注，
江湖大道，恩情如山。

敢教日月换新天 姚添丁
主办单位：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商报社

坚持自己完善的审美体系而不偏执，
最终会得到认可。

书话

那一年，我们的琦园登山队
叶小杰

泉州赋（三章） 陈志泽

一路走来（国画） 潇琴

大山的快乐（二章）
王忠智

品评

志安兄的书法，虽遵循王氏以来的绪
脉，但于古典别有会心，不同常格。如对宋
代书法，人多推崇苏黄米，而志安兄却认为

“蔡氏尤难”，且于老泉、子由等也多有涉
猎。他并不贬低苏黄米（其字中早有三家
神意，可证），而是不肯拘泥。三家着力“尚
意”，故新风新法迭见。而蔡氏及普通文人
之书，则虽或新法较少、新风较弱，但笔墨
悠然、文气蓊郁，于晋唐文脉的传承演绎，
自有其不可代替处。欧公与子瞻共推蔡氏
为当世主盟，或有其独特的深意。认识到
志安兄的如此见地，则对他书风的墨华莹
澈、文馨辉焕，想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濡染着泉州自宋以来璀璨的文光，体
悟着笔墨的性灵，志安兄英华内敛，不激不
厉，逍遥地畅游于鹅池之上、楮笺之中，快
意地挥洒着秋水春风。这样的情景和人
物，是无法令人不产生期待之心的。只要
他这样坚持下去，等闲江左、婉转山阴的气
质，将会深入他的骨髓，使他长久地走在最
合适自己的道路上。

快写春风慢写秋
中国书协副主席
首都师范大学博导

□叶培贵

赏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