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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我认识刘人岛先生，是在一次聚
会上。

此前，我未曾与他谋面，只是闻其
大名，知道他是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
通过查询，得知刘人岛是画家、雕塑
家、美术评论家、设计家……他早年毕
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是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中心
主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又是怎么认识刘人岛先生的
呢？不久前，我大学同班同学、天津市
文联党组书记赵华先生，想率天津市
文艺界代表与湖南文艺家们开展一
次“湘津携手，文艺传情”文化交流活
动，要我牵个线搭个桥。去年 10 月
份，我们在湖大大学同学聚会时，赵
华作了一首诗，我抄写一遍寄给了
他。赵华夸我书法写得有模有样，还
裱好挂在了办公室。后来他又专门为
我介绍一些天津书法名家指导我，还
寄来喻建十等书法大家的签名著作，
对我鼓励很大。我因此主动向湖南文

艺界一些前辈请教，如国家一级作曲
家肖雅瑜，著名作家石光明，书法大
家倪文华、刘广文，画家童治军、刘佳
林等等。

那天，我向肖雅瑜汇报“湘津携
手，文艺传情”文化交流活动筹备事
宜，顺便写了两幅字送给他。肖雅瑜
请一大帮邵阳籍好友一起聚，其中特
别邀请了石光明。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我刚调到长沙时，我的好乡友钟
闰才女士引荐我认识了石光明。他视
我如兄弟，我尊他为兄长。他去年出
版了新书《诗狂何处》，我是最早拜读
的人之一。光明和雅瑜是文艺创作老
搭档，合作创作很多脍炙人口的歌
曲，如《春节是条河》曾在中央电视台
音乐频道播出。

我向光明兄长汇报湘津两地文
化交流活动方案时，光明兄长主动把
他认识的一些文艺界朋友推荐给我，
最后提到了刘人岛。顿时，我兴奋起
来。如果能得到人岛老师的指导，那

该有多好！巧就巧在，“说曹操，曹操
到”！光明兄长当即收到了人岛老师
的微信信息，说周六来长沙，请光明
兄长一起聚聚。我试着说想让光明兄
长也带我一起去，毕竟一睹大师风采
的机会很难得。不曾想，第二天光明
兄长把他和人岛老师的微信聊天内
容截图发给了我。人岛老师十分欢迎
我一起参加聚会，言辞里可见人岛老
师很谦和、很细致、很温暖。

聚会的那天晚上，参加人员真是
高朋满座。光明兄长还向大家隆重地
推介我，使我无地自容。

说来也是缘分，就在两天前，我将
一幅书法作品投给一家报社。后看到
报纸电子版，同版面上居然也刊发了
刘人岛先生的一幅国画。因为这个原
因，我和人岛先生很快用酒对上了话。

我和人岛先生初次相见，却一见
如故。

（杨震，邵阳人，中国书画院湖南
分院院长）

初 识 刘 人 岛
杨 震

外孙自呱呱坠地起，便展现出了非
凡的灵动与活泼，不仅聪明伶俐，还心
灵手巧。两岁多的时候，外孙在看书、背
诵古诗之余，对涂涂画画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每当手中握着彩笔，他的世界便
仿佛只剩下眼前的纸张和心中的想象。
那专注的神情，让人不忍打扰。读美术
设计专业的女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
点，教他画画的想法在心中悄然萌生。

为了让孩子能尽情发挥创意，女
儿为他精心挑选了电子画板。这个画
板对于年幼的外孙来说，简直是神奇
的宝贝。画不好时，只需轻轻按一下
键，便能擦掉重来，方便又有趣。而外
孙最喜欢画的，便是那温暖的太阳和
花花绿绿的蘑菇。

女儿教孩子画画，方法多样且充
满巧思。她常常带着孩子走进大自然，
观察花草树木、飞鸟虫鱼的形态和色
彩。比如在公园里看到一朵盛开的玫
瑰，女儿会引导孩子仔细观察花瓣的
形状、颜色的渐变以及叶子的纹理，然
后回到家让他试着画出来。通过这种
方式，外孙的观察力和表现力都得到
了很大的提升。

女儿还会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
事，然后让他根据故事的情节来画画。
比如讲《小红帽》的故事，就让外孙画出
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大灰狼的场景。这
样不仅激发了外孙的想象力，还让他在
画画中更好地理解故事中的情感。同
时，女儿还给孩子一些简单的主题，如

“未来的城市”“海底世界”等，让他自由
发挥，不受任何束缚地去创作。外孙常
常会画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奇妙画面，展
现出他独特的思维和创造力。

此外，平日里，女儿会耐心地教孩
子描绘高山大海、蓝天白云等。她轻柔
地对孩子说：“宝贝，你看这高山，要有
雄伟的轮廓；大海呢，要有波涛汹涌的
感觉。”女儿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比
划着形状。外孙眨着大眼睛，听得入神，

小手紧紧握着画笔，努力地尝试着。经
过几番传教授业解惑，他竟然能够在画
板上独立“创作”了。

记得有一次，外孙决定画一幅湖
泊。他没有选择临摹，也不是照葫芦画
瓢，而是胸有成竹地凭借着记忆力和想
象力开始动笔。他首先在近处画了几条
灵动的波浪线，那线条虽歪歪扭扭，却
充满了童真的活力。接着，他画了几尾
形态各异的鱼，有的在嬉戏，有的在吐
泡泡。然后，他又在湖边添上了几朵娇
艳的荷花，花瓣的形状和颜色都处理得
十分有趣。再往远处，他画了一些树木，
那树木的形状像是在风中摇曳。还有几
座小小的房子，屋顶的烟囱还冒着袅袅
炊烟。最后，他在天空中画了一个大大
的太阳，周围飘着几片洁白的云朵。

完成这幅作品后，外孙蹦蹦跳跳地
跑到女儿面前，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
容，小手高高地举着画板，奶声奶气地
说：“妈妈，看我画的！”女儿接过画板，
眼中满是惊喜和欣慰，不住地夸赞着。
后来，女儿又买了许多A4纸，让他有更
广阔的创作空间。外孙在这些纸上画的
画越来越像模像样，有可爱的小动物，
有美丽的花园，还有温馨的家庭。

在女儿的悉心教导下，外孙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他的画作在幼儿园的
绘画比赛中多次获奖，还被老师张贴在
幼儿园的展示墙上，成为其他小朋友学
习的榜样。更重要的是，画画让外孙变
得更加自信和开朗。他愿意与小伙伴们
分享自己的绘画心得，也乐于用画笔去
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每逢家庭聚会，亲戚们看到外孙的
画作，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

“小画家”。
如今，看着那些被外孙用心描绘的

画作，我仿佛看到了一颗充满创造力和
想象力的心灵在不断成长。女儿的耐心
教导，外孙的努力学习，共同绘制出了
一幅关于爱与成长的美丽画卷。

爱 与 成 长
黄 田

在秋天，我和流光湖终于有了一
次难忘的约会。

我是沿着一条小溪找到它的。我
跟着小溪转一个弯，又转一个弯，一
直转到一道瀑布前。站在瀑布下，轰
鸣的水声，像万马奔腾，震耳欲聋。雪
白的水倾泻下来，飞珠溅玉，水汽缭
绕。有些调皮的水珠竟飞到我的脸
上，飞到我的脖子上，亲我，吻我，凉
凉的、痒痒的感觉，让我飘飘欲仙。

瀑布是从流光湖的堤坝上垂下
来的。登上堤坝，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翡翠般的水。水被山包围，水是绿
的，山也是绿的。满眼的绿，绿得你
能忘了名利，忘了荣辱，忘了尘世间
的一切。

太阳从山顶的树梢冒出来，一脸
甜甜的笑。此时的流光湖，像一个害
羞的姑娘，身上披着薄薄的轻纱。风
柔柔地吹来，像一只无形的手，柔柔
地拂开姑娘身上的轻纱……风继续
柔柔地吹，湖面荡起粼粼细波。山影，
树影，蓝天白云的影子，落进水里，像
一幅镶在明镜里的画。几条鱼儿悠闲
地闯进画里，其中一条红鲤鱼猛地一
摆尾，转了个身，其他鱼儿也纷纷摇
头摆尾，顿时画开始晃动……

堤坝左侧有一大片荷。几枝粉红
色的荷花远远地眺望我，她们是在等

待故人还是留恋夏天？荷花旁边，有
两只羽毛鲜艳的鸟在水面嬉戏，一会
交头接耳，一会又你追我赶。这是一
对鸳鸯吗？我相信，我看到的就是“鸳
鸯戏水”。

我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时而有
受惊的野鸭扑进水里。湖边长满郁郁
葱葱的植物，松树和竹子是主角。黄
灿灿的野菊花，一丛丛，一簇簇，躲在
草丛中，好像是受了夜的欺负，花瓣
上，叶子上，还挂着晶莹的“泪”。一株
株垂柳却仿佛半老的徐娘，对着湖面
轻轻地梳着斑驳的长发。还有一种野
藤，把根扎在坡上，却把“肢体”伸向
湖面，藤上挂满白色的小星星。

走到山的转角处，眼前出现一个
小平台。站在平台上，眼前的部分湖
面像一弯月牙。我站的位置是“月弓”
的中心处。堤坝是一个“月尖”，另一
个“月尖”在斜对面山脚。以月牙的弓
部为中心，反着金光的波纹一会从这
边“月尖”慢慢铺展过来，一会又从那
边“月尖”缓缓铺展回去；一会从“月
弓”向“月尖”扩散，一会又从“月尖”
向“月弓”收拢，真的像流动的光，变
化万千。我想，流光湖或许就是因此
而得名吧。

我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另一个
“月尖”。这里是山崖的底部。长满青

苔、又湿又滑的湖岸边竖着一块木
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此处是深潭，
连着地下河，危险，请勿靠近，请勿下
水。在这块木牌的下方，还有一块半
躺着的石碑。我用手拂开上面的青
苔，碑上现出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文
字：“大清……年……学士经过……
见此……”流光湖以前叫流光岭水
库，主要功能是防洪、发电和灌溉，现
在成了旅游胜地，有一桥三岛九井十
八湾。但从这块残碑上看，流光湖还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条石板铺成的小径通往山
上。拾级而上，但觉凉风习习，有桂
花的清香扑鼻而来。行了二十多级，
看到一群鸡引颈昂首向我致意。又
走了三十多级，坡上出现了一片橘
林。橘子密密麻麻挤在枝叶间，把驮
它们的树压得弯腰垂头。我张嘴

“啊”了几声，没人理我。不由想起小
时候偷橘子的事：入夜，我和几个

“志同道合”的伙伴，溜进别人承包
的橘园，手刚摸着橘子，就被看园的
狗发现了。大伙连滚带爬逃出橘园，
手也被荆棘划破了，脚也摔肿了
……如今，长满果子的树站在大路
边，过路人看到，不会动手摘，至多
说一声：“啊，好多果子！”

终于到了山顶。此刻，太阳笑得
更灿烂，游人来了，钓鱼的人也来了；
半空中，一只水鸟在不停地盘旋；田
野里，散布着一块块金色的稻田；而
流光湖，静静地躺着，从容地把艳丽
和素淡的一切，都纳入眼眸。

流 光 湖 秋 色
申云贵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秋来，惆怅还
依旧。近几日，惆怅之余定了定思绪，反
而琢磨上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做

“道理”呢？
有人说道理是天时，春有东风，秋有

西风，春行东风万物生焉，秋行西风万物
伏焉，四季有常，万物方得以生息。也有
人说道理是地利，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
淮北则为枳……可合在一起一想，世间万
事万物似乎都只有一个理，各人站的位置
不同，看法不同而已。譬如看一条河的对
岸，站在河的南边，北边就是对岸；站在河
的北边，南边就是对岸。

我参加公安工作的第一站是在城乡
结合部的派出所。我那时年轻气盛，满心
认为是来侦破大案要案的，结果却是无穷
尽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式的矛盾纠纷调
解，让我这个自封的“破案高手”倍感焦
虑。想着自己反正锻炼到期就会回到局
机关，我便一天一天地嚼着日子，念着归
期。面对矛盾纠纷，总是想着当“老好人”

“万金油”，觉得凭自己的嘴皮子就可以游
刃有余。那时我便想当然地认为，基层工
作的道理就是左右逢源。

现实当然会狠狠教育每一个想当然
的孩子。我记得那是某个冬天的一天，
很冷，我调解完一起家庭矛盾后已过了
中午饭点，正准备去往食堂安抚一下肚
子。这时，一个衣衫单薄、情绪激动的妇
女挡住我的去路。我认得她，她来过所
里两次，同事说这个人固执不听劝。我
便先入为主，心想这下麻烦了，但还是耐
下性子试图听懂她在说什么。原来，她
和人合伙开了一个洗衣店，她既是老板
也负责在店里具体为客人洗衣登记，洗
衣店后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其合伙人
将店铺转卖，并以她经常收顾客钱不入
账且故意遗失账本为由，店铺转卖的钱

一分都没有给她……她越说越激动，说：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知道你们不会
帮我解决问题，只会‘和稀泥’。但是我
已经不知道我还能去找谁了，不解决我
就只能一直来。”也正是这一句“不知道
还能找谁了”深深刺痛了我的内心，让我
想起了入警时承诺的“服务人民”那句铮
铮誓言。

我找到之前调解的同事，了解了相关
情况，发现之前的调解没有触及不到问题
的根源所在。我默念着“人民”二字，恍然
间我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切切实实的群众
利益，而经济纠纷只是一层外衣。而我所
要做的就是剥开这层外衣，直达群众利
益。想清楚以后，我果断调取了洗衣店的
户外监控逐帧寻找账本，并且调取了她每
一次入账的记录。这远比红口白牙来得
直接，其合伙人很快承认了私盗账本和故
意污蔑的事实。而她仅仅要到本属于她
的利益后，就原谅了对方。我愤懑，但我
理解，她是一个淳朴的人。

在短短几个月的派出所工作中，我学
会了一口流利的本地方言，常常和群众聊
一些家长里短，那些生硬的法条也化为了
一些浅显易懂的话语，执法的尺度也部分
转化为了温度。在这里，我学会了适应、
转变、妥协。

俗语云：“万言万当，不如一默。”默不
是避世。默是要保持内心的静默，要更坚
定地秉持入世初心、处世本心。这是原
则，也是我苦苦寻求的“道理”。林清玄
说：“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
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守此
本心，再无挂碍。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落笔至
此，豁然开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周琨，任职于市公安局，市作家协会
会员）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周 琨

◆宝庆人物

◆漫游湘西南

南山胜境 曾晓红 摄

◆樟树垅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