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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春山可望。在这草长莺飞
的春天，欣闻由合肥市赖少其艺术馆和六
安市文物保护中心(皖西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纪念郭文寿诞辰100周年暨《新徽派版画名
家纪念系列展——— 郭文寿艺术回顾展》于
2025年3月20日—4月10日在赖少其艺术馆
举行，真是欣慰。

郭文寿先生是六安走出来的著名版画
家，曾参与赖少其同志组织的版画集体创
作，并得到赖少其同志点拨，是新徽派版
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在艺术创作上
取得瞩目成就，更是在教育岗位上辛勤耕
耘，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子。此次
展览展出郭文寿版画、中国画作品约100
件，以及各类艺术文献，纪念郭文寿先生
诞辰100周年，回顾其美学理念和创作道
路。

郭文寿，原名寿子，1945年考入安徽
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前身)艺术科，师从于
种、金若等名家，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
础。1948年，郭老回家乡六安从事美术教
育教学工作，长达40年之久，可谓“育得
桃李满天下”。可惜，先生一生不事张
扬，以至于埋名于皖西之一隅！

2011年，我和我的美术老师方衡先生
一起去拜望他的恩师郭文寿先生。当打开
他的画集，一下被深深震撼了！只见一片

缤纷墨色，或沉着老辣、或清新自然，既
有黄钟大吕的雄浑豪迈，又有小桥流水的
婉约清新，实在美不胜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时期版画
创作的高峰期，在此期间，郭老多次被抽
调到省里搞专题创作，曾得到赖少其先生
的重视。当时以赖少其、郑震、师松龄、
陶天月、林之耀等为代表的新徽派版画在
全国独树一帜、名震遐迩，郭老以其壮年
学习、工作于其间，可谓受益匪浅，使他
渐渐明白了绘画的真谛、明白了道与技的
关系，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方向与源泉。

物质匮乏，灾难频仍的时代，人类社
会在思想领域和精神价值等方面必然经历
大的转折与律动，但希望和平、文明、富
裕、渴望阳光当是人们共同的期盼，寿子
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美好情感。他通过版画

开始了关于未来的诉
说，表达着人类对美好
生活和理想社会的幸福
憧憬。这从他的作品
《新风拂山村》《春暖
大别山》《农机展销
会》《村头画展》等作
品中可以完全清晰地解
读，画家以温暖平和的
色调抒发了人类饱满健
康的心灵追求，那种对
新生活的赞美与渴望跃
然纸上、升腾在真诚而
广阔的灵魂空间里。这
些作品符合时代的审美
需要，关照着人类共同
的精神价值。就是今天
看来，仍有强烈的时代
气息，让人向往。

郭老的作品以其画
面中流动的幸福与温暖深深地打动着观
者。苏珊·朗格说，艺术是情感的符号，他
的作品所散发出来的崇高艺术理想、坚定
的人格力量、诗化的人文精神与天地万物
相往来的自性表述，陶冶着人们的情操，
刻印着人类向善向美向真的终极情怀。石
涛说，笔墨当随时代，郭老的作品让我们
聆听到时代前进的宏大足音，感受到家乡
巨变的未来曙光。

郭老常年生活于大别山脚
下、淠水之滨，温和的山水养育
了他平和的胸襟和心中的逸气，他
像一只悠闲的白鹭在山水间自在地飞
翔，任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弘写胸中
逸气，自由表述内心情怀。

他的画作题材广泛，画面布局规范得
体，空间设置恰到好处。欣赏他的画作犹
如镜湖赏月，给人以纯净甜美的心理愉悦
和宁静致远的情境感触。他自觉远离燥热
的心灵，果断扬弃灰冷的心意，以一种恒
定的心温为艺术的表达注入更多理性的因
素，从而使他的作品
显得大气从容，深沉
豁达，洋溢着一种来
自心灵的安详之美。

1988年，在他退
休之后，由于腕力不
济，他便开始着意于
以纸为板材的水印纸
板画艺术形式的探
索，并取得了十分可
喜的突破，此当为先
生之首创。其作品具
有明显的原创性、新
颖的痕迹趣味和独特
的晕化效果，既有版
画特有的刀味，又有
水墨画酣畅淋漓的韵
致——— 诗韵流畅、清
雅脱俗、气韵生动。
古稀之年，他又开始
国画山水的创作。他
师法自然，讲究笔意，画面古朴苍莽，让
人感受到一份久违的清新和远离尘嚣的宁
静。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
将自己的一生沉静于自在自足的精神世界
里，在笔情墨韵中，体悟着艺术创造和精
神迸发的愉悦，绘画使他置身世俗却心静
若水，在悲悯之中静看人生，并从现实生
活中提炼出最美最强烈的色彩和感情，创
造出人生和谐完美的视觉空间和精神空
间。

他甘于清贫，执于寂寞，那时他还住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中，他的好友司徒
越当年曾写联赠之：“淡交乱世见，僻性
苦心知”。当年他的恩师于种知道他的情
况后，感其勤勉执着、不为时拘，谓有颜

回之风，并集古诗句
赠之曰：“枫叶芦花
并客舟，烟波江上使
人愁；劝君更尽一怀
酒，昨日 少 年今白
头”。当我第一次见
到郭老的时候，他已
经是85岁高龄，郭老
真的白了头，但他那
谦逊、刻苦、淡定的
性格一点也没有变，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
如今物欲横流 的时
代，他竟然拿出自己
毕生创作的绘画作品
200余幅无偿地捐赠给
了皖西博物馆，奉献
给了家乡人民……

今天，在这个乍
暖还寒的春日，得知
郭老的作品在省城展

取得较大反响，被美术同仁和市民认可，
观看者络绎不绝，一种久违的温暖一下涌
上心头。抬头向窗外望去，一缕缕阳光正
在城市的屋顶上欢快地跳跃，多么像郭文
寿的版画：自由而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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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镯在盒子里，古朴的盒子放在桌子
上，温润有方。

清脆的敲门声打破了空调昏浊而又沉闷
的风。她道谢了快递小哥，新的一天开始
了。网购是现在日子的一大主题，唯一特别
的是：今天收件地址竟是多年前的老地方。
老来多健忘，不服不行。她漫不经心地拆开
黑色的包装袋，一层又一层，显出这个精致
的首饰盒。她顿了顿，打开了盒子，一只沁
着绿的玉镯，静静地看着她。她有点不知所
措。

退休后，她收起了宽大的长裙，尖尖的
高跟鞋，当然也把形形色色的佩饰束之高
阁。只是没有玉镯，这物件不是太贵，就是
太假。她没有理由喜欢。

玉镯不紧不慢地散发着若有似无的光
芒，白色的盒子也屏气凝神，不敢乱动。她
仔细看了看，没错，是她的。寄件人这一栏
却是空白，有点莫名其妙。

其实，她曾经有过一只玉镯，那时她还

年轻，柔顺的黑发能轻快地越过肩，在身后
飘飘洒洒。她和一大群同事来到云南，听下
关的风呜咽着诉说上关的花，看洱海的月惆
怅地凝望苍山的雪……彩云之南，迷得大伙
儿如痴如醉。玉器店老板又明明白白地泄漏
天机：“灵气十足的玉镯只认缘份。人择
玉，玉择人，看上了，一眼就定了。”缘份
虽是天定，却也简单得很。她买了玉镯，满
心欢喜地回到了家。

后来，繁琐的日子忙忙碌碌。满身烟火
中，镯子便在叮叮当当中碎了。也没时间惋

惜，草草地打扫打扫，便丢进风中的垃圾
桶。只是到了夜晚，月光撞到窗子上，她心
里才有些许遗撼。

盒子里的玉镯好像动了一下，如久困的
小妖，慵懒而又热烈。她不由自主，看了一
眼，又看了一眼。

更遥远的时候，她顾不上掀开遮住眼睑
的长留海，贪婪地读着那本小说，《有一个
美丽的地方》，傣寨里的小卜哨们，身着鲜
艳的花筒裙，蜿蜒在曲折的小路上，犹如美
丽的花边，镶嵌在广袤的田野。伴随小卜哨

们款款而至的，则是她们手腕处的玉镯了。
举走投足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
落玉盘”，清脆灵动的声音敲打着一颗颗驿
动的心。

此时，玉镯却安安静静的，在触手可及
的地方等着她。犹如月夜盛开的木槿，温婉
而又美好。

往事越来越清晰，满头银丝的太姥姥一
边梳着她乱七八糟的头发，一边絮絮叨叨：
“女孩要文静点，女孩要整齐点，每个女孩
儿都是一块玉，每个女孩儿都会有自己的玉
镯子。”她能感受到太姥姥温热的目光，和
屋外的阳光交互辉映，照在自己不谙世事的
羊角辫上。

终于，她伸出枯瘦的手，拢了拢花白的
短发，慢慢拿起了玉镯。玉镯和她的手都逐
渐温暖起来。

何时春暖玉生烟？
把玉镯放归原处时，她心里还是有一丝

窃喜的……

你来过大别山北麓淮
河南岸的霍邱古蓼城吗？
你见过古蓼城旁的城西湖
吗？烟花三月的城西湖总
是雾茫茫、雨蒙蒙的，使
美丽的皖西古蓼城增添了
一层神秘的面纱和虚无缥
缈的意境。

尽管摇曵中的风和雨
仍裹挟着一阵阵寒意，却
怎么也抵挡不住城西湖对
我的诱惑。我依然冒着微
微细雨，徜徉在蓼城古镇
边的城西湖畔。似乎因这
风这雨，城西湖更显朦胧
和妩媚，更使我流连忘
返。

我土生土长在蓼城，
工作奋斗在蓼城，生活生
存在蓼城，对蓼城对城西
湖有着根深蒂固的感情。

遥望那湖水，湖面上
淡淡地罩上了一层层薄
纱，好似一幅水墨丹青；
楼宇、树影、人流，被柔和的沿岗河缠绕着，那线
条优美得连人体写真也自叹不如。

时而飘飘荡荡的雨丝，在风的吹拂下斜地滑
落；时而倾泻如注的一阵大雨，追跑着来来往往的
人群；加之湖面上时而腾飞的白天鹅，把蓼城小镇
装点得更加自然与清幽。

站在城与湖的交界处工农兵大桥上，“沐浴”
着淮河南岸的雨，尘世的喧嚣和浮心的杂念都顺着
雨儿滴滑落弃，顺着那沿岗的河，淌入城西湖，注
入淮河，流向长江，汇聚到大海……

头发淋湿了，衣服沾上了雨，脚下也有些湿
滑……虽然抖落了几下寒颤，打了几个喷嚏，可心
情却十分地愉悦与畅享。

烟雨中，城西湖、古蓼城连成一体，远看水雾
飘渺，近听雨落倾城。雅致纯朴的老城，在雨中仍
是那么气宇轩昂，傲骄挺立；浩渺无际的城西湖更
是碧水连天，清新自然。但是，哪儿是城哪儿是
湖，隐约可见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浑然一
体辨不明。

踏进幽幽的南门口，走过古老的火神巷，行在
深深的五里庙巷，踩在西门口清清亮亮的麻石阶梯
上，闻着小摊子上飘来的油香，听着那熟悉又陌生
的悠扬叫卖声，断断续续在这古镇的上空绕荡，城
西湖旁的烟火气息浓郁美净，令人心醉神往。

城西湖上空的雨多情善感，而雨中的湖面更是
爱意绵绵，她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慢慢
地丝织出西湖岸边的绿色，织出西湖多情的夏季，
织出烟雨蒙蒙如诗如画的韵律，绣出五光十色湖畔
幽雅的姿彩，和一代又一代淮河人如水的柔情。

我真的不舍，舍不下生我养我的蓼城，舍不下
我喝惯了的母亲乳汁般的城西湖清澈见底的水，更
舍不下如诗如画的烟雨城西湖美景。

我虽然退休后与省城子孙在一起，但我仍隔三
差五地返回蓼城，漫步来到城西湖的堤坝上，仍身
临其境在难舍难离的烟雨城西湖之中，仍依依不舍
城西湖的水和城西湖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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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春暖玉生烟
张金凤

我是秋枫合唱团的一员。我们是一群住在悠
然居养老公寓的离退休长者，因对合唱艺术的热
爱而相聚。

秋枫合唱团，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秋”
是丰收的季节，象征着人生的智慧积累与从容豁
达，贴合我们这些历经岁月洗礼后的生命状态；
“秋枫”红艳如火，打破“老年=暮气”的刻板印
象，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生命力。

江烽是我们秋枫合唱团的创建人兼团长。她
从部队转业到六安市中医院，是一位多才多艺、
热心且干练的女同志，也是我的前同事。她是这
个合唱团的灵魂人物，集选歌、教唱、指挥等多
种角色于一身。在她的带领下，我们这群80到90
岁的老人，终于可以完整地、不跑调地合唱多首
红歌。

唱歌对老年人而言，是身心的双重滋养。通
过呼吸调节，我们锻炼了心肺功能，延缓了衰
老；借助音乐，我们抒发情感，唤醒记忆。更重
要的是，在合唱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社交联
结，让晚年生活焕发活力与归属感，成为心灵慰
藉与快乐共鸣的艺术表达。

每当我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会想
起当年解放军初进城时的情景。那时，我刚刚参
加医院的工作，纪律严明、爱民如子的解放军给
我留下了极为震撼的印象。

还有“花篮的花儿香”“一条大河波浪宽”……
每一首老歌都与我们的青春记忆紧密相连。歌声
一起，我们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越唱越有劲，
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还有那首《一壶老酒》，总让我眼眶发热。
唱到“娘亲还站在家门口”时，泪水止不住地
流。我想，一首好歌，就是经久不衰、能够打动
人心的歌吧。

我的女儿经常看到我们在秋枫合唱团一起唱
歌的短视频。她总是笑着说：“妈妈，以前说幸福的
生活就是唱着过的，你们在悠然居每天都唱着
过！”
是啊，在悠然居，我们的晚年太幸福了，每

天都沉浸在歌声中。

秋枫团里唱红歌
汪大芳(90岁)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合
肥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
市，被春意装点得格外迷人。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我
与校友相约前往合工大老校
区，开启一场春日之旅。

踏入合工大老校区的那一
刻，仿佛置身于一片花的海
洋。校园内，繁花似锦，竞相
绽放，红的如火，粉的似霞，
白的像雪，在春风中摇曳生
姿，散发出阵阵芬芳，引得蜜
蜂和蝴蝶翩翩起舞。这不禁让
我想起宋代诗人朱熹的诗句：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合工大老校区的春
天，正是这般绚丽多彩，生机
勃勃。

当天正是周六，校园里充
满青春的气息。许多大学生坐
在图书馆里，聚精会神地看
书、记笔记，眼神中透露出对
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有的学生漫步校园内欣赏盛开
的花朵，有的举起手机拍照，
留下美好的瞬间。青春洋溢的
笑脸，与盛开的花朵相互映
衬，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图
画。

“ 学 在 科 大 ， 吃 在 工
大。”这句在合肥流行的话，
道出了合肥工业大学在美食方
面的独特魅力。傍晚时分，我
们来到大学食堂用餐。自助餐
品种丰富多样，荤素搭配合
理，米饭和汤免费供应，每人
只需20元，就能享受到一顿
丰盛的晚餐。这体现了合肥工业大学对学
生的深切关怀和爱护。

我们沿着校园南北主干道散步，路过
球场时，眼前呈现出一片热闹非凡的景
象。许多大学生在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
有的在打篮球，有的在踢足球，还有的在
打羽毛球。他们像运动健儿一样，展现出
青春的活力和拼搏的精神。这让我想起毛
泽东主席的《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
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学子们在这片充满活力的校园里，追逐梦

想，展现风采。
夜幕降临，校园里依旧灯火通明。教

室内，许多学生在安静地看书，沉浸在知
识的海洋里。他们专注的神情，让我想起
古往今来那些勤奋好学的学子们。合肥工
业大学作为一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的高等学府，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人才。
从这里走出许多社会名流，诸如苗圩、宁
吉哲、徐立全等党政领导，陈鲸、卢秉
恒、徐南平、杨善林、陈维江、刘明、俞
书宏、袁亮等两院院士，曹仁贤、尹同

跃、左延安、祝义才等一大批知名企业
家，这些杰出校友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发
热，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合工大的学子们，就像初升的太阳，

充满了希望和力量。他们努力学习，不断
进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我们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成为建
设祖国的栋梁之才，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
献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美好明天书写更
加辉煌的篇章。

追逐梦想的地方
杨 健

来来自自心心灵灵的的安安详详之之美美
——— 新徽派版画家郭文寿的笔情墨韵

丁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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