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诗人画家的杨晓芸，此幅写生作品
丝毫不见女性常有的婉约之风和流行的小
清新诗意美学。作品采用花鸟画常用的折
枝构图，于森森翠廊千年古柏中截取最精彩
的部分加以描绘，物象出边，有近景特写之
妙。古树苍枝盘曲，演绎上插下垂横倚之变
奏，如虬龙奔逸，直上云霄。古柏之古貌在
画者独特的散笔勾皴乱柴劈等多种语言中
得到很好的呈现。虚实皆多用渴笔，皴勾并
行，恣写细密枝叶和老枝苍鳞虬龙貌。几处
块面的留白和背景的淡墨烘染使整体空间
疏密有致，墨色丰富，用笔清透无滓，不含
糊。顺应物象腾挪之姿，观者能与画者同步
感受到自然大教堂从天而降的光。（阿巫）

赏鉴
《先秦蜀道古柏图》 国画写生 55×55cm 杨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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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

重装厂这两年生产任务重，阎彩凤领导的天车班工
作量也必然加大。去年年底，一台轧机在装配现场组
装，轧机和吊运辅具总重量达到420吨，超过两台200吨
天车合吊的吨位限额。面对巨大挑战，阎彩凤带头报名
上阵，与副班长陈娜密切配合，顺利完成这件超大活件
的安装任务。今年4月份的一天中午，一台轧机准备倾
翻摆垫铁。刚吃了两口饭的阎彩凤二话没说，放下手中
的盒饭直奔50吨天车。这个刚干完，另一台200吨天车
要为机架倾翻九十度。这本来不是她分内的事，但她并
没推辞，接着又上了另一台天车，整个一个午休时间，她
就这么爬上爬下在岗位上度过了。

阎彩凤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进厂接受采访的，这
让我感到不安和歉意。她说没事真的没事的，我经常这
样。有时半夜下二班回家，早晨刚睡醒还没来得及吃早
饭，就接到电话去接着干白班的活儿。前不久，一台
4000吨压力机要分解拆卸，这是件超高超重的产品，吊
运难度极大。阎彩凤又是主动请战，带领班组另一名青
工，克服活件超重和天车设备不同步等不利条件，合理
操控，细心观察，顺利完成了两台天车的同步吊运。

阎彩凤是个肯钻研、敢“较劲儿”的性格，本职工作
之外，自学完本科学历不说，竟然能考上会计师。当年
企业搞技术比武运动大会，最亮眼的奖励就是打破资历
界线，前三名可直接晋升技师。阎彩凤正是技术比武的
受益者，那一年也极其风光，直接进级技师的同时，还拿
到了会计师证。从入厂那天起，阎彩凤就始终用“梅花
香自苦寒来”这句话来激励自己，坚忍不拔，自强不息，
用奋斗描绘平凡岗位，体现着天车女工的价值。

阎彩凤说，好的天车工要讲求效率，要在高视角中
准确领会地面人员的每一个手势和眼神，甚至包括活件
落地的声音，更要学会应急处理，做到临危不乱。在近
两年企业开展的党员“五创”活动中，她总结自己多年实
践，创新提炼出“角度三分法”和“听音跟车法”等操作诀
窍，并依据重装厂机架吊运特点，撰写了《天车操作经验
汇编》，使机架吊运有章可循，为安全生产提供了保障。

这些都是真本事。能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个荣
誉称号，阎彩凤实至名归。19岁进厂，在天车岗位扎根
24年的阎彩凤还有一年多就要退休了，因为按要求这一
特殊工种只能干到45岁。阎彩凤有点儿着急，总惦记
着怎么把自己的经验更好更多地传承下去，也希望有机
会还在这个岗位上再多做几年贡献。

我也回忆起十多年前在企业深入生活时，曾见过一
批刚刚进厂的女天车工，那可真是工厂一道亮丽的风
景。当她们手拉手肩并肩长发飘飘走过机声轰鸣的车
间时，再低调也是招摇，身前背后都是火辣辣的目光。
就在许多青工小伙子还停留在傻傻的遐思当中时，没过
几天，这一批女孩子就都名花有主了。阎彩凤笑着说，
我们当年进厂就是那样的。但我对象不是一重的，因为
那时候我不漂亮。说完脸腾地升起一抹微红，马上又补
充说，我现在也不漂亮哈。

感慨归感慨，阎彩凤精神状态始终还是那么阳光和
积极向上。她说现在企业女工的业余生活都非常丰富，
天车班都加入了一重女工舞蹈群，天天练唱歌跳舞，练
旗袍秀走台，精神头可足了。说完拿起手机兴奋地给我
一张张翻看：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女职工们台风优雅
的“秀”型，都在色调各异的旗袍中展现出优美的曲线，
一律的笑容写在脸上，灿烂如百花盛开。在以男性为主
体的大型机器制造企业的钢铁洪流中，有了“旗袍秀”的
柔色加入，工厂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产也更加有力
量。美丽的风景，沸腾的生活，这就是一重的今天。

十二、而今迈步从头越

始建于1954年的一重，已整整走过65个年头。作
为共和国长子、我国工业体系的“母机”企业，从建厂之
初，成功设计制造125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1150毫米
方坯初轧机等一批重点设备，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成套
机器产品的历史开始，一重就肩负起为新中国工业化、
现代化建设提供重大技术装备的历史重任，在重大技术
装备领域啃最硬的骨头，为国家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建
设提供关键成套设备和基础材料保障。（待续）

而今迈步从头越
□宋成君 江仲

记者：您被授予“2019年度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全国文学
报刊联盟奖——致敬·资深文
学编辑奖”，这个奖项在文学报
刊界有着怎样的分量？您认为
自己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韦健玮：一直以来，各种文
学类的奖项都举办得热火朝
天，比如中国作协的茅盾文学
奖、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奖、
骏马奖，囊括了文学创作的各
个门类，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
文学编辑的奖项，这不能不说
是一个缺憾。全国文学报刊联
盟为激励广大文学编辑，培养
爱岗敬业的良好风尚，打造政
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文学
编辑队伍，在“中国作家出版集
团奖”基础上，设立了“全国文
学报刊联盟优秀编辑奖”，包括
新锐文学编辑奖、骨干文学编
辑奖、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
内刊文学编辑奖四个奖项。从
各个层次评选出优秀的编辑，
给予奖掖鼓励。把聚光灯对准
编辑这个一直被忽略和冷落的
群体，让更多人认识和发现编
辑的核心价值。

我获得的是“致敬·资深文
学编辑奖”。这个奖项为什么选
择了我？我也困惑了很长时间，
尤其是与张守仁先生、崔道怡先
生两位前辈同时入选，更是让我
难有足够的自信。如果你注意
看过授奖词，那么忽略掉其中对
我个人褒扬的成分，或者可以感
觉到，这个奖项给了我，与我工
作了整整30年的《文艺评论》有
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这个奖
是给我个人的，也是给那 30年
间的《文艺评论》的。

记者：在您担任主编期间，
《文艺评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办刊风格，既着眼于地域性文
学创作，也关注整体性文学发
展，组织编发了一大批深度介
入当代文学现场的优秀理论批
评文章，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
式，经过怎样的努力，让《文艺
评论》形成这样的风格？《文艺
评论》对黑龙江文学的发展起
到了怎样的作用？

韦健玮：从 1995 年起到
2014年退休离开，我担任了 20
年的《文艺评论》主编（其实从

1988年任副主编起，就开始主
持刊物的发稿工作了）。应该
说，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
各种文艺评论期刊各擅胜场，如
何走出自己的路子，确实考量一
个主编的眼光和能力。

在把握了全国创作界和理
论界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们
摸索出了自己的路，这就是以文
学透视文化，以文化反观文学，
在所刊发的重要文章中，显示出
一种大文化的视角。为此，有的
文章粗看起来甚至有一些“文艺
之外”的味道，比如“中国当代乡
村小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知
识分子与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
“一个沉湎于思考的艺术家和他
的友人的对话”等专栏和系列文
章，都具有从中国当代文学来反
观中国文化以至反观中国当代
社会、又通过中国文化和中国当
代社会来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的
意味。通过这种努力和尝试，发
掘出文艺作品中的“文化意味”，
并以此来透视我们民族的深层
文化心理，构成了《文艺评论》的
一种“深思风格”。《新闻出版
报》曾为此刊发了题为《〈文艺
评论〉的个性与选择》的文章，
对《文艺评论》的办刊特点进行
了分析。亦有专家撰文将《文
艺评论》与《当代作家评论》《文
艺争鸣》并称为批评界的“东北
阵线”予以高度的评介。

我始终认为，一个地区文
学的发展，应该以更广阔的视
野为参照。具体到一个作家，
他应该关注的，也不仅仅是批
评家对自己的作品的褒扬或批
评，而要把自己放在整个中国
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格局中，
来衡量自己的优劣短长，用一种
全国性视野来进行观照和反
思。基于此，我们试图以视点在
本地视野在全国的努力，引导我
们本地的作家给自己设立一个
更优秀的坐标，站得更高，看得
更远。为当地文学引来源头活
水，打破坐井观天的封闭格局，
这曾是《文艺评论》的苦心，也
是我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

记者：您认为优秀文学编辑
应具备哪些素养？是否应该努
力成为像您一样的文学评论家？

韦健玮：优秀的文学编辑

应具备什么样的素养，从我个
人的体会来说，责任心是第一
重要的，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
应该是一个编辑必备的职业素
养。第二就是专业能力，这个
专业能力不仅仅是指文字上的
功夫，更在于对所在期刊涉及
领域的全面情况的理解和把
握。以《文艺评论》期刊为例，
要了解各种文艺理论基本概念，
当下文艺思潮的流变，要掌握重
要的作家作品，他们的作品相对
于当前创作有什么意义及对自
己的创作有什么新的突破，等
等。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耐
得住寂寞。我认为重要的是这
三点，其他的因素都可以在实践
中得到锻炼和加强。

至于我自己，我从来没以
为自己是一个评论家，我只是
一个编辑。从事评论，只是由
于编辑工作的需要。当然，如
果你本身真的同时是一个优秀
的评论家，那于你的编辑工作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助力的，但
这并不一定是成为一个好编辑
的前提。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文学
编辑这条路，并在这片土地上深
耕 30 多年？这个职业，于您意
味着什么？您如何看待它？

韦健玮：大学毕业时，可以
报三个志愿，我选择了三家刊
物。1982年 1月，我到了《北方
文学》杂志社，当了一名评论编
辑。1983年 10月，省文联准备
创办《文艺评论》杂志，我被抽调
去创办这本期刊，开始了《文艺
评论》30年的生涯。直到 2014
年退休后，又返聘到《北方文
学》，继续着我热爱的编辑工作。

我非常欣赏宗仁发先生说
过的一句话：一个人一辈子应
该做好一件事，而一件事也完
全可以做一辈子。编辑工作，
是我做了一辈子的事，尽管远
没有做得更好，但一直在努
力。同仁们爱说，自己的工作
是为他人做嫁衣，这话当然包
含着自我调侃的成分。其实美
丽的嫁衣不仅装扮了新人，也
会照亮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
需要付出辛苦的工作，也是一
个可以收获美好的工作，能把
它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是我
倍感欣慰的事。

四季交替，秋去冬迎，周天寒彻，大地空
濛。天女散花，挥素练于浩宇；嫦娥舞袖，洒碎
玉于苍穹。万千气象，壮乾坤之大美；六出其
形，惊鬼斧之神工。自天而降，演绎童话之世
界；落地无声，铺洒乾坤之晶莹。腾挪翻飞呈祥
瑞，邀朋挽伴舞长空。有梨花之俊逸，若柳絮之
轻盈。沐东风而化春水，兆丰年而润无声。

纷纷扬扬，妆万里之江山；飘飘洒洒，覆千
年之沃土。大地与长天一色，玉枝并银絮共
舞。雪过濛苍山，寒凝瘦峡谷。观夫茫茫原野
之皑皑，三千银世界；层层山林之莽莽，一万玉
树重。七彩乾坤色浅，烟里神州衣轻。万壑冷
浮银，举头但觉临仙境；一川寒浸玉，环顾疑似
在琼京。禽兽饿，飞鸟停。商旅不至，车辆罕
行。穿裘不觉暖，袖手似揣冰。街上人行而翼
翼，路上车驱而兢兢。

雪之性哉，时而端庄，时而发飚。时而安
稳，时而狂躁。君不见，暴雪突袭，北风怒号。
雪助风，犹烈马嘶嘶；风挟雪，如猛虎啸啸。君
不闻，二零零八凄凄之冬也。冰封粤桂之区，雪
锁鄂湘之杲。衡阳讯绝三天，苦似危城；郴州电
断十日，困若孤岛。禾凝白霜，苗枯茎萎，树坠
冰凌，根亡枝掉。商旅百万滞留于车，车辆千行
瘫痪于道。真可谓雪灾之大矣，百年不闻，万分
烦恼。

雪之善哉，却是怀素之物，冬韵之娇，纯净
之母，品洁之标。禅守静修之道，雪有超脱之
操。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飘。菩提本无树，空
灵心志；禅雪相通融，天赋神雕。洁来洁去；受
污而不改其本；寒在暖离，随遇而不争其高。不
与寒梅夺芳宠，不与梨花斗妖娆。轻歌一路，苍
茫云海凭歌舞；潇洒九重，浩瀚寰宇任逍遥。净
大地之浊气，除尘世之污糟。看雪后，人间立增
三千净土，街市骤减七分喧嚣。

雪之文哉，励心志而悠然，寄诗情而浪漫。
苏武尽忠，牧羊食雪以守节。杨时重道，程门立
雪而不返。孟浩寻梅，踏雪情怀旷达；孙康有
志，映雪苦读书卷。李愬突袭，一夜奔雪战功
成；窦娥蒙耻，六月飞雪鸣冤案。王徽之乘兴访
朋，宋太宗怜贫送炭。杨万里吟“更遣迟销著”，
怀消融之惜；柳宗元以“孤舟蓑笠翁”，寓孤傲之
感。韩愈抒“白雪却嫌春色晚”，将雪拟人；杜牧
吟“北阙南山次第春”，盼春之灿。

嗟夫，雨露霜雪以序，春夏秋冬以行。雪韵
人之性，人赋雪其情。感之滋养，受之通灵。万
千清幽于骨透，一片冰心在玉壶。歌雪晴云散
兮，颂国泰蒸蒸而昌盛；咏天朗地明兮，祈民安
奕奕而康宁。

雪赋
□任秀峰

近日，在中国作
家出版集团、全国文
学报刊联盟秘书处主
办的全国文学报刊联
盟会员大会上，我省
文学评论家、资深文
学编辑韦健玮获颁
“2019年度中国作家
出版集团·全国文学
报刊联盟奖——致
敬·资深文学编辑
奖”。

这个奖项，是首
个全国性的文学报刊
编辑的奖项，每年评
选3人，参评条件为
从业30年以上，成绩
显著，在业内有较高
的认可度、美誉度的
退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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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不到 10秒的短视频火
爆全网。视频中四川康巴小伙丁真凭
借帅气的长相和纯真的笑容引发无限
关注。随后，丁真所在的四川甘孜州理
塘县发布了宣传片《丁真的世界》，雪
山、草原、冰川、寺庙，白塔，丁真和他的
家乡吸引了无数人对远方的想象。随
后，四川省加大宣传力度，并和西藏自
治区开始了抢人“大战”。随后多个省
份纷纷通过社交媒体账号“晒”出本地
旅游资源，邀请丁真做客。这个一个月
前还在放牛的藏族小伙在一波波媒体
的宣传报道后彻底“火”了。

而丁真走红的原因值得思考。丁
真的家乡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其中高山峡谷地段多，草场资源丰富，
但地广人稀，4000米的海拔使得一般游
客望而却步，这片原始的藏区高原景观
得以保持。同时，因传统媒体的传播形
式在甘孜州传播有限，对于手机屏幕前
的人们而言，甘孜理塘还是一片尚不为
外人所知的秘境。就是在这片秘境中，
一个带着纯真笑容的康巴小伙突然闯
入了摄影师的镜头，通过自媒体社交平
台进入到大众视野，他的出现瞬间勾连
起人们对于藏区的神秘想象。《丁真的
世界》宣传片中，丁真展现着一个藏区
牧民的日常生活，骑马、放牧、围着篝火
唱情歌，藏区的乡土风情展现无遗。在
当地政府与旅游宣传部门的共同推动
下，相关扶贫项目持续推进。从相关数
据看，甘孜也将迎来冬季旅游旺季，这
对于一直希望推动旅游扶贫的甘孜州
无异于天降甘露。而这一系列良性连
锁反应的背后，除了新晋旅游大使丁真
的“颜值”，更吸引人们的还是他身上
独有的民族风情。

新时期曾兴起过“寻根文学”的浪
潮，所谓“寻根意识”便包含了在文学、
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与
阐释，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
略古风文化遗迹，并寻找激发生命能
量的源泉。上世纪 80年代，藏族作家
扎西达娃便开始探寻西藏人民的生存
意识与生存体验，在其作品中勾勒出
一幅幅具有原始色彩与魔幻魅力的藏
民生活图景。今天，围绕在丁真身上
的话题同样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对藏区
人民的生存方式与民族文化的无限关
注。藏区文化特有的浪漫与神秘映射
在丁真身上化作“野性”与“纯净”，人
们通过丁真，“云”体验在辽阔的草原
上纵情驰骋的快意，想象牧民自由自
在的生活状态与当地原始淳朴的风土
人情。川西这片秘境因此变成了充满
诗意的空间。丁真闯入摄影师镜头时，
尚且带着纯然质朴的西部高原气息，恰
如这种毫无矫饰、健康纯然的生命形态
闯入了飞速发展却略显疲惫的都市文
明，令人惊喜艳羡。沈从文在 20世纪
30年代呼唤着“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
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
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丁真的出现重
新唤起了大众的“寻根”心态，他的民族
服饰、饮食习惯甚至小马都成为大家关
注的焦点，当人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凝
视”丁真和他的世界时，希望获得的不
仅是藏区冰川、草原、飞奔着的白马的
审美体验，更带有对探寻民族文化之
根的希冀。人们渴望在丁真身上感受
民族文化自身的蓬勃生命力，进而感
受这种充满诗意的生命境界。

对于生活在快节奏都市和固定生
活轨道的人们而言，丁真及其代表的文

化符号可以让人们在辽远的藏区寻找
一个理想的寄托之地。在“丁真的世
界”里，“时间过得好慢，好慢。躺在草
地上，也能躺上一整天。”当上班族们拖
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小小的手机屏
幕中传来川西藏区广袤、自由的辽阔与
浪漫，这对于大多数奋斗、挣扎在城市
中的人们具有极致的吸引力，其意义早
已超越了旅游宣传片。于我们而言，丁
真和他的川西秘境涤荡着无限的浪漫
与诗意，这种对藏区的乡土想象充盈着
浓郁的乌托邦色彩，人们以俯瞰的姿态
凝视这片刚刚摘掉贫困县帽子的遥远
村落，悲天悯人地感慨其落后与原始。
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牧民而言，世界
如其所是。牧牛、赛马、舞蹈、节庆，他
们诗意地栖居于此，顺乎着自然本性的
生活。海德格尔说“当人能绽出存在者
与世界整体的和一，人便超越了自己，
只有这样才能让存在者或事物如其所
示地揭示它本来面目。”这便是人一直
求而不得的自在与自由。除了国家的
精准扶贫政策与“网红”经济，这似乎才
是丁真爆火的真正原因。

据悉，丁真走红后签约了一家本地
旅游公司，成为一名国企职员，学习汉
语和理塘县的历史文化，为推广当地旅
游事业继续作出贡献。这种选择对于
甘孜州理塘县，对于丁真本人都是更好
的选择。有趣的是，丁真所在公司负责
人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如果他以后想
继续回去放牛，也是可以的。”当我们心
心念念向往着丁真世界里的草原、冰
川、白塔时，这个骑着白马的年轻人却
跨马加鞭地进入了现代社会规约中，民
间精神与现代社会的碰撞在互联网世
界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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