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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仲恺：画坛多面手的艺术天地
■艺苑百家

■时俗漫谈

故乡明月今与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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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山东省的大汶河畔，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小村庄。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月光
和人心都很明亮，邻里之间和睦团结，村子里很多孝老敬亲的故事。

我的小学同桌是个女生，衣着干净利落，每天上学都带着轻松愉悦的笑容。同学的父
母都是勤劳忠厚的本分人，尤其是她的妈妈，见着谁说话都笑意盈盈，勤慎端朴，落落大方，
更是把家中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净利索。同学的爷爷喜欢读书，热爱书法，在大门上用正楷
工工整整写了一副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每有一缕墨香伴着丝丝的栀子花香从
小院中飘出。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学的爷爷得了脑溢血从此卧床，由于同学的奶奶早已去
世，照顾爷爷的重担便落在她们一家三口人的身上。擦身喂食，按摩清理，在此后六年中，
同学的爷爷没有得过褥疮，去串门的街坊从来不曾闻到过卧床病人身上惯有的异味，有时
同学的父亲为了生计要外出打工，照顾老人的重担便全落在了她和妈妈的身上。但母女二
人从来没有厌烦过，寒来暑往，冬天要暖，夏日要凉。这种数年如一日的精心照料绝非易
事，没有精诚的大孝断然难以做到。村里人纷纷称扬这种美德。后来学校表彰了我的同
学，区里也给同学的妈妈发了一张“好儿媳”的奖状。

我还有一个男同学，父亲早逝，母亲腿有残疾，拄着拐杖勤俭持家供他和哥哥两人上
学，他的哥哥大概是明白母亲的苦心和不易，学习异常认真刻苦，十年前大学毕业后考上了
公务员，安顿好工作后立即就把母亲接到城市里生活，嘘寒问暖回报亲恩。很多这样的事
情就在身边发生，自自然然，层出不穷。我还见过前后是邻居的两家人亲如一家，后邻家的
媳妇一直义务照顾着前邻家的一位老太太。

这些人性的光芒，照亮了很多人前方的路，也为我的人生注入温情和力量。
外出求学十年，我上军校不久第一次回农村老家探亲，故乡于我仿佛一下子陌生了很

多。首先是村子里的人明显少多了，家里的一位亲戚告诉我，现在有些本事的都去城里或
镇上买房了，还有很多人撇下孩子外出打工。

亲戚陪我到坡里去走走，在往昔平整的田间地头上，蓦然间发现竟然多出来三五处简
易的小房子，低矮的样子感觉很是受了委屈，在其中的一处小房子门口我见到了儿时我熟
悉的一位大叔。我主动上前打招呼，但他并不想和我聊太多，抬眼确认过我是谁之后就一
直垂下眼帘，盯着地面。走远了之后亲戚告诉我，大叔是被儿子和儿媳撵出来的，家里有八
间大瓦房，是大叔半生辛劳盖起来的，儿媳进门后经常和婆婆发生冲突，儿子在一旁不敢多
言，婆婆后来抑郁而亡，孤身一人的大叔更是被其嫌怨，无奈之下只好在自家地头上搭了一
间小屋，一个人凑合着过，木讷中等待着死亡。亲戚说，另外的几处小房子都是如此，这种
不孝的劣行就像传染病一样，有一个人病了，紧跟着周围一大片就被传染。这些老人的小
房子有时一天只冒一次烟，意味着只吃一顿饭。

夜里，刚好是农历的十五，月亮虽然很大很圆，却让我颇为感伤，失去了记忆中的亮堂，
如同远去了的孝亲敬老之风被荡去了一样。谁能再令曾经淳朴的乡风焕然一新呢?

孔子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这是圣人对大同之世的理解和热望，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传统美德。公序良
俗要靠我们每个人去传承，歪风邪气也要靠大家一起去抵挡，因为我们终将老去，曾经给予
这个世界的，无论是温暖还是冰凉，假以时日，换一个模样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爱人者
人恒爱之，利人者人恒利之，是古圣先哲们早就发现了的人生至理。古往今来，这是大自然
的规律，也是人性中璀璨的光芒。

■人与自然

给树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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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架桥修路乃百年大计，一旦设计好了路线，那是不能随便更改的。但凡事总
还有例外。

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有一条正在修建的旅游环线，因为在设计的路线范围内，有两棵
百年古柏，设计方案做了修改，将道路偏移了二十多米，把两棵临山而立的古柏保了下来。

这两棵并肩而立的古柏已经有两百多年的树龄，有着它们存在的独特文化和生态意
义。村民都叫它们“凌云团柏”：一方面是说它们长在山岗上，俯瞰全村；另一方面是说它们
形状独特，比较稀有。

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在这两棵古柏所处的山岗下，有建于清嘉庆十四年
的上斑竹园贺家大院，这个村贺姓是人数最多的姓氏。这座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川西四合
院，见证了贺氏家族的发展。老人们说，在村子里只要抬头就能看见山岗上的那两棵古柏，
古柏和大院就是全村人乡愁的寄托。这两棵古柏就像他们的根，牢牢地扎在那个山岗下，
并且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金箱村的历史和文化。

2017年，当地政府要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这两棵古柏所处的地方正好在公园旅
游环线上，这意味着两棵古柏将不得不被移除。先是有几位村里的长者，他们认为这两棵
树是村子的一部分，不可缺失。接下来他们四处游说呼吁保留，贺氏家族的后辈们也积极
向村干部及道路施工单位反映情况，都说这两棵柏树是五凤镇的五大奇观之一，移除实在
是太可惜了。

地方政府接到各方的反映后，镇上派出专家对古树进行了考察，确认了古柏树确实如
村民所说有两百年左右的树龄，具有保护意义。所以便由镇里牵头协调了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的管理方、道路的施工方和当地林业部门，最终决定对旅游环线道路的施工线路设计
进行调整，将这两棵古柏保护起来。

一位老者得知公路偏移，两棵古柏得以幸存，激动地上前抱住了一棵柏树，不停地说
“可算是保住你们了”。

尊重群众对古柏的感情，给古树让路，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也让建成后的森林公园，多了
一道自然风景。金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已经计划将对这两棵古柏树进行“古树名木”挂牌。

■乡村纪事

农民玩转手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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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村容村貌到生产工具，从农民仪容仪表
到生活方式，从社会保障到交通娱乐，城乡差别越来越小。

我想从乡村金融工作者视角说一说农村的变化。就说近的吧，2010年后，人民银行加
强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提倡各行在农村开设信用卡助农取款点。于是，农村信用卡助农代
办点如雨后春笋，方便了老百姓存取款、汇款、支付等需求。

随着互联网业务的普及，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农村支付体系建设。银行终端服务前
移，农民可以不出村办理查询、存取款、转账、汇款、缴纳养老保险、缴纳水费、电费、燃气费
等各种费用，外出的农民工可以直接把钱汇到家乡亲人手中，并且用上了手机银行、云闪付
等新的支付工具。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原来农民怕不安全、不会用的工具，现在都用
得很熟练，成了离不了的工具。外出打工人员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上学缴费问题，再也不需
要爷爷奶奶拿着现金到学校、到银行排队缴纳，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直接缴到学校账户；

打糍粑，酿米酒，杀鸡鸭，老傅这天很高兴，请来几位帮工的
老朋友，围在家中的桌旁喝着、吃着。脸红红的，喝酒猜拳声很
远都听得见。老伴在旁提醒：“小声点，那么大声干什么？”

可是老傅怎么能不高兴呢？种的 12亩稻田，收割机一天
不到就割完，他叫了几位老朋友来帮忙，当天下午用小四轮车
就把谷子全部运回家来。谷子堆在屋角，粒粒都很饱满，像一
个个婴孩一样让人爱惜。而且去年产量都高，亩产都达到
1200斤以上，是个大丰收年。

这些年乡村农人种粮赶上好时代，种田轻松起来。基本都
实现机械化，打田有拖拉机，插秧有插秧机，收割都是收割机，除
草、洒农药、化肥都有仪器，运送有三轮斗车和小四轮车。国家
免除了交公粮，粮食各项政策都很好，给你订好合同，你种多少
收购多少，价钱都不低。多了的提供市场销售。种田之余，还可
做很多事。算下来，一年收入不亚于外出打工。

粮食，是宝中宝。“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一天三餐都
过不了。因此，种粮是农民的本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乡
村的丰收年，都是让人高兴的日子。一年四季农民就盼着收
成，不管好坏，总有个指望，“把酒话桑麻”，农民都要庆贺一
下。“杀鸡打糍”，是闽北乡村丰收时节一个最重要的欢庆项
目。糍粑，是闽北光泽诸多地方小吃中较出名的一种。它是
用当地产的优质糯米，最好是用当年打下的新糯，经水泡后
放进饭笼里或锅里蒸熟，然后倒进石臼里，一人用木杵舂，一

人翻动，民间俗称“打糍粑”。 现在农村，许多人家还都备有木杵、石臼这些打糍粑的工
具。直打到粘稠成泥状，挑起不断。再加上一些香油点润，用手揉搓成一个个拇指般大
小的丸子，放进装有炒熟芝麻、花生、豆、糖的粉碗中滚过沾满后即可食用。味道清香，甜
润可口，舒气和胃，强身健体。而且多吃不腻，是一种人人爱吃的土食点心。这是糖糍。
另外还有一种菜糍，即用打好的糍粑丸子和肉片、笋、香菇、目鱼、大蒜等拌炒，香味异常，
是农家餐桌上的一道好菜。酿米酒，是当地产的糯米，放入酒粬拌匀，等着出酒酿。然后
用水勾兑成水酒，清甜爽口，醇香浓郁，也是提早几天就要酿好。接着杀鸡宰鸭，摆着一
桌。帮助割禾的人在酒桌上最大，一直是坐上位。而现在也是一样，把帮工的人都要请
来坐上大吃一顿。那一段时间农民们走村串户，你家请我，我家请你，像过年一样。大家
一起围坐在座前兴高采烈地吃着，喝着，畅谈着丰收的喜悦，规划着新一年的年成，这似
乎成了乡村一种特定的庆祝丰收民俗。

庆贺这天，过去闽北乡村农家都先要到村口的土地庙去供土地公，上香、烧纸，谢谢风
调雨顺，保佑丰收。农人还把镰刀洗干净，高高地挂在墙上。把犁耙锄钯等洗干净收在农
具房，留着新一年好用。把牛也用好饲料好好地喂饱，酬谢它耕犁的功劳。而现在也要把
新农机设备擦洗保养好，以备新一年农耕之用。庆祝丰收年，最有意思的是乡村过去会举
办庙会，表演灯舞，晚上舞龙灯、茶灯，要演三天大戏，家家集资请戏班来演。白天晚上，村
中的庙宇祠堂里人山人海，男女老少的人们穿着新衣服，坐在台阶上嗑着瓜子，嚼着花生，
观看戏台上的表演。看到高兴处，会大声欢呼起来。是啊，民以食为天，有什么能比丰收更
让土里刨食的农民更开心呢？然而现在，人们更多是在村中文体园中举办广场舞、文艺晚
会和卡拉OK等，举办庙会和当地土特产赶墟等。喜庆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体现与时俱进
的现代乡村庆丰收的文明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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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继兰 本报记者 肖力伟 文/图

在画界，孟仲凯素有多面手之称，山水
人物，花鸟鱼虫，无不信手拈来。他深受
国画大师李可染与王雪涛风格影响，深信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虚心吸取他人艺术
之精华，丰富艺术阅历，追求中国传统文
化 的 和 谐 之 美 ，不 断 提 高 自 己 的 绘 画 技
巧，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达到“画中有
诗”的意境。

看孟先生的画，线条活泼而沉稳，跌宕
又和谐，给人一种力的冲击和美感。先生
的居所南依秦岭，胸中有山；北濒渭河，臆
中有水。先生足迹遍及大漠戈壁、青海美
湖、浩瀚草原、秦岭腹地。胡杨的悲壮、秦
岭 山 石 的 雄 伟 奇 特 、大 峡 谷 的 神 秘 与 厚

重，在他心灵深处产生强烈震撼与共鸣，
一次又一次激发出创作灵感的火花：温润
的秦岭石、华贵的牡丹、金灿灿的葫芦、事
事如意的柿子、高风亮节的翠竹、活灵活
现的鱼儿，在他笔下无不栩栩如生、跃然
纸上。

孟仲凯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
会员、中国国画研究院院士、陕西省西安市
群众艺术馆特聘艺术家。他 16 岁上高中时
拜陕西民间工艺大师柏长青为师，踏入绘
画、泥塑、雕刻、彩绘工艺的大门。跟随师
父学艺六年的他，先后被陕西蒲城工艺美
术厂和西安特种工艺美术厂聘任为高级技
师。上世纪 80 年代末，孟仲恺走遍中国南
方各省，深入通草产地，拜访当地居民，系
统了解通草的自然属性。之后，他又大胆

尝试，革新“通草画”工艺的制作流程。他
将“通草画”传统的花鸟鱼虫扩展到人物塑
造，“天女散花”“唐仕女图”精美绝伦，令人
叹为观止。孟仲凯还尝试恢复唐代壁画等
传统艺术，经多方查阅古书典籍，潜心研
究，得以严格按照唐壁画的制作流程与做
工技巧，一丝不苟地还原了一幅又一幅生
动的大唐壁画，在业界引起震动。这些都
为孟仲恺的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孟仲恺先生酷爱秦岭石，笔下之石圆
润、透澈，别有韵味，被称之为秦岭画石人；
而双手同时画竹更堪称一绝。他不仅是一
个画家，还是一个民间艺术家，是艺术的多
面手，能顺应时代的需要，创作出独特新颖
的作品。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书画大赛
屡获大奖，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

■诗词歌赋

来吧！做五和村永远的孩子□

木
汀

这里是生长五彩的地方
这里有两条清柔的溪
从村庄穿过时
每一寸土地散发着青春的芬芳
这里有你我世代相守的灯火
照亮新时代农民的脸庞

一行行坚定的足印镶嵌的乡间小道
见证了崛起和美乡村的火热初心
一株株果树苗沐浴着梦想的阳光
一垄垄菜田浇灌的是共产党员全心为民的钢铁信念

我们铭记
红色党员黄奶奶热心乡邻和睦的至善之爱
红色党员周根有劈石筑路的铁臂担当
我们感恩
周小妹心系村民安康的仁心仁术
潘志刚、黄金森、陈增福建设新农村的无怨无悔

他们是绽放在村舍旁的火红花蕊
他们是守护乡亲平安的坚强巨擘
他们让一代代村民心手相连
他们让乡土的万物之灵盎然不息

你看到了吗
这里的花朵映着谁的笑脸
你听到了吗
这里的林间鸣啭着谁的歌吟
这里的溪水荡漾着谁的欢声

来吧
做五和村永远的孩子
把我们的过往和未来都根植在这片大地
灿烂着村野的星空里
那一树一花的轻灵
将血脉和生命融进这你我无限眷恋的家苑

我们的五和村啊
青春明媚的阡陌上
爽朗的笑声纵横着无处不在的生机
闪烁着农家的幸福

来吧，做五和村幸福的孩子

注：
1.五和村是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由原有的五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新的行政村

名字。
2.黄奶奶、周根有、周小妹、潘志刚、黄金森、陈增福是五和村的基层共产党员。

水电费、养老保险直接缴到自来水公司、电业局、社保局账户。连农民赶集买卖东西也都是
微信支付了，有的还做起了电商业务。从害怕有风险到积极使用、抢着使用，从拒绝到愉快
地接受，思想观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一位年近七旬的农村大爷风趣地说：“没想到，我也
会用微信了，会用手机银行了，原来开存单，后来用信用卡，现在不管到哪里，不用带钱，带
着手机就全解决了。”

农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才是农村最大的变化。从把现金、存单藏到粮囤里，藏
到房梁上，出门藏在裤腰里，到今天大胆使用、普及使用手机银行，使用微信、支付宝。在国
家经济快速发展，互联网业务应用越来越广泛的今天，农村、农民没有被忘记，农村、农民没
有掉队。

■流金岁月

搂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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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农村人家取暖主要靠用柴火烧炕。树叶是当时烧炕的一种重要燃料，谁家的树叶
堆大，就预示着谁家能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当时因为大人们的主要精力是参加集体劳动挣
工分，于是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就成了搂树叶的主力军。

那年月村里的路边和地头都种满大杨树，杨树枝长叶茂，叶子宽大厚实，秋天被风吹落到
沟里，叶子搂起来比较容易，而且非常地耐烧。每天放学以后，我们这些孩子放下书包后，第
一件事就会背起院子里的背筐，筐里放上一条大麻袋，手里拿着铁齿的耙子，和熟悉的小伙伴
三五成群地结伴奔向村外。到了远离村子的沟边后，一个个迅速放下背筐、拿起耙子争先恐
后地把树叶搂成堆子，然后分头往麻袋里揽，装满后，用手压了又压，用脚踏了又踏。有的孩
子麻袋已经满了，但搂的树叶还有，就折一些小的树枝插在背筐的周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
是做了一个加高箱来装，将树叶装在里面。之后再把麻袋摞在上面用绳子捆好。

每个冬日的傍晚，村里“户户烟筒冒烟”，家家户户烧的几乎都是树叶。烟雾缭绕的景
象成为田野间一道独有的风景线。其实烧炕也是有学问的。烧炕一般用玉米秆将火点燃，
待有了底火，再捂上厚厚的树叶，树叶虽然不起火苗，但底火一直燃烧着，这样就会使得土
炕从晚上热到天亮。尽管外面天寒地冻，由于炕热被窝里暖和，人们也能酣然入梦。

那时候的冬季温度比现在低很多，我们搂树叶时穿的衣服很单薄，但是很少有人得感
冒。那是户外劳动锻炼了我们的体魄，增加了我们的抵抗力。

现在一到冬季就会流行感冒，上学的孩子更是成为重灾区，我觉得这与如今的孩子养
尊处优，缺乏到野外锻炼有很大的关系。说实话，我还想带着自己的孙子走出温室，回到故
乡野外去搂一次树叶，让他们把前人的勤奋检起来，把家庭的责任感搂回来，让他们用自己
的小手把寒冷的冬天变得暖暖地。

悦，漫坡的野茴香送来清香，澄鲜的空气送来康健。村妇是一只只清雅的蝴蝶，在清新的自
然里不停地飞舞；是一个个结子的葵朵，在乡村的阳光里质朴地点头。

村妇不出行千里，知道的却不少。牛筋草、马尾草、驴蹄草、羊胡子草、鸡石草、孔雀草、
蝴蝶草、金鱼草，都耳熟能详。紫云英、抓耳根、马兰头、哈耳根、金莲花、地衣、藜蒿、云龙
菜、观音菜、薇菜，皆了如指掌。每一茎绿草，每一畦青苗，熟知其趣，概知其妙。村妇不见
得识字多，却是一本乡间小词典。

村妇不一定懂得唐诗宋词，不去过问杜牧和李清照，却也能种出诗词的花朵来。油菜
花、豌豆花、山菊花，都是村妇酝酿的诗和词，鲜亮亮，光灿灿。

村妇没有万般柔情，更不会冰上芭蕾。她是乡村或淡或纯的花朵，馨香散发在质朴和
勤恳里。

只要看到酸枣树，看到漫野的油菜花，或夏日疯长的黄瓜架，就能看到村妇。要不就到
清碧的荷塘边，村妇常在那里洗衣、濯足或采荷。

村妇总爱说乡里乡亲的话，“大伯吃饭了没？”“庄禾浇水了没？”“杂草乱丛铲除了吗？”
“苞谷齐腿高啦”。不刻意，不修饰，没有软言细语，没有矫情和张扬。

天空碧蓝如黛，草滩油绿可人，新雨细滴如丝，村妇顾不上欣赏，更不曾想做一身牡丹
的旗袍，粉色的服饰，顶多出门干净一下眉眼，只顾没白没黑地忙事情。

村妇就是村妇，以村为家，影子整日飘忽在村子里。总喜欢和脚踏实地的牛对话，和温
顺的羊聊天，和吵吵闹闹的鸡鸭鹅有拉不完的家常。村妇似乎与巧舌斑羽的鸟没感情，与
摇曳身姿的墙头草各不相干。

村妇不南北远行，总在或弯弯西来，或弯弯北去的羊肠村路上往复。脚步匆忙明快，心
思藏在了村子和田野里。蜜蜂像一球球绒絮，逆着阳光和风斜飞。村妇像一只只蜜蜂，在
夏日的庄园里“嘤嘤嗡嗡”唱赞歌。

村妇不在跑步机上作秀，不在公园里看天，不在花园里赏春。也不渴求云雀的欢歌，红
蜻蜓的火艳。有溪流可以侧听，清渠可以濯足，绿苗可以醒目，原野可以奔跑。麦穗送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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