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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著名军旅作家李本深是文
水人，而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丰碑》更是
耳熟能详，我知道他是从一名普通骑兵成
为专业作家，进而又有书画所长。也许是
文化的缘分，一日，我俩竟在天后岛的民
俗文化园不期而遇，初次见面，他给人的
印象是那么谦虚可敬，让我崇拜中多了一
些敬仰。

不久，李本深应文水丽彬文化园邀请，
开办了书画工作室。他夜以继日勤奋创
作，一幅幅画作在他笔端流淌出来，《桃花
满天红》《月是故乡明》《一剑长歌下天山》

《登幽州台歌》……再后来，“山水梦·故园
情”——李本深书画艺术展在丽彬文化园
开展，展出书画作品近 200幅。著名作家莫
言题写了展名，时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
书记、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杜学文写了
序。“自以为可丹青作伴，怎且料竟以文名
人。李本深，吾国军旅作家之重镇也。有
长篇小说等十数余部，影视之作多部，获奖
竟无数。尤以《丰碑》一文名世。字短情
长，言简意赅。读之震撼，情发于衷，泪出
于心，真军人也。作文之余，不舍写生，继
而痴迷，多有佳作。古人云，诗人以画为无
声诗，诗为有声画。诗画有别，亦为同一，
求得真情也。”在评价他的书画时，杜学文
写道：“本深作画，以百师为师。举凡贤者，
尽习其长。雁过拔毛，不使漏网；遍地捞
鱼，鱼虾同吃。虚心是问，转化而新。不拘
一格，自成一体。其作，多为山水，少有人
物。善用留白，无中见有。有无相生，境象
自然。少笔多墨，皴法纷乱，晕染参差，意
象纷呈。多高远之意，有险峰峻岭之矗立
伟岸；长平远之境，显重峦叠嶂之水绕云
环。其形峥嵘，其象突兀，其意温软，尽显
大自然之鬼斧神工，人间之生机无限。”

李本深不仅具有很深的文学修养，更
能诗书画印，他把文学与绘画紧密结合在
一起，特别是诗、书、画、印的结合。他认
为王维曾有“夫画之道，水墨为上”之说，
追求“意在笔先、趣在法外”的境界，标榜
水墨精妙能够入“道”。苏轼的主要观点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就是文人画
要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即所谓诗情画
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都是在说一律；

而天工与清新是说诗画如果不是妙手偶
得、上天的机缘所赐佳句，就必须重在清
雅新颖。

李本深认为，诗画结合，有两层意思，
即画上无诗、书题款，而有诗意，可谓诗、
画意境的结合；画上有题诗书款，诗画相
配，相得益彰，使有限的画面包含无限的
寓意。所以“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
画”（《东坡集》）。在强调诗画结合的同时
也强调书法入画法，认为作画要像写字那
样见笔力，甚至主张“书与画一耳”。

李本深书画展的同时，还举办了李本
深文学作品展，展出了他创作的长篇小说

《唐林上校》《刀下泪》《青山伏魔记》《疯狂
的月亮》《海子》《桃花尖》《灵魂的重量》等；
小说集《昨夜琴声昨夜人》《我的血汗马》

《西部寓言》《丰碑》等；散文集《塞上桂香》
以及长篇纪实文学《西部大找水》等。展出
了他在《人民文学》《十月》《收获》《解放军
文艺》《小说界》《昆仑》《小说家》《当代文
学》《作家》《小说选刊》等刊物发表的各种
文学作品原件。展出了他的编剧作品《香
香闹油坊》《铁色高原》《月圆凉州》《甘南情
歌》等，这些影视作品均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还展出了李本深在人民文学杂志社、
解放军总政治部、羊城晚报、兰州军区等获
文学奖证书。

疫情期间，我开始《乡村记忆》系列纪
实文学的写作，在写到武良村时，李本深
自告奋勇给我联系了他家乡的村干部，在
村里走访老者，寻访古迹，和乡亲们座谈
气氛热烈，看得出他对家乡无限的热爱，
和乡亲们真挚的感情。这种家乡情怀不
仅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他的
画作中。那山水，那云海，分明就是文水
古十景的商山叠翠、石门宕雪、谷口秋风、
隐泉春水、平陵晚照。

李本深总是把身边人当成老师，他觉
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值得学习
的地方，他愿意把他们都当老师。李本深
和莫言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同学，莫言有
诗曰：“威震河西李本深，行空天马踏青
云。三十年后重相见，依旧锋芒不让人。”
我祝愿李本深老师威震河西出佳作，行空
天马绘彩虹。

我所认识的
李本深老师

□ 梁大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