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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是春深似海，燕婉莺啼的季
节，但四月的黄河滩，夜依然有些凉，风依
然有些硬。一轮明月从东天升起，使荒凉
的河滩，顿时变得神秘，富有诗意。青蛙在
水中叫；野鸭子“嘎咕——，嘎咕——”的
在芦苇荡中鸣。夜静谧而安详。

我们十三个人驱车来到黄河荒滩上
的瀵水。

瀵水是一种地下温泉，据史书记载，
其主要分布在秦地合阳沿黄河一带，这种
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用之浇田，则禾苗
肥壮；以之沐浴，则可祛病，故而，深受当
地老百姓的看重。我们来到的这个温泉，
坐落在合阳县东王里乡，上午，乡上的领
导曾陪我们参观过。它足有三十亩地大，
里面放养着热带罗非鱼。听说原来是一个
泉眼，泉眼有老瓮粗，当地政府组织村民
将其围起，只在旁边留了一个出水口，于
是便形成了眼前的瀵池。我用手摸了摸
水，微温，问当地人，言有近二十度。池水
深浅不一，从边上的一、二尺到中心的三、
四米不等。水中，长有水草，随了水流的冲
击，左右招摇。因为是人工放养，池中的鱼
极多，一尾一尾的，清晰可见。恰好有乡人
在此垂钓，我们借来鱼竿，随便抛入水中，
功夫不大，就见浮漂下沉，急忙将竿一甩，
立刻，一条三、四两重的鱼，便被水淋淋地
钓上了岸。我们一阵欢呼，旋又垂下了钩，
大约二、三分钟的模样，便又有了收获，不
由从内心发出感叹：真乃天赐宝地也！当
然，这是上午的事了。眼下是黄昏，我们要
来一次富有浪漫情调的夜泳。

脱了衣服，凉风一吹，浑身顿然一紧，
急忙跳入水中，立刻便没有了寒意。水很
滑腻，微凉，但不冷，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来
形容的话，我以为夏夜中少女胳膊所拥有
的温润、滑溜、清凉，庶几近之。同来的，凡
是会游两下的，都下了水。水中的月给打
碎了；鱼的清梦给搅醒了。大家各显神通，
或蛙泳，或仰泳，或蝶泳，或潜泳、侧泳，甚
而还有狗刨式的，不一而足，但玩得都很尽
兴。我先潜泳了一阵，旋又蛙泳，待游到中
心，便仰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随波逐流。
此时，新月在天，若玉盘金盏，明媚可爱。夜
风嗖嗖，使人头脑清爽。四周则是盈耳的虫
声、蛙声，还有野鸭子的鸣叫声。斯情斯境，
真让人有超凡脱俗之感。自从进入城市，我
已多年没有在乡间的泉水中戏过水，今夜
在远离家乡数百里外的异地，抛却人世的
烦恼，作一番逍遥之游，重温一下少年时代
的梦，也可算人生一乐。乡上陪同的人对我
们讲：“你们开了风气之先，这里的老百姓，
从来没有这么早下水的。”

是我们开了风气之先吗？未必。在瀵
水的浇灌下，这里早已是生机盎然，春满
人间了。不信么？请看看黄河滩上的万青
芦苇吧，它们正以蓬勃的绿意把人间胀
满。而我们正在游泳的瀵水，此时也是朦
朦胧胧，溢满春气，宛若一位浴后的美人，
显得更加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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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蓬勃地生长着，即使无人照料，那块

土地依然保持着昂然的生机！
这曾经是父亲的土地，现在轮到母亲看

守。母亲的眸子里总是灌满了深邃和忧郁。
父亲在我们全家都没有任何心理防备的

冬天突然就离开了。那个冬天，房前屋后的树
木萧瑟。母亲穿上了父亲生前为她买的棉衣，
可母亲总说冷。我不知道那个冬天和以往有
多大差异，只记得母亲在那个冬天里表现出
前所未有的矮小，甚至瑟缩着不愿出门。

家安静极了，能感觉到风呼呼划过玻璃
发出的轻微震动和小狗踅行时不规则的喘
息，我开始惧怕这样的静谧。

那天，母亲没有披棉衣出了家门，她来到那
块日渐荒凉的土地上，依着那棵樱桃树，不言不
语，直到树枝上最后一片枯叶轻轻飘下来。母亲
静静地注视那片枯叶，她的眼角有些湿润。

那把锄头锈迹斑斑，因为好久没有用过，
锄把上长了许多小霉点。母亲用布擦了一会
儿，然后浸泡在水里。

这些都是父亲生前的事情，那时母亲的
任务就是操持家务和照顾好我们。

母亲扛着锄头，来到了那块地上，她没有
急于放下锄头，站在荒芜的地边，不知道怎样
开始。

锄头有些重，我看见母亲的肩膀慢慢佝
偻下来。

母亲放下锄头，弯腰去拔那些生命力极强
的野草。她先是俯着身子，然后屈膝，最后干脆
跪在地上。拔完一片，又起身继续向前拔。

野草躺下了，母亲一次比一次更缓慢地
弯腰起身。

秋天，那块地里的白菜苔绿油油的，娇嫩
的菜枝上长满含苞待放的黄色花蕾。蜜蜂贪
婪的萦绕在那里，一夜间突然绽放的花蕾，总
是会给它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学校离家不是很远，母亲为了我和姐姐
的学习却执意要我们住校。星期六，母亲摘下
所有的菜苔，到菜市上卖。我和姐姐看着晚霞
渐渐被夜色稀释，月牙儿从对面山顶探出头
来时，终于记起这是母亲第一次卖菜。夜更浓
厚的时候，我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惧，手
牵着手，顺着小路边走边叫着：“阿妈，阿妈。”

“喂，我在这里！”
小路上多了三个夜晚归家的人，不觉得

孤独，因为有了母亲我们本来就不再孤独。
母亲忙碌着给白菜苔施肥，锄草，然后每

到星期六就到菜市上去卖。菜苔被折断的部
位总是很快的又长出鲜嫩的新枝。虽然不记
得那个秋天母亲卖了多少次菜苔，但菜苔那
坚强的生命力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根深蒂固。

始终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要选择我们回
家的日子去菜市，直到那天接过母亲递给我
们的一叠邹巴巴的零钱。

“今天菜苔不好卖，没挣多少钱，先拿这
些钱交给学校，不够的明天我再给你们送到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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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地再也没有荒芜过，地边间隙种上

了几十棵樱桃树。
春天，小树茂盛的枝叶严严实实的把地遮

了个水泄不通，母亲那时空闲了下来，经过牛
耕，简单的种些小菜供自己家食用。母亲说：“土
地是长着心的，你对它好，它就会对你好。”

母亲全心全意的呵护，土地再也不生硬
板结，它无言的默默奉献着！

黝黑鲜绿的叶子你拥我挤，使得夏日火
热的阳光也只能借助风的力量，时不时好奇
地窥视那块地。

熟透的樱桃挂满树枝，像星罗棋布的红
色珍珠，在斑驳的阳光里铮铮闪烁着，压得大
树喘不过气来。

樱桃丰收的季节是我们全家最忙碌的时
候，它的收获期限严格固定在二十天左右。那
段时间里，我们早出晚归，每天吃饭也基本在
地里。母亲负责出售樱桃，我和姐姐负责采
摘。我们家的樱桃味美肉丰，个头大，销售总
是供不应求。那时，母亲总忘不了留下一棵樱
桃树，选个好日子，做一坛香甜可口的樱桃
酒。每逢佳节或者是有客人，我们都能品尝到
樱桃酒那沁人心脾的甘甜。

风儿由暖渐渐冰凉，万物都萧条起来。樱
桃树光秃秃的，树干也没有往日光滑细腻，紧
皱的皮肤上长满无数灰褐色的小斑点。这时
候，母亲就弓着腰，一粒粒饱满的豌豆从她的
手里迫不及待跳进坑里，母亲用小钉耙轻轻
地给它盖上泥土，像阿妈为孩子遮挡住寒风
的威慑一样尽职尽责。

冰刺的寒风更加深入那个季节，豌豆调
皮的小脑袋东摇西晃的钻出母亲给它们盖好
的“棉被”。

当冬天好不容易挤出个灿烂的微笑时，
母亲又开始锄草、施肥，记得有一次，豌豆尖
上来了许多“不速之客”，几天下来，绿绿的叶
子耷拉起来。母亲焦急得彻夜难眠，第二天，
睡意朦胧的我，被一阵哗啦啦的水声吵醒了，
拉开窗帘，看见母亲正在专注的调药。

母亲的爱养育着我和姐姐，也滋润着那
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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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勉唐画派

著名画师藏巴·曲英嘉措(1620-1665)
在继承勉唐画派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地区绘
画的一些特色，开创了“新勉唐画派”或称

“勉萨画派”。新勉唐画派同样受到汉族地区
画风的影响，且要同嘎玛嘎孜画派拉开距
离，所以新勉唐画派就在画面的装饰性上下
功夫，用丰富的细节来填充画面，大量用金
来做装饰纹样，创造出一种偏向世俗审美的
绘画新风。

曲英嘉措曾担任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
喇嘛的画师，他同掌握西藏地方政权的格鲁
派有密切联系，获得了政治、宗教和经济上
的大力支持。他为新勉唐画派的发展、壮大
不懈努力，从而使得该画派成为当今卫藏地
区唐卡画风的主流。在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
桑杰嘉措修建布达拉宫时的壁画工程里，他
和新勉唐画派的艺术家把西藏人文历史从

“猕猴与罗刹女的传说”一直到“固始汗在西
藏”都用绘画做了表现。把唐卡绘画的社会
功能空前发挥。该绘画工程至今还保留在布
达拉宫里，成为一部绘画史记和百科全书。
曲英嘉措的代表作还有珍藏在扎什伦布寺
的《班禅世系源流图》，这是一组非常优秀的
作品。画中的山水画法很生动、人物写实。相
对来说，曲英嘉措的作品颜色都比较淡，也
有很多过渡色，但是却没有留白。即便是浅
色部分都会画得很厚。这种技法的颜色厚、
布面细、时间一长画面容易龟裂、掉色。

新勉唐画派的早期作品比较生动。由于
在格鲁派广建寺院的工程中需要大量唐卡
画家绘制壁画和唐卡，为了保证作品的质量
新勉唐的大师们制定了一套绘制法则，这些
法则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变得僵化教条。这也
导致新勉唐中期以后，着重在画面的装饰性
上下功夫；并且受钦孜派影响，把山水元素
图案化，形成可以互相组装拆换的“标准零
件”，根据需要在画面上大量复制和堆砌。所
以新勉唐后期渐渐走向了民俗化，越往下发

展，民俗化的倾向越重，画面过度装饰
化，渐渐变得呆板。

热贡地区的唐卡传承

青海热贡和甘肃夏河
毗邻，自古以来绘画风

格便是互相影响；特
别是近代以来，热
贡绘画影响了整
个安多地区的
唐卡画风，所
以本节所谈
“ 热 贡 绘

画 ”是 包
含 了 青
海 、甘
南 等
安 多
地

区的唐卡绘画。据《热贡族谱》记载：11世纪
后藏拉堆地区的年扎嘉措三兄弟去尼泊尔
学画，学成后在热贡地区传承尼泊尔风格绘
画，成为热贡唐卡艺术的萌芽；13世纪时，
八思巴法王派拉杰扎那瓦带领300多部属来
热贡定居，其中许多是来自日喀则定日县的
画师和各类工匠；1342年隆务喇嘛三丹仁
青时，热贡地区佛教主寺隆务寺开始奠基，
并在此地出现了建寺塑像、绘制佛画的热
潮，原有的隆务寺为萨迦派，后因夏日仓噶
丹嘉措开始改为格鲁派，当时该寺壁画为齐
吾岗巴画风；16世纪叶雄切巴仁波齐修建
热贡扎西齐寺，他亲自塑造很多菩萨石雕
像，现存该寺的弥勒佛殿中。

1710年，一世嘉木祥协巴·阿旺尊珠开
始主持修建拉卜楞寺，从拉萨请来钦孜派画
家乌钦·次培主持措钦大殿的壁画绘制工
作，热贡、夏河一带画师纷纷前来学习，钦孜
画派开始在这里兴起。后来，叶雄寺第二世
活佛嘉杨罗智从拉萨学习“勉钦两派”的画
风，由他的弟子噶如班智达·洛桑喜绕和索
南达杰在热贡地区传承与发扬。尤其是噶如
班智达·洛桑喜绕在1730年绘制了年都乎
寺毛兰吉哇殿和郭玛日寺旧弥勒佛殿的壁
画，该壁画至今还保留着勉钦两派的风格；
之后他还绘制了叶雄寺、佑宁寺、拉姆寺、拉
卜楞寺、曲桑寺等许多寺院的壁画和唐卡。
其中以年都乎寺的毛兰吉哇拉康壁画最为
精湛。另外，拉卜楞寺和年都乎寺、昂拉赛康
寺、苇塘霍然寺等地有同时期画师苇塘嘉
毛·华丹尖措等画师绘制的勉唐画风壁画。
在这个时期，热贡绘画是以钦则为主、勉唐
为辅的混合风格，人们称之为“早期热贡画
风”，在热贡绘画传承上还有夏格巴·措智让
卓大师、巴皖大师、年都乎噶吉大师、鲁本画
师香曲绕赛、郭麻日画师罗哲、吾屯多塔尔
等著名唐卡画师。

19至20世纪，热贡绘画逐渐演变成了
勉萨画风。到了20世纪80年代，夏吾才让、
更藏、尖措、久美噶达等热贡画师学习了森
巴益西华觉大师的度量经，把比例和画法上
进行了调整，在继承勉萨画风的基础上突破
创新并在当地发扬光大，形成了20世纪末的
热贡勉萨风格，人们称之为“中期热贡画
风”。夏吾才让创作的《格萨尔》和《文成公主
进藏图》等作品改变了唐卡绘画白描只能照
本临摹之定规。在20世纪，以夏吾才让为代
表的热贡艺人技艺日趋精湛，名扬涉藏地
区。据民间传说：热贡高手曾和西藏大师比
试画技，西藏大师在大拇指甲盖上画了一幅
释迦牟尼全身像，而热贡画师则在一粒青稞
的剖面上画出了完整的佛像，由此可见那个
时期热贡画师的能力与自信。

1999年，由宗者拉杰历时27年设计策
划，由五省涉藏地区的400余位藏、蒙、汉、
土族顶尖工艺美术师耗时4年，精心创作完
成的《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就是采
用的“中期热贡画风”。该画卷从藏族的历史
起源到佛教各个教派的发展过程都绘制在
长卷上，是一部涵概藏族历史文化的煌煌巨
制。该画卷邀请各个教派的高僧大德一起开
光，这也是苯教和藏传佛教各教派第一次团
结合作。该画卷长618米、宽2.5米，从材料到
形制、从内容到构思都汇集了雪域民族文化
精髓，是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唐卡巨作。

热贡唐卡绘画除了满足寺院的需求以
外，定制、供奉唐卡的大多是信教群众。安多
地区主要以牧区为主的高寒之地，生产生活
环境粗狂、简陋，因此在艺术上追求精细和
色彩对比强烈成为自生的审美取向。热贡唐
卡用色逐渐走向民俗化，施色浓艳、大红大
绿、对比强烈。21世纪，热贡画家娘本、更登
达吉、扎西尖措等人在夏吾才让确立的“中
期热贡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画面上
大量使用冷暖黄金刻画花纹来填充画面，
极度强调金碧辉煌、精密繁复的装饰效果。
这种画风发展蓬勃，在藏区和内地都有很
大影响，成为目前甘青地区盛行的“新热贡
画风”。

概括来说，从13世纪开始，大量工艺匠
人迁入热贡地区居住繁衍，无论是唐卡、堆
绣、建筑彩绘、雕刻、沙画、酥油花等诸多手
工技艺都在这里得到传承，并随着隆务寺、
拉卜楞寺的兴盛而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家族
传承和手工艺村落。由于在藏、蒙、汉、土等
多民族杂居、多语言环境和多种手工技艺传
承的合力影响下，热贡人的思维变得灵活开
化，因此在这里才会产生根敦群培、安多强
巴、夏吾才让等文化名人，这些热贡大师的
共同特点：一是喜欢唐卡绘画，二是思想前
卫，勇于突破传统文化桎梏、主动追求新的
自我表达。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热贡艺术
传承不息的精髓。而现在大多数热贡唐卡
的绘画性减弱，走向复制性、工艺性、装饰
性；能在装饰性和绘画性之间取得平衡的
就属于精品，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独创性和
思想表达的才是真正继承了热贡艺术传承
创新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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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就有“大学”，不过此大学
非彼大学。一般而言，古人说的“大学”是
一部典籍。《大学》原为《礼记》第 42 篇，
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
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
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至于《大学》的作者，二程认为是
“孔氏之遗言也”，而朱熹则认为是孔
子、曾子以及曾子学生合著的。其次，大
学即太学，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疑似大
学，是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始设于汉代。
而地方也开始设立郡学、州学、府学、县
学等供同龄学生学习的的地方官办高等
学校，相当于不同阶级的公立大学，低
阶大学学业出色的学生可以进至高阶大
学学习。

汉之后太学分科越来越精细，到隋
唐以后太学改为国子监。唐以后出现书
院，书院可分为大学部、小学部，有些并
不严格区分，有官办，有私立，不少是私
办官助。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
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
都是著名书院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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