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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有株白玉兰
□刘学慧

凤 画
□彭道德

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被誉为“龙凤之乡”，至今流传一种
独特的民间绘画艺术——凤画。

凤阳的凤画起源于明朝初年，曾为宫廷画。
传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想在家乡凤阳兴建都城。次年，一只

五彩凤凰从天翩翩降临凤阳城，全城百姓为之轰动，一位画师对着凤凰即刻
挥毫入画。从此，象征吉祥如意的凤画便在凤阳古城彼此传阅、争相临画。
许多画师也从全国聚集凤阳，创作凤画，从而为凤画奠定了独特的艺术基础。

凤画构图有《丹凤朝阳》《带子上朝》《百鸟朝凤》《凤戏牡丹》《五凤楼》《旭日
东升》《五凤齐飞》等数十种。凤画的画法，在吸取工笔花鸟画勾线、敷色等传统
技法的基础上，兼蓄年画的通俗画风，色彩艳丽，不落俗套，极富装饰味，受到人
们的普遍喜爱。凤凰的造型绚丽多姿，形态生动多变，线条刚柔相济，是人们想
象中的神禽。凤画集工笔画、花鸟画之所长，经过历代艺术家们不断改进创新，
形成了“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鸡嘴、鹤腿、如意冠”等特点，颜色以大红大绿
为主调，具有浓郁乡土艺术特色。

凤画的表现技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单线勾勒、墨色晕染出的水墨
凤画；另一类是以墨线勾勒、施以重彩的五彩凤画。颜色以朱砂、朱票、藤
黄、石青、石绿等色为主，并用色金装饰，画面显出五彩缤纷，富有装饰性
和浓郁的民间色彩。

凤画被誉为吉祥之物，自从出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后的凤阳，艺人
们所画的《丹凤朝阳》《百鸟献寿》等作品都寄托着过上吉祥幸福生活的美好
愿望。但是，朱元璋做皇帝后并没给家乡人民带来吉祥幸福，却使凤阳十年
倒有九年荒，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包干使凤阳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凤阳人民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唱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首凯歌。
改革开放使凤阳人民逐步过上了安定富裕的小康生活。

1983年，凤阳成立了“凤画美术协会”，在党的改革开放春风沐浴下，凤
画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在古城凤阳活跃着一支热爱凤画创作的中
青年画家队伍，他们植根于浓郁的乡土艺术土壤之中，埋头钻研凤画技法，
使这一独特的民间绘画艺术大放异彩。凤阳县被文化部命名为2011—2013年
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彭道德，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从前，我还在阜阳专区文工团乐队拉二胡，吹
圆号 （一种被质朴的乡亲们称为鸡肠子号的乐
器） 的时候，每天都在一群美少女堆里养眼。她们
完全没有“千刀万剐”的人工雕琢，没有“兰蔻”、

“娇兰”之类的掩饰，却各有各的高颜值显摆方式。
有个舞蹈演员我到现在还怀疑她或许没考试就进团
的，因为脸蛋……且慢，别用形容词，说个内涵段
子：

此女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众乡亲被她的容貌
惊到，喜大普奔，十里八方的社员们蜂拥而至，有
个老奶奶让孙子拉着架子车也赶了来，一路嘟囔着
听说仙女下凡了。我在团里排练加演出看美女多
了，就有创作的冲动，想为她们写一个小歌舞剧的
脚本。领导很高兴，很重视，要我遵照“面向农
村”的指示创作。这四个字是敬爱的毛主席专门给
滁县文工团题写的，光辉传万代啊，那我就去滁县
学习他们为农村创作的经验。

在省青年创作会上认识的女作家马莉很热情，
我一到滁县，她就带我去见文工团政工组长，一个
个头不高、微胖的中年男人，姓耿。耿组长看了我
阜阳专区文工团的介绍信，没抬头，说我们这里需
要县级以上的介绍信，话中颇含优越。马莉说我们
一起开过创作会的，都在报纸杂志上发过好多小
说。耿职业性地询问，那也行，带了发表作品的报
刊吗？我摇摇头。耿于是不屑，转身就走，说是向
团领导汇报，领导批准之后才能让我采访。马莉也
不屑于他，带我去看舞蹈队练功，声乐队练声，曲
艺队打快板。

真是和尚不亲帽子亲，舞蹈队的小姑娘听说兄
弟文工团来观摩，齐刷刷地来了个旁腿转，接着表
演《白毛女》的一段《大红枣》集体舞，看得我想
跑上去跳大春。声乐队都在“咪咪咪嘛嘛嘛”尖
叫，手掌捂在耳边半张着。我乃声乐中的“月白嗓

子”（五音不全的别称），走过练声房去听曲艺演员
们练“灌口”，满屋子“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想绑在板
凳上……”

马莉和我也是“和尚”和“帽子”的关系，他
自作主张，把滁县文工团里的演职员招呼来十几
个，就在她房间里座谈。我很兴奋，拿出几盒阜阳
带来的好烟和高粱饴糖，给小伙子姑娘们享用。都
是文工团的，自然有共同话题，言来语去，气氛渐
入佳境。他们谈下乡体验生活的趣事，谈在打谷场
上演出的窘况。我一边速记，一边启发文艺战士们
多讲自己生活中的故事，这样我可以为创作小舞剧
积累素材。谈得正入港，忽听房门一响，耿进来
了，苦瓜脸上漂浮着一团迷雾，打断座谈，跟我义
正言辞，指责我不经允许擅自组织采访。他传达团
领导指示，查明来者身份，严防泄密。天哪，跳舞
唱歌的团体里还有机密？除非乐队的五线谱里有摩
斯密码！

耿做了个逐客的手势，我只
得怏怏地起身，在靓妹帅哥惊讶
的目光里起身。马莉叹道，你要
带着作品证明自己是作家就好
了。我无奈地耸耸肩，走出。

耿带着我向大门口走去。完
了，铩羽而归，回去无颜见江东
父老，跟一众盼着排小舞剧的美
丽女孩子们无法交代，心疼半个
月工资买的烟和二斤饴糖……一
步步走着，我仰天长叹：上苍
啊，你把我发表作品的报刊飘下
来吧！耿回头阴阴地看着我，仿
佛押送一个十恶不赦的骗子。我
绝望地移步前行——突然，一阵
小风轻柔地吹过来，旋起几片落

叶，似乎奏出愉悦的乐音。音乐的风中携裹着半张
旧报纸，迤逦滚落到我的脚下，我气恼地抬脚打算
踢过去——且慢，半张报纸上怎么影影绰绰有我的
名字？俯身捡起，啊！这……斜斜撕开的残余报纸
上分明印着《金凤河畔》一行大字，这不是我上月
发表在《安徽日报》的小说吗？苍天果真有眼！竟
然还那么完整，一字未掉。我颤抖着双手把报纸残
片递到耿的眼皮底下，得理不饶人地大喊：铁证如
山！

耿看看半张报纸，又看看我，讪讪地一笑，然
后……

然后一切顺理成章。
风吹来半张报纸，正好登着我的小说。真事，

非虚构。
（崔 波，著名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已发表作品900多万字。）

风助我也
□崔波

近日读了《特别关注》杂志一篇文章《寻常日
子也出彩》，读后深有同感，每个人都可以把平常的
日子过成诗，把平凡的岁月酿成酒。

也许你会说，我们每天的生活被柴米油盐变得
现实和油腻，哪有精力去追逐诗和远方？其实不
然。心怀诗意是一种心态，只要你内心富足安定，

生活的道路上能发现美景，你的生活就是诗意的栖
居。

收藏酒瓶，也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我十年前就
开始收藏酒瓶。

酒瓶，从品种上看，有单瓶、对瓶、套瓶、系
列瓶；从材质上看，有陶瓷、紫砂、金属、玻璃、
竹木的；从形态上看，有人物、动物、植物、交通
工具、军事兵器等，可谓千姿百态、造型奇特、设
计精美、五彩斑斓。

酒瓶不仅蕴含着文化的气息，也给人以不同的
感觉和感受，或欣欣之气，或盎然古意，或大拙藏
工，或小巧纳志，让人未启而先怡其神。

在我的藏品中，有一个二战时期苏联红军使用
过的小酒壶，不锈钢材质，至今还光彩照人。还有
一个“包龙图圣像”酒瓶，宜兴紫砂材质的，是原
国营安徽省定远县酒厂的酒瓶，该企业已不存在
了，但气派的酒瓶仍然彰显了企业曾经的辉煌。

酒瓶收藏还要靠缘分，有一次，我和友人到定
远县永康镇一个小饭店吃饭，看到饭店冰箱上有一
个瓷质的大象工艺品，仔细一看，象鼻子末端有一
个瓶盖，我非常兴奋，心想莫非是酒瓶吗？忙问店
主，店主笑答：是的。我又问：能给我吗？店主

说：这是在云南打工的老乡回来过年时带回来的傣
族酒，谁要这酒瓶子？你拿去吧。我高兴万分，当
晚还多喝了二两酒。

为了收藏酒瓶，我外出旅游和出差，都到处留
意当地有特色的酒瓶。有一次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旅
游，我花半天时间满大街找稀奇古怪的酒瓶，功夫
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一个心仪的酒瓶是火锅造型
的当地酒，心情那个激动啊，啥也不说，买下！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里留。”千百年来，小小
的酒瓶见证了酒的生产、酒的饮用，见证了朝代的
更迭、世事的兴衰，见证了世人的荣华富贵、贫困
潦倒，见证了英雄豪杰的豪言壮语，也见证了才子
佳人的情思爱意，它凝结了无数的文化信息，体现
了酒文化的博大精深。

闲暇时，我会静静地欣赏自己的藏品，研究酒
瓶上所依附的信息，了解酒瓶背后的历史和故事，
品味酒瓶文化。

对于我来说，有多少个酒瓶就有多少个故事
……

（何俊飞，著有《定远历史人物新考》《定远往
事》《随笔录》等。）

收藏酒瓶 诗意生活
□何俊飞

那时候，我奶奶做完了晚饭，又在那口无比大
的锅里馇猪食。我爷爷坐在屋里的炕桌旁，招呼着
大孙女，过来陪爷爷喝二两。我奶奶端着一碗小米
饭摆在我跟前，瞪了我爷爷一眼：别 （东北话，读
第四声）扯犊子了，喝你的吧。

我爷爷哈哈笑着，来，不喝酒就吃菜，挑了几
条“小麦穗”中的“大”麦穗搁在我碗里。

这“小麦穗”是松花江里的一种小鱼，我爷爷
家附近有江汊子，那些年吃的是实实在在的野生
鱼。我无法叫出它的学名，大小仿若麦穗的长度，
村民们都称“小麦穗”。在我看来，“小麦穗”像女
人的小拇指，小麦穗中的“大”麦穗像男人的小拇
指。还有更小的，像我们小孩儿的小拇指。所以我
给这东西取了个名字就叫“小手指头”。

我奶奶做麦穗鱼的方法很纯朴。几道工序后，
“小麦穗”的香气就顺着敞开的房门飘进里屋飘出院
子。最陶醉的是我爷爷。霞光从老式的木格子窗投
射进来，落在绛紫色的炕桌上，形成一块块变了形
的光影。白瓷酒壶长得像穿长裙束腰的女人，只是
没有头，爷爷往小酒盅里倒满一杯叫做“小烧”的
散酒，一仰脖，干了。夹起一尾“小麦穗”，很满足
地嚼着，不由得感慨，大孙女，咱这日子好啊！我
那时也不过六岁，我对于岁月的“好”印象应该就
是那样一个场景：霞光，酒壶，香喷喷的“小麦
穗”，乐呵呵的我爷爷。

记得爷爷一喝酒，一顿饭的时间就尤其长。“小
麦穗”的刺已经被焖烂，不需要吐刺。它们一条条
游进了我的肚子里，撑得直打饱嗝。我吃完了，就
摆弄那只女人样的酒壶，我奶奶喂完了猪们，端着
碗上桌了，我爷爷已经开始云山雾罩了。每一次喝
酒都会重复相同的内容，大概是酒仙们的共同特

点。我爷爷常说的是，大孙女呀，将来挣钱给不给
爷爷花？我会很配合，当然是要回答“给”的。还
有，大孙女呀，将来爷爷岁数大了，养不养爷爷的
老啊？我依然很乖：给爷爷养老！我爷爷便很高
兴，摸着我的脑袋，夸赞着，我这大孙女，将来一
定有出息。

直到我奶奶的饭也吃完了，我爷爷还是意犹未
尽。那时的情形，可能会吃着吃着喝着喝着就来了
乡邻，有人会陪着说会儿话，有人也会被递上一只
酒杯整两口。我爷爷便指挥着我奶奶再掂掇两个
菜，我奶奶虽不情愿却是个典型的逆来顺受的老太
太，叨咕着，那我打个鸡蛋酱去。

我便跟着我奶奶下地儿。我奶奶刷锅，打鸡
蛋，我没头没脑地把清风明月春华秋实添进灶坑，
歪着脑袋看它们在里面哔哔啵啵地热闹着，烤得两
个脸蛋子热乎乎的。很快，鸡蛋酱就做好了。

跟奶奶到了院子里，天空已经呈
现靛青色，月亮不知道被谁挂上了
天。奶奶移开菜园子的篱笆门，嘱咐
我等在门口。一会儿工夫，她的灰布
围裙里就兜满了黄瓜，小辣椒，香
菜，小葱，柿子。我们来到水井旁，
用那只粗糙的黑色胶皮桶打上来一汪
清亮的水，麻利地洗净，直接用盆端
了，连同一碗鸡蛋酱，放上炕桌。

鲜亮的蔬菜们，刚刚淋过清冽的
井水，在灯光并不明亮的夏日夜晚，
在七十年代末一户农家的小炕桌上，
照亮了我的童年。我爷爷的酒开始进
入下半程。我也像我爷爷那样，拎起
一根香菜，对折，对折，再对折，筷

子一夹，手不听使唤，就散了，索性不用筷子，就
用手掐着，蘸一下鸡蛋酱，只抹上了酱，没有鸡
蛋，我爷爷拿筷子夹了鸡蛋放在我的香菜上，我小
心翼翼递到嘴里，像羊吃草一样吃掉了。

我爷爷这时候的酒不像开始时候那么整杯整杯
喝，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了，蔬菜吃得特别的
多。一根旱黄瓜，三口两口就消灭了。尖尖的小辣
椒，我闻着味儿都辣得不行，我爷爷依然蘸着酱咔
咔地嚼。

我呢，终于吃不动了。大人们唠嗑我也听不
懂。也不记得除了酒壶我还会玩些什么，反正后来
玩着玩着就睡着了。我爷爷的酒什么时候喝完的，
我不知道。

（清风徐，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作品集
《预约你的幸福人生》《春风起时，你在哪里》。）

东北爷们的下酒菜
□清风徐

一夜风声，枕上听雨，醒来庭院已是落英缤纷。白花瓣，落满地。
不知何年，不知何人，这株玉兰种在了这里。可是，从存在那天起，她

就把最美的光华献给了大地。
《辞海》释：“玉兰，木兰科。落叶小乔木……早春先叶开花，花大型，

芳香，纯白色……供观赏，花瓣可食用……”冷静、客观的介绍使我们对其
略知一二，但当你站到树下的时候，绝不会那么冷静，她会以无语的诉说浸
润你的心田。于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

刚刚听见春天的脚步，高大的玉兰树就苏醒了。也许春太短，人们要做
的事情太多，于是没有多少时间去关照那盛开的白玉兰。可是，我观察了，
感悟了。因为，我的庭院里有株白玉兰。

开始是悄悄的萌发，几天的工夫就满树纯白，那叶儿稍稍卷曲，比巴掌
还大的花瓣三五成堆，就像比肩的姊妹，亲热无比，个个流光溢彩。花开之
时，香气就散发了出来，浓郁的清香，沁人心脾。每晚我都站在树下深深地
呼吸，要把她那无以伦比的清香纳到体内。于是，神思飞跃，尽情地感染她
的气息。我想，白玉兰原本是天庭的仙女，手捧琼浆奉于王母。王母望其冰
清玉洁，体散香气，便舍不得喝下那壶玉液，命其下凡，施洁白美丽、馨香
淡雅于人间。玉兰姑娘变成了玉兰树，玉液浇灌，日月为伴。婀娜的身姿化
作笔直的树干，纤纤素手托起片片花瓣，吸天地精华于体内，施万物灵气在
人间。所以，还是那么香，那么美。

在树下领略其风采的时候，会忘却尘世间的许多烦恼。这时，可以张开
双臂呼唤拥抱美丽，也可以张大嘴巴吸纳浓香精气。地上有树，树上有花，
花散香气，香气袭人。我问：美啊，能有几许？！

一夜间，花落了，香消了。我本不是伤春之人，也看得开自然的轮回，
赞赏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但总不希望看她走得那
么快，那么急。如果多些日子，人间会被点缀得更美丽。可是，该去的还是
去了。

该来的能来吗？
叫人惊叹不已的是就在落红的那一刻，玉兰枝头吐出了嫩绿。花美，叶

也美，当一种境界悄悄离去的时候，新的生机便翩然而至。
庭院的白玉兰，带来清丽，给人欣慰。

（刘学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七部，发表散文二十多篇。）

寻尸启示
2019年 3月 20日 12时许，在凤台县桂集镇桂集中学对面永幸河内，

发现一具成年女性尸体。死者年龄30岁左右，身高160cm，短发。全身
衣着如下：上身穿红色羽绒袄、灰色毛衣、灰色内衣各一件；下身穿黑
色裤子、米黄底带红花内裤各一件；脚穿棕色休闲鞋一双（左右反穿）。

如有发现死者身份和线索，请与110或凤台县桂集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范警官 电话号码：13855444668

徐警官 电话号码：13635548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