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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文洁冰
酒，是粮食在岁月里酿

出的芳醇，是岁月的风花雪
月酿出的风华。她驱走冷
风凄雨里的凉寒，开出精神
家园里隽永的诗花，高唱出
世间醉美的欢歌。酒———
恰如命运的咏叹调：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

黄河龙酒，是齐鲁大地
上家喻户晓的好酒。

小时候，黄河龙酒是乌
河特曲，过年的时候，家里
人要托人托关系多买上几
瓶上乘的乌河特曲，当年礼
送给至亲好友，再留上几瓶
招待那些来家里访亲的贵
客。乌河特曲的酒香芬芳
着大年的香味。

索镇酒厂，早已是一个
响当当的名字，听说谁家有
个亲戚到那儿工作了，乡里
乡亲会羡慕得不得了。

有一年，我哥哥的同学
到酒厂当了司机，他立马变
成了乡邻的座上宾，也成了

我家的贵客。过大年，他总
能拎上几瓶乌河特曲到我
家，那阵势如同仙客到访，母
亲大人脸上笑开了花，忙里
忙外，做上几道看家的大菜
盛情款待，劝他吃饱喝足。
在酒厂高就的他，让人感觉
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仿佛自
带酒的醇香，恰便似咱酒家
的一道美醙。

更有趣的是，我长大嫁
人后方知，我的公爹竟是一
位好客的侠人。他喜欢用
上好的酒招待他的那一大
堆朋友，而且是定期请他们
喝酒欢聚，喝的酒居然全是
乌河特曲，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表达他的真情实意。

公爹喝的乌河特曲，可
不是买的，是用地瓜干儿
换的。

那个年代，地瓜产量高，
队上会大量地种地瓜，地瓜
也好似风一般地生长，几乎
年年大丰产，家家户户会分
配到好多好多的鲜地瓜。那

么多的地瓜吃不动，又不好
储存，公爹会带着孩儿们，把
地瓜切成片状，挂在树与树之
间的铁丝上，或者用线串起来
挂在树上或墙上，或放在院
子里的凉席上晾晒，每年都
会晒出很多的地瓜干儿。

到了冬季农闲了，公爹
会用他的独轮小推车，推着
一推车的地瓜，冒着严寒，走
着坑坑洼洼的土道儿，走上
上百里路，到桓台县城，用他
的地瓜干儿换取他心怡的乌
河特曲。

公爹会拿出心爱的琼
浆——— 乌河特曲，用香椿芽
咸菜炒上盘香椿鸡蛋，再来
一盘炒花生米、一盘炒咸菜
疙瘩，凉拌一盘喜爱的白菜
芯儿，再炖上几条从乌河里
捞的鲜鱼，就和他的那些个
朋友一起酣畅淋漓，高谈烟
火生命里的故事。

公爹和他的朋友们对
此不亦乐乎，岁岁年年，年
年岁岁，丰满着他们贫瘠的

岁月，酣唱着他们热血男儿
的情怀。

为此，我的先生，把当年
公爹没喝完的乌河特曲悉心
珍藏着。当然了，先生也珍
藏了当下的欢伯佳酿——— 黄
河龙。

山东黄河龙集团，起始
于清光绪年间桓台九品名士
王国锡创办的酿酒作坊———
强恕堂酒坊。一百余年来，
强恕堂酒坊由私人作坊兴
起，先后易名为“强恕堂酒
店”“恒源酒店”“山东省烟酒
公司胶济区公司索镇烟酒总
店”“索镇总酒厂”“山东索镇
酒厂”“山东黄河龙酒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黄河龙
集团有限公司”，现已为我国
北方著名的白酒酿造基地。
公司的百年老窖泥和百年陈
酿分别被淄博市博物馆收藏
为馆藏文物。

如今的黄河龙酒，已是
齐鲁大地上，一曲醉人的
醇酿。

岁月里的醇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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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托海组诗

□ 郑峰

桦树林

在额尔齐斯大峡谷的身边
成千上万棵白桦树
顽强地生长

春天，她最先醒来，绿了山水
夏日，她昂扬向上，花草铺地
秋天，她色彩斑斓，层林尽染
冬日，她玉树琼枝，纯洁无瑕

在白桦树上，黑色的眼睛饱含了
深情
在白桦树皮上写字
表达一生一世的真情

地质三号矿坑

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
也不知道它现在还保留了什么

稀有的矿石，深不可测
能看到的只是表层
惊天动地的试验
地质学的“麦加”
和平需要的
科学需要的
人类需要的

以它为背景，照一张像
只知道它因稀少而珍贵
因珍贵而愈加稀少

龙门山脉

飞来峰近处，山外还有山
龙象征了一种精神
龙代表了一种文化

龙，无似而无不似
龙，有形而又无形
龙，雄浑而又苍劲
龙，真实而又虚幻

龙门腹地，人外还有人
龙寄托了一种信念
龙蕴含了一种美好

□ 张方明
中国书法是一门让人绝

望的艺术，仅仅仰望一下站
在山巅的前人就让人绝望。
它看似进入的门槛很低：一
纸一笔一墨，足矣，但写到美
妙之境又是如此之艰难。也
许，穷其一生也不能得其门
而入。它是最极致的抽象，
抽象到只是一些线条在纸上
的律动；它又是那么感性和
具象，里面似乎承载着中国
人几千年的文化与情感基
因。中国书法从表面上看，
甚至不需要承载那些意识形
态的“文以载道”之责任，却
又随时随地春风化雨一般滋
润着无数中国人的心田。它
纯粹到只剩下审美的意义，
纯粹到我们不在乎书法的内
容而只在乎书法本身的优劣
高下。当我们阅读一幅书法
作品时，我们可以无法正确
地读出它的每一个字，却依
然能体验到一种审美的愉悦
和灵魂深处隐约的感动。也
许，中国书法更像那些无字
的音乐，它以最直接的方式
传导给我们无主题艺术的享
受。以上这一段话是我在摄
影棚里拍摄耿毓亮的书法作
品时产生的意识流。

耿毓亮的书法，更接近
一种“形象化了的哲学”。也
正因此，他的书法呈现出一
种“逸而不野”的独特气象，
呈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艺术
气度。逸，则避免了媚俗；不

野，则是一种内心的沉着。
当然，耿毓亮的“逸”是在法
度之内的自由游走，这也符
合他内敛的气质。也因此，
他的书法蕴含一种视觉张
力，有一种引而不发的气势，
于是便耐看。字能写到好看
并不是太难，最难的是耐看，
最难的是作品与读者之间达
成一种“相看两不厌”的只可
意会的默契。读耿毓亮的书
法，能想象出他的创作临界
状态：勃勃然郁积于胸中，势
欲喷吐而出……又总能在关
键的时刻进行节制或掌握。

张大千有语：气韵生动
第一，其次才是章法结构。
这气韵的前因应该是一个创
作者的激情。无激情则无气
韵，无气韵则枯滞则无生命
力。耿毓亮的草书配得上

“翩若惊鸿”这四个字，而支
撑这四个字的一定是他书写
时的激情。我甚至能想象出
他在创作完一幅自己满意的
草书时的状态：提刀却立，四
顾踌蹰。先有感情，后有物
象，再有意象，这也是一个书
法家应该有的用书法思维的
路径。这也符合前人所谓之

“意在笔先”。这“意”，也是
感情，而并非仅指“构思”。
耿毓亮有一则艺术随笔，也
是他的艺术观：落笔须有刚
正清旷之骨，浩然高翔之气，
加之以广博之学养，高远之
神思，可具正法眼，入上乘
禅。我深以为然，这也正是

他的夫子自道。
2015年，我曾写过一篇

关于耿毓亮书法的短文。七
年后，我看到了他书法创作
的一些微妙变化。让我感觉
最明显的一点是：创作的随
意性。这是他更迫近“艺术
自由”的前兆，是一种建立在
沉厚积淀之上的从容，是对

“心手俱到，纸墨相生”的另
一种诠释，也是一次从自觉
的艺术到艺术的自觉的无声
变化。于是，我们会在他近
年的书法创作中看到更多的

“抒情性”，也看到了他对“技
术”的淡化，甚至我们已经很
难从他的作品里看到早年作
品里曾有的“炫技”。这似乎
不能用“人书俱老”来简单地
评价，这应该是他创作状态抵
达自由境地的一个佐证。这
也验证了耿毓亮的一个观
点：写字者漫不经意，天真烂
漫似儿童书。是的，耿毓亮
的书法是真的没有那种刻意
与矫情了。

徐文长有一个论断：迨
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
故，“书画同源”之论应该是
一个真理，最起码适宜于中
国画。所以，耿毓亮于书法
之外的国画创作能在“副业”
状态下取得如今的成就，便
一点也不意外。他的画作，
是书法的笔墨，是具有真正
的文人画气质的“文人画”。
这一点，足以让那些书法太
差劲的画家望洋兴叹了。比

如，他将其书法中的“侵让”
移植到画作中，结构自不必
说，那种“遥相呼应”的生动
真是有一种美自天成的感
觉。再比如，他笔下的兰草
也是可以当书法来看的，真
的是不亦快哉！同样，他的
绘画又返身影响了他的书
法，使他的书法有了一种枯
藤之美，有了画面感，也有了
故事与表情。

审美是直觉，最好的书
法创作也应该是直觉的书
写。面对一张洁白的宣纸，
耿毓亮总有一种从未改变的
书写冲动，这是一种纯粹的
书写，与润格无关，与评奖无
关。在“书法”这个名利场
上，耿毓亮没有哗众取宠，没
有装腔作势，没有急头赖脸
的钻营，没有不择手段的营
销，真是不容易，也真是值得
我敬佩。这也是我再次作为
一个门外之人为他写一些评
论文字的重要原因之一。他
的书法或豪放或温婉，变化
不一，而他的艺术操守却是
始终如一，是当今书法圈子
的异类。书贵瘦硬方通神，
耿毓亮的艺术品质也配得上

“瘦硬”二字。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

微。年已六十有余的耿毓
亮，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却是
正值壮年。我对他以后的艺
术变化和成就充满巨大的
期待。

苍苍苍苍横横翠翠微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