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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我认识画家王红莉是在
2010年5月的一次中国散文峰
会上，两年后，我们又相遇在珠
海市政府举办的“中国水墨画·
巴蜀风情”作品展览会上。王红
莉，1945年3月生于洛阳，早年
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致力于中
国画创作六十多年。

王红莉是中国书画院常务
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
美术师。她画工笔、画写意、写
书法、写诗词、写散文、写电视剧
剧本、写美术评论，可谓能诗能
文、能书能画，堪称艺坛多面
手。王红莉把自然之美与艺术
之美融合在一起，彰显出生命的
价值，使人得到心灵的净化和超
脱。

1998年至2004年，王红莉
谢绝与外界交往，耐住寂寞，耐
住清贫，用淡定平静的心对待生
活，以勤奋的创作领悟绘画的真
谛，升华了自身的绘画艺术。王
红莉说：“人生是一种承受，我们
要学会支撑自己。人的成长在
于学习，也在于经历；人的修养
在于领悟，也在于静修。”她还
说：“拼一个春夏秋冬，赢一个无
悔人生。”王红莉是一个有境界
的人，悠然而豁达，平静而睿智，
淡定而从容。她的心里装着美
丽的风景。

王红莉笔下的工笔仕女用笔细腻，线条流畅，一颦一笑，姿态传神，加之画家文
化底蕴深厚，以诗配画，深含寓意，可谓珠联璧合。王红莉的画作有着典雅的古朴
韵味，恬静如水，轻淡如云，笔下的少女栩栩如生，玉洁冰清，坚贞高贵，逸韵飘然，
淡雅清秀。她的工笔人物画或写实或夸张或抽象，但无论写实还是写意，都表现得
恰到好处。她的裸体工笔仕女画，美女与野兽同在，美人与自然交融，呈现出一种
天人合一的状态，能够使人体会到画家内心世界的博大、纯真和美好。

王红莉笔下的动物造型逼真，丝毛到位，师古而不泥古，笔下的老虎、藏獒自有
一种风范。中国历代画虎高手众多，当代工笔虎大家亦比比皆是，但面对王红莉画

的老虎，人们总能得到另外一种心灵上的感悟。她画的老虎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所绘之虎多了几分端庄、几分霸气。硕大的虎头占据了整个画面，虎毛虎须，根根
可见，人们好像能够从威严的眼神中体会到虎的内心世界，令人忍不住想与之交
流。

王红莉笔下的“高原藏獒”系列彰显出藏獒的野性和威猛。画中的藏獒栩栩如
生，威武的眼神注视着前方，令人感到它作为“卫士”和“战神”的忠诚和勇敢，再绘
以藏族少女，可谓相得益彰。过硬的绘画功底、娴熟的表现手法让人叫绝，使人很
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纤纤女子之手。

王红莉早年便蜚声画坛，但她从不骄傲，对绘画仍然那么执着、那样痴迷。她
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笔下形象也愈加生动传神，耐人寻味。

她用高超的画技表达着内心的情感，画作既具有可见的外在美，又具备深厚的
内在意蕴，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王红莉的作品明净柔和，格调高雅，色彩淡中见厚。其笔下的鹅卵石用透视写
实的手法进行展现，注重生机美、神韵美、意蕴美的体现。王红莉不仅画出了鹅卵
石的骨气，而且画出了石头的灵气，画出了生命力，画面静中有动，产生了无限的灵
气和生机。

石依水生，水绕石流，表
现出自然万物的和谐与交
融，令人忍不住产生无限的
遐想。生命有限而石头永
恒，王红莉笔下的石头融进
了诗意与哲理，使意象得到
了升华。

王红莉还擅画牡丹，笔
下的工笔牡丹含蓄典雅，清
新婉丽，芳容丰韵，韵味隽
永，冠压群芳。作品结构严
谨，画法多变，达到了形与神
的统一。她笔下的写意牡丹
则雅而不俗，妩而不媚，展现
出牡丹的气质。作品笔墨酣
畅，色彩搭配合理，添以小
鸟，动静相宜，体现出一种诗
意。

王红莉笔下的作品体现
着笔墨的境界，彰显出深厚
的文化内涵。她曾说：“格局
决定出路，唯有敬业，才能卓
越。”这也许就是她的成功秘
诀吧。（附图为王红莉作品）

唯勤能远 因淡而香
——王红莉国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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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安的非遗文化宝库中，
苏北琴书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它以
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形式以及深
厚的历史底蕴，深深扎根于这片
土地，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
文化记忆。

苏北琴书，又称“淮海琴书”
或“打扬琴”，源自明末清初的民
间小调，到同治年间较有影响的
琴书艺人是李义成。据《中国曲
艺杂志·江苏卷》、《淮阴市曲艺
志》和《宿迁市曲艺志》记载:李
义成幼年自安徽流浪到宿迁皂河
定居，后广收徒弟，师徒以唱民间
小调为生，逐渐有了固定的唱腔、
曲牌，并配上坠胡和扬琴演唱，演
变为苏北琴书。

苏北琴书融合了说、唱、演等
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讲述着一个
个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涵盖历
史传奇、民间传说、侠义英雄、家
长里短等各个方面，历史源远流
长，深受百姓的喜爱。无论是金
戈铁马的战场风云，还是柔情蜜
意的爱情故事；无论是清正廉洁
的清官断案，还是诙谐幽默的市
井生活，都能在苏北琴书艺人的
口中娓娓道来，生动呈现。

苏北琴书的表演形式独具特
色。前几年，我在河下观看了两
名艺人表演，其中一人主唱兼敲
扬琴，另一人或持坠胡、二胡等乐
器伴奏，主唱者配合说唱。表演
时，艺人端坐于桌前，扬琴置于桌
上，主唱者一手敲击扬琴，一手打
板，掌控节奏与韵律。那清脆悦
耳的扬琴音，如珠落玉盘，叮叮咚
咚，瞬间便能吸引观众的注意
力。而伴奏者则全情投入，手中
的坠胡或二胡如泣如诉，悠扬婉
转，与扬琴的声音相互交织、相互
呼应。在说唱过程中，艺人的表
情丰富多变，或喜或怒，或哀或
乐，生动地展现出故事中人物的
情感与性格。他们的嗓音醇厚，
说唱功底扎实，既能唱出高亢激
昂的曲调，也能吟出低回婉转的
旋律，将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表
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艺人还会
运用各种手势、动作和身段来辅
助表演，增强故事的感染力和表
现力，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沉浸

在精彩的故事之中。
记得有一次，我在淮安的一

个古镇游玩时，偶然间听到了一
场苏北琴书表演。那是在一个古
旧的茶馆里，几张八仙桌，几条长
板凳，虽然陈设简单，却坐满了前
来听书的观众。一位头发花白的
老艺人坐在桌前，身旁摆放着扬
琴和二胡。他微微清了清嗓子，
便开始了表演。随着他的讲述，
我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一个古
老的世界。他说唱的是《秦琼卖
马》的故事，那抑扬顿挫的语调、
丰富多变的表情和生动形象的动
作，将秦琼的英雄气概和落魄时
的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我听得
如痴如醉，完全被这精彩的表演
所吸引。周围的观众也都沉浸其
中，时而为秦琼的遭遇而叹息，时
而为他的英勇而喝彩。那一刻，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苏北琴书的独
特魅力，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
演，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文化
的传承。

苏北琴书的语言通俗易懂，
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它采用
苏北地区的方言进行说唱，这种
方言亲切质朴，生动形象，具有很
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艺人在说
唱过程中，巧妙地运用方言中的
俚语、俗语、谚语等，使故事更加
贴近百姓生活，让观众听起来倍
感亲切。例如，“俺”“恁”“中”

“管”等方言词汇的运用，使整个
表演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同
时，苏北琴书的唱词韵律优美，富
有节奏感，通常采用七字句、十字
句等句式，押韵方式多样，读起来
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唱。这
些唱词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是
研究苏北地区语言文化和民俗风
情的珍贵资料。

苏北琴书有单口、对口、群口
三种形式。对口为二人搭档演
唱，一人拉坠胡，一人击琴打板，
对口说唱。群口即一人敲琴打
板，两或几人拉坠胡，有时用上京
二胡，对口演唱。句式结构有十
字句、七字句、五字句、三字句，
十字句中三、四、三称正十字，
三、三、四称反十字。其表演特点
有：起角色、伴以“花腔”，说白讲
究抑、扬、顿、挫，喝、顿、缓、急、

高、低、起、伏，在演唱进入角色
时，演员常用辅助动作增强感染
力。

在淮安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
土地上，苏北琴书承载着人们的
情感与记忆。它曾是人们茶余饭
后的主要娱乐方式，在田间地头、
街头巷尾，都能听到苏北琴书艺
人的说唱声。苏北琴书曲目《包
公案》《岳飞传》等，通过一个个
故事，教导人们尊老爱幼、诚实守
信、爱国敬业，在潜移默化中传递
着社会道德和价值观。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
代文化的冲击，苏北琴书这一传
统艺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代
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使得人们的
文化选择更加丰富，苏北琴书的
观众群体逐渐缩小。为此，淮安
市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政府加大了对苏北琴书的
扶持力度，设立了专项基金，用于
资助苏北琴书的创作、表演、研究
和传承，举办各种苏北琴书比赛、
展演活动，为艺人提供展示平台，
鼓励他们收徒传艺，培养更多的
年轻艺人。

当下，有不少人推动着苏北
琴书更上一层楼。如省级传承人
陈锦荣，9岁开始学琴书，其表演
经验丰富，还培养了30多个年轻
学生。张银霞也是非遗传承人之
一，她50余年的演艺生涯沉淀了
许多艺术精华，通过录制唱片、磁
带、VCD 等，让苏北琴书得到广
泛传播。还有丁红丽，她跨界成
为年轻一代苏北琴书的代表人
物，创新融入舞蹈、舞美等现代舞
台手法，让苏北琴书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其作品也深受年轻粉丝
喜爱。此外，吴文效创办苏北琴
书传习所，培养了众多学生，还创
作了许多贴近民众、紧跟时事的
作品。于兰曲作为年轻的非遗传
承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融入现
代音乐等创新元素，在音乐课堂
中向孩子们普及苏北琴书。

苏北琴书成为绽放在民族艺
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清纯可
人、芳香四溢。它无声地穿透时
光，萦绕在我的心头。作为淮安
人，我很欣慰。

我 心 中 的 苏 北 琴 书
陶 建

走在灯光美丽的街市，不知你以何面目呈现，我
又用何心情面对。然，这一切来得不动声色，没有意
料中的激动，没有想象中的心痛。扶桥凝视，昏暗的
灯光，幽暗的水面，悠悠的船舫，无丝竹，无吟唱。目
送画舫近了又远，目送河水泛起微澜，美丽的灯光点
缀着夜色，弯弯的桥墩流淌着诗意。

秦淮河，历史文化厚重的河流，锦绣十里春风来，
千门万户临河开！十里秦淮繁华地，位高权重聚集
来。宋时夫子庙的建筑，明朝江南贡院的设立，伴秦
淮河而立，引来大批名人逸士，为国家选来栋梁之材
的同时，也在这条河上留下千古佳话与绝唱。刘禹锡
的《乌衣巷》让金陵名闻天下。如今乌衣巷已成景点，
坐落在秦淮河畔繁华热闹的大街上，门前刻有那首著
名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王导与谢安的纪念堂
也相隔不远，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是它
们的建筑风格，古朴而典雅！

走过灯光绚丽的大街，再一次折回秦淮河边，沿
着水泥小径，缓步慢行。邂逅了东晋的画家顾恺之，
他坐在植物的深处，飘逸的胡须，长长的衣袖，仙风道
骨的风姿，难道若干年前，他就认定了这条河有着不
凡之处？会与位高权重联系在一起？会与诗词歌赋
难舍难分？在他飘扬的衣裾中，在他高远的目光中，
我静静地凝望，轻轻地走过。

用夫子庙的特色小吃饱腹后，离八点还有一段时
间，再次沿着秦淮河转悠。

俯在文德桥上，看船舫来来往往，眼前却浮现出
今天最想看又最不想触碰的秦淮八艳来。河边是八
艳的雕刻与生平，这些明末清初的妙人儿，让这条河

大放异彩，用她们的聪明与过人的智慧，让这条河色
彩斑斓，又血泪横流！来是为她们，心情郁闷也是为
她们，不想提及，却很想亲近；不想打扰，却充满仰
慕。虽然她们的名字与妓字联系在一起，却让我敬
重。特别是路过李香君纪念馆时，这种感觉更强烈！
一出《桃花扇》，让李香君香飘历史，而侯方域早就沉
入历史的深处，让人不齿提起。

夫子庙的小吃，座满！夫子庙的人流，爆满！夫
子庙的灯光，纵横！夫子庙的文化，暗涌！夫子庙的
河水，幽暗。不论灯光如何热闹，船上人语多响，秦淮
河静默！这条连通南京城的主河流，承载着十里繁
华，六朝金粉；承载着桨声灯影，吟咏叹唱；承载着世
人挑剔的目光与历史凝重的眼神。悠久的文化，赋予
河流的内涵；文人雅士的聚集，赋予河流的浪漫！秦
淮八艳为首的群体，以她们的诗词歌赋与无与伦比的
才学品貌，书写着秦淮河不一样的色彩与不一样的情
怀。多少仁人志士达官贵人，多少寒门学子浪荡公
子，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尤其是在她们所持有的
民族气节之下，使她们魅力四射又令人敬佩！这一河
的水中有她们的灼灼其华，有她们的泪水脂粉，有她
们的侠义气节，才使得这一河水如此深邃如此厚重！

我来了，近距离凝视，远距离遥望，我听到了繁华
中的诗情，我听到了船桨中的吟诵，更听到了灯影中
的叹息。民族气节成了她们永不褪色的锦衣，成了秦
淮河上永不衰败的风景！

秦淮河如今在桨声灯影里展示的是静美，是风
景。凭栏追忆，惜秦淮女子空有满腹诗情画意，却生
不逢时，留下遗憾重重。更惜当今，好山好水好风景，
伫倚桥栏，追古思今，又是另一风情也！

秦淮河畔静静思
李梅芳

鹰梅松同醉

风雪行

七律 秋色盛宴

飒飒秋风拂面凉，山川焕
彩韵悠长。

丹枫似火燃林麓，黄菊连
云绽野冈。

稻穗低垂丰岁喜，果枝重
压笑颜妆。

闲观碧落云霞舞，诗意盈
怀赋锦章。

鹊桥仙·秋忆

霜枫如火，月辉似练，秋夜
温柔如旧。寒星点点映苍穹，
更添得、几分清瘦。 乡音
诵语，书声袅袅，思绪随风飘
走。师生情厚共欢言，此景处、
时光慢溜。

眼儿媚·秋情

霜叶丹青映斜阳，秋色韵
悠长。雁行渐远，金风乍舞，菊
绽新黄。 凭栏遥望虚无
尽，倩影在何方？暮云缓落，清
辉漫洒，月映心房。

蝶恋花·秋恋

霜染丹枫秋韵透。落木萧
萧，雁唳寒云瘦。独倚斜阳怀
旧 友 ，天 涯 望 断 情 依 旧 。

梦里相逢欢意厚。醒后凭
栏，寂寞黄昏后。风卷残花飘
满袖，心间眷恋时年久。

卜算子·秋霜

秋霜冷意浓，遍野侵千
户。恰似银纱覆世间，独绽清
寒处。 云淡晓天低，叶落
西风怒。且待春阳破雾来，大
地新颜露。

行香子·秋风

飒飒秋风，吹拂田畴。稻
穗金黄谷摇头。棉球云朵，柿
若灯球。却枣儿红，梨儿脆，橘
儿羞。 霜枫染色，幽香桂
影。菊花群芳画中收。残荷听
雨，瘦柳依楼。念情难舍，心常
恋，意长留。

采桑子·秋凉

西风瑟瑟秋凉起，霜落平
畴，叶舞荒丘。雁去云遥意自
悠。 人生总有时光老，岁
月难留，往事烟流。且把沧桑
作韵酬。

南乡子·秋声

画意韵无穷，霜染丹枫映
碧空。芦荻白头飞雪舞，欢
融。鸿唳长天唱大风。 豪
迈立苍穹，笑看山河岁月匆。
壮志满怀情似火，熊熊。敢向
天涯绘彩虹。

一剪梅·秋收

满目秋光画卷浓。稻穗重
重，水果玲珑。金黄遍野映晴
空，喜望年丰，情系心胸。

机器轰鸣田地中。脱粒匆
匆，转运隆隆。粮仓溢满笑声
融，醉了乡农，乐了村童。

鹧鸪天·秋种

瑟瑟秋风拂面凉，田畴沃
野正农忙。铁犁翻起千层浪，
汗水浇开万垄香。 心炽
热，意飞扬。播栽希望韵悠
长。待看来岁春归处，满目新
苗映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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