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3月26日 星期五 主编 李枚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淑娟 版式 杨卫萍

观星台A44

!"!!#"$%"&'()"*+ "#$%

,-./012345 678 &'#9

:-;<=>?@A-BCD-BEFG

HIF-&'F-BJKLMNO-P

QGRSTUVWX5 YZYN[\5

"!(!!"$&%($

!!"#$%&'()*+,-.

/0123456-789: !

;"##$<#%#%"&$=>?

!@ABCDEFGHI$JK

LMNOPQR4STUVWX

'%#%#($)%$)"*))YZ[\]=>?

!^_`abcdefgMNhi

j b k l & m n T U

'%#%(%*#####&)&XoZ[\]=>?

!^_`pqSrstuvw$

x y l & m n S U Y Z X

'%#%(%$###$*+&'\]=>

!z{`|}~��}��ul

&mnS�VWX '%#%#&*#&*%%&

YZ[\]=>?

!����K����[z���

��#&#%#)"%"$�K�4X�#&#"#

#*()(���K�4oZ[��\]?

����[�4����� �

!z{¡¢£¤b¥KLMNl&

m n S T � Y Z [ V W X

'%#%+"%####$%&'\]=>��\]

!z{¦§¨©ª«KLMN¬

�l&mnT�YZVWX®

'%#%#&%###&)%''\]=>

!¯]°l&mnYZV±X

'%#%#**#&*$))\]=>

!²z`³´MN8 !+&*)" µ¶

´·¸l¹º4YZ\]=>

!"#$

!»¼½¾¿�uYZ�&�ÀÁ�

ÂX %)*+$$#%,%)*+$$&#\]=>

!ÃuÄÃuÅÆÇÈÉÊË

ÌÍÎ4 [ÃËÏ;%++*<��

#%"#(* XYZ[\]=>?

!ÐÑZ&4X�"##(,+"#*' Y

Z[\]=>?

!ÒÓ�p -&"( �y�Ô�Õ

"##+ Ö ) × + Ø¾ÙÚÛÜ4

|[ÂX (#''$$&[Ý\]=>?

!z{Þß}àáâ«KLM

N l & m n T � Y Z V ± X

'%#%##""#&&'% \]=>?

!z{ãäåæç¤� !.#)'%

OPQR4 %#%+$$)# 4XYZ

\]=>?

!Ðè Z & 4 Y Z "##+,+)%##

\]=>?

!z{éB�ÓKLMNêë

ìíîïð[ ñØòóôMN

;VWX '%#%#"%####%+')<[MN

õö÷høÇùúhø[ûüý

��þÿ!UMN"#5$Ø

ò *# Ø%[&ÿ!"#5' [þ

�M(�)$Øò '& Ø% [*

UMNhøÇ+,ý�?

!-@./012"3. "##&

456703&89:;0<

&4YZ[\]=>[=&4X

%%(*'%"##(#$###$&*

! Õ » ì z � � � �

#(#%#**$#$ X � � � K � 4 o

Z[��\]? ����[�4

�����>�?

! ? ² @ z � � � �

#)#%#)')*+ X � � � K � 4 o

Z[��\]? ����[�4

�����>�?

!A²�BC4X '%#%"$%+)*

#*%)#*') �z{D¯�ÌªE

�KLMNEFG ##*&*%$) H

##"&+*)$ X�ÂIyJYZ|

K2L® %*')*( D\]=>?

!AMNz���� #$#%#%+'(&

X���K�4oZ[ ��\

]? ����[�4�����

>�?

!AOPAQPARST4YZ

Uz É T�;"##(<� #'"#*'$

XV\]=>?

!²WX¿Ä+Y`Zä[\

Úu)*�]ä[l&mnS

TUYZ[VWX '%#%("$###

*'&+([\]=>?

!^ '" _`abðc %*+*(&+"")(

%&'(

)*+

!]^_`abc "!)*!("!')$

! d e _ ` f g $+(*$$$)

!h i j k b _ c "!$*!("$)"$

!lmn8o_`fg $+$%$(!$

!pq!rstu ,-"!'%!("$%$'

,-./

!vwxyz{z| "'*!+"+'+**

!e} "* ~ ' ��� %.% ~ $$$$!)*(

�dv� $*)')**!

!�v������� $+%)**++

(012

!%�����"�����%

������"������

  ¡¢///.00/123245.678

9!(":$!!'%(%+;<<<<$!%)"(+$

£ ¤ ¥ u v w

¦§@¨©ªG«¬ª "!+!+'$%'9"

1345

6789

!hi®¯°±²³F $!(!!"$%

! d e f g h i $"&&#(+#

´µ�vz $+%%&(((

¶·�v "!+!+!)%+'!

©¸¹º»¹vw

� ¼ r s ½ ? � $$!%$$++

! &( # ".$( �;?=>;¾¿;6

'&ÀÁGB&'GBHIFG;<

=>GFÂPGÃÄÅÆTWX-

ÇÈÉ45 ÊËÌÍGBÊ¿Î

ÏTGFÊÐ�Ñ[Ò\5 �Ó

È¢Ô!X ÕÖ¢"!9%($%"$)%

!^ '# jkl7_m %$& a '&

n�oK*pq¸rstU`c

©®u %**)*+'$($#

!^ *& v *( w '& nU`K*

pqcx [ K�$=yÿÙ»

z[{|}~�¨ %*+*(''($""

!"#$%&'()*+,- ./0123 456723 /089:;<!""#!$$$%%&'=>5647:;<!""##$$$%%!(!))*&+

?9 , @A , BC()

!���'TO�O4�ÆJYZ

�X® #)*&)##\]=>

!c *)z{� %/)(�k� %&&%&$))$+#

!@A����ÓKLMN�F�

¬�[��Ð�����YZ[\]

=>?

!@A����&KLMNl&m

n S T U Y Z [ V W X

'%#%##%####)'*#\]=>

h ø M (

@A�Ö��7�Ï�KLMNê

ëìïð���MNùúhø[û

ý��þM($Øò '& Ø%�M

N+�ý�?

!z{`i�X�� l&mnS

UYZ[=> '%#%#"$###$&"&$

!@A�¡¢i�£¤«Ó¥

KLMNOPQR4TUoZ[

4X '%#%#&)(""*"%"# \]=>

人在旅途

画里画外

男左女右
□鱼禾

哥又一次经过这个城市去外地打工。
哥提前给我打来电话，老二，去买几张票吧，

到北京的，夜里 10点多的那个。我手握话筒，听
着那个诚恳的，甚至有点嗫嚅的声音。哥说一共
四张，我们过去的时候钱一块儿给你。放下话筒，
我赶忙往车站跑，我想快点给哥哥把票买了，好让
他们放心。可当我走进候车大厅，看着那些扛着
包裹的乡亲，我忽然犹豫起来，是给哥哥他们买明
天的票还是后天的票？想哥哥他们又要出去挣钱
了，想起哥每次出去前都先到父亲的屋里坐坐，都
要提前把地里的大活做了，想哥哥已经快50岁的
人了，嫂子每次和村里的女人们扛着包裹在村口送
自己的男人，他们每年这样的走了回，回了又走，他
们在家好好歇歇多好啊。我递钱的手更加犹豫，售
票员问：你买票吗？我才递过钱，说：后天到北京
的，啊，不，明天到北京的。“到底哪一天的？”我似下
了决心，后天！就让哥哥他们在家多待一天吧。

我在这个城市已记不得是第几次给村
里人买票了。去年春节后也是哥给我打的
电话，哥说：老二，20张票你手里的钱够
吗？那次我没有犹豫，托了熟人调换了几
个车次才买到车票。第二天傍晚哥他们到
时给我打了电话，我送票过去，见我过来，
哥和村里人都站起来，好像我给他们办了多
大的好事。他们把备好的钱给我，其中我的
一个本家叔说：你跑腿了，一个人多给你一
块钱，20个人给了 20。我脸上一阵发烧，像有人
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我在这个城市唯一能给
他们办的恐怕就是这区区的小事了，我怎能……
我拿着多给的钱一个人一个人地给他们退，此时
的我就像一个负罪的人。我没有什么能送给他
们，我只有对他们说：路上小心，在外注意安全。

这次哥会来我住的地方拿票，要来看看我的小
窝。我提前站在窗口等哥哥，事先我已给哥说了我
住的楼号，哥打电话说马上就到了。我一直守在窗
口，心里急切地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我等了很久
哥还没有过来，心里乱起来，哥可能迷路了。我匆
匆地往楼下跑，手握着手机等哥再打电话过来。我

“噔噔”地跑到楼道口时，看见哥正往楼上仰头。
哥接过车票，一边给我票钱一边打量我住的

房子。我说，穷家富路你路上带着吧。哥不依，哥
说，你混得也不容易。然后哥坐下来，说了女儿的
事，说他走了孩子的事要我多操操心，多往家跑
跑，多回去看看父亲。我说：哥你放心，家里的事
有我。哥说先去了工地的人打回电话，说民工住
的地方大都安置好了。我心里一阵欣喜，如果这
样哥他们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白天干活就能多
攒些力气。我去做饭，让哥吃了再走。哥坚持说：
不吃。我说晚上10点的车还早。哥说不行，同来
的人在车站等他，看着他的东西，他不能一个人在
这儿吃饭。说完就匆匆下楼。

随后我把哥哥他们领进了一家小饭馆，吃了
一顿简单的晚餐。然后在城市的霓虹灯下默站
着，哥哥不时拿出手机看看时间。

把他们送到进站口，挥手再见时我忍不住对
他们大喊：下一回我还给你们买票！

下一回还给你们买票

□安 庆

景德镇画瓷

这几乎是两性关系中难以厘清的：耽溺
于一种密切之中，他可以安于模棱两可，而
她的疑问通常被概括为缺陷。这样的概括
当然不是交流，而是裁判。似乎他是这场独
幕剧的主角，她是肋骨般的配角；她可以悲
喜交加，却不以自我命运为轴心。他习惯于
裁判，并习惯于她的自我修正。

在这样的关系里，女人并没有属于自己
的品质。基于单方尊严的判断方式所含有
的蔑视与威迫，体见于他的傲慢，也体见于
她被拘押的内心。这甚至与社会地位毫无
关系。即使在各种职业领域中冲锋陷阵的
女人，也大多乐于彰显自己身上残存的肋骨
属性：在他面前的隐忍，失语。这种对自我
绝对丧失左右力的奴性或无机性，便是被期

望的女性品质：受洗般的
爱，绝不表态，美貌，羞涩。

相对于男人被
视为自身命运的主
宰，女人的依附性
主要在于，她仅仅
被视为男人情感或
欲望的对象。她未
必要富有活力，却
要富有魅力。女人
是爱情中等待的一
方，她需要原地踏
步 ，施 放 她 的 魅
惑。她被爱，所以
爱。她的爱之所以
被看重，是因为它

含有崇拜与依从。看重并非尊重。看重，意
味着他是主宰，可以挑拣，他有威权在她的
精神特征与身体特征之中，赞美这一些，贬
损另一些。被贬损的并非她的缺陷，而是具
有拆解力的素质：判断，质疑，拒绝。她的爱
因而成为彻底丧失主体性的物品，完全将就
他的欣赏习惯和使用习惯；他可以宽恕它的
瑕疵，而不能容忍它有立场。

当女性已经开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她
仍然被经常暗示要压制自己的抱负，要委婉
或者沉默。女人不表态被视为可爱的品
质。她的力量则一向被暗讽。具有征服力
的女人是谶越的女人，是含有匪气的“女强
人”；女性的原谅所暗示的聚合力，被称为

“妇人之仁”，是丧失守持底限的愚昧；而女
性的对抗，则是被围歼的品质：一个据理力争
的女人，会遭遇下三滥的戏谑；不据理而力争
的女人，则干脆就是泼妇。“河东狮吼”，这低
级的欠缺脑力的野蛮，用来比喻妻子的对
抗。聪明显露，可能会给女人带来麻烦。哦，
女人顺水推舟就已经太多了；没有什么是她
需要做的，她唯一应当做的就是放弃，不仅仅
是放弃质疑，而且放弃判断，接受灌输。

男人过分注意自己的外貌被视为缺陷，
而女人倘若忽视自己的外貌，那简直就是一
种道德瑕疵。女人的第一角色是被观赏，悦
目的女人即为“尤物”。有人讨论过何以女
人恐惧衰老，而男人却不。因为男人的魅力
在于成就；女人，更多的在于外貌。年龄渐
长，意味着成就的累积和美色的衰减。不可
避免地被这样的观念所绑架，于是，女人需

要抵抗脂肪、色素和时间，男人则不必为此
耗费精力。女为悦己者容。美貌像一方铁
牢，禁锢了她的自主和自由，使她永远需要
对别人的视觉俯首听命。她于是也陷入一
个永远的圈套：她抵抗食物以保持本由食物
滋养的身体的光鲜，她耗费时间来抵抗时间
的侵蚀。她徒劳地努力而注定没有收获。
她唱着那些哀怨的歌诗，却不知道所有的悲
凉源自无我。

当然她该是羞涩的。她应该千呼万唤
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女人应该掩饰自
己的激动，或最好没有激动。愤怒或者情
欲，这是他的特权。而她被期待具有神性的
隐忍或淡漠。女人耽于性爱的欢乐而不知
掩饰，是容易引起惊讶的事件，甚或是令人
不齿的。这也是对男女之事的言说永远可
资以羞辱女性的原因。只要提及下三路，女
人就必须掩面而逃，必须躲藏，装糊涂，否则
就是自取其辱。呒，情欲不过是愤怒的形式
之一罢了：他火了。这个血脉贲张的霸王，
他在床上施暴与在战场上施暴一样，都富有
英雄意味。她是他随身携带的虞姬，应该把
愤怒藏在帘幕之后。

这样的品性并非天赋，而是源自镌刻。
事实上，她一样会有判断，因而对任何暧昧
的事物有所质疑；她一样会有拒绝，希望与
生命里无意义的琐屑保持间距；她需要抨
击，也需要淋漓尽致的欢乐。剔除那些被涂
染的颜色，她内心的风暴浩荡如初，有如那
个失明的人诗行里的大海：在时间镌入日子
之前曾有过大海/曾有过无边无际的，大海。

小的时候，景德镇三个字就已很熟悉，生
活中经常见到，家里所用的杯碗、盘碟，还有
父亲书房桌上摆放的画着蓝色山水画的瓶
子，在这些器物的底部都会有中国景德镇
制造的字样。那时，只知道景德镇很远，是
一个小城市，能制造很精美的瓷器。后来
知道在北宋景德年间，因为皇上看到此地
烧制的御用瓷器精美亮泽，大加赞赏，遂由
陶阳镇改为景德镇，随后景德镇名声大振，
烧制的瓷器享誉世界。学画画以后，知道
家里桌上那画着湛蓝色山水画的瓶子叫青
花。慢慢地自己越来越喜欢青花，经常也
会在地摊上淘一些便宜的瓶瓶罐罐，看着
上面生动有致、活泼多姿、形神皆备、韵味
隽永的图形纹饰，心想，哪一天自己也能在
上面涂上几笔呢？自己是否也能画出青白相
映、幽靓苍翠、魅力诱人的青花呢？

这梦做了好多年，直到岁次丁亥九月三
十日立冬后的第一天，梦想成真。这天阳光
很好，我小心翼翼地带着几分惊喜、几分胆
怯、几分兴奋，拿起笔在素净洁白的坯胎上，

画上了我的第一笔青花。于是一笔、二笔、三
笔不停地画着，一个盘子、一个卷缸、一个瓶
子，一件接一件地画着。温暖的阳光透过大
窗子洒向工作台，照着画好的作品，内心澄
明、惬意。这是一种与物同在、幻景造物的奇
妙感受和体验。其实，作品烧成后会是什么
样，我心里并没有底。因为对青花釉运用技
术的把握还仅仅是开始。常言说“废画三
千”，画瓷何尝不是？做好任何事情都需要经
验的积累。应当说在白瓷坯胎上画釉下青花
和在宣纸上画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宣纸棉
软，毛笔在上面行走有弹性，更敏感，用水更
有妙味。在坯胎上简单地移植宣纸上的画法
未必最佳，材质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用怎
样的“笔墨”能最佳体现出瓷的品质，是画家
应思考的一个问题。观明清青花瓷上的绘
画，尽管在风格、造型、审美上与当时画坛主
流画家有着相互之间的影响，但瓷画与纸画
还是有所不同。瓷画用笔追求刚健、简捷、利
落、干脆、精致，这些特点更接近瓷的莹澈清
爽、明净清朗的品质，因而更有“瓷味”。当代

画家画瓷在保持个人风格的同时，要解决好
将纸上笔墨转化为瓷上“笔墨”的问题。精深
的技术永远都是达到高度的基础。画家如能
娴熟地掌握料性和水性，熟练地运用“分水”
法，进而达到“料分五色”的艺术效果，这样才
能为后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瓷画精品。

如果说瓷是 China 的象征，那么中国青
花则是中国人的胎记，更是中国文人瓷的代
表。青花瓶所体现出的单纯与高贵品质，使
中国人对瓷的钟情和对蓝与白的钟情在“中
国青花”上交汇凝聚，“中国青花”成就了中国
文化的绝美结晶。

几天的画瓷转眼过去了，每天都是从早
画到晚，很累，但很愉快。有得意之作，也有
遗憾之迹。重要的是收获了画青花的一些
思考，为明年画出更好的瓷画做了一些积
累。回来后，我给窑厂师傅打电话，问我画
的那几件烧出后效果怎样，师傅说很不错，
第一次画青花釉色掌握到这个程度已很不
错了。我还没见，不好说。我期待着看到自
己画的青花。

□李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