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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脚亲吻泥土

肖 东

在我小的时候， 农村有一个

专有名词———赤脚医生。 可事实

上， 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都穿着

鞋，很少赤脚的。我心想，这算什

么赤脚医生呢？

小时候，我是很少穿鞋的，特

别是在野外， 大部分时间都是光

着脚。那时候，农村的孩子没什么

玩的，就是到野外疯，加上大人要

安排看田、放牛、挖野菜、打猪草、

砍柴火等活计，所以，野外作业是

孩子的主要任务之一。在野外，我

们在放牛、割草之余，就是玩水、

玩泥巴，我们还常到田里挖荸荠、

钓黄鳝、摸鱼捉虾等，天天在泥里

水里玩耍，脚和大地亲密接触，感

觉穿鞋都是多余的。 我喜欢这种

赤脚亲吻泥土的感觉。后来，我随

父母举家搬到县城里， 双脚不再

踏在泥土上， 而是走在城市的马

路上。当时，农村把考上大学叫跳

农门。 跳出农门， 就是吃上商品

粮、端上公家饭碗，不再把脚踩在

泥土上了。改革开放后，政府鼓励

农民把脚从泥巴田里拔出来进城

务工。现在加快城镇化进程，就是

让农民尽快脱离土地，另谋出路，

有时候想想，农民离了土地，是不

是无根之草了呢？

小时候， 我们的很多知识和

技艺都是来自农村，比如，田里的

庄稼是怎么生长收获的、 地里的

果蔬怎么种的、 水里的鱼虾有哪

些种类等，可以说，是泥土滋养了

我们。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我

们的孩子都脱离了土地， 城市里

钢铁水泥的高楼和柏油马路隔绝

了泥土， 他们很少与大自然亲密

接触 ，电子游戏 、手机微信 、

QQ

等是他们知识来源和人际交流的

主要渠道。上学看黑板，回家看平

板，是他们的主要活动。虽然，离

他们几步之遥的市郊还有泥土，

但是， 有几个家长愿意让他们在

泥土里玩耍， 大人们害怕泥土里

的细菌和小虫子， 更愿意带孩子

去游乐场和旅游景区。 在大人的

呵护下， 孩子都成了温室里的花

朵，不会在田野里盛开了。

因为隔绝了泥土， 孩子对农

作物显得陌生和无知。 我的一位

朋友让自己的孩子去买葱， 孩子

不知道什么是葱， 这位朋友反复

对孩子说，葱的杆是圆的、绿的，

根是白的，这样孩子才不会买错。

还有我的一位亲戚的孩子到农

村，看到地上有一堆牛刚拉的屎，

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把脚伸

进去，回来还兴奋地对大人讲，说

自己发现一个好东西， 把脚伸进

去，还热乎乎的。

最近， 我所在的报社张贴了

一则这样的口号：只有接地气，才

有真底气。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落实“三贴近”，实现“走转改”，就

是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采写第一手素材，而不

是坐在办公室里打几个电话就能

写出好稿的。《河南日报》 记者王

天定，这个

55

岁的老记者，有一个

绰号叫“王全省”。近

30

年来，他挎

着照相机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市、

县、区，究竟到过多少村子，采访

过多少单位和个人，他自己早已

数不清了 。他只记得 ，每年下基

层采访都在

250

天左右， 见报照

片都在

400

幅以上。王天定在《河

南日报 》负责 “三农 ”摄影报道 ，

到农村去，对于他就像是鱼儿游

回大海 ，农村就是他的家 ，农民

就是他的父老乡亲。 他下基层，

从不要公车接送，都是乘坐公共

汽车 、火车 ，而且一下去就是一

两个星期。就这样，年年月月，他

风尘仆仆走遍了全省每个角落。

他经常对年轻记者说 ：“到基层

采访 ， 一定要带着一颗朴实的

心，放下架子，扑下身子，诚心诚

意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朋友，只有

这样 ，才能抓到好新闻 ，拍到好

片子。” 就是这样一名普通的记

者，走上了一条艰辛的摄影之路，

他的足迹总是在基层的路，为此，

他也成为第十一届范长江新闻奖

获得者。

人的成才像树木的成长一

样， 有时候因条件和自身因素的

限制，不能在高度上实现突破，但

是我们一定不要气馁， 要把根深

深地扎在泥土里， 从泥土里吸收

更多的养分， 把枝叶最大限度地

撑开，让树身最大限度地增长，这

也不失为成功的一种方法。

最近网上有个帖子， 某人问

城里有钱人，你们这么有钱，那么

你们的理想和生活目标是什么？

他们说，等我们再奋斗几年，就去

农村，买个农家院，养点鸡鸭鹅狗

猪，种点花草，春天挖野菜，夏天

钓钓鱼， 秋天扒玉米， 冬天扫扫

雪，没事的时候几个朋友打打牌，

喝点小酒，吹吹牛，农村生活多美

好啊！某人回家琢磨半宿，大悟：

土豪的理想不就是我现在的生

活，我还追求个啥！走，打牌去！人

有时就是这样， 在城市里向往农

村， 在农村生活久了， 又向往城

市。但真正把脚伸进泥土里，有几

个人能做到呢？

诗人艾青说过： 为什么我的

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

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泥土中来

的，最终还是要回归泥土，所以，

我们一定要亲近泥土、了解泥土、

热爱泥土。 我喜欢让脚亲吻泥土

的感觉，你呢？

一缕画香聚年味

张辉祥

年味弥漫在铿锵锣鼓中 ，弥

漫在声声爆竹中 ， 弥漫在张张年

画中……

年画香满室，辞旧迎新春！画与

“年”为伴，就多了一份民俗的韵味，

把日子烘托得格外红火。

儿时，临近春节的前几天，父亲便

给我一些零花钱， 让我去镇上的供

销社买些自己喜欢吃的糖果， 顺便

捎几张年画、几副春联回来。而我总

是把买糖果的钱省下一部分， 为的

是多买几张年画。那时的年画，政治

性、革命性十分突出，《沙家浜》、《智

取威虎山》、《红灯记》等样板戏年画

堪称当时的经典作品。当然，也有些

天津杨柳青、 河南朱仙镇等式样的

风采画、民俗画，多以大好河山、年

年有余、五谷丰登为主。我买了自己

最满意的年画， 欢快地踏上了回家

的路。

每次贴年画，全家动手，其乐融

融 。先是 “掸尘 ”，父亲找一根长竹

竿， 上面绑上一些细枝叶， 将屋梁

上、墙壁死角处的那些蜘蛛网、灰尘

“掸尽”。然后是母亲把浆糊搅好，姐

姐往墙上刷浆糊， 我站在木凳上把

年画一张张贴上去。 父亲则在一旁

负责“看歪”，这边高点，那边低点，

俨然是个“总指挥”。父亲说，什么年

画贴什么位置，堂屋贴什么，香案上

面贴什么，房间里贴哪种，都是有讲

究的。另外，什么画贴什么朝向，也

不能忽视，比如一幅奔马的画，马头

就一定要朝向屋里， 图个 “金马驮

宝”的吉利，大胖娃娃的画一般贴在

床头等。贴完年画，一时间，画香满

室， 破旧的房屋多了一些生机和色

彩。在清贫的日子里，年画如一缕春

风， 裹挟着油墨的清香轻轻地拂进

家门，让人们憧憬无限。

年画，是春节的一道亮丽风景。

不论是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大人小

孩到你家走亲串门， 一定都会很认

真地欣赏、品味你家贴的年画。赏画

人边点头赞叹，边拱手向主人拜年，

说些 “雪大年气高”、“五谷又丰登”

的话儿。伴着这暖融融的吉祥话，满

屋子的人入了情、入了画……

父亲说，年画是年的文化符号，

买了、贴了，新的一年才有奔头和盼

头。从父亲的话里，我听出了年画是

在传承着一种文化，渲染着一种吉

祥 ，聚结着一种情怀 ，氤氲着一种

年味。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读尔文先生的长篇力作《桃花湾》

陶广学

乡愁 ，如烟似雾的乡愁 ，在尔

文先生那支妙笔之下，竟然绽放出

灼灼其华的桃花来。

在连绵的群山脚下，在蜿蜒的

碧水一湾，有一个叫做“桃花湾”的

村落，生活着一群勤劳、素朴的乡亲

们。他们极其平凡，在中国广袤的大

地上， 我们随处可以发现他们憨厚

的笑容和忙碌的身影。然而，他们又

是那么与众不同， 在半个多世纪以

来激荡的社会变革中， 他们自我满

足于简陋的乡村， 固守着这方宁静

的土地，简单快乐地活着，似乎完全

忘却了来自并不遥远的城市的喧哗

与骚动。他们近乎生活于大诗人陶

渊明苦苦寻觅的桃花源。

不过，桃花湾毕竟不是世外桃

源，村民们自然被迫去面对各种忧

患，甚至天灾人祸。包括入侵之敌

的压迫与屠戮，自然或人为造成的

饥荒与逃亡，时局动荡下的惶惶不

安与名利诱惑下的勾心斗角，悲剧

以喜剧、甚至闹剧的形式不断上演

着……

然而，“桃花湾里没孬人”！

更何况桃花湾有一位可敬的

长者，生产队长陶二爷，这位小小

桃花湾的主心骨 ， 被乡亲们视作

“神”一样的人。用时髦的话说，他

是桃花湾的 “教父”。 虽然学问不

大，他却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中， 练就出超人见识和一身胆略。

他的智慧来自于生活，所以也适用

于生活。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风吹雨

打时， 二爷总是那么从从容容，四

两拨千斤， 大都轻轻松松化险为

夷。他

78

岁时，在日军挥舞着的刀

下淡定地救下家中的老桃树；

20

多

岁时，跟着湖北商人坐着马车南下

武汉； 在全国人民迎接翻身解放

时，立即把用血汗钱刚刚置办到手

的田产抛弃，从而没有被划为阶级

敌人。解放后，他带着桃花湾的乡

亲们艰苦创业、建设家园 ，也领着

大家度过一个接一个的 “难关 ”：

“大跃进”与“大炼钢铁”，他“顺势

应景”， 不仅让桃花湾的工作由落

后逆袭先进 ， 还成为上级推广的

“样板”；三年灾害过粮食关 ，他独

自守着道德底线，却也能宽容村民

的 “偷盗”；“小四清”、“大四清”的

社教运动， 在桃花湾也是雷声大、

雨点小；接着由“破四旧”到史无前

例的 “文化大革命”， 一阵紧似一

阵，一关难过一关。于是揭发与批

斗，造反与夺权，文斗与武斗，新仇

交织着旧恨……

而且 ，每次运动 ，似乎总是和

桃花湾的桃树过不去：“不管怎么

折腾，闹到最后九九归一 ，就是要

砍掉桃花湾这些幸存下来的桃树，

彻底毁掉这片曾经拥有过桃花湾

一代代人荣誉和梦想的桃园 ”。当

然，在二爷的精心策划之下 ，在桃

花湾全体村民的精诚团结、奋力抗

争下，都折戟沉沙、草草收场了。最

危急的是那场来势汹汹的“割资本

主义尾巴”，造反派自以为手握“尚

方宝剑”，调动“各路民兵 ”千军万

马欲除掉桃树而后快，气氛空前紧

张。 二爷以退为进， 将计就计，被

“革委会”视作“资本主义毒草”的

桃树在风雨中摇身一变，竟然结出

一颗颗“忠心”。于是风停雨住 ，复

见彩虹。几经劫难的桃树 ，最终依

然挺立着，只要春风一来就烂漫地

盛开，夏天一到就果实累累 。桃花

湾仍旧是桃花湾。

大家都懂得陶二爷护卫桃花

湾集体利益的苦心。可是 ，有谁明

了他对乡亲们、 尤其弱势群体的关

爱 （如对地主分子兼外来户表爷的

精心呵护）？对祖祖辈辈传统习俗的

努力坚守？ 还有对这片土地及生存

于土地上的桃树和乡亲们的深情？

在桃花湾一呼百应的陶二爷， 无疑

又是一位孤独的好汉。 我们不能不

对这位老人产生由衷的敬意。 因为

在那些年月，活着是多么不易，而且

有尊严地活着，则是多么可贵。

桃花湾的乡亲们，饮着申河水

长大，桃之夭夭，他们生就美丽的

容颜和怒放的生命，也拥有着温馨

的情愫和顽强的灵魂。勤劳能干而

又胆小怕事的周姑，心眼机灵的椿

儿，憨厚的六爷，要强的六奶，斯文

的表爷，温婉的表奶……连风骚的

白奶和她不安分的女儿曼妮、装神

弄鬼的幺爷、 咋咋呼呼的梁驼子，

也不失几分可爱。一句“桃花湾里

没孬人”，振聋发聩！

尔文先生的《桃花湾》，是一幅

描绘豫南水乡的风景画，是一曲吟

唱着乡情的歌谣，也是一首抒发乡

愁的叙事诗。劳作始终是村民们生

活的主题， 小说以宏大叙事手法，

全景展现了二爷和他的村民们一

年中忙碌的播种与收获。在这片充

满希望的田野上，他们在劳动中释

放激情与力量，在劳动中培养才干

与智慧，也在劳动中享受着生活的

甜美与快乐。 小说一环紧扣一环，

详细叙述了春夏秋冬每一个生产

环节。其间又适时嵌入劳作之后的

休憩、斗嘴、嬉闹，还有那些具有浓

郁的传统习俗的节日，如 “大年的

火”、“十五的灯”、“三月三的庙会”

等。前者紧张而有序，后者热闹而

轻松，行文则一张一弛，摇曳多姿。

加之一首首蕴含着茶香的山歌民

谣，一句句粘连着泥土气息的方言

俚语，更为小说增添了许多生动与

趣味。他们浓浓的亲情、乡情、压抑

的爱情，伴着欢乐，争吵，饥饿，疾

病，爱与恨，生与死……家长里短，

蜚语流言，山乡的人们 ，无论是欢

笑还是哭泣， 都因为真实而动人。

这一切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小说

洋洋洒洒三十万言，勾画出桃花湾

几十年来的历史，以及千百年的悠

久深厚的文化。在轻松幽默的字里

行间，在优美流畅的抒写中 ，跳动

着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今天，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所谓

的“城市化”，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

下：乡村如何留得住乡愁 ，哪里是

乡村通往未来的出路，青山绿山与

“金山银山” 孰轻孰重……尔文先

生的思虑也许还远远不止于此吧。

当然，小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例如当改革春风强劲吹拂的

时候，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

时， 桃花湾的人们将何去何从呢？

在《桃花湾》中似乎找不到回答。不

过，无论如何，我们都深深祝愿：桃

花湾永远美丽，朵朵桃花在每一个

春天里燃烧，能永远承载着正步步

逃离故土的你和我的乡愁。 这样，

我们至少还可以在那渐行渐远的

路上唱起：“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有我可爱的故乡……”

为世银老师喝彩

舒化平

大别山老区罗山县活跃着一

支美术创作队伍，李世银老师当属

其中的佼佼者。

2008

年，他的《空谷

烟云》获中国画展优秀作品奖，《云

林清韵》入选“全国首届中国画线

描艺术展”，《豫南金秋》获“国际奥

林匹克美术大会 ” 铜奖 。

2009

年 ，

《满目青山积翠微》获“倡导绿色生

活，共建生态文明”全国美术作品

展优秀作品奖 。

2010

年 ， 《雾锁苍

山》获中国画展优秀作品奖，《李世

银山水画集》由中国艺术出版社出

版发行。此类成果不胜枚举 。近年

来，随着世银美术作品的艺术地位

不断升高，他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

艺术大家的推崇，其作品也愈来愈

受到画坛、 收藏界的追捧和青睐。

他早已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是河南省山水画艺委会委员，信阳

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河山画会

李宝林工作室画家，大别山书画研

究院副院长，深圳市鑫天隆书画院

常务副院长。

世银的美术成就，当代国画大

家李宝林先生曾做过长篇评述。称

他的美术作品“浑厚苍润 ，沉雄博

大”。 他之所以能够受到美术界权

威人士的高度评价，主要表现在他

美术作品的艺术实力。一是学古人

而不拘泥古人古法；二是法自然与

得心源高度统一。在尊重物象的基

础上加入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

爱，以澄澈心境和明静情怀来书写

生活，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

为一”；三是画面组织严密，意境深

邃宏远，笔墨生动潇洒 ，作品既凝

重又空灵耐看，给人鲜活渺远的画

外想象空间。

世银从事美术创作早年就被

一些业内人士看好 ， 我也包括其

中。那还是

20

多年前的事情 。那时

我刚到县文化局主持工作。推动县

域文化事业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打

造自己的文化品牌，而在罗山山水

画之前就有较为雄厚的基础。这当

然得益于当年下放罗山五七干校

的王鸿、张步等一批老师 。而要继

续升华这一优势，建设一批实力雄

厚的画家队伍是工作的关键 。一

天，通过一位在县教育局从事业务

工作的同行引荐， 我结识了他。他

那时

30

多岁，瘦高身材，衣着朴素。

他家住在一排红瓦平房的靠里，房

间的摆设比他的穿着更贫寒。一家

人挤在一间屋里 。 就是这样的环

境，世银却从没失去过对美术事业

孜孜追求的信心，他经常趴在堂屋

空出来的一块地面作画。记得当时

看了他的几张画作，也听他谈了一

些艺术探索的观点和想法，他给我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 从他的谈吐

中， 你会发现美术作者必备的天

分、灵气、悟性和执着精神。

这期间 ， 我多次向县领导反

映，想把他调入文化馆 ，但教师受

到改行限制，一直没能如愿 。但每

次组织艺术写生， 举办各种画展、

赛事，我总是想到他。他也很热心，

总是把参加这些活动当作拜师交

友、提高自己的难得机遇。最后，我

们甚至把他当成了文化馆从事美

术创作的编内骨干。正是在这些活

动中，世银的美术才气一天天凸显

出来。大师的评价先不说 ，很多参

观展览的普通观众对他的作品也

好评有加。他的作品养眼，耐看，有

嚼头，大家争相索求。更难得的是

国家美术大师和美术评论家李宝

林、张道兴、吴长江、孙克等，对他

的艺术功力也大加赞赏。

世银并没有在大师的好评和

读者的赞赏中沉醉，中国美术家会

员的光圈也并没有让他就此止步。

这几年， 美术界弥漫着一种浮躁

气，艺术品充斥着铜臭味 。但他却

沉下身子默默耕耘， 不事张扬，不

凑热闹， 他继续一手伸向传统，一

手伸向生活，潜心创作，不断地研

究并积累创作经验，不断地向大别

山、太行山、江南、岭南的秀丽风光

中寻找创作源泉。有时是在山里一

呆数天， 有时是一画就是通宵达

旦。有时一个作品不如意 ，他凌晨

三四点也要披衣下床，在画面上这

里点点，那里抹抹，直到满意。正是

这种对艺术的苦苦追求，正是这种

拼命三郎的献身精神，使他的创作

艺术与日俱新。

由于离开罗山， 这些年我和世

银交往少了。近日相见，他给我讲了

几个与画有关的故事，觉得有趣。

2008

年奥林匹克艺术大会，他

的 《豫南金秋 》获奖 。在这次活动

中，他结识到我国紫砂陶工艺的顶

级大师吴小楣，吴的紫砂陶多次获

得国家陶瓷美术设计金奖，这次吴

的作品也同时获奖 。 艺术是相通

的。吴小楣带着夫人驻足北京美泉

宫大酒店，世银的展品一下子像磁

石吸引住他。正巧，吴小楣和世银

被大会接待处安排在同一卧室，互

致问候后，吴小楣得知他正是自己

要找的艺术知己。 大会结束之后，

他很快把世银邀请到宜兴参观他

的艺术创作室，琳琅满目的紫砂陶

艺术作品让世银叹为观止。吴小楣

的作品曾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国际

贵宾，这位历来吝啬自己作品外流

的吴先生对世银却极为厚爱，把一

对唐马嬉戏紫砂陶送给他。

近年来 ， 世银的作品频频入

选、 获奖并参加国家级赛事展事，

使他接触到不少国际国内的艺术

大师， 并和他们建立了忘年之交。

同时，正是参加这些活动 ，也使他

获得了我国更多的前沿艺术信息，

使自己的艺术眼界更加开阔。

世银的画日益出名，找他求画

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知道画的分

量，都不好轻易张口。世银老师被

聘到深圳鑫天隆画院工作，结识了

一位同乡，这位同乡的妹妹是县医

院医生， 非常想得到世银的画作，

于是她就拐弯托哥哥。终于 ，在哥

哥的相约下， 几家人聚到一起。同

乡的妹妹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在

谈话中觉得世银的夫人应查查乳

腺， 谁知一查夫人竟得了乳腺癌。

检查罢， 世银立即陪夫人赶到省

城，经过半年的化疗放疗和大面积

手术，夫人终于从死亡线上活了过

来。如今，夫人已完全康复。我问，

当时就没发现吗？夫人说 ，谁知道

呢？不疼，也不在意。送人玫瑰，手

有余香。岂止是余香？一幅赠画换

回了夫人的宝贵生命！

俗话说：百艺好藏身。我要说，

艺精才藏身。 艺精， 可以养身，养

家，用画换妻子的命，以画在全国

甚至世界会师交友，甚至还能因画

而登上国家级领奖殿堂，为国家的

美术事业增光添彩。世银老师一生

从事山水画艺，如今应该是尝到了

“文墨随时代”、“用心写我家山水”

的快乐真味了。

世银从小很苦， 姊妹七个。他

天资聪颖，生活把他逼上学美术这

条路。 世银一生在中学当美术教

师，他一边认真上课，一边把画笔

紧紧握在手心。到南京美术学院读

书两年，一年

1600

元的学费 ，他硬

是省吃俭用坚持了下来。生活的苦

成就了世银苦学苦画的品格，也成

就了他今日的艺术成就。

世银平日穿着朴素随意，不修

边幅。喜欢喝点小酒。聊起作画，他

总有讲不完的旧事。如今 ，他的艺

术风格越来越成熟老辣，有人当面

夸他， 他总是谦虚：“艺无止境 ”，

“画匠永远在路上”。

世银老师，愿你在中国山水画

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猴年趣品猴联

郭旺启

2016

年是农历丙申年， 故称

“猴年”。古往今来，人们留下了许

多与猴有关的绝联妙对。 在猴年

来临之际， 我们一起来品味猴联

带来的无穷乐趣吧！

明代徐阶年少时就能与人吟

诗对句。一次，他与老师在院内散

步，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刮落了院

内的鹤巢，几只雏鹤随巢落地。老

师即景吟出上联：“风落鹤巢，二

三子连窠及地。”身后的徐阶应声

续了下联：“雨淋猿穴， 众诸猴带

露朝天。” 徐阶对得自然流畅，十

分工整，老师听后赞不绝口。

明代学士解缙幼时才思敏

捷，善于做对。一天，他应邀赴宴，

一位权臣故意当众讥笑他， 出一

上联：“二猿断木深山中， 小猴子

也敢对锯（句）。”解缙听后，便毫

不客气地对出下联：“一马陷足污

泥内，老畜牲怎能出蹄（题）。”在

座的众人听了暗暗发笑， 而那位

权臣顿时面红耳赤。

相传， 在清代一次文人聚会

上，有人自恃才学不凡，出了一副

上联：“三字同头左右友，三字同旁

沽清酒，今日幸会左右友，聊表寸

心沽清酒。”同席的文学家蒲松龄

看不惯此人的傲慢态度，便对道：

“三字同头哭骂咒，三字同旁狼猿

猴，山野声声哭骂咒，只因道多狼

猿猴。”此人听后，顿觉自讨没趣。

相传， 清代湖南某地有一新

娘子，才貌双全。新婚之夜，新娘

子见闹洞房的几个生员不怀好

意，便先发制人：“我出一上联，请

诸君对下联。对得好，请吃喜糖；

对不出，请吃‘闭门羹’。”众人立

刻同意。当时，门外正在舞狮，新

娘子即景出联云：“弄子弄狮，一

副假头皮，难充真兽。”弄子，是指

舞狮耍戏的人。结果，众生员无言

以对。于是，新娘子自己对道：“画

工画猴， 这等无心腹， 枉作生猿

（员）！”众生员听罢，十分羞愧，只

好一哄而散。

浙扛省莫干山石雕十二生肖

公园入口处有一座石牌坊， 上面

刻着一副对联：“子丑寅卯辰已午

未申酉戌亥；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

猴鸡狗猪。”此联中以十二地支对

十二属相， 配以画龙点睛的横批

“生生不息”，妙不可言。

安徽黄山景点“猴子望太平”

有一副对联：“弃弼马天官， 来云

海黄山，莫问有多少处花花果果；

抬金睛火眼，望春风赤县，岂能无

亿万年太太平平。”此联虽不见—

个“猴”字，却点明了美猴王孙悟

空的经历和特点。

湖南桃源联家谢锡武先生曾

题写了一副摘句联作 ：“天网追

逃，金猴奋起千钧棒；铁拳打虎，

玉宇澄清万里埃。”此联借用一代

伟人毛泽东的诗词名句， 前后承

接自然，浑为一体，既生动地表现

了党中央反腐追逃的气势， 也真

实地反映了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

共同心愿。

猴年趣品猴联 ， 可谓妙不

可言。

文人趣联

桥映蓝天 郝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