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年前，太原画院原副院长王大斌送我
一本他的《太行木刻选集》，当时因工作很忙，
草草翻阅了一下，便放在书架高处束之高阁。

近日在书架上翻书，才重新发现了这本
珍贵的木刻画集，静下心来，认真阅读那个时
代的美术作品，突然有一种亲切感和怀旧感
油然而生。

王大斌的《从劳模代表大会归来》场面生
动有趣，村里的获奖劳模牵着一头牛喜庆归
来，乡亲们热情洋溢地夹道欢迎，上前道贺，
其中有一中年妇女拿着绣有“生产能手”的锦
旗要送给劳模，整个画面展现了人民群众对
劳模的崇敬和爱戴。《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
是王大斌为纪念左权将军而作的木刻作品。
1942年 5月 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
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
机关突围转移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37
岁。为纪念左权将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
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瑞雪兆丰年》是王
大斌1948年的作品，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来
年有好的收成，对生活对事物美的向往。《横
渡长江》画面炮火连天，场面震撼，生动地展

现了渡江战役的战况，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
千帆竞发，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的长
江防线，一举解放新中国。

细细品味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木刻画艺
术作品，顿感历久弥新，非常珍贵，感觉又把
人带到那个战争年代。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大斌在太
行革命根据地从事美术工作，他是个非常有
心的人，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
习，向生活学习，学到了不少东西，同时也学
到了木刻艺术表现手法，并保存下了近千幅
当时的木刻作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70周
年之际，王大斌选集收录了 76 位木刻工作
者，包括他自己的4幅作品共计391幅作品编
辑成册，完成了他花甲之年的夙愿。

太行木刻的显著特点是视觉冲击力强，
通过黑白两种颜色的运用以及疏密深浅和点
线面的结合，能够创造出身临其境的视觉效
果。独特的刀功和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
术史上具有了独立的艺术价值和地位。

这些木刻艺术品，直接反映了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太行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的
艰苦卓绝的斗争，美术工作者以木刻艺术为
犀利的战斗武器，真实地记录了根据地的战
斗风貌，生动地反映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生
活，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
灭敌人的号角和警钟的作用。从侵华日寇的
暴行，到八路军抗战杀敌的英雄事迹；从军民
大生产运动到群众性的识字学文化热潮；从
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参军支前、拥军优属，到
破除封建迷信、建立民主政权，都在木刻作品
中得到了反映。

时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维庆在《太
行木刻选集》代序里说：“这本木刻选集的编
者王大斌同志，是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老美术

战士。他经历几十年时间，默默地搜集、整
理、保存了近千幅木刻作品，从中选出了 391
幅编辑成这本画集，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
作。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画集的时候，不会
不感受到当年革命根据地风雷激荡的战斗
生活气息，不能不为之心潮起伏、激动、振
奋。我们相信，太行木刻艺术的创作道路，
也将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提供宝贵的学习
经验，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当年
根据地革命文艺的光荣传统，在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深入生活，勤
奋创作，使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繁
荣兴旺。”

王大斌，原名王德斌，1928 年生，原籍
河南林县。1943 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考入晋冀
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文学院美术系学习。
1949 年 3 月分配到太行文联美术部工作，
太行区、太岳区合并后，他曾任太行文艺编
辑、山西日报美术编辑组长，晋中地区美术
摄影工作室主任、晋中文联副主席、太原画
院副院长，主编出版《太行木刻选集》《山西
古塔文化》。

王大斌的木刻代表作品有《朱德总司令》
《左权将军》《夜入敌占区割电线》《参军光荣》
等，创作发表单幅画、连环画作品《李顺达之
家》《从劳模大会归来》《申纪兰同工同酬》等，
其中《从劳模大会归来》和《申纪兰同工同酬》
获山西省一等文艺奖。

认真阅读那个时期的木刻艺术作品，包
括王大斌的《太行木刻选集》，我们会发现这
些带有时代印记的艺术显得十分珍贵，王大
斌先生从艺50余年，一直在艰苦地学习和探
索，从人民大众的生活和革命实践中汲取灵
感，在艺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重品王大斌的《太行木刻选集》
张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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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李院长，802房间犟老头绝食了。
“怎么，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绝食了？”“好
的，知道了，你先安排其他房间老人吃饭吧，
一会儿，我了解一下。”

犟老头姓王，名叫王思彬，是昭泽县的
一名退休干部，膝下有两个儿子。老伴儿
因病去世的早。王思彬也没有再婚，辛辛
苦苦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两个孩子培养长
大。两个孩子也都争气，都是大学毕业，大
儿子在国外工作，二儿子在一个很远的山
区县任职。为了照顾好老人晚年生活，兄
弟两个商量，决定把老父亲送到昭泽县紫
金养老院入住。

王思彬是一名退休干部，每月有 5000
余元的退休金。孩子们不接济也足够在养
老院生活得很好。老父亲年龄大，听力差，
眼睛视力模糊。经过考察，两个孩子认为紫
金养老院各方面条件和服务都是一流的。
这样，在征求老人同意后，王思彬便来到了
养老院入住。

自从入住养老院后，王思彬便有些郁郁
寡欢，很少说话，也不和养老院其他老人交
流。老人是机关干部出身，平时穿着打扮干
净利落，床上也是整整齐齐。护理员与他交
流总是对门话，常常发无名火，倔强，发脾
气，爱钻牛角尖，一条道走到黑。因此，护理
员给起了个绰号“犟老头”。

“大爷，是身体不舒服，还是饭菜不合
口？或者是护理员服务不周到？”李院长耐
心做老人工作。

老人发呆了半天，说道：“甚也不是，就是
不想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年龄大了，不吃饭哪能行。”李院长开导着。

可王思彬翻来覆去唠叨着一句话，“看
看和我住一屋的孙老头。”

原来，和王思彬一起住着的是孙大爷，
他俩年龄差不多。孙大爷是农村来的，平时
邋里邋遢。也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俩孩
子比王思彬的孩子可差远了，没有多大出
息，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读书。儿子在山
区饲养着 200来头牛，夏、秋两季把牛赶上
山里，半月二十天上山看看就是了，一年的
收入也很可观。女儿出嫁后，和女婿在县城
做点小生意，生活得也有滋有味。两个孩子
为了孝敬父亲，也选择让老父亲入住了紫金
养老院。

孙大爷每天总会有孩子过来看望，常常
喜笑颜开。看到这一切，王思彬总是闷闷不
乐，甚至孙大爷的子女过来交流家长里短，
还有点讨厌，时不时发脾气，让出去说话，影
响他休息。

针对王思彬老人的实际情况，李院长组织
护理员开会，决定对症下药，制定针对性措施。

李院长说：“今天召开一个专题会议，主
要是研究解决王思彬老人经常绝食的问题。”

护理老人的小张说：“我想调整岗位，这
个老头实在是犟，不好护理。”

李院长说：“我们是做服务工作的，不能
遇到问题就推脱，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李院长说：“我倒是有个解决的办

法，大家议一议，看看是否可行。”
接着院长就把解决办法一一说了出来。
大家听后，都纷纷赞同，异口同声说：

“院长，妙！”
护理员小张回到802房间，按照院长的

意思告诉王思彬老人说：“您二儿子下月出
差，月底路过咱们这里，来养老院看望您老
人家。”老人急忙问小张：“今天是几号？”

中午，小张把可口的一素一荤两个菜和
一碗面端到老人饭桌上，老人夸奖饭菜好，
一会儿工夫就吃了。

看来，院长这个点子，很灵验。
时间到了下个月的 26号，老人又一次

绝食了，着急得小张不知如何是好。
报告李院长，802 房间犟老头又绝食

了。李院长心想，这老头子是孤独。你去
告诉王思彬老人，29 号上午，您儿子就回
来了。

得知这一消息，王思彬老人脸上露出
了微笑，一口气就把午饭吃得干干净净。

李院长又一次组织召开护理工作会议。
李院长说：“大家集思广益，不能一直欺

骗王思彬老人，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大家说
说，眼看就月底了。”

护理员小张说：“我倒是有个办法，咱们
给老人写封信，反正他眼睛模糊又看不清，
一定会让咱们给念，继续编个故事，这次二
儿子就不回来了，免得老人想儿子。”

院长觉得还行，就同意了小张的建议。
这天晚上，护理员小张值夜班。在护理

办公室，她苦思冥想，给犟老头王思彬写
信。小张不厌其烦地写了好几封，感觉怕露
馅，一次一次不满意。凌晨，小张检查完老
人房间，突然来了灵感。

接着写道：“父亲大人，您好！这次出
差，又请了三天假，本来想顺便回去看望
您。不巧，途中接到单位电话，区一煤矿发
生漏水事故，让火速回去，因为我是煤管局
工程师，只好往回赶。请原谅儿子不孝，春
节假期一定回去陪伴老父亲。”

院长看后，认为写得非常好，让小张赶
快装入信封送给老人。

护理小张小心翼翼地把信送给犟老头
王思彬，老人急忙让小张打开给念。犟老头
听后，又是一阵唉声叹气。

犟老头把希望寄托在春节上。他知道，
大儿子因为疫情在国外是回不来的。

李院长在思考着，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
的加深，空巢老人愈来愈多，已经成为一个
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紫金养老院在昭泽县已经运营 10 余
年，入住的空巢老人愈来愈多，解决好空巢
老人的问题是养老院最新的课题。

李院长组织召开全院职工大会，他在大
会上给每个职工提出了要求，“在一个星期
之内，为解决空巢老人问题，每人提出两点
建议，由护理部汇总。”

护理员小张，悄悄把解决犟老头王思彬
的问题向院长汇报。院长认为小张的建议，
很有道理。

经过沟通，养老院为犟老头王思彬专门
调整了一个单人房间。护理员小张每天把
入住在紫金养老院的 3名单身阿姨带到犟
老头家里聊天。

半个月后，护理员小张悄悄告诉李院
长：“另外两个阿姨都不去了，只有苗阿姨还
每天红光满面地出出进进，今天犟老头还专
门给了我一包糖块呢。”

院长哈哈大笑说：“你呀，真是个傻护理。”
从此，犟老头王思彬也好像变了一个人

似的，也不“犟”了，更不绝食了。

养 老 院 犟 老 头
刘学斌

石瑛继《末代翰林李用清》之
后，于近日又一部长篇小说《龙岩
岭》被山西省作协列入“百部长篇”
选题，由 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了。小说围绕少妇方玉玲偶然收
养了一个侵华日兵弃婴，所致生
活突变展开叙事，全景式记述了
太行农村抗日战争前夕至改革开
放半个多世纪跌宕起伏、风起云
涌的峥嵘岁月。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龙岩
岭》是一部典型的具备太行风土人
情的作品。小说主人公方玉玲，既
有大山般挺拔倔强的性格，又具大
悲悯、大慈爱的胸怀。在恶狼叼走
她娃的当天，她竟然上山杀狼，报
仇雪恨；而她面对杀害她父亲、婆
婆和诸多村人的仇人——日本鬼
子撂下的婴儿，不但下不得手，而
且遵循“人命大如天”的古训收养
起来。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撬
动”起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冲击
着读者的每一根神经：村人视她为
仇人、异类，亲如手足的女友与她
断交、打斗，在前线打鬼子的丈夫
跟她翻脸、离婚。为抚养和呵护这
条小生命，她吃野菜、卖辫子、挖矿
石、修水库，在几乎一色男性的矿
区和水库工地，她用艰辛驱逐心头
的悲苦……

抗 战 是 一 个 司 空 见 惯 的 题
材。而在石瑛笔下，龙岩村的阖
村自卫和痛打日寇的方式与众
不同，别具匠心。他们妙用“悬
崖村”地势，冬季挑水造冰，夏秋
砌墙筑垣，阻挡鬼子的入侵。同
时，他们充分利用山上资源，动手
制作黑火药，自造土雷打鬼子……
龙岩村的中心广场佛钟场，是个
造 型 、规 模 和 气 势 世 所 罕 见 的

“故事舞台”。场子上的佛钟台、
佛钟架、罗汉柱宛若一幅描绘精
致的水彩画，呈现出一种艺术装
饰的特殊效果。尤其佛钟架上垂
吊的那尊神奇的大佛钟，俨然一
个“镇村之宝”，与村人的命运息
息相关。

《龙岩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
都给人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震
撼。小说中的人物在漫长的社会
转型中迷茫、困顿、撕裂、对峙，继
而拨乱反正，在探索前行的道路上
留下深深的足印。

斗转星移时光逝，人间大爱济
世长。纵观整部小说，时间跨度
长，构思巧妙，人物形象生动鲜活，
结尾带有悬疑悲凄无法预断的色
彩，读来有一种悠悠厚味，令人回
味无穷，掩卷沉思。

为大爱之光赋亮
——读石瑛新作《龙岩岭》

王长英

灵石之歌
一听你的名字，
就知道你来历稀奇。
何时隐身于此无人晓知，
古帝与你邂逅面纱才被撩起。
啊，古老的灵石，
神奇的灵石。
你像瑞兽祥狮，
守望百姓生活如歌如诗。
一听你的名字，
就知道你很有故事。
先辈浓墨重彩描绘历史，
今人非凡手笔把你高高托起。
啊，奋进的灵石，
富丽的灵石。
你像新星明珠，
未来璀璨耀眼美好无比。

中国北斗赞歌
日夜兼程的行人，
你唯恐方向走偏，我生怕错投他门；
匆忙赶路的旅行，

你担心南北不分，我就怕耽搁行程。
试问谁能助我顺利成行？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借得七星北斗，
引导行程。
七星北斗，中国人心中的神灵，
千年依旧令人虔诚；
中国北斗，老百姓梦中的情人，
携起手来奋进新的征程。
梦在九天的人们，
走路想家国天下，做梦做回馈人民；
志在北斗的人们，
谈情谈遨游太空，说爱说布阵星辰。
试问谁有争先敢为精神？
中国航天，龙的传人。
精彩中国北斗，
造福人民。
七星北斗，中国人心中的神灵，

未来依旧令人虔诚；
中国北斗，老百姓梦中的情人，
万众一心圆梦新的征程。

一跃千年
红日升起暖了边寨，
太古之民打卡祖国腾飞的时代。
送走亘古未变，
告别秘境世外。
千年一跃，一跃千年，
步伐何等的豪迈。
嗨门租①舞郞木②，
咱比谁都幸福欢快，
水也欢山也笑，致敬中华民族气概。
为一跃千年痛饮开怀，
独龙族③人醉在这美好时代。
祥云飘来瑞降边寨，

太古之民打卡祖国腾飞的时代。
拥抱大千世界，
迎接心潮澎湃。
千年一跃，一跃千年，
步伐何等的豪迈。
嗨门租舞郎木，咱比谁都幸福欢快，
水也欢山也笑，致敬中华民族气概。
为一跃千年续写未来，
独龙族人筑梦这美好时代。

注：①嗨门租是独龙族语唱
山歌的意思。
②郎木是独龙族语跳舞的
意思。
③独龙族被称为太古之民，
由于高黎贡山阻隔的原因，
几乎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原
始状态，解放后特别是近几
年党和政府帮助打通了高黎
贡山公路隧道，独龙族终于
快步走上发展开放之路，从
各个方面跟上了时代发展
步伐。

温茂生词选

丈夫比武得了头奖，领回一挂钟。
家里有四件家具，床、餐桌和两个

炮弹箱子，相比之下，挂钟算是贵重物
品，她凝视半天，用袖口将钟面上的灰
尘款款擦去，然后将它挂在了卧室门
正对的墙上。在钟的 9 点方向，她别
出心裁地别了一张丈夫的艺术照，意
思是丈夫像八九点钟的太阳。照片是
她从几十张照片中挑选的，戴大檐帽，
侧脸微笑，阳光灿烂。

随军，本是为团圆。可丈夫在边
防，她在团部还是分居。团圆不成反
而辞了工作，人们都觉得得不偿失，但
她觉得起码离丈夫近了几千公里，最
得意的是战士们一见面就叫“嫂子”，
让她受用又自豪。

随军前，她是护士长，“三八”红旗
手。可随军后一下子闲下来，让她有
些失落和无所适从，可她不甘寂寞。
她常说，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出毛病
的。她心灵手巧，织毛衣有天赋，便从
商店买了好多各色毛线，织起了毛衣
毛裤、手套毛袜子。

儿子还没露脸，就把一年四季的穿穿戴戴备了个齐全，更
夸张的是把五六岁穿的毛衣毛裤都备好了。后来好多家属都
向她学习请教。一天，团后勤处要从随军家属中选一名抽水
员，好多家属因工资低怕受罪不愿做，她却傻乎乎地主动请缨
当了抽水员。她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丈夫，她就业了，有事做
了。电话那头赶紧喊话：“儿子咋办？”“你守国，我守家，咱们
一起守国家。不耽误看孩子，你放心吧！”

家属院离抽水房直线距离 300米左右，但绕来绕去实际
要走五六百米的样子。每天要早早地把水塔抽满，如果遇上
休息日，她每天要在家和水塔之间往返好几次。

冬季，昼短夜长。当亮光剥开她朦胧的睡眼时，她一翻
身，把惺忪的眼睛揉揉，趴在枕头上，用拳头支住下巴，深情地
看着挂钟浮想联翩，想着她的丈夫。她看他，他也看着她。

她每天都要把挂钟擦一遍，圆圆的钟面，好似他的脸庞，
镶在古色古香的框子里。每当孤独时，她抱着儿子看着挂钟
会问：“那是谁？”儿子用肉嘟嘟的小手指着，嚷嚷几句只有母
子俩听懂的“鸟”语，然后她“哈哈哈”地笑一阵，用纤细的手把
溢出眼窝的泪轻轻擦去。

入冬时，丈夫回来休假，从老乡那里买来土坯，请了师傅
用了一天时间拆旧垒新。生活在新疆，冬天取暖靠火墙。火
墙就是在建造房子时，将卧室客厅和厨房三交界的墙，大约留
两个一米五见方的豁口与厨房相通，然后用土坯把豁口砌起
来，中间留有烟道直通房顶，这就是火墙，在厨房垒一炉子与
火墙相连，一炉暖三室。

冬天说来就来。她刚随军那年的国庆节，人们还都沉浸
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一场西伯利亚寒流袭来，驻地提前进入了
冬天，从天山、草原戈壁沙滩，到树木花草房屋都穿上了厚厚
的棉袄。孩子小，怕感冒，她没有捅烟道就点着了火墙。第二
天，邻居发现早起抽水的她还没起床，觉得不对劲，赶紧敲门
砸窗，可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只好破门而入，只见母子俩昏
迷不醒躺在床上，所幸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因此，丈夫休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火墙垒好，一点烟
都不能漏。他还在火墙壁上用铁皮做了一个烤箱，他知道她
最爱吃烤馒头。

时针指向了7点，在老家这个时间是最忙的时候，可对于
生活在新疆的人来说，他们还都在梦中酣睡，她该去抽水了。

她轻手轻脚悄悄地下床，将儿子的被子掖了掖走出家门，
穿着笨重的大头鞋向水塔走去。去年冬天，因抽水把脚趾头
冻了，丈夫给她买了一双毛绒绒的大头鞋，虽笨却暖和着，从
脚趾头暖到了心窝窝。

她走路的样子像军人风风火火的，寒风从耳边吹过，仿佛
有无数的小刀在割。她拖着大头鞋迈着小碎步，把冻得铁板
一样的地踩得“噔噔”响，每走一步都留下白白的印记。

她边走边看，远处是黑黝黝的天山山脉，近处是几十米高
的水塔。有时她会爬上水塔，向丈夫所在的方向望去，嘴里不
停地念叨着，直到腿麻腰困才下来。

她来到控制室，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房内
一团漆黑，又从口袋里摸出小手电，“叭哒”一声，很准确地将
一束光照向了闸刀，上前一步将闸刀推上，一连串的动作一气
呵成，就和她为病人输液打针一样，娴熟麻利，准确无误，行如
流水。

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常常抱着孩子抽水，沐浴着明媚的阳
光，站在青青的野草丛中，周围是满满堆堆的野菊花蒲公英还
有不知名的花花草草，空中飘着雪白的柳絮，她长长的头发随
风飘逸，静静地望着水塔……

水
塔
下
的
女
人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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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讯 （记者周俊芳）近日，太谷籍诗人韩润梅诗集
《雪只是让树枝弯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评论家、
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写序作评，“是一本在技艺和思想上都达
到了一定高度的优秀诗集。”

1968 年，韩润梅生于太谷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
《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潮》《草堂》《诗歌月刊》《天津文学》
《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雪只是让树枝
弯曲》《石头垒起的故乡》。

诗集出版后，受到诗探索、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网等
转发推荐。受“小镇的诗”邀请，作者与我省著名诗人张二棍
和评论家王士强做客直播，对话诗歌创作。

韩润梅诗集《雪只是让树枝弯曲》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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