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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了是不久前的哪个深夜，
一位很美的女士转发了铁子老师
名为《春泥百草香》的画展预告，地
点在五村的“前沟之恋”。

心突然就动了，在这样的夏
天，在那样的地方，看一场那样的
画展，该是多么风雅的一场遇见。
那位很美的女士终究因为琐事未
能同行。遗憾未及蔓延，好友王峰
便约我一同看展，欣然而至。

我是来过这儿的，那年的深
秋，耳畔的风刚起了一丝凛冽的味
道，便同几位友人一起来了，只是
一眼，就被惊艳。石板铺就的山间
小路朝着它想要抵达的地方蜿蜒
着。一处处的院落并不整齐划一，
一些院子门口埋了几口大缸，缸里
是开败的残荷，枝叶虽败，风骨犹
存，为渐起萧瑟的秋意平添了一份
禅意。

山间小径有用青石砌成的矮
桌，桌面泛着反复打磨使用过后的
油润，桌子的四角被磨得恰到好
处，棱角依稀，已不见尖锐。我不
禁想，这青石真是雕琢到了一个很
难达到的境地。如人初入俗世，不
懂静心敛意，一身的锋芒恨不得都
露在明处给大家都来看看才好，说
话要冲，喝酒要烈，宛若未曾打磨
的大石，棱棱角角锋芒凌厉。

渐渐年长几岁，周围人得志的
早已得志，自是修得八面玲珑，圆
滑妥帖的宛若雕刻而成的艺术
品。而不得志的便也丧了气，自己
撞掉也好，别人敲掉也好，之前身
上的棱棱角角竟也圆圆润润。而
经历种种过往，既锋芒不露又存有
棱角有度的人就显得弥足珍贵起
来。他们能杀伐决断，亦能心存慈
悲，虽过尽千帆，幸初心仍在。

石桌上是一套茶具，粗瓷的茶
壶上疏疏落落地画着几笔梅花，古
拙而又生动，茶壶下面是一架小小
的泥炉，它们静静地在那儿放着，
诉说着主人的优雅。很久之前就
读过的一句诗“绿蚁新醅酒，红泥
小火炉”在此刻终于有了具象的感
受。那一刻，我多想和我的朋友们
在这淡淡寒意的秋季下午，围坐在
这石桌旁用眼前的泥炉煮一壶清
茶，喝茶叙话，该何其风雅。

然彼时“前沟之恋”还未对外
开放，我们去游览并未提前知会主
人，若擅用主人茶具更是无礼。悄
悄地压下心里澎湃的念头，只小心

翼翼拿起那把小壶细细观赏，同行
的友人拿着相机抓拍一帧照片，竟
也颇有韵味。大约，到了这个地方
人亦会受环境熏陶，清雅便不自觉
地生出来了。

村里的院落多以红泥土坯做
墙，一座座还是旧时的模样。推开
泛黄的院门，岁月的厚重感便扑面
而来。恍惚间，觉得似曾相识，是
什么时候到过这样的院落呢？小
时候某一次去乡村的亲戚家拜
访？还是更小的时候被父母抱着
去过的什么地方？或者根本只是
在梦里见过。

有一处院子的正中是一棵挺
拔的山楂树，许是有了岁月，这棵
山楂树要比之前看到过的高大许
多。抬头望去，树上挤满了红艳艳
的山楂。叶子已经泛黄，随风飘零
着。有的山楂已经熟透，便脱离树
的怀抱，纵身跃在地上。

秋尽冬来，这棵有年头的山楂
树守着这有年头的院子，年复一
年。它呈现出一种丰艳的，浓稠
的，却让人感觉有些寂寞的美，寥
落而又生动。

而这次踏着韶光故地重游，自
然又是一番光景。

初夏的下午阳光温暖和煦，我
们循着小径朝“一脚泥巴”图书馆
走去。微风拂过，周遭的丁香花影
浮动，香气便随着阵阵微风朝人们
徐徐送来。风把丁香的浓郁分散
稀释开来，人们闻到的，便是恰到
好处的幽香。一面背阴的山坡上
长满了不知名的紫色小花，浅浅的
紫色星星点点，连成一大片，把山
坡、沟渠那些裸露的泥土装点得诗
意盎然。

所有的小草沐浴在春日的阳
光里肆意生长，它们是莹莹的翠
绿，散发着无限的生机。“一脚泥
巴”图书馆就在这片翠绿中静静地
站立。

看见它，走进它。在这里，时
间仿佛停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泥刷的墙，砖铺的地。老式的
电话、钟表和电影放映机。还有仿
佛用过很久，油漆已经剥落的椅子
和茶几。坐上一张年代感满满的
椅子，随手拿起面前的一本书翻
阅，内心深处那些对审美和意境的
想象便一点一点地蔓延开来。

踏着木制的阶梯通往二楼，盘
坐在地下的蒲团上，拿起一本书翻

看，或者不看，就坐在那里发呆，置
身其中，一点点感受着这里的底
蕴。身旁古拙的陶土瓶子里或插
几朵小小的风干莲蓬，或插一束姿
态肆意的芦苇。在这方清雅的空
间里，要静静地坐在蒲团上，捧起
瓶插细赏，或闭上眼睛，任由思绪
飘去远方。同行的友人如果在此
时按下快门，即便是摄影小白，也
能得到几帧文艺气息极其浓郁的
摄影作品。

洁白的不知名的花簌簌地落
下，我们牵着手，踏着满地落花，去
观赏铁子老师的画。画展在距“一
脚泥巴”不远的一处展馆里举办。
这里有个很文艺范儿的名字《墙外
艺术馆》。依稀听铁子老师说这次
画展的创意和策划都是张国田先
生提出并全程参与实施的。以前
也依稀听说过张国田先生的名字，
听说过他为我们这片土地所付出
的艰辛。

艺术馆的布置颇具现代气息，
纯白的墙面挂着一幅幅铁子老师
的画作。墙面是白的，地面亦是白
的，整个氛围有一丝丝的清冷，但
铁子老师的画却是热闹的。

或春耕，或秋收，或节庆，或会
友。着实生动有趣。感觉他的画
既有《星空》的意境，又有《向日葵》
一般的色彩。仔细看，感觉他的每
一幅作品其实都离我们的生活很
近。他的作品是抽象的，写意的，
有的人物并没有描绘五官，但是通
过画面的场景和色彩的调和，人物
的衣着和动作勾勒，一个个人物竟
感觉无比鲜活，在画面上你能看到
他们在做什么，你甚至可以听到他
们在说什么，我想大巧若拙就是这
样吧。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永
远是贴近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

当我们正认真欣赏铁子老师
的作品时，展厅里走来了一位气质
高华满头银发的前辈，他热情地向
我们介绍正在展览的作品和举办
这次展览的初衷。

他邀我们一同到村里走走。
闲谈中，我们才得知眼前这

位温和有礼，儒雅健谈的前辈竟
然就是本次画展的策划人，平遥
国际摄影节总策划和五村的整体
设计者张国田先生。他给我们讲
起驻村伊始刚见到前沟的样子。
一个荒废已久荒芜破败的村落，
堆满了垃圾，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数里不闻鸡鸣犬吠。但是他用他
的艺术视角，发现了这里独特的
美，开始一点点地打造成我们今
天看到的样子。这期间的艰辛困
难可想而知，但那些辛苦先生却
只字未提。

先生说，前沟是他至今为止艺
术生涯中最完美的一个作品，是他
内心深处的爱和依恋，只有在这方
土地上他才能无拘无束地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思考艺术，思考人生。

我不懂艺术，但我能了解先生
内心深处对艺术那种澎湃的热
情。我觉得前沟和国田先生是相
互成就的最好典范，先生用他的心
血浇灌在前沟这片并不肥沃的土
地上，前沟也不负所望地在滴滴心
血浇灌下终于长出了血肉，开出了
花朵。他们互相成全，他们相得益
彰，正如铁子老师的画和前沟的
景，那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村里的客房都已经装修完
成，它们是旧时的窑洞，更是如
今的桃源。不同于其他民宿大红
大绿的浓艳调子，这里窑洞深
深，实木质地的床上洁白的床单
和现代化的卫浴让房间看起来高
端而舒适。

窑洞内泥坯的墙上挂着铁子
老师色彩浓郁的作品，窑洞外面
用玻璃和钢架延伸出一个并不算
小的空间，这片空间里阳光充裕，
盆栽的植物在角落里吐露着丝丝
绿意。躺在被阳光填满的藤椅
上，迎接最休闲惬意的时光。陈
旧与新生，传统与时尚，风雅与世
俗在这里完美地融合成一种叫格
调的东西。

我不禁想象起未来来到这里
客人的样子，有情人交颈呢喃，他
们的情话和秘密被埋藏在窑洞的
深处。恩爱的夫妻带着年幼的孩
子在周末踏入书香氤氲的田园，儿
女带着已经老去的父母回忆当年
的窑洞情怀。大批的艺术生带着
他们的画板迎着朝阳在这里写生，
采风。三五好友在这里雅集，喝酒
品茗，醉了，便席地躺下看星星。

我想，假以时日，这里必定群
贤毕至，雅客云集。

夕阳西下，我们向国田先生挥
手告别，回首再看前沟，处处都是
巧思，步步皆是风景，这个地方承
载了一切我对美好和风雅的向往，
它值得我们无数次的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