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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阅读了青年作家胡烟的新

作——读画散文集《见山》，书中所选

的百幅画作和与之对应的文字解读，

将我带向古代文人画家的笔墨时空。

阅读过程中，我翻阅了 20世纪 90

年代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书与

画》，20世纪 80年代的中国画季刊《迎

春花》《江苏画刊》等，里面也刊发了

《读仇英的〈捣衣图〉》《赵孟頫人物画

赏析》等解读古代文人画作的文章。

经过对照，发现那些画院专家们的解

读，大都从绘画技法、画风的渊源、脉

络等方面进行梳理和考证，而胡烟的

解读，注重画作精神层面的剖析，会

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古代文人画家的

生平、创作经历和社会背景。

对画作的思想内容，胡烟有着独

到的阐析，特别是解读画作的细节

时，文字表达精准，精彩的解读总是

让我豁然开朗，并与胡烟的独立审美

产生共鸣。譬如，解读赵孟頫《调良

图》时，胡烟写道：“风，应该是西风，
风是从左边来的。东风是催人胜利
的，只有西风才令人销魂。”“飞翔的
马鬃，齐刷刷向前，暗示妥协，却被逆
风的灵魂牵绊，使马成为一个矛盾
体。马尾曲意逢迎，催促着前进，然
而马蹄毅然坚定，即将扎进土地。”

“他爱这冷峻，爱这凛冽的风。只有靠
着风的淬炼，才能成为成熟的勇者，无
愧于他的血统和家族。”胡烟写这匹

马，用的是第三人称“他”，诗歌般的语

言中蕴含着精神力量和哲学审美。我

想，如果赵孟頫看到这样的解读，他一

定会激动不已，会用双手给胡烟敬一

盏美酒。

《见 山》选 取

的 百 幅 经 典 古 代

文人画，代表了东

晋、隋、唐、五代、

宋、元、明、清等年

代 中 国 画 的 巅 峰

之作，胡烟的精彩

解读、秀雅文风，犹如装饰在文人画

山峰上清灵的云烟，山峰与云烟珠联

璧合、相得益彰。胡烟通过分析古

代文人画家的性格、情趣、嗜好、生

活习惯，探寻古代文人画家身上的

神秘因子，并通过顺藤摸瓜的散文

写作手法，让读者全面了解古代文

人画家艺术之外的精神状况和生平

故事，所以胡烟的读画文本更加立

体，笔下呈现的古代文人画家形象

更加饱满。收入《见山》的董源《潇

湘图》、赵孟頫《调良图》、吴镇《渔父

图》、徐渭《驴背吟诗图》，在胡烟的

另一本读画散文集《忽有山河大地》

中也出现过，再次解读，角度、剖面、

深度截然不同。

见山，当然要用眼睛看，如何看，

重点看什么，胡烟的笔下就有一些答

案，其中，有些是看技法：“从这幅《山
腰楼观图》看得出，箫照得李唐真传，
小斧劈的技法与李唐的《万壑松风
图》很类似。”有些在视线之外，作者

通过设问、猜测和想象等方式，引导

读画者去看。譬如，《江雪》中写道：

“透过敞开的窗户，可以清晰望见主
人与客人专注对弈的情景。想象，他
们在对手犹疑落下棋子的间隙，抬眼
望望窗外美妙的雪景，发出心神怡悦
的感慨。”“读这幅画的时候，我在‘雪
堂’二字上思忖了许久——它是不是
苏轼在黄州的长江边上盖起来的用
以待客的小房子？”胡烟善于用散文

的语言为读者引导，也精通这种曲径

通幽的引导。

胡烟读画，读得很细，每发现一

个微小的洞见，都会记下来，并以散

文的语言进行解读和阐释，不将胸臆

吐尽决不罢休的劲头，与写意画中用

尽笔墨的要领异曲同工。因此，胡烟

的读画文稿，总是写得很精准，读起

来有一种通透而酣畅的感觉。

胡烟认为，读仇英的画与读司马

光的文章是全然不同的体验，处处是

细节之美，这种细节之美恰好体现在

读画的态度和解读文本。因为读画

仔细，胡烟总能在古人的画作中发现

一些意外的惊喜，如仇英的《独乐园

图》中发现一只藏在竹林里的白鹤，

并认为它是司马光的守护者。另外，

认出了司马光的坐垫是一张虎皮。

胡烟读画时，手里一定拿着一个放大

镜，因为我就是借助一个放大镜，才

得以确认司马光的坐垫的确是一个

虎皮坐垫。

在读画过程中，不时与画作中

的人物、景物、细节进行情感交流与

互动，这是胡烟读画的一种高级方

式，这种方式让古代文人画的思想

与读画者产生同频共振，进而进入

穿越笔墨时空的精神境界。在《残

竹浴雪》中写道：“这丛雪竹最打动
我的，是天真。它们在清寒的雪夜中
兀立，蓬勃中有些沧桑，那是自然生
长的结果。”读范宽的画时写道：“每
每与《溪山行旅图》对视，我都禁不住
感慨，这座山的气场实在是强悍。它
安宁、静穆，缓缓散发出强悍的气息，
慢慢震慑你。从外至内，又由内而
外。”在《聊赠一枝春》中写道：“我对
董源的《潇湘图》着迷，对巨然的《层
岩丛树图》也着迷。它们用一种看似
循规蹈矩的平淡形式，默默感动你，
且回味悠长……董源和巨然启示我
们，平淡之中有真意。”如何读画，怎

样表达读画时的内心感受，我们可以

借鉴胡烟解读曹知白《疏松幽岫图

轴》的方法：“我想起了‘清越’一词，
我试着用声音来形容读画的感受，清
清爽爽，疏淡而明朗，就像沈周在夜
里听到了雨后的钟声。宇宙没有一
颗尘埃。”

对《听琴图》这幅画，我的印象很

深，以前我临摹过这幅画，画中抚琴

者对面的太湖石，与宋徽宗的瘦金体

上下呼应，一左一右的听琴者，则与

抚琴者的耳朵相对应，构图安排非常

有 趣 。 胡 烟

在《 此 时 无

声》的解读文

章 中 问 道 ：

“ 正 中 央 的
抚琴道士是
不是宋徽宗
本人？听琴
的 人 ，红 衣
绿 衣 ，哪 一
个是蔡京？”作者没有告诉读者，没有

揭开《听琴图》神秘的面纱。我们只

能继续读画，听琴，如作者所言：读画

人与画中人一起听，一同感受时空的

恍惚，一同迷醉。

周臣的《流民图》笔墨夸张，画风

辛辣，画的是朝政荒废年代一群以乞

讨为生的流浪者，对《流民图》精神层

面直击心灵的现实主义画风以及画

作本身的警世意义，胡烟给出了积极

评价，并肯定了周臣的笔墨担当。她

认为，该作品最直观的效果，是引人

悲悯。中国画在经历了最初的“载

道”之后，往前进化，更是以纯粹审美

的方式成为文人志士精神的抚慰剂。

胡烟认为，自己是一个痴迷、顽

固的读画者，始终在读画的过程中寻

觅着什么。是的，胡烟所寻觅的，就

在古人的画作中，循着年代的折射面

寻觅时，散文的解读语言，恰好在时

空的穿越和古代文人画作中，可以感

触到一束又一束精神的光线。

胡烟说，书与画皆从“文”的土壤

中生长。当我重新翻阅《见山》时，修

炼艺术、打磨文字、钟爱古画的胡烟，

想必又在某个美术馆的展厅中，静静

观赏着一幅传世的古代文人画作。

我仿佛看见，她用手摘掉鼻梁上的眼

镜，身体前倾，睫毛几乎触碰到了画

框的玻璃，近距离观赏着画作的某个

细节，仔细体会着画面中生动的笔墨

叠加，画中吹拂的风，想必感受到了

她平静赏读时的美好呼吸。

——读胡烟新作《见山》随感

□铁万钢

通往古代文人画家的笔墨时空
读 罢 作 家 王 月 邦 的 长 篇 小 说 新 作

《铁马冰河》，掩卷沉思，备受震动，感慨

万千。

一部荡气回肠的宏大历史叙事，70余

年波澜起伏的全息回放，遥远青海的传奇

篇章，相信凡读者皆会被震撼到。

小说开篇以不露痕迹的情节设置，给

出了大的时代背景：1949年 8月 26日，兰州

战役告捷。9月5日，解放军第

1 兵团第 1 军先遣侦察队 600

余骑，强渡黄河奔袭西宁，一举

拿下“青马”大本营，青海就此

宣告和平解放。

新 的 青 海 ，用 一 个 通 俗

词语，从此迎来了值得大书

特书的“青葱岁月”。这是一

个阅读经验：小说里宜春溪

边，徐家老农户的子女们，青

峰、青岭、青坡、青草，几位青

年主人公的名字，给我们传

递 出 了 甚 是 鲜 活 的 青 春 信

息。

然 而 ，意 料 中 的 和 平 安

宁并没有立即降临。10 月，

从兰州溃败的“青马”残部策

动甘肃临夏叛乱，伺机隐匿观

望的匪首骑八旅旅长马英等

随之蠢蠢而动，在达坂山南北

多 地 疯 狂 发 动 武 装 叛 乱 。

1949年的最后三个月，解放军

第一军所属部队迅即投入战

斗。军民齐心协力剿匪平叛，

持续三个年头。全书贯穿这

一主线，故还有一个必须有的

副标题：达坂山剿匪记。

叙 事 策 略 上 ，小 说 笔 墨

落地县乡村，着力于村民的

身 份 觉 醒 与 角 色 发 轫 。 没

错，这就稳稳扣住了剿匪斗

争的基本盘。所谓高手在民

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斗智

斗勇与大智大勇淋漓显现，

由个体至群体搭建的“魔高

一尺道高一丈”，情节局面几

度逆袭反转，起落曲折环环

相扣。能够于最活跃敏感的

火线前沿下沉，就使得故事

经络细致而情节抓取逼真，

当然也就更靡费章法功夫，

最见小说描写刻画之魅力。

新生人民政权与反动匪

帮的殊死缠斗，“打土匪、进

深山，救穷人、脱苦难”，惊心

动魄史实生动，峥嵘岁月可

歌可泣。但可惜，在这之前

一直罕见进入文学书写。互

助籍同乡作家王月邦，酝酿

积累时久，踔厉担纲，一鸣惊人。从收集

挖掘的功课准备，到构思谋篇的落笔完

成，十年磨一剑，五十章六十万字，终于

填补了这个空白，委实功莫大焉。

王月邦没有从军经历，也非专业作

家。可是，操弄大题材军事文学，却显得驾

轻就熟胆识过人。这就全靠天赋，再加后

天本事了。无独有偶，其成名作《曾国佐将

军》，亦为抗战主题的战争大题材。

作为历史纪实长篇，采用传统的章回

体，层次有序，架构精心。但章节取名多

白话信手拈来，不泥古。有色彩力道的语

言自成一家，是挤净了水分那种，非虚构

面貌丰满厚重。说白了，就是艺术匠心彻

底调动，素材融通满血复活。那些散布的

片断与人、事、物有机串联契合，通篇充满

说书人的奇诡铺排和谋略家的术法营造，

熔“看门道与凑热闹”于一炉，剿匪小说怎

么看？一“剿”一“匪”奇正相生对手戏，因

而带给我们一种阅读体验之新鲜，大不同

于当下别的小说。

“最好的东西都不是独来的，它伴了
所有的东西同来的。”大文豪泰戈尔所言，

我觉得他也指文学创作之经验谈。其实，

这正是战争题材军事文学之本色与优长，

不仅体量与幅度，还有其无法超越的广泛

性及深刻性，常常可以打磨成为人类历史

光芒迸发的史诗级篇章——达坂山密林

深谷剿匪场面全景再现，冰雪大通河见证

风云激荡的年代；横刀跃马让英雄走进血

与火的战场，罪行累累凶顽匪徒难逃覆灭

的结局。敌我面对面，刀枪真对真，惊险

惨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引人入胜。《铁

马冰河》或许能够视作一部青海高原版的

剿匪经典《林海雪原》，是的，我很乐意这

么看。

战火中成长，钢铁这样炼成，芸芸众

生都将可能叱咤风云。“战争，会造就英雄

豪杰”（乔治·史密斯·巴顿语，原话：“战争

是人类能参加的最壮观的竞

赛。战争会造就英雄豪杰，战

争会涤荡一切污泥浊水”）。

战将名言，远见卓识。战争是

包含群体与个体一代人命运

的极致奋斗博弈，生与死，善

与恶，爱与恨，升华和毁灭，撕

裂而融圆。留意书中一个个

战斗场景的描述，作者深谙要

领，收放娴熟，让人每每如临

其境；尤其战斗冲突设计阵仗

活脱，或循序展开，或迅疾而

过，大役小仗密集连锁，为军

事题材文学作品之不多见。

于我个人来说，阅读《铁

马冰河》又倍感亲切。因为，

书里有我一位“老熟人”，他就

是老红军、老首长周龙（我们

同在军营大院 30 多年，其中

有 8 年我两家门对门）。亲切

还在于，作者如同揣摩到了我

的心思，小说里，时任军属骑

兵团副团长周龙的“戏份”有

10余处，妥妥浓墨重彩。令我

倍感亲切的是，描述地多是故

乡互助。这都是历史真实，均

系战场战斗的复述还原，了不

起却在，那些远去的身影和面

庞，因作者饱蘸深情之手笔，

在字里行间纷纷复活而栩栩

如生，达坂山剿匪英雄群雕，

立起来了。

表现战争的军事文学，历

来在文学方阵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那么，考量一个地

区的文学创作状况水平，“文

戏”“武戏”无疑都得充分拥

有。这当然也会成为一个稀

缺品种。青海当代文学史，军

事战争文学长期缺席，自有

《曾国佐将军》《铁马冰河》相

继问世，意味着短板也得以补

上。

我 注 意 到 ，小 说 开 始 不

久和临近收尾处，各出现花

儿与诗词一首。可不要小看

了这点儿“闲笔”，一个是开

始的渲染浸洇，一个是结束

的升华提振，由此达成且遥

相呼应，乃是小说艺术特色之匠心独运。

咱们不妨引出：

达坂山上的烟瘴大，大通河里的水
大；出门的阿哥孽障大，家里的尕妹苦
大。（第2章《北去的脚户哥》）

自然的“烟瘴”，人性的“孽障”，两物

对应，花儿妙用，点题存乎一心。只这“孽

障”二字不同凡意，系方言特有（发音 ni-

zhang），专指亲人间的怜惜不已。再就是

一首古诗词的导入，令情节承载的主题推

演发生转折，人物是妇委会茹殷和徐家小

女儿青草，在青草家：

茹殷取出纸笔让青草写，青草趴在炕
桌上，端端正正地写了几行字，拿给茹殷
看：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宋·陆
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

茹殷看了高兴：“这就很不错了，写了
陆游的诗！这个搭档我要定了。”（第48章
《徐青草的抉择》）

徐青草，英雄徐青岭的妹妹，依小说

时序年龄二十有一。美好年华，命运已改

变，幸福真的就是告别一个旧世界，靠夺

取、打拼和捍卫得来。前方在召唤，还是

她在召唤前方？原来也才搞明白：“铁马

冰河”，战争与和平，在这里从容潇洒破了

题、收了官。小说类似场景特写笔触往往

不多，但画面代入感强烈，极易触发读者

共鸣。而上述乡风古典文字的插入，卓有

画龙点睛之效，读之不禁每每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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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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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期盼一场雪
恰若期盼一个人一件往事
就如这样的早晨掀开窗帘
一幅童话世界惊现眼前
乡间小道一位久违的亲人
敞开胸怀扑面而来

相对于吵闹的城市
一场雪就是一个故事 就是
一则关于土地的寓言
那满眼的白不只是雪
也包含五谷杂粮酱醋油盐
也包含油香花馍鸡犬相闻

而只生长楼宇的城市
怎么能知道田里的事呢
到处是狰狞的钢铁
尽管水泥地也穿一件土衣物
却长不出一棵禾苗
就算在梦里也总是灰蒙蒙一片

可惜岁月已然老去
此刻的我也就只剩下期盼了
期盼下一场儿时的雪
在我的窗口纷纷扬扬 好让
我的思绪和嘎吱嘎吱的脚步
再走一段泥土芬芳的旅程

□刘 鹏

忆雪晨

“互助的山呀互助的水，互助的
人民情义真。纯朴的民风善良的人，
难忘嘛不过故乡情……”每每打开抖

音，一首红遍河湟谷地的《赞互助》感

动着四方游客。一时间，《赞互助》成

了青年花儿歌手靳永芳的代名词。

一
不知是源于先天的禀赋，还是自

幼迷恋于花儿的芬芳和魅力，土生土

长于互助土族自治县的靳永芳，自小

对花儿就有着执着的追求。在她的

记忆深处，最初听花儿是在上小学

时，放学后坐在客厅的小凳子上听花

儿歌碟——

黄菊花开成了狮子头，白菊花开

成了绣球；抓住花儿嫑丢手，狮娃儿

要滚个绣球。

那时，刚懂事的她只知道那高亢、

悠扬、婉转、凄凉的曲调叫“少年”。“少

年”深深地打动着她幼小的心灵。渐

渐地，她便喜欢上了“少年”。在此后

的日子里，年幼的靳永芳偷偷地跟着

花儿歌碟学唱。她的母亲是一位花儿

爱好者，农时间隙，她常常放开喉咙与

村里的妇女们“漫”上几首花儿，每当

听到田间地头飘荡的花儿时，靳永芳

便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好奇。在靳永芳

心里，母亲的每一句唱词都是那么亲

切感人，那么富有魅力。虽然，当时她

并不完全懂得歌词所表达的含义，但

那悠扬委婉的花儿，犹如从泉眼里奔

涌而出的溪流，叮叮咚咚地叩击着她

童真稚嫩的心扉。

一般来讲，下地劳动是辛苦的，

但很多西北农村妇女并不这样看，

艳阳高照，田野碧绿，杨柳依依，渠

水 淙 淙 ……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日

子，劳动妇女一旦走向田野，心儿也随

之豁亮起来。劳动的艰辛，生活的沉

重，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回忆全在这

个季节变成一首首优美动人的花儿，

在蓝天白云间久久地回荡……就如

明代诗人高洪在《古鄯行吟》中所写：

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
轻鞭一回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

花红柳绿的五六月，是靳永芳最

喜欢的季节，因为在这个季节，她可

以在田野里享受拔草劳作的姑娘媳

妇们精妙绝伦的花儿。不知不觉中，

十一二岁的靳永芳在长辈的影响下，

潜移默化地学会了《好花儿令》《尕连

手令》《黄花姐令》等许多花儿曲令及

民间小调，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花儿即

兴填词技巧，这为她后来的花儿演唱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有段时间，花

儿一度成为她生活里填补寂寞的重

要乡土教材。她不仅在田野割草时

唱，也在放学路上哼唱。她觉得这是

她童年生活中最有趣的调味品，带给

她无限的乐趣。

靳永芳犹记得，有一天她放学回

家后，便大声地跟着歌碟唱花儿，没

曾想却遭到了父母严厉的批评。因

为在过去土族人的观念中，花儿是野

曲，绝对不能在庄子里、家里唱。但

是在很多人心里，花儿就像透出云层

的一缕阳光，总能照亮人们的心房。

可是，这是一层不能洇湿的窗户纸，

这是心灵的秘境，不能肆无忌惮地演

唱，于是乎，大人们诱惑着让孩子们

唱。常见的情景是，男人们教男孩

唱，女人们教女孩唱。从曲调到歌

词，大人们的心声完全包容在此，孩

子们带着奶声的唱腔更能引起对方

的好奇。

这就如河湟民众对花儿的执着

那样——“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

是由不得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

死时就是这个唱法。”

即便遭到训斥，靳永芳也没有

放弃对花儿的执着追求。每每走出

村庄，到了田间地头，看到左右没有

长辈，她就放开喉咙“漫”上几句花

儿 。 这 时 候 的 她 是 自 由 的 、快 乐

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她可以大

胆地爬上山梁，面对大山和田野，放

开歌喉尽情歌唱。花儿诉说着一位

爱好花儿的土族阿姑的心声，清脆

嘹亮的曲令也深深陶醉了在田里干

活的人们。

二
靳永芳中学毕业后便跟着父母

在自家的花儿茶园里打拼。

为了实现花儿梦想，靳永芳拜在

花儿歌手尹万柏门下。在尹万柏的

悉心教导下，她系统地学会了很多花

儿调令，如《大眼睛令》《尕三姐令》

《红花姐令》《尕阿姐令》《好心肠令》

《老爷山令》等，这些都是河湟谷地乡

亲们最喜欢的调令。

也是从这时开始，她开始揣摩花

儿的味道、表现技巧，总觉得个人的

唱法还有很大不足。在那段时间里，

她潜心模仿尹万柏、张存秀、杨全旭等

花儿歌手的唱法，一首首琢磨，一首首

比较，直至觉得有点味道方才暗喜。

在此过程中，就像小麦在不动声

色中拔节抽穗一样，靳永芳的演唱水

平也在潜滋暗长。在跟尹万柏学艺

的日子里，靳永芳跟着老师一直忙碌

奔波于青海各地的花儿会，孜孜不倦

地追求着自己的花儿梦想。每年的互

助丹麻土族花儿会、大通老爷山花儿

会、民和七里寺花儿会、乐都瞿昙寺花

儿会等花儿盛会上，人们常能听到靳

永芳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

每次参加演出，她都会提前一

遍一遍地体味表演曲令的意蕴，仔

细揣摩花儿应有的韵味和情绪，所

以，很多听过她演唱的人会有这样

一个感受，那就是：靳永芳的花儿能

将人带入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将

人的思绪引入那广阔的山川田野，

使人如同在蓝天白云下漫步，陶醉

于淳朴的情味之中。

根有多深，树就有多高；情有多

深，歌就有多长。随着演唱技巧的日

趋娴熟，2017 年以来，靳永芳西宁参

加了百姓大舞台、湟中区花儿新秀大

赛、四川宜宾西部民歌展演、西北五

省（区）第十七届花儿演唱会、第六届

西部民歌会等大型活动，皆取得了优

秀的成绩。

每一份荣誉都是靳永芳对花儿

的执着追求和忘我努力的结果，花儿

已经深深融入她的生活。

每次参加省内外花儿演唱会时，

靳永芳皆深有体会：在花儿这一艺术

的园圃里，自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三
好景不长，靳永芳和父母开的花

儿茶园因为经济萧条而关门。为了

生计，他们一家人到了格尔木打工。

每天在饭馆里忙碌的靳永芳，脑海里

时常浮现出故乡的面貌：互助美丽的

风景，质朴善良的乡亲，家里的热炕，

掠过耳际的溪流声，甚至村庄里的鸡

鸣狗吠……那时，在格尔木与父母打

工的她，一想到故乡，总感觉到有些

什么东西堵在胸口。

“我一天里想你时肝花疼，晚夕
里想你着心疼。”千里之外的打工生

涯，让靳永芳深刻地感觉到，花儿和

青海小调是连着故乡的，连着家的。

无论是旋律，无论是唱词，都是亲切

的故乡容颜。

在格尔木打工的日子里，怀揣着

花儿梦的靳永芳心中有一个长长久

久的梦想——用花儿或青海小调来

抒发对故乡的热爱。

回到故乡，靳永芳在青海词作家

鲁占奎的引荐下，联系上了青海民族

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徐文君及作词家

冶小磊先生。听了靳永芳想用花儿

或青海民间小调来表达对故乡的挚

爱，两位音乐人专门为她量身定制了

《赞互助》这首风靡河湟谷地的青海

民间小调——

你要是问我哪里的人，我把它唱
来你细听。人留的子孙草留的根，土
生儿土长互助人……十字的当街鼓楼
是魂，四角上传来风铃声。酥油的糌
粑酸奶儿纯，青稞儿美酒敬客人……

《赞互助》一问世，靳永芳就参加

了互助春节晚会。在晚会上，靳永芳

演唱的《赞互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一下子火遍了青海高原。《赞

互助》质朴的歌词，淋漓尽致地将互

助的风采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最

近一两年里宣传互助的金名片。

“九曲的黄河十八道湾，湾套
湾，三江源有我的家园；想唱的花儿
有万千，随口儿漫，端唱个开放的今
天。”在追梦路上，靳永芳用纯净清

灵的嗓音演绎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花儿。多少次，她用嘹亮的

歌声赞美家乡，赞美生活。她用自己

的演唱功力，征服了关注喜爱花儿、

喜爱青海小调的河湟民众。

“我这几年的成长离不开参加各

种演出和赛事的锤炼，我觉得每一次

演出就像一次大考，我都会认真对待，

总结经验……”就是凭借着这种敬业

态度和开拓进取的精神，靳永芳的现

场演出一次比一次更好，在花儿演唱

中迈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脚步……

——青海花儿歌手靳永芳奋斗之路

□王祥奎

带着互助的赞美踏歌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