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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之前。法的功底当然是创作
的前提之一。没有金刚钻，干不了瓷
器 活 。 问 题 出 在 ， 创 作 之 中 法 的 概
念 ， 完 全 不 同 于 临 碑 临 帖 所 掌 握 的
法 。 如 果 用 于 正 书 创 作 ， 还 勉 强 可
用，而草行书创作就完全用不上了。
在草行书创作中，创作主体的情感与
法的关系，是法对情感的应即关系，是
对内心理念的无条件执行。所以离开内
心所需，法便没有意义，法不能独立存
在。草书创作是瞬间立判，作为唯一的
艺术语言——点画的线运动，既是情感
又是方法，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既是物
质又是精神。草行书创作的这种状态，
书法艺术之外的任何艺术门类，都不具
备这种电光石火的情感和技术相碰撞的
瞬间性。在一定程度上，草行书创作情
感与技术是同时发生的。苏东坡说，

“诗不尽意，溢而为书”。这个溢字道出
了一个秘密，诗作为文学语言是难以将
作者内心的全部情感作出淋漓尽致的表
达。而书法的法，在高技能的前提下，
能够负载创作心情的全部信息，溢出来
的部分全息展现了。所以，如平复帖、
王羲之的大量信件，颜真卿的祭侄稿，
以及其后的扬凝式、徐青藤诸人，他们
的作品历经千年而不衰，那是因为出
神入化，全部情感化了。“唯见神采，
不见字形”，法、技术都消失了。我们
对这种现象，做历史的回望，该得到
什么启示呢？

三点，缺一不可。
第 一 ， 是 以 情 观 形 的 临 摹 前 人 ，

而无需照相似的临摹。林散之、何绍
基临帖，从不在像不像上下功夫，而
是从心里发出对范字的情感理解。是
对点画和字形的意趣上的收获。这就
是技近于道的方法论。

第 二 ， 是 修 学 储 能 ， 先 博 后 渊 。
毛泽东、谢无量是当代大书法家、大
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中国文化，
无论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诗
词歌赋无不精通。说到底，书法点画
造型，所表现的，是作者的全部人生
经验的体验，作为书法人，内心没有
人格、学养和修养作底色，是玩不出
高度来的。

第三，了悟我们个人生命的终极
意义。多些利他，少些私欲，作个平
凡人。避开名缰利锁的捆绑，知足常

乐，明白释然于私利是最大的财富。
精神充实了，心被放空了，和花木禽
鱼一样，唯道是从，回归到自然的一
份子，笔下就自然、就轻松。书法艺
术拒绝欲望，拒绝装神弄鬼，所谓好
书法，就是与自然同乐。书法艺术是
最好的修行方式，是我们对利欲渐离
渐远的一个取舍过程。

做到这三点，就踏上了书法艺术
创作的正途。然而，这不是艺术创作
的终极，还有一种至高境界，期待我
们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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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亦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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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略谈书法创作
□ 刘太宗

春节我在岗春节我在岗
□□ 周玲周玲

春节有什么？
聚会，团圆，春晚，
欢笑，饺子，鞭炮……
除此之外，
还有一群可爱的人，
放弃回家团聚，
选择坚守岗位。
在万家灯火之外，
默默守护，
无私奉献！

春节是什么颜色？
一定是那最动人的党旗红！
春节期间离石区各基层党组织担当作为，
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
组织落实服务就地过年群众八条措施，
积极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依托“党建+全科网格+服务”模式，
组建服务专班，帮扶困难群众，
关爱企业职工，心系留离教师，
成立 170个便民服务保供点，
爱心热线不间断，
……
一项项暖心举措
让党的关怀
在这个春节发酵、升温！

一定是新闻人镜头中的那抹彩，
春节期间，他们依然脚步不停，
奔波在新闻第一线，
记录那些正在发生的大事小情，
全力做好宣传报道，
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到千家万户。

一定是医者仁心的那抹白，
面对春节返乡的特殊时期，
工作繁杂，责任重大
他们坚守岗位，恪尽职守，
冲在疫情防控最前沿，
石州无恙，
是有人为我们搭起了安全屏障。

一定是“城市美容师”的那抹橙，
从晨曦微露到灯火阑珊，
他们的身影穿梭于大街小巷，
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温度，
洒下你与家人欢声笑语的整洁道路，
都是他们用汗水在辛勤浇筑。
……

还有太多太多的各行各业的党员干部群众，
万家团圆时，他们在一线工作；
万籁俱寂时，他们在岗位坚守。
用情用心用力，
绘就幸福离石的温暖底色。

春节我在岗，坚守显担当！
致敬这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们，
感谢你们守护万家灯火，
让这个春节温暖祥和。
点赞离石区每一名节日里坚守的你！

“ 妈 妈 ，快
到元宵节了，我
好 开 心 啊 ”，小
宝 兴 冲 冲 地 跑
过 来 对 着 我
说 。 我 说 ，“ 你
喜 欢 元 宵 节 的
什么呢？”。“当
然是吃元宵啊，
圆 圆 的 ，糯 糯

的，甜甜的元宵”，孩子回答得很
流利。

是啊，现在的孩子对元宵节
的兴趣就是吃元宵。而我小时
候 过 元 宵 节 ，也 不 懂 元 宵 是 什
么，只盼望过元宵节，能高高兴
兴跳火把，快快乐乐吃烤枣山馍
馍和看大人们扭秧歌、转九曲黄
河阵。

我的家乡是山西省柳林县
的一个小山村，山把一切植入这

片贫瘠的土地，村里人家的房屋
都是依山而建的窑洞。我的老
家就在黄土堆积的山梁上，一座
不大的院子，土窑洞，土墙，清一
色的净土，瓦蓝的天，这里保持
着淳朴的民风民俗。

元宵节前两天，每家都要在
大门外边的空地上准备一堆柴火，
一些干枯的枣树枝上面堆着干蒿
草，到了元宵节傍晚打火把用。

元宵节这一天下午，要把院
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天暗
下来一些，就要把柴火点着，燃
放一些过年前就买好的鞭炮和
花炮，随着此起彼伏的炮声和逐
渐弥散开来的火药味，整个村子
都被照的通明，因为人们深信火
把越大日子越过越红火。院子
外边的火把点着，每家每户的大
人小孩都围在火把周围，每个人
脸上都堆满笑意，说着吉祥如意

的话。等火势稍微弱了下来，健
壮的男人和女人们就开始从火
把的一头跳到另一头。听奶奶
说，跳火把就会把一年的噩运丢
掉，在未来的一年中万事如意。
老人和小孩子都要等火势很弱
的时候才或跳或跨，在火堆旁寄
予自己美好的希望。

跳完火把，就要开始烤枣山
馒头了。枣山馒头是在年前做
好，供奉灶君和天地爷爷的，这
朴素的信仰里流淌着村里人对
生活的敬畏。到了元宵节跳完
火把后，将枣山馍馍烧烤着家里
人分食。据说因枣山形似九头
鸟，火烤九头鸟，有驱灾辟邪的
寓意。其实，烤好的枣山馒头表
皮焦黄香脆，里面还有红枣的甜
味，味道很美，而且还有健胃的
功效。

吃完枣山，村里人还要赶去

村大队院子里扭秧歌，或者去乡
镇大院转九曲黄河阵。九曲黄
河阵是姜子牙传下来的一种民
间游阵，围栏中高挂平安灯、发
财灯、送子灯、前程灯、求婚灯、
长 寿 灯 、步 步 高 升 灯 等 十 八 盏
灯，远近村落的人们就络绎不绝
地 去 穿 梭 游 阵 ，为 的 是 祈 福 求
财、祛邪去病，讨个喜庆。这些
活动，不仅为节日增添了喜庆气
氛，而且，让村民们在新年的开
头，振奋精神，以饱满的热情迎
接新的一年。

现 在 ，回 想 起 家 乡 的 元 宵
节，虽然没有吃过元宵，没有赏
过 花 灯 ，但 是 记 忆 中 却 装 满 快
乐。也许从那时起，我心中就播
下快乐的种子，生长出对生活火
热的激情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家乡的元宵节
□ 卫彦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