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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相通的，因为艺术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就是审美……虽然艺术的种类不
同，但它们的审美情趣是一致的。如美术与
书法，都是视觉艺术，线条美是它们共同的
特质；美术与摄影也是视觉艺术，画面美是
它们共同的追求。再如美术与诗词对联，它
们所追求的那种美的意境也是相似的。唐
代的王维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者是也。北宋文学家、画
家张舜民《跋百之诗画》云：“诗是无形画，
画是有形诗。”苏轼《韩干马十四匹》云：“苏
子作诗如见画。”其《韩干马》云：“少陵翰墨
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此外，苏轼《书
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
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正道出了画与诗所
共有的艺术特点。“天然去雕饰”，清新脱
俗，反映了苏轼的诗论和画论观点。

诗联属于文字语言的艺术，一个人对
文字语言艺术的了解，代表了他的文化素
养。所以诗联艺术是一门基础性艺术，古代
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在这方面的造诣都是
很深厚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字字珠玑，

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著名文学家
王维、唐寅、郑板桥都是著名的画家，自不
必说。近现代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徐悲
鸿、吴昌硕、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吴冠
中、李苦禅、任伯年、林风眠等一大批艺术
家，他们的艺术成就无不闪烁着极其深厚
的古典文学光芒。

周惠荣先生深深地懂得这一道理，或
者他是不自觉地实践着这一原理。不记得
是何年何月了，我从我主持的《邵阳晚报》

“巧联句”栏目的来稿作者中发现了他的名
字，开始他好像不懂对联规则，但是投稿却
十分积极。假以时日，他竟然也有句子进入
到选优行列见报了，可见他进步之快。后
来，他加了我的微信，主动介绍自己是一位
美术老师。通过慢慢地了解，我才知道他是
邵阳本土水彩画名家，曾长期担任市美协
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主任，是原邵阳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美术教研员。遗憾的是，我们至
今还未曾谋面。当看到他发来的诗联作品
集时，我很震惊，没想到有这么多。一个画
家在对联领域淘了这么多宝，令人感佩不

已。
虽然这些对联的艺术水平还不能与其

画作同日而语，却也不乏诗情画意之作。请
看下面几副对联:

“几根丝雨撩春意；一片疏云伴暖风。”
“桃露点来描柳叶；荷珠滚去入花心。”
“秋田深处牧歌远；村寨岭头枫叶红。”
“雪至田幽，柴门闲挂犁蓑笠；帘垂窗

静，书案雅藏纸砚毫。”
这是四副描写春夏秋冬美景的联语，

如果周老师把这种意境用丹青描绘出来，
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图画。将这四副对联挂
在画卷的两侧，相得益彰，不正好是联中有
画，画中有联吗？

再看下面三副对联：
“禅意锁心离俗远；佛台立志化香多。”
“行舟莫道江河险；弄墨可需年月功。”
“入墨三分能透案；练枪百步可穿杨。”
这些对联是典型的格言联，悬之于室，

可以作为励志的座右铭，第一副言修心养
性之道，第二、三副谓艺术修炼之功。如果
形诸于典雅的书法，再配上一幅意境相谐
的画作，将联书画融为一体，既能装点居
室，把玩赏美，又能陶情励志，一举多得，岂
不妙哉！

愿周老师今后的对联作品也与他的美
术作品一样出神入化，摇曳生姿；愿他手中
的妙笔在美术界和楹联界都挥翰成风，惊
风唤雨；期待他多出一些这样联书画一体
的“三绝”作品，为春夏秋冬丰富色彩，为伟
大时代营造出更多唯美的意境。

特为序。

序与跋

“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
——周惠荣先生诗联集《惠风晚韵》序

邹宗德

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平
时 从 事 的 是 新 闻 和 公 文 写
作，业余时间写点文学作品，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文
学大门之外徘徊。由于水平
有限，加上生性懒惰，所写不
多，发表更少。现就生态散文
与自然写作，谈谈自己粗浅
的体会。

生态散文是一种文学形
式，它主要通过对大自然的
生态环境、植物、动物等方面
的描写和反思，来表达文学
家对自然环境的感悟、思考
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呼唤和
思考。生态散文与传统的散
文不同，它的内容更为关注
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
主题，有助于提醒人们保护
环境，珍爱自然。

我写生态散文，始于邵东
第二届散文研讨会之后。2015
年，我尝试着写了三篇，一篇
是发表在《辽河》的《春日回
乡》，一篇是发表在《湖南文
学》的《快乐老家》，还有一篇
是发表在《湘江文艺》的《娘在

乡下》。《春日回乡》写了小溪两岸的生态，写了干涸的
山塘，写了破旧不堪被废弃的老房子，写了山道弯弯，
写了在山上忙着运输的驮马。《快乐老家》写了我老家
的旧房子、母亲的菜地以及母亲家里的小黄猫，还写了
我的儿子在桂花树下捕鸟、和奶奶一起为南瓜授粉。

《娘在乡下》篇幅较短，只有七千字，写了乡间的野菜、
杂树、野草、紫云英、菖蒲等等，写得比较散，没写深入。
这三篇散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写家乡的山山
水水、花花草草，从日常所见的事物中反映故乡的生态
文明。后来，我又在工作之余写了《草木亲人》《风吹昭
阳》《乡村的三枚标签》《大地原色》等生态散文，因为是
尝试，一边写一边总结，所以都还显得很肤浅。

前几年，文学界重新倡导一种写作--“自然写
作”。“自然写作”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或写作方
式。它最早出现于 17 世纪至 19 世纪的英美，一些英
美作家预见了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

“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在丛林中重新
找回理智与信仰”的观点。随着 20 世纪工业社会对
自然界的侵占和破坏，引起了环境污染、土地流失、
气候变暖等等，一些作家开始自觉地从生态的角度，
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以随笔、报告和哲学思辨
的形式，摒弃了传统文学中通常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保护、科学与自然的关系、

“土地伦理”等命题，开始从心灵出发，以“荒野”为依
托，感受人与自然的交融，体验古朴、雄浑、和谐、宁
静的野性之美，并在其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和安宁。

其实，“自然写作”并不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文
化中早有“自然写作”的元素，《庄子》中的《知北游》

《天下》都可看作是中国人认识与感悟人与自然和谐
平等关系的表述。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周作人、冯至
等现代作家也有对自然写作的涉猎。20 世纪 90 年
代，一批作家开始自觉地关注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
关系，其中有徐刚、张炜、阿来、梁衡、鲍尔吉·原野、
陈应松、刘亮程、胡冬林、傅菲等等。他们从不同的角
度、不同的体裁，表达了对自然的关切与敬畏，以及
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境况的反思和忧虑，形成了
当代文学中“自然写作”的强大文脉和潮流。《草原》

《广西文学》《文学报》《散文》《散文·海外版》等报刊
都开辟了自然写作的专栏，重点推荐这方面的稿子。

《散文·海外版》执行主编王燕老师在她的《散文
中的自然写作》讲座中指出，自然写作可以更细致更
微观，具体到身边生活的树林、花草、鱼鸟。我们要走
进自然，亲近自然，当我们对自然有了一定的熟悉和
认知的时候，我们才去书写，用文学的语言去记录。

今天在座的文友们大多数都是和我一样，游离
于乡村和小城之间。虽然我们没有大城市里那么浓
厚的文学氛围和交流学习机会，但大自然对我们的
馈赠却是十分丰厚的。袅袅的炊烟、碧绿的菜园、香
甜的野果、悠扬的山歌，还有风声鸟鸣、春花秋月、乡
音乡情，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散文写作素材。

所以，让我们一起感恩生活，感恩文学，感恩当
下吧!

（此文为作者在邵东市第三届散文创作研讨会上
的发言，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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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1日《大公报》“杂纪”栏载
有《蔡松坡轶事》一文，共两节，言及两事，
一谈蔡锷在乡之产业，较详细；二是谈蔡锷
家族，较简略。此时距蔡锷逝世不足半年，
从其中细节来看，所记当为可靠。

“轶事”称，蔡锷在乡遗业有三处。一是
半节木屋，系祖业，为婶母与之共有。原是
一栋，因“风雨飘摇未及修理”，便只剩下半
节，现为婶母独居之所。二是两进茅屋，这
是蔡锷的父亲蔡正陵所开门面，在武冈山
门（即今洞口县山门镇）。此屋虽说是两进，
但其实只是几间简陋的茅草屋，“茅茨土
阶，不让尧居也”。三为租谷五十石。蔡锷在
广西时所置一处地产，“在县城（指当时的
邵阳县城）附近”，租谷为蔡母王太夫人之

“膳产”。以前蔡锷母亲租居“雷宅”时，便以
此租谷为生，只是听说这处地产还属于“典
业”，或未过户。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

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
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
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

关于蔡锷家境之清贫有一个说法，流
传颇广，是说袁世凯在1915 年末称帝后，
曾下令邵阳县令查抄蔡锷家业。县令回禀，

“蔡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无可查抄。此
说词在常人看来总觉得难以置信，多以为
是县令因同情蔡锷而对袁世凯的塞责之
词。今从此“轶事”所记来看，“片瓦寸土”之
说，言辞虽嫌夸张，但大体情形还是相符
的。三处产业中的半节木屋，系祖业，且为
婶母与之共有，现为婶母独居之所，是不能
查抄的；两进茅草屋，简陋至极，查抄没有
意义；第三处地产为蔡母一家谋生之资，不
过为五十石租谷，查抄又于心何忍，更何况
这处地产的产权并不明晰。蔡锷身居高官，
家境如此清寒，可见其为官之清廉。

第二节谈蔡锷的家族。说蔡锷家族连
同男女一共不过百数十人，原聚居于“宝
庆城北五里之北港河”，均务农，到蔡锷兄
弟时才开始出现“读书种子”。“宝庆城北
五里之北港河”，当即民国十八年（1929）

《邵阳蔡氏三修族谱》所载之“城北担地”。
显然，“轶事”此处记载比族谱更详。又说，
唯有蔡锷家“久离原籍，业已三迁”，曾祖
迁居东路，父亲蔡正陵又从东路迁居“武
冈”。蔡氏族谱称，迁居东路是因“洪杨之
变”，而城北为战场。“洪杨之变”，是指咸
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的
赖裕新、朱衣点在撤武冈围后，石达开令
各路咸集，围攻宝庆。同治《武冈州志》载：

“自武冈东路至宝庆南路，太平军连营百
余里。”蔡锷曾祖迁入的“东路”，原属邵阳
市郊区蒋河桥乡，即今大祥区蔡锷乡。蔡
正陵迁居“武冈”，即武冈山门，即今洞口
县山门镇及水东镇一带。

文末又称，听说蔡锷在广西时，曾有族
人找他要求安排工作。但此人不识字，无法
安置，蔡锷只得送他去学习印刷。蔡锷在广
西期间，办学延请教员，多湘籍旧友，邵阳
便有樊锥、毛人凤、雷飚、岳森等。蔡锷在广
西做高官的消息传遍家乡，族人闻说前往
投奔，但蔡锷也只是“因才施用”而已。

读书笔记

蔡 锷 逸 闻 一 则
阿 旧

当林丽英把她的诗集《比爱还辽阔》的
出版消息在微信群里发布时，很快得到众
多网友的祝贺。大家纷纷向她发出赠书的
请求，笔者便是其中最为踊跃的一个。

不久，书就到了。《比爱还辽阔》共收录
106首诗，编为四辑。第一辑“幸福的黄金”
收诗 28 首，主要抒写了纯纯的“心灵之
爱”。在这些诗中，作者是一个天真烂熳的
少女，自由自在地跳跃在大自然中。她为茶
花的怒放而欣喜，在《那丛茶花，为你而开》
中写道：“那丛茶花，蕴含欢喜/悄悄地次第
开放……一隅荒原宛若燃烧的天堂。”她巧
用了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
探看”的诗意，在《青鸟》中写道：“鸟飞过，

从我们的头顶/一只飞进夕阳，一只遁入月
亮。”她把恋人之情写得至深至切：“黎明，
把我安放在你的梦里/不留一丝缝隙让我
伤悲。”她认为爱是人的本能和天性，无需
任何附加条件：“爱就爱了/就像小草爱上
春天/鱼儿爱上流水……顺理成章/一点不
需要理由。”

第二辑“爱的雨季”收诗25首，主要抒
写了浓浓的“夫妻之爱”。这些诗中，作者游
刃有余地表达了夫妻之间浓得化不开的情
感，一切是那么直接、那么大胆、那么奔放，
仅从此辑诗的题目就一目了然：《亲爱的，
你听到了吗》《没有你，我该怎么办》《我是
只找寻爱情的蚊子》等。在《如果爱》中，诗
人告白道：“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爱你/
那就是我/如果/世界上没有人爱你/那就
是我死了……”多么炽热的爱情，多么大胆
的告白，多么专一的情感。作为一个普通的
读者，我早已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了。不知
女诗人的夫君看到此诗时作何感想，是否
体会到浓浓的爱恋和满满的幸福呢？

第三辑“心灵的和弦”收诗 27 首，主
要抒写了“亲情之爱”。书中既有写巍然如
山的父爱的诗篇，如《半间老屋，一座城
池》和《父亲，不敢触碰的两个字》；也有写

柔情如水的母爱的诗篇，如《我的感冒扼
杀了母亲的感冒》《今天，我为母亲写首
诗》；还有写甜蜜如饴的姐妹之情和无私
如雪的师生之情的诗篇。诗人在《一份沉
重的礼物》中写道：“一张很普通的白纸/
摊开在我的桌上/上面画了一个小男孩/
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旁边写了句/祝老师
生日快乐。”给老师送礼物的是个“差生”，

“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视他为另类”，可他却
尊重老师。不要偏爱“好生”、歧视“差生”，
要相信“每一株草都会开花”。

第四辑“大地行吟”收诗26首，主要抒
发了“风景之爱”。诗篇中有表现家乡之情
的《高沙意象》，表现民族风情的《上堡古
国》，表现名胜风光的《把崀山背回家》，表
现自然风物的《那一树春暖花开》等。如她
在《那一场繁华后的寂寞》中，抒写了游洞
口伏龙洲的感想。她与风景对话，与历史畅
谈，与伏龙洲低语：“无数个夜晚你撕扯着
我的心/我怀抱着那寂静的喧哗……你哲
文般深邃睿智/我/只能在梦里阅你千遍万
遍。”真可谓“爱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

湘女多情。确实，读林丽英的诗，很容
易看出她确实是一个多情、直率的湘女。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读者感悟

纯美的诗 炽热的爱
——读林丽英诗集《比爱还辽阔》

林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