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秋额尔古纳
徐渭明

! ! ! !额尔古纳河如一练闪亮的
哈达，飘舞在神州版图的东北
端。它一头挽着呼伦贝尔大草
原，一头系着高高的兴安岭。
“牧草已经泛黄，但早晨阳

光照在结霜的草原上，很值得
拍摄。”苏德夫在呼伦贝尔给我
发来了秋色报告。苏德夫是颇
有名气的蒙古族青年摄影家，
正驻点在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工
作。“林区的叶子黄了。想来得
抓紧，天气一变，叶子就离开树
枝了！”

虽然没有描述的语言，但
我可以想见那片广袤大地正上
演着的绚丽秋色。于是，刚送走
“杜鹃”台风，我们一行七人便
匆匆飞往满洲里，准备感受额
尔古纳的绝美秋韵。
“运气真好，碰到了赛马！”

老道晨光里的开心点评，开启

了我们额尔古纳的行摄模式。
巴尔虎草原上，疾风劲草

与骏马少年构成了辽阔的动态
画面。蓝天白云的背景里，身穿
民族服装的巴尔虎小骑手们从
炊烟袅袅的蒙古包旁边出发，
策马扬鞭，一路呼啸着
向我们冲来。相机快门
声梭子枪般响起，

颁奖了！身着明黄
紧身袍的赛马冠军看上
去不到十岁，与他骑着的高头
大马相比，实在属于“小不点”，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冠军的
“形象”。他抬着头，一直望着高
远的天空，只有当嘎查长宣布
颁奖时，他才好奇地转头看奖
给他的四头大肥羊。

趁着人们忙着领取奖品的
空隙，小卢和小柴接近挂满奖
牌的冠军马，准备来个合影。赛

场上狂奔的烈马，此时仿佛也
感受到了荣耀，任凭小主人把
缰绳交到陌生人手里，温顺地
配合着拍摄。
看完草原，北奔湿地。
秋天的湿地，成片的沼泽

隐去了，大片绿色正被各种色彩
替代。在天光的映照下，蜿蜒的
河流携着蔚蓝或金红的光带，
“游走”在望不到边的彩色里。

每每登高拍摄，总觉意犹
未尽。于是，拍完黑山头，再奔
拉布达林拍摄根河湿地。

天还未亮，我们踩着浓霜
的台阶，登上了山项。借着熹微
的晨光，我们看见大片的白桦

林。虽然气温在零下六七摄氏度，
风很大，但刚转黄的桦叶大都
坚守在树枝上，于是心中窃喜。
初阳如期升腾。阳光下，金

黄的桦林、蓝水环抱的小岛、线
条整齐伸向远方的农田，构成
了画面的前、中、远景。正
激动地连按快门时，阿褚
来电说，山腰间的桦林小
道风光更美。于是拾级而
下，穿行山间。抬头看天，

天蓝得深邃，桦叶金黄，透着油
润的光泽。
“好风景永远在路上。”小

俊说。她已好几次重复这样的
感慨了，在迷人的月亮泡子，在
林涛轰鸣的兴安彩山，在临江
村外堆满牧草的坡地。而小朋
友万奕亦最开心的是盼到了雪
花，看到了驯鹿。那天在恩和，
我们买了列巴出门，雪花正漫

舞着，万奕亦欢呼起来。快门声
中，她的笑脸定格，照片里，一
朵雪花正滑落她的发梢。而可
爱的敖鲁古雅驯鹿，不仅成了
她的“宠物”，也成了我们一行
所有人的宝贝，大家轮流喂它
苔藓，与它合影，仿佛都成了鄂
温克人。

返回虹桥的飞机腾空而起
时，我们依然在热议着壮阔美
丽的呼伦贝尔。一条闪亮的缎
带在舷窗外闪过。我侧目俯瞰，
我又看见了莫日格勒河，这“天
下第一曲水”蜿蜒在草原，最终
通过海拉尔河，汇入额尔古纳。
这次，我没有拿出相机，我想，我
已经用眼睛把它摄入了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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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才达利 徐小斌

! ! ! !萨尔瓦多·达利（!"#!
$"%&' ("#"）具有非凡的才
能和想像力。他的作品把怪
异梦境与绘画技巧令人惊
奇地融合在一起。)*+,年，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
一世封他为普波尔侯爵。
他与毕加索、马蒂斯一起
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
代表性的三位画家。
声名赫赫的达利如果

不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女神
加拉（-./.）的到来，肯
定会沦落到凡高那种精神
分裂的悲惨境地。他被内
心恐惧和性的焦虑困扰
着，画出那一幅幅怪诞的
梦境：
连续不断地变形的咆

哮的狮头，像面饼一样搭
在树枝上的柔软的钟表，
招来苍蝇的腐烂了的驴子
和残缺不全的尸首，紧咬
住嘴唇的蝗虫和拿着放大
的性器官的手，这一切似
乎都是足以引起妄想的持
续不断的疯狂，一切主题
都脱离了弗洛伊德的诠释
而变成完全清醒的梦。可
怕就可怕在那梦是完全清
醒的———达利在用法兰德
斯式的袖珍画技法制造欲
望的梦境。
达利作为超现实主义

的巨匠，一直是人们关注
和争论的焦点。“我同疯子
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

疯子”，达利如是说。他有
着奇思妙想的特殊才能，
他惯用不合逻辑地并列事
物的方法，将自己内心的
荒诞、怪异加入外在的客
观世界，将人们熟悉的东
西扭曲变形，再以精细的
写真技术加以肯定，使幻
想具有真实性。

《由飞舞的蜜蜂引起
的梦》描绘的是加拉的一
个梦境。一场由绕石榴飞
舞的蜜蜂而引起的
梦，颜色清澈明亮，
形象逼真写实，但
却毫无逻辑性可
言。“这一切象征什
么？对这样一幅画中的石
榴、蜜蜂、老虎、大象、大
海……可以赋予它几种甚
至上百种意义的解释；而
每一种解释都有深刻的情
色含义。”
能制造出如此怪诞梦

境的人必然是个被吓坏了
的孩子。达利小时候曾把
一只蝙蝠扔进水箱，第二
天却毛骨悚然地发现这蝙
蝠竟还没死，而且全身叮
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虫，这
时有一个他平时倾慕的贵
妇人从窗前走过，他突然

感到一阵冲动0 接着就捡
起那只蝙蝠狠狠咬了一
口，然后惊恐万状地扔掉
了。又有一次，他很近地观
察一条鱼，忽然发现鱼头
很像一个放大了的蝗虫
头，他恐怖万分，从此惧怕
蝗虫，而班上同学却恶作
剧地在他书包里塞进蝗
虫，吓得他魂飞天外！
在达利的画中，常常

在精美的笔触旁加上一堆
密密麻麻的小虫或
是既像鱼又像蝗虫
的恐怖形象。童年
的他拒绝上学，拒
绝知识。1岁时候

他的兴趣是厨师，2 岁的
偶像是拿破仑。,,岁的时
候，马德里的美术学院给
了他一个展示个性的舞
台，他不再迷恋那些空泛
的头衔，他开始要做独一
无二的达利。
他逐渐发现，做一个

与众不同的自己胜于重复
任何一位伟人。他不断与
大众唱反调的欲望和各种
荒谬的言行令他很快在学
院博出位，但是在艺术家
成群的学院维持特立独行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
了夺人眼球，达利别出心
裁地花了三个小时，用绘
画的油彩和特殊的发网将
头发做成了一个唱盘，如
果拍打，还会发出金属般
的铿锵声！他说，这一切
灵感的来源都来自于女神
加拉。
其实，加拉原是超现

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
的妻子，他们相识于 34,2

年，尽管加拉比达利年长
)5岁，但两人一见钟情、
狂热相爱并很快走到了一
起。从此，加拉成为达利的
伴侣、模特儿与灵感之泉。

狂热的达利认为：加
拉的眼睛有 678 种颜色，
加拉是他绝望、发狂、激
动和忧郁发作的惟一见证
人———无论是达利的自传
还是日记里，他都在记录
自己的“天才”的同时，
也不遗余力地赞颂着这
位“我们时代独特的神奇
女子”。

达利是个跨界高手。
他将超现实主义延伸到各
个领域：油画、素描、蚀刻、
雕塑、建筑、摄影、戏剧、电
影、文学和银器，特别是，
他同时还是个顶级的珠宝
设计师：他运用黄金、铂
金、钻石、红宝石、绿宝石、
蓝宝石、海蓝宝石、托帕
石、珍珠、珊瑚以及其他高
贵的材料，打造出心，嘴
唇，眼睛，植物，动物，宗教
神话符号，并赋予其拟人
化的独特形式。达利亲自
挑选每种材料，不仅是挑
选颜色或价值，更深入考
虑每种宝石或贵金属的内
涵和象征意义。一些珠宝，
如《眼睛的时间〉（6494），
《皇家心〉（6487），或者《空
间的大象〉（64:6）被认为
是他运用珠宝的绘画，成
为他的重要作品。

达利对于珠宝的热
爱，同样来自于他对加拉
的狂热。在他看来，只有最
奇异的想法才能配得上他
最爱的女人。他曾经为她
设计了一枚心形胸针，黄
金质地的心形底座上镶嵌
着红宝石，象征着血液和
血管。但最令人震惊的是，
这枚胸针竟然会随着她每

一个脚步而跳动，如同一
颗真正跳动的金属心脏！
有一天，当缪斯化作

一只毛色鲜艳的大鸟降落
在达利的画室时，这位留
着小胡子的加泰隆人正在
“答记者问”。
“超现实主义？”
“不，不是。”
“立体主义？”
“不，不是的。画画，是

画画———如果你不介意的
话。”
于是大鸟飞到达利的

肩上。他抚摸了它一下。

办实事!民不忘

邓伟志

%%%跟随杜润生下淮北

! ! ! ! 65 月 4 日听到被
誉为“农村改革之父”的
杜润生老人逝世，我彻
夜未眠，翻来覆去回忆
三十多来杜老的教导。

“文革”后参加过几次杜润生同志召
开的会议，也当面向他请教过两次。但那
都是严肃的、一本正经的。真正与他无拘
无束地、有说有笑地往来是一次下乡，
64;7 年到淮北研讨
土地复垦。
淮北过去给人的

印象是四个字：“水旱
蝗汤”。水，是指 647;

年蒋介石密令炸开花
园口，黄水向东流。旱，是指黄水过后淮
北大旱。蝗，是指有旱灾必有蝗灾。蝗虫
飞来，如乌云密布，天昏地暗。汤，是指汤
恩伯在日寇面前一败再败，让日本人在
豫皖苏横行霸道。可是 ;5年代后的情况
不同了，在淮北煤矿的塌陷区变成了一
个又—个小湖泊，水旱蝗汤早已变成赛
江南的水乡。“小湖泊”水产的单位面积
收入远远高于耕地收入。这引起杜老的
关注。他与于光远、吴象等到淮北考察。
我是众多随员之一。

杜老、于老、吴老在田埂散步，沿湖
边观鱼，边说边聊。杜老在他担负采访任
务的小女儿搀扶下，走在最前面。我们
说：“杜老你走得太快了！”另—位老人开
玩笑说：“杜老不可能走得快。他是‘小脚
女人’，走不快。”我们小字辈中真有一位

不知道“小脚女人”的来历，有点莫名其
妙。几位老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告诉大
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批邓子恢就是批
杜老。是杜老向邓老汇报了合作化进展
情况后，引发邓老强调要稳步前进，结果
被贬为“小脚女人”。
在观鱼时，又有青年人打听杜老夫

人是谁。一位老人插话说：“杜老夫人是
延安的‘西施’，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名

气比杜老还响。你们
现在看他女儿有多
漂亮就能知道杜老
夫人有多漂亮了。”
说得杜老也笑了。我
这还是我第—次知

道，嘴上不好意思说，心里暗暗在想：杜
老也是“才子配佳人”。

考察几天，杜老、于老、吴老兴致很
高。杜老应淮北市委副书记吴孝雨请求，
为他题了“办实事，民不忘”六个大字，鼓
励大家多为农民兄弟办实事。接着他和
于老、吴老跟我们作了长谈。今天回想起
来，我近几十年来呼吁“农会”，这观点是
得到杜老的启发；我写《土地的呐喊》，其
思想渊源也是从杜老他们那里来的；我
大声疾呼的缩小城乡差距，寻根求源，也
有杜老他们的点拨。
杜老的仙逝使中国失去了一位理论

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顶尖专家和领导。我
失去了—位别有见地、循循善诱的导师。
杜老啊！你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我们
永不忘！

我和图书馆
任溶溶

! ! ! ! 我从小爱看
书，是个书迷。在
广州念小学，家里
楼上楼下就有两
个大书橱，不但有
西游三国，还有福尔摩斯什么的。647;年初从广州逃
难到上海孤岛，在上海一本书也没有，苦啊！空了就跑
到福州路几个大书店看书，又没法买很多书，不能解决
看书的渴望，怎么办呢？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大发现，
当时南京东路慈淑大楼楼上有一个“量才图书馆”，免
费出借图书，每次可以借一本。那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问
题，我就到量才图书馆借书看。有时候上午借书，一口
气看完了，下午就还书，另外借一本。那里有什么书就
看什么书，记得我还看了袁牧之写的关于化妆术的书。
图书馆从此就成了我追求的地方。有一个时候，我

每天到西藏路八仙桥青年会去，那里二楼大厅当时有
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周围都是书橱，读者可以自己把书
拿出来看，不过是不外借的。我就坐在那里看书，记得
我最早看普希金的作品就是在那里。青年会旁边就是
饭馆，大世界对面还有一个红烧羊肉面店，中午我就到
那里进餐，进餐以后再回来看书。
跑图书馆于是成了我的习惯，我家附近虎丘路亚

洲文会博物院楼上的图书馆，我也上去看书，不过那里
收藏的都是英文书，我就借书看插图。
我真是感谢图书馆。我大学毕业写毕业论文，就专

门到淮海路乌鲁木齐路口的鸿英图书馆看资料。当时
正好日本人投降，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恰巧看到美
国飞机在低空飞过，路上群众拍手欢呼。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创办《外国文艺》，

我更是天天跑上海图书馆。“文革”期间，只有上海图书
馆能订到外国文学杂志和外文书，我就到那里去寻找
资料，再加上图书馆同志的大力帮助，
这才把《外国文艺》办起来了。
图书馆是我们学习和收集资料的

好地方，我爱图书馆，希望大家也多多
跑图书馆。

醉
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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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因了安徽明光市一位朋友的邀请，
今年的春节我居然在滁州度过。

让我对滁州心动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是因为欧阳修曾在那里当过太守，并
留下了名扬海内的《醉翁亭记》。到达朋
友家的翌日一早，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来
到琅琊山脚下，那雨就愈发下得密集了。
同行的四辆车 64人，一些孩子和女眷当
场表示不上山了。我也禁不住犹豫起来：
上山吧，主峰小丰山有 755多米高，核心
景区有百多平方公里，山道湿滑，山风凌

厉，况且我当时还患着感冒；不去吧，今生很有可能与
醉翁亭失之交臂。“上吧！”我在心中叫了一声，于是与
几位年轻人一起踏入琅琊山景区。行不久便见一亭翼
然，众人不禁欢呼：看，醉翁亭！此时，一个悠远的声音
穿过淅淅沥沥的雨声传入耳膜：有亭翼然，临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据史料记载：北宋庆历三年（6597），时任
右正言、知制诰的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韩琪等人推
行的“庆历新政”，并提出吏治、军事、贡举法等革新主
张，遭到守旧派的打击。新政失败后，范仲淹、韩琪等人
相继遭贬，秉性耿直的欧阳修上书为范仲淹等人辩护。
因而在庆历五年（6598）被贬滁州。在滁州太守任上，喜
好游历的欧阳公自然不会错过“林壑优美，蔚然深秀”的
琅琊山。由此也认识了琅琊寺的住持僧智仙和尚，交往
日深，遂引为知音。越明年，智仙和尚为欧阳太守在山中
建造一亭，并请欧阳修作记，于是便有了散文名篇《醉
翁亭记》传世。这从该文的末尾两句可以佐证：作亭者

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
也。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庆历四年（6599），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后请范仲
淹作记，之后就诞生了脍炙人口的《岳阳
楼记》。这

“两记”在中国文学史上都
是烛照千秋的大家名篇，
向来为后人所称颂，并一
直是中学语文教科本上的
散文佳作，口口相传。
欧阳修谪守滁州后为

政“宽简”，让自己和老百
姓都能轻松地理政和生
活，并经常带着吏民四处
游玩，在山中野炊。很多时
候，欧阳太守是琴一张，棋
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
怡然自乐。文中“太守与客
常玩乐于此，饮少辄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曰醉翁也”
除了游乐，欧阳修也常在
亭间处理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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