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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甘武进
河南临汝县阎村仰韶文化墓地

出土的成人彩陶瓮棺上的“鹳鱼石斧
图”，是一件著名的史前艺术品。在
现知彩陶艺术中，气势最为宏伟，长
期受到文物、考古与美术界的重视。
它的魅力究竟何在？在《文物中的鸟
兽草木》这本书里，作者刘敦愿坦言：
我也曾经进行过一番思索，总的印象
是：画法天真直率，毫不雕琢，风格简
洁，颇有新意，正是这个史前人类的
童年时代精神的体现，因而感染力也
就特别强烈。

刘敦愿先生是中国艺术史学的
奠基人，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开阔
的视野，其系列的扎实研究，集中表
现了中国考古艺术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本书从出土器物上的动物图案、
纹样入手，做类别的专题研究，结合
史料进行艺术形态的分析，兼顾形式
与意义两端；史料涵盖古今，分析贯
通中外；介绍文物承载的文化和历史
意义，覆盖古代神话与民俗、古文献、
古代农业史科技史等诸多内容，生动
地论证了古代文化的历史观、艺术
观，帮助今人认识中华古文明的丰富

性和文化脉络的传承。
出没于古代器物与画像中的鸟

兽草木，题材广泛，映现着人们与自
然界生物丰富密切的关联，以及由此
形成的文化含义和艺术脉络。黑山
屹立于河西走廊西端。20世纪70年
代中，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
以狩猎题材为主的岩画。岩画狩猎
图像中，动物形象的刻画拙朴、粗犷
而又生动写实，如骑马的猎者在追逐
一只野驼，驼在狂奔，高空一鸟翱翔
等。河北定县出土的西汉铜车饰，用
金丝嵌出狩猎题材的画像，其上的人
物、鸟兽，总数有126个之多，线条细
如毫发，不仅是罕见的古代工艺精
品，也是难得的古代绘画杰作。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样，
因为只是一个兽面，就好像是“有首
无身”，因此，自宋代开始，金石家们
就以饕餮来命名兽面纹样了。作者
说：根据出土文物、历史记载中的民
族学资料，参照民间风俗，可以考见
兽面纹样在中国古代不仅出现得早，
延续的时间也特别长久，并形成商周
青铜器装饰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以
后虽然衰歇下来，但残迹若有若无，
或隐或现，犹如涓涓细流，始终未曾
断绝，可以说是中国宗教与艺术方面
一块“活化石”。古今两相对照，可知
兽面的安置，应是象征威猛、勇敢、公

正等，用意明确且简单。
1975 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

周中期的青铜车饰，其上披发文身人
像背部可见双鹿纹饰，可以是族属标
志，为犬戎中可能有鹿族存在提供了
线索。这件车饰为犬戎族所铸，从器
物形制到装饰方法，都自有特色，人物
的发饰与装束，带有西戎族披发的特
点，显然同中原有异，具有鲜明的民族
特色。作者说：“近三四十年的考古发
现证明，中原地区进入文明时代之后，
所谓蛮、夷、戎、狄等周边地区的少数
民族也在同步的发展，表现在青铜文
化方面，冶铸技术既已相当精湛，艺术
创作也往往独具特色并有种种创新，
完全改变了以往的先入之见。”

山东泗水县岳石文化层中，曾出
土三件夹砂残陶器底，其上印有羽状
叶脉印痕。古代陶器底部常留有布
纹、席纹，这样的叶脉印痕很少见。
此拓片经专家鉴定：“这些确实是陶
坯放置在天然树叶上压印而成，决非
人工的划纹或捺纹，树应属蒙栎或柞
栎。”山东多柞栎，柞栎树叶子既然随
处可得，岳石文化时期制陶用来衬垫
陶坯，以替代布、席之类物件，也就是
很自然的了。另外，岳石陶鼎鼎足划
纹中多叶脉纹，过去的描述多称之为

“枝叶纹”，因为这个器底印痕的发
现，说明不无可能当时制作时确实是
有意识在模拟这种柞栎的叶脉了。

本书通过描述文物中的鸟兽草
木的这些图案、纹样的风格，剖析其
意涵，来推想古人对自然资源的认
识、改造与利用，复原彼时的生态环
境与社会生活，追踪古族的征伐与迁
徙，再现悠远的宗教礼仪与信仰，呈
现出考古材料多方面的价值。

□王国梁
春色淡淡，乍暖还寒。轻风淡淡，春寒

料峭。
谁说“吹面不寒杨柳风”？这风分明是

有些寒意的，尽管已经不冷不硬了，但吹到
脸上还不那么软那么暖。这时候的春风好
像与我们隔着一段距离，的确没有母亲的
手那么温和可亲。可是，偶尔一天，气温会
突然升高很多，风儿也会突然间变得万般
温柔，不仅吹面不寒，还有点热情似火。再
过几天，气温又突然下降，风重新换上一副
冷脸。

——这春天，真有点让人捉摸不透，难
道是在故意制造神秘感？又或者是在昭示
某种规律？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路，进
进退退，退退进进，没有什么一马平川，没有

什么一往无前，磕磕绊绊甚至走走回头路，
都是生活常态。这样想过之后，觉得有点牵
强，不觉笑了。其实，大自然是有规律可循
的，每年春天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春
天的脚步走得一点都不着急，几乎是一步一
回首，仿佛并不是那么期待春光烂漫，反而
与那股寒气纠缠不休，动不动就上演一番

“倒春寒”。风是淡淡的，不慌不忙，不急不
躁，所到之处都是散淡悠闲的印记，仿佛怕
过浓的春光会打搅她悠然的脚步。

浅浅柳绿浅浅妆，淡淡春色淡淡风。春
天好像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到处都显出局
促。你看那浅浅柳绿，总也不能浩荡起来。
先是柳烟萌动，再是鹅黄一片，再到浅绿隐
约，要等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还需要一些时日呢。还有那草色，这里

一抹，那里一抹，近处一片，远处一笔，涂得
有些杂乱，绿色因此显得一点都不酣畅。而
且“草色遥看近却无”，草绿也不是清透碧绿
的样子。让人恨不得拿起一支巨笔，饱蘸绿
色的颜料，然后尽情挥毫，把田野河堤全都
染绿，把远山近树全都染绿。那样挥动画笔
的动作，一定潇洒又豪迈。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春天就会上演这
样的一幕，何必着急呢？眼前的春光，难道
不是最美的吗？淡淡春光，反而让人感觉
清爽，让人满心期待。且怀着淡然的心情，
享受这淡淡的春色吧。淡淡春光淡淡风，
风吹得那么悠然自在，不慌不忙却胸有成
竹，不急不躁却自有规划，仿佛一切都在酝
酿之中。春色未浓，风景正好；春风正浅，
浓淡相宜。“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

枝老”，早早踏入春色中吧，感受严冬过后
春色初绽的惊喜，体会寒冷过后充满希望
的心境，一切都是最好的样子。

柳色新新，草绿浅浅，春水清清，风吹
柳动，临水照花，春天像是巧施淡妆的女
子，一分娇美，二分素雅，三分清淡，增一分
则太浓，减一分则太淡。一二朵桃花红，三
四朵迎春黄，五六朵玉兰白，花开淡淡，随
心自在。仔细想来，这样的风光，确实胜过
花朵满枝的盛春。太喧闹的春天，缺乏的
是淡淡然、悠悠然的氛围。“最是一年春好
处”，说的不正是这样的时候吗？

淡淡春色淡淡风，风光恰好趁年华。
莫要辜负了这惊鸿一瞥般的美丽风光，尽
情投入春天的怀抱，拥抱崭新的希望和梦
想吧！

皂荚树的风光
□文/苏治银

我家乡屋后的山岗上，有一棵高高的皂荚
树。小时候我就爱好奇地仰望它，它成了我眼
里最优美的风光。

在冬天落光了叶子和皂荚的皂荚树，一到
春天，就在春风的吹拂下发芽了。金黄色的朝
阳从东边斜照过来，把树上千片万片的嫩叶和
小小的翠绿的皂荚照得晶莹透亮，整个大树像
穿了一件透明金箔似的袈裟，发出绿黄耀眼的
光。碧蓝的天空像挂在大树背后的巨大的屏
幕。一阵春风吹来，嫩薄的叶子和豆角般的皂
荚在幕布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如在吟唱一曲清
甜而悦耳的小调。喜鹊们在稀疏的枝桠间飞
来飞去，叽叽鸣叫，衔枝筑巣，像在迎接春回
大地的吉祥。

到了夏天，皂荚树的叶子全部长大了，树
上的叶子之间，挂满了月牙形的浓绿色的皂
荚。热辣辣的太阳直照在树上，整个大树像
穿了一件透明银箔似的袈裟，发出银绿耀眼
的光。天空像紧绷在大树上方的波光银粼的
银屏。一阵火热的风吹来，浓绿的叶子和小
刀般的皂荚在银屏下发出唰唰的声响，如弹
奏一曲激越而奔腾的交响。喜鹊们蹲在蓊蓊
郁郁的叶子掩映着的窝巢，欢呼雀跃，喳喳鸣
叫，像在给盛夏营造生机热烈的喜庆气象。

到了秋天，皂荚树的叶子变得深绿了，皂
荚们由浓绿色变成棕黑，树上所有的枝桠挂
满了剑鞘似的红褐色豆荚。银白色的太阳笼
罩在树上，发出艳丽夺目的光。天空像铺设
在大树周边的绿色的地毯。一股轻风吹来，
墨绿得叶子和剑鞘般的皂荚发出啪啪的声
响，如演奏一曲鼓乐悠扬的摇滚。喜鹊们蹲
在浓荫的叶子遮蔽着的窝巢，翻飞腾跃，嘎嘎
鸣叫，享受着从田野飘来的带着秋色和雨丝
的稻谷的清香，像在庆祝秋收满坂的丰收景
象。

到了冬天，整个皂荚树如开满了一簇簇雪
白的鲜花，在暖色的阳光中洁白耀眼，像棉
絮，像棉球儿，整个大树像一座银装素裹的宝
塔。一股股寒风吹来，一块块饱满而坚硬的黑
褐色皂荚唰唰落下，砸到地上、瓦房上和泥墙
上，发出噼噼啪啪的震耳的声响，像一曲珠落
玉盘的琵琶。雪们也从几十米高的树上簌簌
落下，天空和大地之间，织出了一张巨大的冰
清玉洁的雪帘。喜鹊们屏声静气龟缩在窝巢
里，偶尔惊叫一声，给隆冬带来几丝温暖的回
响。

是的，我的家乡很美，而最美的是她的皂
荚树，是皂荚树一年四季变幻的风光。

□文/耿艳菊

中学时代，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
学晴晴，我们都是走读生，每天一起上
学回家。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却截然相
反，她大大咧咧，开朗活泼，爱说爱笑，
而我则细腻敏感，腼腆安静。那时，面
对升学的压力，我总是心事重重的样
子。尤其考试不断，而成绩却起起伏
伏，对未来时常充满了担忧。

我和晴晴并排骑着单车行驶在落
满粉白色海棠花瓣的街道上，她见我满
脸愁云，郁郁不乐，也不多说，便唱歌一
样唱起：“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
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高
声唱着，她向我潇洒地打个向前的手
势，已快乐地冲向前方。我仰头看着远
处绚丽的晚霞，不由得莞然而笑。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晴晴很
喜欢这两句话，我不开心或者她不开
心的时候都要高声唱起。渐渐地，我
也会跟着她唱，随着自己的心意自由
地赋予那些字婉转的音调。这才发
现，当我高声唱出这两句话时，心情竟
然像早晨的空气一样带着朝露的清新
和清风的明畅。

从那时，我深深地喜欢上了那两句
话，我一字一字虔诚地写在每一本书的
扉页上，以便我翻开书就能与它们相
遇。它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
的一个十字路口，后来我知道那些忧愁
和苦恼比起人生长河里真正的苦闷，不
过是年少时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然

而，我得承认，在成长的道路上，它们就
像一缕光，一场春风，一阵细雨，真真切
切地给过我底气和温暖。

直到大学时代，我才知道一直深深
喜欢的句子出自明代洪应明的《菜根
谭》。在一个寂寥的图书市场，那样的
相遇，有些偶然也是必然吧。那时候，
虽然读了大学，可因专业选择的失误，
我的心境并不好，看到别人热情洋溢地
投入到学习和各种活动中，而我则如局
外人一样落落寡欢，徘徊在热闹的校园
中，孤寂而迷茫，如一只飞虫误入了一
个华丽的房间，张皇失措间跌跌撞撞，
找不到一个微小的出口。有一回，假期
无聊，就跟着同学去了南城的图书市
场，同学挑选学习资料，我没有目标，随
意翻着。一转身，一个无人问津的书
摊，一本书背面朝上，一行字句闯入眼
帘，惊喜、惊讶、激动……一时间融和了
太复杂的情绪。这一行字句正是那段
拼搏的日子常常念叨的“宠辱不惊，闲
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
云卷云舒”。而进了大学后，早已把曾
经那份求知的心丢开了。

三步并做两步，就到了那个书摊，
迅疾拿起那本书，正面写着“菜根谭”。
我甚至没有翻开书看一眼，便不假思索
以最快的速度付了款，生怕会错过，或
者失去它。我把它放在包里，一路上紧
紧护卫着，生怕有什么闪失。

回到宿舍后，我欢喜紧张的心情
才稍稍平复。坐在桌前，我郑重地打
开，慢慢地读着：“花开花谢春不管，拂

意事休对人言；水暖水
寒鱼自知，会心处还期
独赏”“千载奇逢，无如
好书良友；一生清福，只
在碗茗炉烟”“孤云出岫，去留一无所
系；朗镜悬空，静躁两不相干”“遍阅人
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
淡泊之为真”“热闹中着一冷眼，便省
许多苦心思；冷落处存一热心，便得许
多真趣味”。

越读越觉得有趣味。也是从那时
开始，我知道了自己适合什么，心中喜
欢什么，开始走进了学校的图书馆，为
自己找到了方向和目标。在图书馆三
楼安静的书桌边，我背诗词，读散文，
读小说。每一天，都充实而快乐。

后来，真正要扛起生活，面对纷纭
的人生诸多问题时，对深深喜欢的那
两句“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也有了
更深的理解和感悟。简练的字句一如
多年以前那样陪着我看阳光明媚、月
光温柔，也陪我坚强地面对人生的苦
恼和黯淡时刻。这里所说的就是人生
的从容和淡定，道理不高深，而在实际
生活中并不容易做到，惟有不断地学
习和丰富自己，让心灵强大，灵魂宁
静，才能活得轻松惬意，淡然不惊。这
是一辈子要学习的修养和风度。

淡淡春色淡淡风

花开花落

春日黄花 李昊天 摄

白云与田野的交谈 陈勇钊 摄

童
年
的
梦

李
肖
容

摄

满园春色
李陶 摄

温暖的港湾 宁琳净 摄

呈现中华古文明的深厚底蕴
——读《文物中的鸟兽草木》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