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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亮

杨力舟，山西临猗县人，曾任中国美
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
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是
当代画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画大
家，代表作有《太行铁壁》《太行烽火》《黄
河在咆哮》等。

20世纪60年代初，正在西安美术学
院上学的杨力舟，读了著名作家孙谦的
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深受大寨精神
的感召，总想亲身到大寨去感受一番，见
识见识他心目中的劳动英雄陈永贵、贾
进才、宋立英、郭凤莲等是何等人物。

后来，杨力舟读到著名作家李束为
的报告文学《南柳春光》，得知在晋南专
区也出现了一个大寨式的先进集体，就
是与家乡临猗县相距只有一百多公里的
绛县南柳大队。读完这篇四五万字的报
告文学，他又一次动了心。于是，趁着
1964年暑期放假，他与同班女同学王迎
春（1966年与杨力舟结婚，后来也成为中
国著名国画家，曾任国家文化部高级职

称评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赶到南柳大队，加入了
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行列。

当时，中共晋南地委决定在南柳召
开现场会，绛县文化馆副馆长赵树铮奉
县委指示正在南柳设计布置“南柳大队
学习毛主席著作事迹展览”。听说有两位
西安美术学院的大学生来到南柳，他十
分高兴，找到杨力舟、王迎春，热情邀请
他们参与现场会的设计布置工作。在交
谈中，得知杨力舟在大学专攻油画专业，
赵树铮就与杨力舟商量，让他根据对南
柳的观感画一幅版面，题目就叫《南柳全
貌》，“怎么样？”杨力舟爽快地回答：“没
问题！”不几天，杨力舟画的版面就完成
了，画面上那高高耸立的村堡，错落有致
的村舍，春风轻拂的杨柳，既自然和谐又
生机盎然。社员们上下工路过，纷纷驻足
观赏，大家都说，大学生画得就是好！

这年的 8 月 18 日，晋南专区南柳现
场会隆重召开，中央和华北局及北京、天
津、河北、内蒙古等多个省市区相关负责
人参加会议，时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
部书记陈永贵也应邀到会传经送宝。

杨力舟和王迎春对陈永贵仰慕已
久，早就有当面拜访为其画像的想法。
得知自己心目中的劳动模范到南柳，他
们立即慕名而来，直奔陈永贵休息的里
间屋子。在外间，随行的一位新华社摄
影记者拦住他们问：“你们来这里干什
么？”他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想见见老
陈，给他画个像。”里屋炕上刚刚躺下身
的陈永贵听到话音，马上回声：“什么
事？画个像，可以，可以！”只听嗵的一
声，陈永贵就从炕上跳了下来，大步走到
他俩面前。

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顾不得与陈永
贵多加寒暄和交流，立即请陈永贵坐在一
把椅子上，开始了紧张的素描。用炭精棒
既勾线又皴擦，不到半个小时，两人各自
给陈永贵画好了一幅素描头像，然后请陈
永贵签名。陈永贵看着画像十分高兴，拿
起炭精棒写了“陈永贵”三个字，一边写一
边说：“这是最近才学会的三个字。”

杨力舟后来回忆说：“这一次难得的
写生，凝结着我们对大寨人的敬仰，升华
了我们对大寨精神的观感。大寨的代表
人物陈永贵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

象：中等个子，精明果毅的气质，棱角清
晰的脸部轮廓，体力劳动者固有的骨骼
和肌肉特征，厚厚的嘴唇和满脸交织有
力深如沟壑的皱纹，头顶还拢了块白毛
巾……很遗憾，当时太着急，没有给他戴
上毛巾。而且在给陈永贵画像的过程中，
我们心里涌动着一定要揭示出中国农民
人格之所在的激情。”（杨力舟《忆昔<挖
山不止>》）

后来，杨力舟和王迎春以这次给陈永
贵画的素描像为基础，创作了水墨写意画

《挖山不止》，再现了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大
寨人不畏艰难、战天斗地的生动画面，成
为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反响很大的画作
之一，不仅被列为1973年全国美展的重
点推荐作品，在各大报刊频频发表，而且
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还将
其印刷成单幅画广为发行，联合国和日本
画展也将这幅作品列入其中。在确立二人
在画坛的地位和影响方面，《挖山不止》是
一件不可替代的作品。

从技巧上看，当时《挖山不止》这样
的大幅塑造人物的国画是绝无仅有的，
画面生动，抓住了人物瞬间的神采。正因
为如此，时过境迁依然抹不去它的艺术
价值，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数部中
国美术史著作中仍然为它留下了一席之
地。

国画大家杨力舟在绛县

柳园四季



□王梦娇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史为舜
都，是一座既美丽迷人又有文化底蕴的
城市。

永济市有六个公园，其中位于市区
西部的柳园，是为纪念永济籍唐代著名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世称“柳河
东”的柳宗元，而建立的一座集生态景
观、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文化
主题公园。

柳园是永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
现代时尚社会的“集结点”，是永济市民
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春意盎然枝头闹

“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土膏释
原野，白蛰竞所营”语出《首春逢耕者》，
是柳宗元春游时所作。

春光明媚，芳草绿荫的日子里，柳园
的桃花、玉兰花、丁香花、海棠花等，迎着
春阳竞相开放，鲜艳动人，散发着阵阵清
香，沁人心脾。蜜蜂在花丛间忙着采蜜，
蝴蝶在绿叶枝头翩翩起舞，好一幅人间
美景，真可谓春不醉人人自醉。

最引人瞩目的是园内的柳子湖，湖
面被三座建造别致的石桥隔开，偏西的

“九曲桥”和“玉带桥”一南一北，中间连
着湖心的“芙蓉岛”。岛上有精致的亭
子、如画的长廊、婀娜的花树，涓涓的流
水，弯弯的鹅卵石小道，围绕着太湖石垒
起的假山，掩映在垂柳摇曳、波光粼粼的
怀抱中，给铺着大理石地板的活动场，平
添了诗话般韵味。

芙蓉岛东面是一座三孔桥，横跨湖
水南北，桥下三个半圆孔倒影水中，从远
处看正好形成三个圆。站在桥上眺望芙
蓉岛，让人仿佛置身北京颐和园。每到
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天气，怡人的景致

倒映在明镜般的湖面上，令人顿生如诗
如画之感。

夏莺千啭弄蔷薇

“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褰衣。山泽凝
暑气，星汉湛光辉”语出《夏夜苦热登西
楼》，是柳宗元夏日所写。

仲夏时节，柳园的翠竹、松树、柳树、
玉兰、丁香、海棠等景观树木、花卉，长势
茂盛，枝叶茁壮，夏莺在蔷薇丛中飞来跃
去，唧唧啾啾，令人心旷神怡。

柳子湖上，波光粼粼，岸柳依依，绿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一些
游客在湖面上畅游，爸爸脚踏着小船，孩
子吃着可口的零食，妈妈拍照记录美好
时光，温馨的场面令人陶醉。人们在树
荫下乘凉、下棋、钓鱼、看书等，感受惬意
的生活。

桥南是一个能容纳三百人左右的小
广场，分别安装了乒乓球、单双杠、跷跷
板、攀高架等健身器材和游乐设施。只
见乒乓球健儿身着背心短裤舞动球拍，
球飞如电，围观者纷纷拍手叫好。跷跷
板是孩子快乐的天地，家长和宝贝一起
你高我低，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
年。再看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舞姿优美，
有节奏感，面带笑容挥舞着双臂翩翩起
舞，让人情不自禁地也想加入队伍中。
喜欢健身的人们做着各种健身活动，伸
伸腿，身心舒爽，弯弯腰，精神饱满。蜿
蜒曲折的清风步道上，随处可见运动健
儿在奔跑，欣赏沿途的美丽风景，领略丰
富的公园文化。

湖光秋月两相和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
萧瑟，林影久参差”语出柳宗元《南涧中
题》。

春有百花秋有果，本是休闲好去处。
秋阳杲杲、游人如织，湖水如镜、柳

树如烟。随着秋风渐凉，抬头望去满树
的金黄，又是另一种炫目的美。夜色朦
胧里，在柳园散步，只见金色的月亮倒映
在柳子湖里，真应了那句“天上一个月
亮，水中一个月亮”。一阵微风吹过，一
片片扇形叶子便飘洒而下，如漫天飞舞
的金色蝴蝶，把大地铺成了金黄色，随意
踩去只听见似有似无、时显不显的沙沙
声传来，更增添了无数情趣。

人们走进柳园拓展视野，同感秋风
绵绵，领略柳园文化；共赏金花美景，体
会美好时光。

柳宗元是一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
辉的文人。柳园正门，迎面矗立着一尊
六米高的柳宗元雕像。他神情忧郁、翘
首昂视，手持书卷、若有所思，目光坚定
地望着远方，显现出坚强不屈、廉洁清
正、勤政为民、救国济世的家国情怀和积
极进取的求索精神。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择一处宁静
草坪，我认真阅读柳宗元的《天说》《天
对》，他认为国家的兴亡和个人的祸福与
天的感应无关，强调人类应当更多地依
靠自身努力和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和谐
和个人幸福。至今千年过去，他的忧国
忧民思想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风好正是扬帆时，策马扬鞭再奋蹄。
相比柳宗元的怀才不遇，我们生逢

其时、重任在肩，学习提升的平台比比皆
是，施展才干的舞台非常广阔，实现梦想
的前景充满光明。如此，方能不虚光阴，
不假韶华，不负时代。

千树万树梨花开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语出柳宗元《江雪》。

白雪皑皑季节，忽如其来的一场大

雪，将柳园的冬青、翠竹、红叶石楠等
绿植，装点得梨花般婀娜多姿。只见天
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大地变得银装素
裹，不禁想起一句诗“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孩子们都被这
美丽的风景吸引住了，全副武装，戴上
帽子，系好围巾，戴上手套，穿好厚厚
的棉鞋，有打雪仗的、有堆雪人的、有
滑雪橇的、有拍雪景的，一片欢声笑
语，玩得不亦乐乎。

漫步柳园，感受柳宗元《江雪》意
境。该诗抒发了作者对人性不公的愤
慨，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对社会现实的思
考，展现了他的责任担当。柳宗元的一
生虽命运多舛，但依然为百姓做了很多
好事，兴办文教、解放奴婢、凿井开荒、
种柑植柳、为民求雨等，成就了一世英
名。

驻足柳亭前，我欣赏柱子两侧柳宗
元“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
肠”的楹联，诗人即景抒情，虽遭遇许
多阻碍与挫折，仍然怀着冲破牢笼的不
屈不挠意志。亭子中间地上凹刻着柳宗
元亲笔手写的、被公园管理部门放大若
干倍的“柳”字，笔迹一气呵成，字体
刚劲有力。虽然当时柳宗元写在竹简纸
帛、刻在石碑上的字已被时光隐去，但
却有一个“柳”字永远地刻在了他故乡
的大地上。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冰天雪地的时刻，柳园里占地 800

平方米的梅园里，灰褐色枝干上那一朵
朵腊梅，迎着凛冽寒风悄然绽放，幽香扑
鼻，给公园点缀了鲜艳的色彩，引来了无
数游客欣赏美景。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朋友，欢迎你带着爱人、领着孩子、

陪着知己，来永济柳园春天观赏美景、夏
日享受绿荫、秋季漫步草坪、冬看枝头腊
梅，丰富人生阅历，品味大好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