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期间，与好友相约到保
定力高古玩市场闲逛，偶然看到苏静
画的中国戏曲人物画 《苏三起解
图》， 突然眼前一亮， 对于戏剧一窍
不通的我来说， 感觉画的特别有意
思。 好奇心促使我打探个究竟。 画廊
老板向我娓娓道来，讲述了苏静老师
的画和他的故事，深为他的画事所感
动。

苏静老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的
第一批美术工作者，1952 年考入河
北省艺术干部学校，50 多年一直没
有停止在画坛的耕耘。他是保定清苑
县人。 1961 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
国画系，2006 年去逝的。 生前是保定
市群艺馆美术干部，保定画院专职画
家，国家二级美术师。 当代中外艺术
家联谊会会员。中日美术交流协会会
员。 作品多次参加重大展出并被收
藏。 1961 年， 黄胄回白洋淀体验生
活， 看了苏静的速写后赞扬说：“你

在绘画上有天赋，只在剧团画布景太
可惜了。 ”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跟随黄胄学习国画。苏静创作水墨
戏曲人物画既有其偶然性，又和保定
深厚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自小爱戏
的他， 对许多戏目烂熟于心。 后来，
他又在剧团工作多年， 熟悉舞台生
活，画过不少戏曲人物速写，这为他
创作水墨戏曲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1978 年，他在镜箱厂工作时，为
了开创新产品，他大胆设想，将戏剧
人物引入过去一直以来水花鸟为主
的镜画题材。 并选用水墨写意画法，
以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使作品具有
鲜明的民族风格。 他博采众长，学中
有创，很快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他的
代表作《十五贯》《起解图》《三岔口》
等博得国内外好评，几次在北京荣宝
斋、 美术馆等地展销， 都一售而空。
1981 年，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并举办
了该院第一届画展。 当时的《人民日

报》撰文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
的一次国画大检阅”。 李可染、黄胄、
范曾等 229 名当代国画家的 231 幅
作品参加了展出， 其中就有苏静的
《十五贯》。 展览结束后，他的这幅作
品被中国画研究院收藏。

听了画廊老板的一番讲解，很痛
快地拿下这幅《苏三起解图》。 回到
家中心里很是欣喜便挂在墙上欣赏，
只是感觉挺有趣，究竟这出戏讲的什
么故事呢？ 打开电脑查查学习一下，
看完之后，对画的欣赏对戏剧理解又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觉得戏剧是中华
民族文化宝藏，它能让人学到很多知
识，明白很多道理。 现在的年轻人没
有几个人爱看戏剧了，这么好的传统
文化应该有人传承并将它发扬光大。
有了这幅画，让我又多了一个兴趣爱
好。 看着画，想到单位的工作，想到
行政复议，顿时感叹封建社会的那个
时代，老百姓生活在社会底层，很多

事情没有说理鸣冤的地方。当代社会
飞速发展，建立了各种申诉和救济渠
道，依法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解决好
民告官的问题，化解行政争议，为老
百姓解决纠纷，使社会安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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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苏静
刘翔宇

近日读左志国著的 《逝去的甜甜根 》一书 ，书
中记叙了 20 世纪中期的风物 、乡俗 、乡情 、亲情
等 ，是以作者早年的家乡为基石 ，二十年的生活
经历为脉络 ，用淳朴的乡情和亲情为血肉 ，构筑
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华北农村地域风情图 ，与 《清
明上河图 》有异曲同工之妙 。

当今文坛忆旧文章铺天盖地 ， 但一个新颖的
叙述角度 ，会给读者强烈的共鸣 。 作者选材独具
匠心 ，巧妙地避开了人们惯用的题材 ，而将视角
回溯到早年的衣食住行 ，民俗民风 ，以及人们的
劳作工具和环境方面 。 如 “住 ”当中如今绝迹的
“卧砖到顶 ”、 “砖包坯 ”、 “四条砖腿 ”、 “土坯墙
“、”板打墙 “，还有最简陋的窝棚等 。 作者叙述这
些 ，不仅是简单的忆旧 ，留恋一份朴素的乡情和
亲情 ，更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价值 。

作者以轻松的笔调回顾家乡的劳动和婚丧嫁

娶场面 ，其中多有人物穿插其中 ，使文集具有一
股风趣的韵味 ，有的令人心酸 ，有的让人忍俊不
禁 ，有的则给人哭笑不得的感觉 ，如远走他乡的
二大伯和二大娘 ，吃萝卜条粥的无奈 ，还有 “糊爆
咸食 ”、 “猴鸡王子 ”等形象 ，笔墨不多 ，粗线条的
呈现 ，却各具特色和风采 ，可见作者深厚的乡土
情怀和文学素养 。

作者忆旧思今 ，借事寓理 ，彰显了其卓越的才
情和深厚的生活积淀 。在叙述劳动一章时 ，大清
顺爷爷的话 ，是 一 个 笑 话 ，但 笑 完 后 让 人 的 心
沉甸甸的 。 老邋遢为了吃 “交心面 ” ，挖空心思
使用 “苦肉计 ” ，而过事的人家为了节省 ，到 深
夜 才 煮 交 心 面 ， 无 不 展 示 了 作 者 的 慧 眼 和 慧
心 。 婚嫁中的换亲和转亲 ，是时代铸就的个体
命运的悲剧 ， 家庭成分和穷使很多人打光棍 ，
解决终身大 事 ，就 要 打 破 常 规 ，用 姐 姐 妹 妹 的
一生去成就自己的一生 ，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
色 。 作者写的不疾不徐 ，将自己的情愫隐含在
文字中 ，用事实用人物去述说生活中的喜怒哀
乐 ，那些拙劣的闹剧 、那些沉重的悲剧 ，体现了
社会和人性 ，更 体 现 了 一 个 特 殊 的 时 代 ，让 人
百感交集 ，深思不已 。

作者不过多表明自己的态度 ， 本着客观真实
的原则进行 ，而俗语的运用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
用 ，诸如偷茄子捎带大葱 ， “大葱就茄子 ，香死老
爷子 ”；孩子们捅马蜂窝为壮胆会念咒语 “马蜂咒
儿 ，马蜂咒儿 ，光蛰骨头不蛰肉儿 ”，一句话写活
了一个故事 ，一段记忆 。

《逝去的甜甜根 》， 运用了最具功力的白描手
法 ，以一份原生态的本真和质朴 ，抵达文集的内
核从语言的角度分析 ，其语言质朴无华 ，清新流
畅 ，于平实的叙述中插入风趣的乡间俚语 ，活泼
泼的儿时歌谣 ，兼有几近失落的劳作之歌 ，比如
《打夯歌 》等等 ，使作者的文字凸显出了一份久
违的力量 ，一股浓浓的乡情扑面而来 。 作者以颇
具特色的质朴语言 ，勾勒了一幅独具特色的乡土
风情画卷 。 他笔下的乡村人 、事 、物成了那段历
史的见证 ，他的文集也是对一种淳朴传统文化的
记录 ，作者在思索 ，也在思考 ，在回顾乡村印象
的同时 ，探究民族发展中的出路 。 他的语言或深
沉 ，或幽默 ，或风趣 ，真实地再现了家乡人的生存
状态 。

游走在作者的文字中 ， 被他的真情叙写所
感动 。 人都说 ，文如其人 。 从文字中可以读出左
志国的本真 ，对家乡风物的爱恋 。 作者的心境是
坦然的 ，融入字里行间 ，不仅是作者的成长轨迹 ，
更是一部社会学 ，一部新社会的发展史 。 用白描
的手法书写家乡风物和人情是作者的独特写作

理念的完美展示 ，也是使命感使然 ，可以说是作
者用心血铸就的心曲 。 作者在回忆过去的艰难岁
月时 ，没有抱怨 ，他将逝去的一切化名为 “甜甜
根 ” ，甜甜根是平凡的野草 ，却也带给人淡淡的
甜的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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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年逾不惑 ， 虽然
在省城工作生活多年，虽
然有妻有女其乐融融 ，但
是多少次， 县城老家的景
象在梦中清晰地出现 ：那
四间瓦房， 那铺了半个院
子的葡萄架， 那门口的香
椿树……一切的一切 ，都
那么清晰，那么亲切，甚至
让我不愿意从梦中醒来。

其实儿时的我随着父
母先后搬过好几次家 ，从
农村的小四合院到县城的
大杂院， 再到有了自家小
院的家属院，直到最后，也
就是离家上大学前住的那
个四间房的小院。

小院不太大，一排四间
房，中间算是小客厅吧，冬
天在这儿吃饭。 左手是我
和奶奶住的房间， 右手是

父母住的房间， 最西头单独一间是哥哥的房
间。

最喜欢夏天的夜晚。 葡萄的枝蔓已爬了多
半个院子，坐在葡萄架下，并不感觉多么的热。
这时，要么是在葡萄架下挂一盏灯，父亲在灯
下看书，我就在灯下做功课，要么是摆上一张
小桌四个小凳，叫来妈妈哥哥一起打扑克。 葡
萄是在自己眼前一天天长大的， 其实还青着
呢，有时就忍不住摘一颗尝，酸酸的，没法吃，

只能吐掉， 然后便咽着口水看着它们渐渐变
紫。 天慢慢凉了，葡萄也成熟了，于是放学回
来，就摘一串吃，很甜美。 若是再等些日子，或
是有些葡萄藏在枝叶中未被发现，倘若哪天看
到了，那一定是紫得发了黑，味道就更甜了。

门口厨房旁边是一棵香椿树。春天来了，香
椿发芽了， 摘香椿的活儿一定是我的。 厨房边
靠着个梯子， 顺着梯子爬到厨房顶上， 抬手就
能够着香椿芽，一会儿就能摘一小把儿。 晚上，
一盘香喷喷的香椿炒鸡蛋就会出现在餐桌上。

那时的屋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普通木门，
还没有现在的办公室门看着厚重，院门就更惨
了，就两块木栅栏门，从门缝往里看，院子里的
东西看得清清楚楚。 白天没人了就用铁链子一
锁，钥匙就藏在门缝儿里，谁回来得早谁就摸
出来开门。 那门简陋的一脚就能踹开，但一直
到我 1990 年上大学走， 家里一直用的是木栅
栏门，也从未进过小偷。

社会是要进步的， 那小院早被高楼所取
代，繁杂与喧嚣好像难以躲避地出现在你我的
生活中。 但是，有一些人，至少包括我，有一个
年龄段，四十或五十后，势必会寻找一种幽静，
不是退步，是想让自己静下来，静下来思索和
充电。 即使是日日繁忙，也应抽点时间让自己
静下来，找到心中的那块净土，回到儿时的那
个小院，然后捧本书静静地去读……

一直设想着，老了，回到县城或老家的山
上，找个小院，种些花草 、蔬菜 ，再养几只鸡 ，
伴着日出日落，听着溪水潺潺，颐养天年……
但愿，这不是奢望。

一年前，我由局办公室一名普通秘书调到下属单
位任副职，说是得到了提拔，其实是明升暗降，权力小
了许多。

自从调到下属单位后， 我觉得丢人很少回局里。
每逢单位有什么事，需要到局里办理，我总是安排其
他人去。

却说这天，单位“一把手”给我安排了一件事，并
强调一定要我亲自去局里一趟。 无奈之下，我只好硬
着头皮“上阵”。驱车来到局里，我低着头走进大门，生
怕遇见熟人。 跟几个来去匆匆的熟人打过招呼，我来
到要办事的那个科室， 见科长老李和科员小崔都在。
我和小崔比较熟悉，而老李是新近调来的科长。 我跟
小崔打了个招呼，小崔抬头看了我一眼，愣了片刻，旋
即亲热的跟我握手说：“哥，好久不见，有何贵干？ ”我
忙将来意说明，拿出资料。小崔热情地给我办理起来。

听着小崔一句一个“哥 ”地叫我，我心里热乎乎
地。 谁说人走茶凉，世态炎凉呢？

等出了局大门口，我忽然想到把包忘在小崔那里
了，就匆匆地又来到小崔他们办公室。 刚到门口，见门
虚掩着，就听老李说：“小崔，你和刚才那个人关系很
好吗？ ”小崔说：“也就以前的一般同事。 ”“那你怎么一
口一个‘哥’，不直呼其名呢？ ”老李问。 只听小崔叹了
一口气，说：“李主任，你有所不知，他调到下属单位一
年多了，我只记得他姓魏，具体叫什么早就忘了……”

直呼其名
郝军祚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人住址 保证人名称 保证人住址 贷款余额 (元 ） 欠息 （元 ）

1 徐福兴 雄县工商局家属院 抵押 108000 152484.53

2 王振华 雄县双堂村 无 无 160000 254113.20

3 杨同乐 龙湾镇道四村 侯小乐 龙湾镇道四村 175000 158320.97

4 王润强 霸州市岔河集南夹河村 王海潮 霸州市岔河集南夹河村 200000 447371.32

5 刘占国 雄县四铺村 抵押 220000 240966.00

6 李立平 双堂乡双堂村 孙春秋 双堂乡双堂村 223000 493334.15

7 孙艳良 雄县米家务乡米东大村 田长平 雄县米家务乡米西庄村 250000 428156.50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人住址 保证人名称 保证人住址 贷款余额 (元 ） 欠息（元）

8 邓江龙 雄县龙湾镇龙北村一组 092号 纪红艳 雄县龙湾镇龙北村一组 092号 290000 39829.67

9 周吉 雄县工商局 河北京京制药厂 河北雄县立新路 300000 333295.70

10 刘砚平 雄县农行家属院 刘增群 雄县米家务乡米西庄村 340000 482263.42

11 李兆成 公安局家属楼 八东加油站抵押 米家务乡板北村 380000 545199.02

12 孙艳良 雄县米家务乡米东大村 孙砚桥 雄县米家务乡米东大村 440000 761241.58

13 刘砚平 雄县农行家属院 无 无 550000 836454.72

14 胡占军 雄州镇环城北路 9号 河北德佳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盛兴西路 288号 700000 849176.40

15 陈福来 昝岗镇高辛庄村 张春罗 昝岗镇高辛庄村 25000 50475.94

16 张运山 双堂乡祁岗村 谢书堂 双堂乡祁岗村 28000 49375.87

17 李亚军 双堂乡祁岗村 靳阿林 王中秋 双堂乡宫岗村、祁岗村 49000 94663.47

18 高春潮 昝岗镇高辛庄村 高书旺 昝岗镇高辛庄村 48500 76111.68

19 张亚山 双堂乡祁岗村 董贺善 双堂乡祁岗村 19000 29087.15

20 张晓光 昝岗镇昝北村 王贺成 昝岗镇昝北村 34800 90075.14

21 何银虎 雄县将台路康洁浴池 赵占民 雄县马蹄湾村 55000 59616.60

22 徐彦池 双堂乡双堂村 徐春杰 双堂乡双堂村 15000 22974.45

23 张永强 龙湾乡胡各庄村 张敏强 龙湾乡胡各庄村 24000 43740.90

24 高书田 昝岗镇高幸庄村 高书旺 昝岗镇高幸庄村 24500 38448.17

25 张金霞 雄州镇农行家属院 吴佩树 雄县土产公司 100000 229158.20

小 计 4758800 6805934.75

魏清发是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 ，
他八岁拜 “王氏秸秆扎编 ”第四代传人学习秸秆扎编艺术 ，
经过多年的学习探索 、研究 、创新 ，创作出各种秸秆宫灯 、
佛龛 、鸟笼 、筷子笼子 、吉祥挂件以及仿古建筑模型———亭 、
台 、楼 、阁等上百件作品 。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荨民间艺人魏清发 。
荩刚刚完成一件作品 。
茛娴熟的手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