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小小

幽默小小

诗坛现代现代

笔随随

杂谈文化文化

编辑 邱海泉 校对 宋娅平
电话 67655592 Email:Dwp＠zynews.com12 2010年1月13日 星期三 郑 风

ZHENGZHOU DAILY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 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00元

温朴笑笑。
王庆河收了脸上的笑容，吐出

嘴里的烟说，过去我跟袁局长的合
作，一向顺利愉快，这次袁局长怎
么就下去了呢？

这个问题温朴不好贸然回答，
就没有接话茬儿。

王庆河看了温朴一眼说，唉，
这下我的损失可大了，我开发区里
二次创业的一个项目，意向上与袁
局长谈成了投资控股协议，省里对
这个项目也很重视，省领导就等着
来东升剪彩呢，现在袁局长拍屁股
一走，我这不是眼瞅着要抓瞎嘛温
局长。

自己落足东升，与市里谈经济
论合作搞开发是早晚要涉及的事，
这个温朴心里有准备，只是他没有
想到王庆河的舌头会这么横扫，三
言两语就扯到了市局间的经济合作
问题，他今天过来纯属串门，并没
打算真刀真枪地跟王庆河干点什
么。话讲深了自己心里没底，回避
呢又不是那么回事，
于是只能话里有话地
说，市局之间是唇齿
关系啊王市长，以后
你们市里有什么好事
要 是 不 想 着 我 们 总
局，那我们总局就主
动伸手过来抓一把。

王庆河哈哈一笑
道，我就说嘛，我市
里这么多梧桐树，怎
么 就 招 不 来 金 凤 凰
呢？这回好了，今后
只要你温局长关照，
我们东升的经济还愁啥腾飞啊，市
里的好项目好梦想多着呢，热烈欢
迎温局长过来一把抓呀！

温朴在此感受到了王庆河的机
智与幽默，话说得飘飘忽忽，意思
却是一针到底，正好扎到你的钱包
上，于是感叹袁坤过去没看走眼，
王庆河这人，确实富有心计，意识
清醒，懂得周旋，官场经验够用。

王庆河说，你看看，你温局长
头一次来市里玩，我这张婆娘嘴就
让你不轻松了，抱歉抱歉。这样吧
温局长，我陪你去开发区转转，让
你熟悉熟悉我的战略要地，中午咱
们就在开发区小水乡，吃吃本乡本
土的吊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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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职工俱乐部坍塌原因基本

查清，翻修工程属偷工减料、以次
充好的豆腐渣工程，工程承包人正
像李汉一爱人跟温朴所说的那样，
系李汉一老家的亲戚李忠厚。

温朴在第一时间里，通过电话
把这些信息通报给回到北京的苏南。

苏南说，先不要采用法律手段
来解决坍塌事件，看看李汉一病情

发展情况再做决定。
温朴道，好的苏部长。
苏南说，袁坤代理局长的任命

文件，马上就出来，你们再沟通沟
通，把全年的工作思路，尽快梳理
出来，形成文字东西上报部里。

温朴说，好的苏部长。
两天后，部里下发了任命袁坤

代理东升工程总局局长的红头文
件。温朴拿到任命文件后来到原一
局袁坤的办公室。

袁坤知道部里今天下发这个任
命文件，昨天上午他去了北京，组
织部长找他谈话了，袁坤要求从简
上任，请求部领导到时不要再去东
升了。部长觉得这样也好，东升刚刚
出了事故，让袁坤从简上任也是形势
需要。

袁坤看过文件后，脸上并没有失
而复得的激动，此时他的心情，离悲
离喜都不是很近，倒是给无形的责任
套住了。

温朴说，袁局长，你看你什么时
候主持召开一次常委
会。

袁坤道，常委会，
先放一放吧温局长，我
看还是咱俩先切磋切
磋吧。

现在摆在两位面
前的头等大事有两件，
一是原一局二局两个
机关里的重叠机构怎
么合并？再就是春节
过后，两个亿的东北
工程，就该进入施工
前的准备阶段了，而队

伍组织及施工机械配备等，现在就得
提上议事日程。而眼前这两件大事比
较，前一件人事问题显然又是重中之
重。

袁坤抽着烟说，人事安排上的
事，你就多操心吧温局长。我是东升
老人，跟谁近，跟谁远，大家差不多都
有数，适当避嫌是必要的。你从部里
来，身后没我这些啰嗦事。我就专心
去弄东北工程了温局长，再说到时我
一离开东升，想顾及家里的事，怕也
没那份精力了，所以说这基地的工
作，你就全面主持吧。这层意思，我已
经跟部领导说过了温局长。

温朴苦着脸说，袁局长，你这是
把脏活、累活、得罪人的活，统统放到
了我肩头上，我这一百来斤可是吃不
消啊袁局长。

袁坤耸耸肩头说，出去挣钱，就
是好差事啊温局长？地方官员、农民、
征地，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你认为好
对付？

温朴累心累肝累脑仁的样子
说 ，是 啊 ，这 么 大 一 个
局 ， 十 几 万 人 ， 没 钱 这
日子怎么过？ 18

票儿在招募队伍的同时，还精
挑细选了十二个喽啰。组建了一支
随身卫队。只要手头无事，便让卫
队跟着他训练。他命令卫队，他若
开枪，卫队必须都开枪。不要问为
什么。否则，格杀勿论。

票儿的卫队分成左右两班，他
选了两个人,左右班长。

左班长名叫董凤池。
多年在武馆的生活，董凤池偷

学了一身好本事。而且他做事麻
利，很得票儿的喜欢。《保定三套
集成》上讲，董凤池还把从武馆学
来的一知半解的烹饪手艺，也派上
了用场。他除了给票儿当卫队的左
班长，还负责票儿的小灶。

右班长名叫霍铁龙。
霍铁龙从小跟着父亲学剃头。

霍铁龙做事精明，很得票儿喜欢。
他上山之后，也没有扔了剃头的手
艺。霍铁龙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到
这件事时，他曾打趣说：“我当土
匪的时候，土匪们的
头，都归我剃。我的
手艺很不错的吗。”

清剿过去半年之
后，各绺土匪在保定
开的店铺，也纷纷重
新开张了。那天，票
儿带人下山，去了安
新县城，抢了一家首
饰店，弄了不少值钱
的东西。他一时心血
来潮，就带着卫队绕
道去了高阳县城。进
了县城，他四下里打
听，就找到了王加林
的绸缎铺。王加林戴着老花镜，正
在柜台上算账，一条盘算打得脆
响。十几年过去，王加林已经白发苍
苍，老喽！见票儿带人进来，一个伙计
不明就里，还一劲儿问呢：“先生，您
买什么？”

票儿冷笑一声：“买什么？你看老
子想买什么呢？你没长眼啊？”说着，
就把手枪“咣”地摔在了柜台上。

立时就像挑了马蜂窝，伙计们抱
头鼠窜，顾客们夺门而逃。

王加林吓得就跪在了地上，连连
磕头：“好汉爷啊，饶命啊。”

票儿冷冷一笑：“王老板，你这是
什么意思呢？我今天不是来要命的，
我是来要钱的。十八年前的票钱你得
给我吧。”

王加林惊慌地抬起脸，怔怔地看
着票儿：“你是……”

票儿赤着眼睛骂道：“你他妈的
别管我是谁了，快把钱拿来！”

王加林苦脸道：“好汉爷，你可怜
可怜我嘛，我这是小本生意，没有多
少钱啊。”

票儿吼道：“你没钱？屁话，你连
你亲儿子都舍得了，你还攒不下

钱？鬼也不信。掏钱！赶快掏钱！
两万大洋，还是当年的数目，半个
子儿也不能少。不管看在谁的面子
上吧，我就不要你的利息了。拿不
出来，就让老子的枪子儿跟你说话
了。”票儿一只手就把柜台拍得山
响，一只手拿起枪，顶在了王加林
的脑门上。

王加林魂飞魄散，颤着声儿喊
伙计从后院取来两只铁锨，从屋里
墙角挖下去，两尺见深处，就挖出
几个封了口的坛子来，启开封，里
边装满了银圆。王加林看着熠熠闪
亮的银圆，心疼得泪就淌下来了，
他浑身哆嗦着说：“好汉爷啊，就这
些了。再没有了。”

票儿打量了那几坛银圆，讥讽
道：“好啊！那你当年是怎么回事儿
呢？你儿子的命不值钱，怎么你自己
的命就这么值钱呢？来人啊，数两万
大洋！”

董凤池几个人过来就数钱，数够
了两万银圆，还有富
余。众人就看着票儿。
票儿冷笑道：“我刚刚
说过了，就两万大洋。
少了一块也不行，多
了一块也不要。装口
袋！”说罢，拿起枪来，
朝屋顶上放了一枪。
他的卫队就一齐朝屋
顶开枪。屋里就一片
乱响，几近成了炒锅
般的动静。

王 加 林 当 下 就
尿了裤子，脑袋一晕，
立时就趴在了地上，

他连连地磕头：“好汉啊，好汉爷
啊，饶命啊……”

票儿的怒气渐渐消退了一些，
他长叹一声：“王老板啊，你若是
不贪财，我……何至于走到今天这
一步呢？唉！”他轻轻叹了口气，让
手下背起两万银圆，就大步走出去
了。

张才明的心思
《完县志》记载，到“民国”二十

三年（公元1934年），票儿的队伍大概
有五百多号人了。张才明眼见得票
儿在江湖上的声势大了，就渐渐地不
放心了。正赶上莫家山寨的土匪首
领蔡元明越来越不合张才明的心
意，张才明就想调票儿去唐县的莫
家山寨，替换了蔡元明。张才明想
着只让票儿带走他自己的卫队，余下
的队伍要划回天马山。他让师爷李
满江去请票儿来天马山来吃酒，就说
当家的想他了。并让李满江先给票
儿吹吹风，试探一下票儿的态度。李
满江第二天就回来了，说票儿没表
态，只说完县的山寨还有缠
手的事儿，处理完了，他就
过来与当家的喝酒。 9

连连 载载

这天，刘志奇又约了黄斌来到“好
梦酒店”。黄斌答应进刘志奇一批货，
可是黄斌不知是不信任刘志奇，还是
别的什么原因，黄斌迟迟不肯签合
同。刘志奇这已是第五次请黄斌来

“好梦酒店”了。
“好梦酒店”的包厢已满了，刘志

奇后悔没预订包厢；刘志奇说：“黄先
生，委屈您了，只有坐大厅了。”黄斌笑
着说：“没关系，其实我喜欢在大厅里
吃饭。”

两人刚坐下，邻桌的一个小伙子
同服务员吵起来。片刻来了两个保
安，保安对小伙子拳打脚踢的。刘志
奇看不过去，喊住了保安，问保安为什
么打人，一服务员说：“他吃饭不付账，
想溜。”刘志奇见小伙子的桌上摆满了
菜，且都是一些上档次的菜，刘志奇便
对小伙子说：“这是不是太奢侈了?”小
伙子的脸红了，眼里也满是羞愧：“我
想好好地吃一顿……可是我的钱包丢
了。”小伙子说着，泪水淌下来了，刘志
奇便叫过服务员：“他这饭钱，我付
了。”

小伙子朝刘志奇深深鞠了一躬，
说了句：“谢谢。”便出了酒店的门。

刘志奇一坐下，黄斌说：“刘先生，
你的合同带来了吗?”刘志奇惊喜地说：

“带来了。”黄斌说：“我这就签字。说
实在的，我们初次打交道，我有点不相

信你，怕受骗，可是你刚才那么富有爱
心，我深信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刘志奇一万个想不到黄斌这回竟这么
爽快地签了合同，要知道这份合同对
刘志奇极为重要，也就是说黄斌购买
了他仓库里所有积压的存货，这使他
快要倒闭的公司一下子走出困境。黄
斌举起酒杯说：“刘先生，我明天就可
预付你百分之三十的货款，货到后，余
款—次性付清。来，干了这杯酒。”刘
志奇举起酒杯：“还是我敬你，谢谢!”刘
志奇—仰脖，满满一杯酒一口干了。
黄斌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你自己
的善良。”刘志奇心里说，那真要感谢
那个小伙子，如不是他给我提供了这
个机会，那黄斌是否同我签合同还是
个未知数。

后来，刘志奇的生意越做越大，口
袋迅速鼓了，那不是一般的鼓，而是鼓
得口袋要撑破。刘志奇总想起那个小
伙子，如以后遇见了他，要好好感谢
他。刘志奇生意上的朋友羡慕地说：

“那个小伙子让你有了一个显露善心

的机会。你这颗善心一下为你带来几
十万元的财富。这样的好事，我们为
什么遇不到呢?”

刘志奇便到处寻找那个小伙子。
后来，刘志奇终于遇到那个小伙

子了。不过刘志奇是躺在医院里的病
床上看见那小伙子的。那天黄昏，刘
志奇在街上散步。忽然，一辆摩托车
飞驰而来，刘志奇惨叫一声便倒在地
上。摩托车一眨眼就没了踪影。

许多人围观，可就是没有一个人
把昏倒在血泊中的刘志奇送进医院。
此时一个小伙子见到刘志奇叫了声恩
人，就抱着刘志奇来到路边拦车。

可车子都绕开小伙子飞似的逃
了。

终于拦停一辆车，小伙子抱着刘
志奇上了车。到了医院,小伙子在急救
室门口来回走了三个多小时，医生才
说：“好了，他终于脱离危险了，他幸好
早来几分钟，要不就没救了，”小伙子
终于松了口气。

刘志奇醒来后，问坐在他床边的

小伙子：“你是谁？我怎么到了这医院
里?这怎么回事?”刘志奇后来想起来自
己遇了车祸。当家人告诉刘志奇是小
伙子救了他的命时，刘志奇便握住小
伙子的手说：“谢谢你这救命恩人。”可
小伙子说：“该我先谢你，你也曾救了
我一命。”刘志奇愕然地摇摇头。小伙
子说：“不知你是否记得几年前，你在

‘好梦酒店’帮一个人付饭钱的事?”刘
志奇想起来了，高兴地说：“原来是你!
我真该好好感谢你，如不是你，那就没
有我今天的辉煌了。”小伙子继续说：

“那时我刚来这城市打工，身上带的钱
让人骗走了。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几个
月，老板却一分钱工资也不给我，还打
了我一顿。那时我认为世上没有一个
好人，我想到了死，但我不想做饿死
鬼，想好好吃一顿再死，我便来到‘好
梦酒店’。开初我想好，吃饱喝足后偷
偷地溜走，可是服务员盯上了我。你
帮我付账时，我心里好感动，原来世界
上还是有好人，我便打消死的念头，重
新振作起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
于混进了白领这个阶层。我四处找
您，想报答您的救命之恩。万万没想
到见您的时候你竟昏倒在路上，幸亏
您的相貌牢牢地印在我脑子里……”

刘志奇和小伙子的手紧紧握在一
起。两人的脸上都挂着激动而欣喜的
泪水。

良心无价
陈永林

苍老颂(摄影) 王继兴

母亲今年八十有六，患有多种疾
病，最怕寒冬。所以，每年的冬天，母
亲都要像“候鸟”一样，照例被我接到
郑州，享受城里的暖气。

前几年，母亲身体状况不错，来到
郑州，我还能带她出门转转。但自从
母亲前年大病一场之后，身体大不如
以前，轻易不敢出门。所以，虽然说来
郑州了，但几乎没下过楼，暂时的“农
转非”对她来说，也只是从农村寒冷的
屋子漂移到城里有暖气的屋子而已。

母亲是不折不扣的文盲，于是，电视和
阳台成了她看世界的唯一“窗口”！

母亲不会用电视机，都是家人替
她开并揣摩她的胃口挑个有河南豫剧
的台。此外，重庆卫视最近播放的《红

色·经典记忆》是她的最爱，那里有毛
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子，大可满
足她朴素而浓烈的怀旧感。而当上班
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老人一个人在家
时，则常常久坐于阳台上我为她量身
定做的靠窗沙发上。

这个“窗口”对于她而言可谓“弥
足珍贵”，窗外的一切俨然成为她了解
外面世界的“现场直播”——我们上班
或者儿子上学，她都要在窗口目送；估
摸着孙子快下学了，她简直像“哨兵”
一样在窗口瞭望着，直到那个熟悉的
影子出现，才兴奋而艰难地去忙着开
门；母亲听力不好，但眼睛很管用，凝
望窗外时间久了，那些在花园里休闲、
锻炼的人们，其模样她都能记个大概，

这些身影成为她熟悉而陌生，可望而
不可即的“朋友”。

有时候，母亲实在百无聊赖时，会
“翻阅”我随手带回家的报纸。母亲不
识字，只能盯着照片看来又看去。于
是，我“突发灵感”：“妈，我给你买个连
环画看吧”，“中啊”母亲一脸兴奋。说
者无意，听者有心，蹉跎了几天，我竟
然把这事儿忘记了!母亲“清算”我说：

“你咋还不给我买画书哩？”母令如山，
吓得我赶快跑到书店。书店可没有老
人版的看图识字读物，无奈，我只好买
了《水浒传》之类的画书。不禁暗自苦
笑：都说“将老比小”可不是嘛，八十多
岁的文盲老人居然看起“中国孩子最
喜爱的”连环画了！

母亲来了，把乡下的“窗外世界”
也带来了。老人虽然是文盲，但特聪
明，看人过目不忘，记事明明白白，简
直就是村里的“活字典”：近到俺家的
祖宗八辈，远到村里谁家媳妇娘家哪
里的、祖坟哪里的、七大姑八大姨等，

她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儿子也被她的
“传统教育“吸引了，普通话和家乡话
“双语”水平迅速提高。

母亲还把半个多世纪前，她的那
个“窗外世界”也带来了。1949年俺村
刚解放时，母亲曾经为一个相当级别
的林姓大干部家当了一年奶妈。1950
年，母亲抱着养子去北京给那大干部
送儿子。当时人家许诺：把我父母亲
还有我大哥全家接到北京，负责安排
工作。但父母亲却丝毫不动心：说啥
也不愿离开村子！为此，我多次埋怨
母亲：你们太小农意识了。母亲说，我
们当时真要去北京，说不定就没有你
了！想想也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
能来到这个世界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当初一旦去了北京，我这“60后”极有
可能“被计划掉”呢！

“心中有佛便是佛”，而我，透过母
亲弥足珍贵的“窗外世界”，进入了博
爱纯朴，向善向美的世界。感谢生命，
感激母亲，感恩母爱！

因为梦见了你
荷锄而笑的身影
我的鼾声中
平添一缕酒香
孔二先生的残卷
不知道富贵了多少读书人
你却就着它下酒
一醉千年
庐山下的村庄毕竟太小
种不下如许菊花
只好顺着武陵的溪水
漂到桃花盛开的地方
一定有哪一朵迷失了方向
沿着你的诗句
流到我的手上
如果不是这样
为什么我的指间
有淡淡的幽香

记忆的墙上

有一些旧梦
也曾装上翅膀
多嘴的东风
带来春的消息
也告诉我
追逐的方向

追逐却成了往事
涂抹在记忆的墙上
压抑的色彩
泡在煮烂的红茶里
颓唐的线条
掺进了苦涩迷茫
我想擦去时间的泪水
她却总会倒在我的肩上
也许
不是每个人都能渴望
也许
渴望只是无端的妄想
如果不是
她为什么站在远方
让我看不清模样

母亲的“窗外世界”
党贺喜

和一年轻朋友在菜市
场邂逅，等我买了几个西红
柿后，便一起回家。我说，
你母亲对你找女朋友过于

注 重 相 貌 有 些 不
满。长相嘛，能看
过眼就行了，哪有
十全十美的漂亮女

人？
年轻人一听急了，马上

对我进行回击：“刚才你买
西红柿还挑挑拣拣呢……”

漂亮的西红柿
匡天龙

梦遇陶渊明（外一首）

郑爽

在我印象中，书法家以写字为业，
收藏家以收藏为主，而将收藏与书法
联姻独创出另一艺术领域的尚未发
现。当我打开刘炜东先生刚刚出版的

《汉画拓本精品题跋》，犹如打开一个
神奇的汉画像瑰丽宝库，世相百态，人
间天上，几可呼之欲出。与之相配的，
是他以各种书体专门为汉画写的题
跋，呈现出艺术形式的缤纷异彩。可
以说这本书填补了河南汉画像砖研究
的空白，是汉画艺术与书法艺术的完
美结合。刘炜东先生是二七区政协副
主席、省会书法家，一个书法家为什么
如此倾心汉画像砖研究呢？

几年前的一天，刘炜东先生的一
位朋友给他带来几张汉画像砖拓片，
看着那简洁刚劲、夸张大胆的线条，寥
寥数笔勾勒出长袖飘动的人物，昂首
嘶鸣的天马、各种鲜活的生活场景，这
位擅长金文的书法家被深深地吸引
了。从此，他的目光再没离开过这一
神秘的方寸之地——汉画像砖。

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秦砖汉瓦，七丘八索，中原文化的精华
除了《诗经》《汉书》等古书记载，以及
钟鼎文饰的刻画，更为直观形象的则
是汉画像砖（石）对社会生活的描绘，
这是比诗书碑刻更为生动的古代中原
文化，是最为原始的形象资料。而汉
画像砖以河南出土的作品最为生动，
它图解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
时不同阶层人们的意识形态，有利于
我们全面认识汉代社会。

对汉画像砖的痴迷，使刘炜东先
生开始了艰辛的收藏和题跋。考证，
阐释，旁征博引，《诗经》中的大雅小

雅、汉赋唐诗，被他信手拈来，用文学
的笔触，诗意地再现遥远的汉代。

这是一件寂寞而深具意义的事。
无数个日夜他围着这些汉砖拓片，发
现着距今近2000年的汉代传来的信息
密码，他忘记了身处的现代社会，精神
与灵魂在汉代的天地大风中呼吸游
走，沉醉逍遥。他独出心裁，将汉画像
砖拓片一一装裱起来，再在旁边以大
篆、行草书写题跋。各种书体大小不
同，颜色不同，墨笔凝重，朱砂热烈，它

们相互映衬渲染，巧妙相融。大篆有
浓厚的金石气，隶书显得沉雄内敛，而
汉简帛书风格的隶书，既与画像中家
居生活和田园风光相呼应，又表现了
书写者自然率真的心态，看上去轻松
随意而又浑然天成。

刘炜东先生所收藏的此类拓片有
100余件，内容涉及汉代社会的各个方
面，包罗万象。从上层社会的求仙、祭
祀、宴乐、狩猎、出游、建筑，以及辟鬼、
禳灾、庖厨，到下层劳动人民采桑、纺
织、耕种、收获、百戏等，是展现汉代社
会的一个丰富影像。细细品味，我们
可以从中感受到汉画的宏大、开张，在
运动中蕴藏的强大爆发力以及旺盛蓬
勃的生命力。这些具有古拙朴素美学

特征的汉画，出自一个个名不经传的
汉代民间艺术家，他们匠心独运，有的
接近于绘画，有的为浅浮雕，可以说是
墓室砖石构件上的石刻装饰画，经过
捶拓印制所形成的拓片，兼具版画的
特点。如日本的浮世绘，刻画出时代
世俗生活，使后人得以管窥与想象。
无论是静态的“抱膝独坐长吟”“手持
斧钺的彪悍武士”，还是动态的“猎人
捕野兽”“轺车飞驰”，都极具艺术感染
力，人物鲜明活现，远古先民的朴拙浪

漫如在眼前。
这些汉画像，大部分为郑州及周

边地市出土，仔细观望这些图像，历史
迎着我们的目光漫漶而来，它离我们
那么遥远，而又那么迫近。如同《诗
经·郑风》所传达的古朴意境，这些源
于我们脚下土地的图像，岂不是又一
个图画的“郑风”。

《耕播图》再现了汉代农业的一个
画面。农夫扶犁，耕牛喘气，这一亲切
场景如在当下。汉代的农业，如此久
远，而又影响着历朝历代。先民所使
用的耕牛，至今尚在田塍为农业文明
服役，先人刨地所用的镢头，至今还挂
在农家的墙壁上等待春播。由于当朝
的优惠政策，汉代的农桑业很发达，

《采桑图》所刻画的采桑女身姿窈窕，
形态各异，或在树下采，或在树上采，
其喜悦心情与劳动的美呈现了出来。
在《采桑图》的上端，刘炜东先生以楷
书与行书两种书体，各自题了《诗经·
小雅》中《隰桑》的原诗与译诗。“隰桑
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古诗中，桑树之地往往成为爱情
发生的场所，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便
描写了采桑女罗敷，她的美貌造成了
男子望之怠工，使君想入非非的美丽
故事。

书画结合，珠联璧合。高古的金
文，简朗的行草，意趣浓浓、细致入微
的描摹叙说，在为人们提供视觉审美
享受的同时，也为人们奉上了一道内
涵丰厚的文化珍馐。刘炜东的激情创
作如一股清流，汇入了浪漫磅礴的汉
代文化，使这些艺术奇葩得以绽放。
只有对汉画像砖艺术，对书法艺术痴
迷执著的人，才会如此熬煎心血，不舍
昼夜，视为使命。

这本精心打造颇具创意的厚重之
书，外形酷似一块沉甸甸的汉画像
砖。它的锻造，溶入了刘炜东先生的
学养智慧、艺术造诣，阅读起来既深邃
广博又令人展开艺术想象，是足可传
世、不可多得的研究汉代、欣赏书法的
文献与艺术珍品，为中原文化建设又
奉上一部具有标识意义的典藏。刘炜
东先生说，现代社会的人们，抽出闲
暇、挤点时间，审视和解读汉代艺术家
遗存的汉画像艺术品，接受博大雄浑
的汉代艺术品的感染熏陶，感悟崇文
尚武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是一件
快乐的事。

镌刻在汉砖上的图说
尚新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