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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

孟夏之夜，两江之畔，华灯初上，浪
漫与天籁齐飞，江城共灯火一色。

重庆直辖27年了！6月15日晚，
一场“重庆风华”江畔音乐会奏响，这是
献给这座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山城重
庆的音乐大礼。

遥想2022年12月24日，两江之
滨的那场“夜生活江畔民乐”音乐会还
略感青涩。500天后，随着《重庆风华》
的唱响，它款款走来，仪态万方地面对
中国和世界，奏响这江山之城的乐章。

它就是重庆文投集团和重庆民族
乐团在全国首创、共同培育的极具重庆
辨识度的江畔音乐会，如今已成一个文
化现象。

江畔音乐会占尽重庆这座世界级
江山之城的C位。

它背靠重庆大剧院，现代感十足，
国际性满满。它面对朝天门，这是重庆
城市的符号，城市历史的坐标，更是引
领重庆前行的风帆。它右牵洪崖洞，左
挽长嘉汇，两江竞流，四岸参差，山城巍
峨，市声如歌。

当我们坐在江畔，仰看繁星闪耀，
俯瞰大江奔流，辉煌重庆的万家灯火与
浩瀚宇宙灿灿星空浑然一体。

这，就是中国的重庆，更是环顾世
界、独一无二的中国景观。

在山水之间吟咏自然之美，在城市
的韵律之中演奏音乐的华章，这是古今
中外朗诵诗歌、演绎音乐的至高境界。
江畔音乐会找到了一个展现中国形象、
重庆形象的新平台，它让高雅艺术走出
了音乐厅的“小房子”，走上了大江之畔
的“大舞台”。在山水之城、天上街市绚

丽夜景的背景下，首创“以天为帷幕、以
地为舞台”的崭新模式，让市民天天生
活在音乐中，让乐团天天活跃在重庆
里，山水共存，人乐共情，以最富浪漫气
质，最具重庆特点，最显山水景观，融合
中国管弦和视听艺术的方式，打造出在
全国有影响力、辨识度、美誉度的沉浸
式现象级音乐会。

我与重庆民族乐团团长何建国因
情景国乐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而
相识。他告诉我，十年前他带领一批音
乐家到重庆演出时，他们在朝天门前惊
叹重庆的山水壮美，心中便有了一个梦

想。2022年，乐团与重庆文投集团的重
庆大剧院一拍即合，曾经的梦想催生出
崭新的创意——在两江之畔开一场音
乐会，用音乐来抚慰心灵，用乐曲来拥
抱新重庆。说干就干！这一年12月，大
剧院团队连夜搭台，租借设备，“夜生活
江畔民乐”音乐会得以奏响在重庆大剧
院户外广场。拥抱生活的火热激情，在
那一晚迸发出来，既炽热如火，澎湃奔
放，也温暖如春，余音绕梁，成为我们这
座城市昂扬律动的那一声号角。

如今的江畔音乐会，已成为他们创
新性实践“中国管弦乐”的新舞台。早

在1964年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
方红》时，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民族乐
队与西洋乐队融合演奏的设想，并尝试
其中。至今我还记得开场时那一百把
二胡与西洋乐团共同演奏陕北民歌《东
方红》时的宏大场面和身心享受。这些
年来，重庆民族乐团努力以中国民族乐
队和音乐语言为主，辅以西洋乐队及音
乐语言，创新演绎了中国音乐作品，并
原创了《弦上巴渝》《朝天扬帆》《告别千
年》等新作品。实践证明，这是演绎融
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一体的中国新
音乐作品最好的形式之一，被学界称之

为“中国管弦乐”。
在近日这场江畔音乐会中，我们听

到了不一样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乐曲
已经由传统民乐改编成管弦乐曲，其“中
段”有一段很抒情、很走心、很让人感怀
的乐句，让人穿越时空，浮想联翩，那是
甜蜜的回忆。在主快板部分，则运用了
爵士乐技法使之活泼起来。乐团把西方
最火的音乐剧《歌剧魅影》、电影《加勒比
海盗》的主题及各章重要片段乐曲加以
重新编配，做成组曲上演。这是为适应
都市国际化所为。音乐会中既有在国内
传唱度极高的《长江之歌》《灯火里的中
国》等，也有全新创排的《起风了》《兰亭
序》《晚风心里吹》《海阔天空》等流行乐
曲，让各个年龄段的听众各得其所，现场
互动频繁，欢呼声此起彼伏。

这是一次美美与共的合作。主办
者是重庆文投集团。文投集团是重庆
市委、市政府，在文化领域进行战略性
投资的引领者，是重庆文化建设的一支
生力军。而江畔音乐会是他们立足主
业的新赛道。他们与重庆民族乐团等
本土院团精诚合作，并邀请全国乃至世
界知名的艺术家们、艺术院团到重庆同
台演出，已经把江畔音乐会做成了全国
范围内一个现象级的文旅融合新IP。

我特别注意到，这场音乐会专门演
绎了重庆民族乐团的新创作品《重庆风
华》，并以此压轴。在重庆的原创音乐

中，还没有一首全面反映重庆城市时代
新景和重庆人时代精神的合唱歌曲。
《重庆风华》从时代美景开篇：“彩虹卧
波，牵手四岸，城郭魔幻云中漾，大城灯
火映照夜色美，平湖高峡好风光。”进而
回溯到“解放碑钟声回响，旌旗猎猎心
中飞扬。人民好坐江山，初心写在大地
上”，热情讴歌了百年来党带领重庆人
民书写的时代华章。

在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的
重要时刻，更豪迈地高唱：重整行装再
出发，无限风华在前方。

因此这是一个回顾百年征程和伟
大成就，展现重庆城市时代新景，抒发
重庆人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同时，也
何尝不是表达重庆文投对新时代、新征
程、新重庆的深情祝福和重整行装再出
发的坚定决心，也是重庆文化人为了人
民、走近人民、服务人民的奉献之作。

江畔音乐会已成重庆文化的品牌。
我希望它，秉持中国品质、中国气派、重庆
特色、巴渝韵味，同时借鉴西方音乐精华，
借助互联网的翅膀，在“中国管弦乐”的道
路上，精耕细作，精益求精，立体传播，行稳
致远。期待它，立足重庆，牵手万里长江沿
线城市，熔铸长江文化这个音乐会之魂；以
音乐会为核，与其他艺术门类、非遗、旅游、
商贸等行业联动，串起区域的文化产业市
场；做好“江畔”文章，进军长江沿线、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等中国演艺市场，在积累
经验和能量的基础上，勇敢地走向世界。

仰望星辰大海、天上街市，在《重庆
风华》曲终之时，愿两江之畔，常有绕梁
天籁。

更遥想，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大
江大河之畔能看到重庆音乐人的身影，
听到中国的“江畔”之音。

江畔有天籁江畔有天籁 重庆又风华重庆又风华

□春涌

《晚熟——杨兰明油画作品展》近日开展，吸
引了不少观众。杨兰明是一位业余画家，虽自幼
研习绘事，有较扎实的功底，但长期从事的是行政
管理工作，事务缠身，对美术的喜好只有暂时搁
置。如今，半生云烟花甲已过，那个背着画夹穿行
在坡上坎下写生的少年归来了，拂去世事的浮尘，
重新拿起念兹在兹的画笔，将多年积淀在心中的
美景和情愫，恣意挥洒在画布上。

观兰明之画作，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那就是
浓烈的乡土情怀。这次展出的60多幅作品都是他
近年来创作的，以重庆乡村风景为主。

19世纪英国著名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说过，
风景是承载情感的容器。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
人，杨兰明的作品充溢着对家乡的挚爱，饱经风霜
磨砺、亲历城市巨变，存储风景于心中，以色彩线
条来讲述他感悟的乡愁故事，这也是一位重庆市
民在直辖27周年之际献给家乡的一份小小礼物。

兰明之画，笔触舒展、色彩内敛却情感充沛、
个性鲜明。无论是村落、古镇、河流、小桥、树木，
表面风平水静，波澜不兴，但细细观赏，舒适宁静
之中寓以灵动鲜活，有一种生命的律动和内在的
张力，画风温情而浓烈。

比如《黑山谷系列》，他并没有刻意去表现山
势的雄奇险峻，而是以刀代笔用大块的青绿色来
勾画黑山谷的青山之美和雄浑之气，极具韵律感
和冲击力，这恰恰是对重庆人心目中黑山谷的传
神着墨。

比如《涂山古寺》，作者的笔触没有单纯停留
在对寺庙建筑的描摹上，而是让寺前的一株虬枝
盘曲、枝叶翠绿的老树成为画面焦点，通过独特
的视角和构图，生动展现了禅房花木深的意蕴，
也让人不禁联想到法国画家柯罗的风景名作《倾
斜的树干》，朴实中透着诗意。

绘画是画家人生经历和情感的折射与外化，
纵观兰明的诸多画作，初看并不惊艳，但愈看愈有
韵味，一幅作品就是一段故事，蕴含着作者对风景
的阐释，对岁月的感悟。

他的素材都来自于常年行走田间地头的写
生，但作品又不拘泥于景物本身，而是将写实与写
意相结合，既充满生活气息又富有艺术想象力，将
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融入画作中，以此来成
就“心中之画”，正如画展冠以“晚熟”之名，如陈年
老酒，弥散着时光的醇香。

兰明的作品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不矫揉造作，
纯粹自然。他的创作既无迎合市场、待价而沽的功利
之心，亦无参赛获奖、登堂入室之念，只是凭着内心对
艺术的热爱和冲动而直抒胸臆，将积蓄多年的情感
和挚爱宣泄在画作中。比如《丰盛古镇》，画家用看
似潦草随意的笔触描绘街景，黄色的店招、色彩斑斓
的行人使古镇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生机勃勃，
别具一番趣味。

少了世俗的羁绊，远离功利杂念，方能从容抵
抗世间的不安与躁动，创作自然云卷云舒、淋漓酣
畅，作品就呈现一种朴拙纯净之美，用当下流行的
词语来形容就是有松弛感，这也正是兰明作品的
意趣所在，也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古建祥

儿时，夏季的某一天，父亲带着我
和弟弟去赶场。转了一圈后，父亲买
齐了东西，准备回家。弟弟却赖在卖
桃子的摊位前，要吃桃子。

那时家里条件并不好，见父亲不
肯买，弟弟就骑抱着旁边的一棵大树
又哭又闹。父亲执拗不过，只好掏出5
分钱买了一个。看着弟弟破涕为笑，
又看看我羡慕的样子，父亲一咬牙又
买了3个——姐姐和妹妹在家里，没
来赶场。

弟弟抓过桃子，三下五除二，几口
就吃完了。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
们喜欢吃桃子，我们就种几棵吧。于是，
我们把4颗桃核洗得干干净净的，晾干
后跟四季豆种子存放在一起。

第二年播种四季豆的时候，父亲
带着我们在院子边儿上开辟出一块空
地，把桃核种到土里。我们兄妹四人
几乎天天去看种桃核的地方，看着土
地冒出一个小苞儿、露出一丝嫩芽、长
出第一片叶子……

寒来暑往，有三棵桃树苗存活下
来，第二年春天有卷烟那么粗。又过
一年，只剩独苗一棵，有锅铲把子那么
粗，还开了十几朵花。

我们兄妹四人欢呼雀跃，期待着它
结出又大又红的桃子，最好是孙悟空偷
吃的那种。父亲却笑而不语。桃花凋
谢后，倒是挂了几个桃子，但长得非常
慢，一直到夏天结束，才杏子那么大，也
没有变红。忍不住的弟弟摘下来咬了
一口，又吐又跳：“一点都不好吃！”

父亲看着我们失望的样子，满脸
怜爱。他说，这是“毛桃”，不是“钵
桃”。我们当地人把那种又大又红又
好吃的桃子叫“钵桃”，而那种又小又
涩又没什么肉的桃子叫“毛桃”。

父亲说，这桃树不比四季豆、豇
豆，是要嫁接才能结“钵桃”的。于是，
我们又期盼着父亲早一点嫁接，让它
结出又大又红又好吃的“钵桃”。

那段时间，父亲四处打听，终于在
一个远房亲戚家里找到一棵适合嫁接
的桃树。春节刚过，我们就催着父亲
去剪枝条、搞嫁接。

不知道是父亲的嫁接技术学得
好，弟弟妹妹照管得好，还是我们的桃
树种得好，嫁接点的芽苞一天天膨大
起来。一周后，居然有两个芽点长出
了花蕾。

兄妹四人喜出望外，姐姐把这天
大的喜讯告诉父亲时，他居然没有丝
毫高兴的表情，只是淡淡地说，赶紧把
花蕾掐掉。

看着不解的我们，父亲自顾自地
卷了一颗叶子烟、点燃，解释说，这是
刚嫁接的芽苞，养分还很少，养不活花
蕾的，更养不活一个“钵桃”。他还打
比方说，就好比让弟弟去挑水，“人都
还没水桶高呢，挑得动吗？”

于是，我们就盼着嫁接的枝条快
快长大，三天两头地拿筷子去比画，看
哪根枝条长得粗、哪根枝条长得长、哪

根枝条还分了叉。
真正的考验随着又一年春节后

的和煦暖阳开始了。这已经是种桃
的第五年，树干有鸡蛋那么粗、房檐那
么高，树冠成伞状，开满了粉红的花
朵，春风吹来，清香扑鼻，落英缤纷。
桃花落尽，桃叶长出，绿荫如盖。这个
时候，弟弟妹妹的担子就更重了，铁环
不滚了、毽子不踢了，一门心思看护着
桃树。

伤心的是，在桃子长到李子那么
大时，我们发现树上的桃子一夜之间
少了很多很多。天上没有刮风下雨，
地上也没有掉落果子。难道，是被鸟
吃了？

看着我们疑惑的眼神，母亲发话
了，她悄悄告诉我们，是父亲剪掉的。
于是，父亲又开始给我们“上课”：这桃
树还小，不能留下太多果子，晓得不？

“晓得了。”一向善于抢话的弟弟
说，“还没长大，不能挑水。”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果子一天
天变大变红。不过，这又大又红的“钵
桃”也吸引了鸟类、昆虫和小孩子们的
注意。

我们没想到，忍受了播种的辛劳、
成长的等待、嫁接的考验、蔬果的割爱，
还要和麻雀蚂蚁、大人小孩斗智斗勇。
父亲似乎早有谋划，给我们分了工。
弟弟妹妹负责对付蚂蚁昆虫，来一个
摁一个；我和姐姐负责对付麻雀画眉，
敲盆敲碗；母亲则对院子里的孩子们
许诺，桃子成熟后每人分一个。

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一年夏
天持续高温干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
桃子，开始开口开裂，露出红色的果
肉，成群的蝴蝶和飞蝇让我们防不胜
防，有的果子甚至坏掉，落到地上。

我们不得不提前收获。摘完一
数，一共 23个，完好无损的只有 10
个。父亲问怎么分。母亲说，院子里
还有8个小伙伴，就送他们每人一个
吧，我们自己留两个。稍作停顿，母亲
又说，爷爷奶奶那里也送一个吧。

五年的时间，浇水施肥、驱虫赶
鸟、嫁接蔬果，等来的只有一个完好无
损的桃子。兄妹四人的悻悻然可想而
知。但父亲却显得很高兴，他打来一
盆水把这个桃子洗了又洗，均匀地分
成6份，再放到盘子里。父亲郑重其
事地说，今天是收获的日子，虽然只有
一个完好无损的桃子，但明年就会有
更多更好的桃子了。

“只要桃树在，我们就会有越来越
多的桃子。”母亲说。

这一年秋天，弟弟妹妹都上学
了。那棵桃树越长越大，结了越来越
多的桃子，又大又红又好吃。

不过在我们的记忆里，最有味道
的还是那个分成6份的桃子。

它是我们亲手种出来并分享的第
一个完好无损的桃子，饱含着播种的
辛劳、成长的等待、嫁接的考验、蔬果
的割爱，以及和麻雀蚂蚁、大人小孩的
斗智斗勇，更有父母寄予其中的用心
与期望，滋味隽永。

种桃树种桃树
内心的风景内心的风景

丰盛古镇（油画）

投稿邮箱：kjwt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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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凤连

第一次见到单位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就被逗乐
了。

它们斜着头，仰着脸，四只圆鼓鼓的大眼睛，齐
刷刷地盯着我，仿佛有好多话要跟我说。两张大
嘴，开心地咧开来，呵呵大笑，兴奋得舌头都伸出来
了。四只脚，牢牢撑住地面，蓄足了劲，感觉稍不注
意，就要扑到我怀中来。

好一对憨厚稚拙、天真淘气的石狮子，我伸出
手，摸摸它们的头，拍拍它们的背，自言自语：即日
起，咱们就朝夕相处了，只要乐意，每天上下班，都
可拉个手，问个好。

这对石狮子的个头不大，蹲伏在大门前，一左
一右，各自背着一根粗壮的柱子。高大厚重的柱
子，与它们小小的身躯形成巨大反差。

单位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这对石狮子叫柱础，
是用来保护大门口门柱柱脚的。有了它，地上的潮
气就不会浸到柱子里。它们还有天气预报的功能，
只要石狮身上冒出小水珠，天必下雨，百试不爽。
我查了资料，还真有“础润而雨”的说法。

和这对石狮子玩耍最多的还是单位大院里的
孩子们。一到双休日，他们就围坐在石狮子周围，
有的端着饭碗，坐在石狮子屁股上吃饭；有的把作
业本放在石狮子身上写作业；还有的把书包挂在石
狮的脖颈上，多的时候，一个石狮子的脖子上要挂
五六个书包。

每次看到挂着一大串书包咧开嘴大笑的石狮
子，我都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忍不住想，假
如石狮会说话，会突然冒出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

乐乎”吗？
去年，西南大学一位姓王的教授来山区采风，

他趴在单位门口，戴着眼镜，手持放大镜，对着石狮
子，一个劲地照来照去，边照边记录，忙碌了大半
天，还意犹未尽，使我对这对石狮子格外关注。

王教授说，这对石狮子，正面看，一副愚顽拙朴
的面容，粗犷奔放，神似形不似；但看它的背面，线
条流畅灵动，雕工极其细腻精准，形似神似，气势飞
扬。它们终日背着两根巨大的柱子，负重如山，可
脸上却没有一丝怨气，而是昂首仰面，目视远方，嘴
角高扬，哈哈大笑，极好地表现了“以苦为乐是大
乐”的主题。

听了王教授的话，我萌生了去拜访这对石狮制
作者的想法。同事们告诉我，石狮是我们酉阳铜鼓
镇清泉村一位姓万的老石匠雕刻的，那儿距离单位
大约一小时车程。

那天刚下过雨，山林里到处是水，耳朵里灌满
哗哗水声，空气被雨水洗过，弥漫着树木和青草的
气味。

万石匠的家离老龙洞不远，一见面，我就忙着
请教。

“怎么才能知道一个石匠水平的高低呢？”
“山里石匠，手艺大多是祖传的，水平都差不多，

非要分出个高低，要我说，主要看錾路功夫怎样。”
“錾路？”
“就是钢钎在石料上刻下的线条，这不，你看看

我家的屋基石，这可是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哩！”
蹲下身子，定睛细看，墙壁底部的整条石块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条，有的是直线，有的是斜线，
有的呈菱形，有的呈圆形，一根，两根，千万根。在

坚硬的石块上，刻下如此庞大的线条巨阵，不知要
付出多大的心血。

“不要小瞧了这些錾路，要达到心手相应，铁
锤、钢钎、石料合一，随心自如地在石头上刻线，那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好的石匠跟师傅也要学个三
年五载。一锤一锤，一条线一条线，千万次练习，一
整天一整天击打。”

“如此枯燥、乏味、重复的线条真是累坏了人！”
“是啊！养儿莫学打石匠，天晴落雨在坡上。

石匠是苦，但我自有解苦的法子。就说这直线，我
叫它‘一炷香’；斜线，叫‘风赶雨’；菱形，称作‘梭子
灯’；圆形，称作‘古老钱’。”

“在石头上刻一条直线不费劲，刻千万条一样
的直线很费劲。但我把直线当成是‘一炷香’，寻思
着，百年老屋，纤尘不染，阳光照进来，没有一丝风，
点燃一炷香，敬天敬地，祈求家人平安康乐，一锤
锤，一錾錾，千万支香，刻着刻着，就满石生香。”

“在石头上刻一条斜线不难，但要刻下千万条
斜线，线线匀称，都像尺打的一样，是很难。可我把
斜线当成是‘风赶雨’，想象着，初春时节，绵绵细
雨，洒在秧苗上，落在草木间，一阵轻风吹过，雨丝
齐刷刷地斜过来，风赶雨，雨随风，万物生长，五谷
丰登，刻再多的斜线也乐意。”

“这个能在劳苦中找到乐趣的办法真好！”
谈起单位门口的那对狮子，提到王教授。万石

匠说，三年前，是有个教授，也姓王，戴着眼镜，手里
还拿着个放大镜，说是要写一本武陵山区民间美术
的书，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到处找民间艺人访谈，他
还在我家住过一宿，也不知这个王教授是不是你说
的那个王教授，这人吃得苦，他的书早该写好了吧。

一对乐呵呵的石狮子一对乐呵呵的石狮子

重庆公安网 www.cqga.gov.cn 报警 110 火警 119 医疗急救 120 法律咨询 12348 公安督察 63758111 市检察院犯罪举报中心 67522000 市公安局犯罪举报中心 68813333 交通报警 122 路灯投诉 63862015 交通违法查询 www.cqig.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