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画
责任编辑/熊先军 编辑/何洪金 美编/曾晓华 校对/郑国耀

05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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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山水
颂嘉州

——盛志中山水画欣赏
郭明兴

在嘉州画院，盛志中是李琼久先生的大
弟子，同仁喜称他“盛老大”。他为人忠厚、
内心广阔、对人和善、做事严谨。一生以笔
墨为伍，特别注重自我修养和技巧的锤炼，
尽显嘉州画师精道的笔墨气象和人格魅力，
同时也在唤醒当下乐山画家对先贤的记忆
和敬畏。

古人云：“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
嘉州”，可见嘉州山川集聚九州山水之长，其
形貌之丰富、品质之卓越，无疑也增加了画
家创作的难度。盛志中先生是嘉州山水画
的践行者，长期扎实的观察写生，让他了熟
于胸，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一
条大道。

盛志中笔下的山水画以凌云、大佛、三
江、古城为主体，其意境雄浑壮阔，气势连贯
恢宏，蔚为大观！

《乐山大佛》是盛志中最具代表性的作
品。画作虽与普通视角上的景象不同，但其
构图及空间展现，都是为了突出乐山大佛脚
踏三江、背负九峰的巍然雄奇，这或许正是
画家创作的心境表达和思绪流露。画面主
次疏密得当，凌云大佛描画细腻。佛像庄
严、香火缥缈、塔影隐没、轻舟泊渡，加之碧
空下的峨眉山巍峨屹立，与夕阳光影交映生
辉，赋予了画面鲜明的视觉效果和情感共
鸣。

《大江东去》《乐山寻梦》《乌尤绿影》，三
幅作品从不同视角展现三江汇流处的景象，
其笔墨勾画多有相近。峰峦叠翠，烟波浩
渺，这是一幅幅青山绿水下精美的大江风情
图。而《老霄顶》《月咡塘》《叮咚井》《张公
桥》《桂花楼》等作品，则重在描绘古嘉州胜
景，截取古城一角，山前一隅，既有雄奇险
秀，又呈内敛含蓄。意境之美，正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解读。

一幅长达20米的《嘉州颂》画卷，是盛志
中2009年的杰作。全景式构图，意态生动，
景物繁多，逶迤连绵，远近开合，层次分明，
设色清幽，尽把嘉山嘉水描画得淋漓尽致。
都说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画坛之

“千古绝唱”，毋庸置疑，盛志中所绘的《嘉州
颂》也气象万千，可谓乐山人民的《千里江山
图》。

纵览盛志中的作品，给观者的第一印象
是稳健、严谨和细致，正如他的个性特征与处
世态度。盛志中是地道的乐山人，长期沉浸
在嘉州山水的怀抱里，从而成为他画作的重
要源头。这么多年来，盛志中凭借自己独特
的审美视角，以一颗赤子之心，有意识地为地
方的魅力山水立传，正是源自他对这一片热
土的无限热爱，他笔下的嘉州山水见证了人
世沧桑，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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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志中

【画家简介】
盛志中，1944年生于乐山，受教于著

名画家李琼久、陈子庄先生。四川美协
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书画专委会常务理
事、省工艺美术学会书画专委会副主任、
嘉州画院顾问。

一碗南充米粉
李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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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柳七大醉而归（外三首）

人类总是以粉身碎骨的方式，热爱粮食。粮食
说，我已爱过，就不再是粉末！

人类还以煎炒烹炸煮的噬魂方式，热爱粮食。粮
食说，饼我，粥我，饭我，酒我，既然无处可逃，唯愿我
魂借你饕餮之唇，有地儿安放。

藏人在海拔三千米上的碉楼、磨房热爱青稞、燕
麦。粮食们在藏人的歌舞中，灵魂自由快乐。

羌人、彝人在山地河谷热爱荞麦、玉米、小麦、土
豆们。粮食们却似乎觉察到了孤独寂寞，如泣如琢，
如诉如磨。

汉人在更为宽广的平原，丘陵热爱更为丰富的粮
食种类。他们驯化野稻、大豆、高粱、优化玉米、小麦，
他们虽然有藏羌蒙回等对粮食的原生之爱，比如烤红
薯，炒花生胡豆和碗豆，汉人却是爱你不宠你，千方百
计，花样百出，一边爱你，一边重塑你，甚至伦理哲学
你。比如伤心凉粉，救军粮，思念凉皮，老婆饼，还有
花生们在奉陪到底。

又比如古有厨祖伊尹，治国如烹小鲜，推举饮食
之高格，后有常璩，说蜀人德在少昊尚辛香，揪出食风
之本色，加之后世之人，初心守主食，辅料自在行，酸
甜苦辣咸，百菜百味鲜，于是，乡野炊烟袅袅，夫健妇

俏，城镇锅盘碗勺，百味逍遥。
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以为那只是看到了表

象之理。民风食格，缘自蓬勃民间的生存智慧。人类
奉天承露，饥餐渴饮，显得粗野，直到人与粮食，在人
情人性与物性之间找到非凡的爱与被爱的真谛，爱得
彻底，爱得骨髓通透，爱到伤心凉粉般的泪流满面，人
类与粮食才能找到相望相守，信由此生的崇高与和
美。

昨日在拉萨吃到北方凉皮，在北京吃到乐山跷脚
牛肉，那是社会学意义上口齿留香；今晨在南充吃到
南充米粉，在乐山吃到麻辣烫钵钵鸡，那是时间里本
味本色的创造与留存。

我想，恰如此时，一碗37年前的南充米粉，味道
未变，羊肉米粉有羊哞失恋，鸡丝米粉有撕扯抓挠，牛
肉米粉有铁血执拗，红油香菜葱花，岁月无情泪花，老
板再来一份，一碗吃尽天涯。

是的，碗中米粉，一条条吞咽的是白月光下草低
霜高的天涯路，一缕缕回味的是天鹅展翅似的雪国仙
途。

筷子朝上，
泪光朝下！

比起其他的青菜，夏初菠菜是极常见的。
夏天来了，乡下老屋院外东墙根蒜畦里的菠菜越

长越大、越长越高了，掺杂在齐齐整整的蒜苗里，一棵
棵、一簇簇、一墩墩，看得人喜滋滋的。母亲在院中辟
一方菜地，分三畦，其中一畦必种菠菜。刚出芽的菠
菜小小的两片叶子，像万千小小的绿蝶在黄土上栖
着，娇嫩可爱，风起就展翅欲飞。

不几日，又抽出几片叶子，细细的一缕，像单薄的
线菊，是绿蝶的幻化。待菊瓣展开，顶端椭圆一片，连
了茎就是一个婴儿喂饭的调羹。菠菜是一棵完整的
菠菜了，风里雨里就只长那么大。韬光养晦，把风雨
变成糖分，储存在叶脉之中。每一场风雨，都是叶周
一圈褶皱，是亭亭舞女的裙。每一棵菠菜，都是开在
大地上一朵绿花。

菠菜好看，也好吃，炒着吃，特鲜；拌着吃，爽口；
做成馅，细腻。在汤里，放几片菠菜叶，绿如翡翠，仿
佛艺术品，显得格外美味。小时候吃饭时，父母总交
待我多吃菠菜，那时不太明白菠菜的好处，长大了，为
人父母，孩子们吃饭的时候也常念叨：“多吃菠菜，播
撒希望，补铁补血，可以长高，还可以亮眼睛！”说着，
孩子们菠菜就饭一扫而光。

火热的夏日午后，来盆清爽的菠菜粉丝，最是开

胃。拔几株菠菜，择掉毛根，洗净切好；拿一根胡萝
卜、几个土豆，削皮切丝；放在开水中焯一下，装盆。
放在发好的粉丝上，配以蒜末、葱花、陈醋等调料拌
匀；最后炸一勺花椒油，猛地泼入盆中，盖盖儿。片
刻，揭开，扑鼻的香味直冲上来，绿黄白相间的鲜亮色
彩，直惹眼球。不禁挑起菠菜大口品尝，脆生生、酸溜
溜，吃得人大呼过瘾。

作家汪曾祺是会吃的人，更会生活。汪先生当年
买菠菜回家，用豆腐干拌了，他觉得好吃。“豆腐干我
是特别爱吃的。一般喜欢炒来吃，炒肉炒青椒，都是
绝配。用来切丁拌菜是从来没做过，但是想想就觉得
和菠菜拌起来肯定特别有滋味。豆制品的那种柴火
熏出来的香味，与清新的菠菜香混在一起。还是切成
丁，白的绿的这么一碟，配酒配粥都很有气质吧。”

我喜欢吃菠菜烧银耳，绿的深绿，白的雪白，色彩
明丽。光看就令人赏心悦目，满嘴生津。淘洗干净的
菠菜，可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菠菜鸡蛋汤，将菠菜
叶洗干净，热水焯过，放入加水的锅中，滚沸，再将鸡
蛋打散倒入锅中。汤熟之后，菠菜青碧莹莹，鸡蛋嫩
黄炫目，汤汁中散发出一种清爽的香味。

何不趁现在，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约上三五好
友，尽情品尝一下初夏的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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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绿的菠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