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仓颉故里“墨竹王”
——白 水县农业银行孙杰画竹纪事

杨建峰
1 991年2月 18日 在

泰国首都曼谷世界农协
培训部宽敞明亮的会客
大厅里 ，中 国农业银行
考察 团 向泰国方面送上
了文 明 古 国 的 一 份 厚
礼。

主人打开一看 ，这
是一幅标准的 中 国 写意
墨竹 。画面上青竹仓劲

挺拔 ，远山近景交相辉
映，象征着万古长青的
中泰友谊 。

这，就是 白 水县农
业银行干部 、业余画家
孙杰 同 志 的 作 品 。

孙杰 今 年 53岁 ，
出生 在 陕 西 白 水 县 黄
龙山 下 史 官 乡 的 一 个
小山 村。“仓 颉 庙 ”

就在孙杰故里的旁边 。
古文化遗迹的熏陶 ，使
他从小对绘画艺术产生
了浓厚 的兴趣 ，走进了
竹子 的王 国 ，人们都称
他是仓颉故里的 “竹子
王”。

人常说：“绘画有
三难 ，竹子石头兰。”
为了画好竹子 ，孙杰付
出了人们难 以想象的代
价。

他曾三次去华县杏
林乡 观察竹子 ，留下了
许多趣闻 。有一次他看
竹子 ，看到晚上10点 ，
下山 后竟长时间找不到
旅馆 ，直到11点左右 ，
才得到一位 同行帮助并
收留 了一夜 。去年 四 月
份，县农行组织干部去
延安参观学 习 ，游黄帝
陵时 ，同志们都上了 汽
车，却到处找不到孙杰 。
领导派人四处寻找 ，见
到他时 ，才发现他旁若
无人地站在黄帝陵的竹
园皱眉头 。

去年年初 ，孙杰获
悉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
举行的消息 ，决定用 自
己的绘画作品 ，来表达
一个老共产党员 、一个
业余画家对社会主义祖
国的一片爱心 。

给亚运会捐献的八
幅墨竹 图青竹 、雪竹 、
风竹 、露竹 、雾竹 、月
竹等初稿完成后 ，孙杰
背上这八幅墨竹画稿三
进省城 ，请求书画名家
评判指点 ，可人家不认
识他 ，以没有时间为 由
拒绝了他 。但他并不灰
心，一次不行 ，两次 ，
两次不行三次 ，一直到
第七 次 才 敲 开 了 著 名
画家 胡 西 铭 的 家 门 。

胡西 铭 被 他 的 诚 心 所
动，不 仅 给 他 指 出 了
存在 的 问 题 ，还 手 把
手给 他 传 授 如 何 画 好
竹子 的技艺 。

这八 幅 画 完 稿 以
后，他 要 装 裱 师 用 目
前国 内 最 高 级 的 锦绫
装裱 。裱师惊呀了 ：“用
这种 高 档 绫 子 装裱 八
幅画 ，少 说 也 得近 千
元。你 工 资 不 高 ，出 得
起吗！”

是啊 ，钱在 哪 里 ？
他最 值 钱 的 东 西 就 是
1 8年 以 前 托 朋 友 带 购
的那 件 价 值 千 元 的 狐
皮大 衣 。孙 杰 四 处 托
人，好 不 容 易 找 到 了
买主 ，可 别 人 嫌 贵 ，

拉倒 不 买 了 。孙 杰 急
着用 钱 ，他 说 ，　“你
出多 少 ，算 多 少。”
最后 竟 以700元价格成
交了 。接 着 他 又 卖 了
家具 、木料……

八幅 墨 竹 裱 成 以
后，孙杰 冒着大雨把画
送到了西安 ，受到了有
关方面的热情接待和高
度评价 。白 水农行党支
部做出了学 习 孙杰同志

的决定 ，他的
事迹纳入了 白
水县大事记 ，
… …他一下子
成了大名人 。

可孙杰同
志总是说 ，这
些荣誉 ，我受
之有愧啊 。我
只是尽了一个
共产党 员应尽
的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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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各民族都有着 自 己绚丽 多
姿的舞蹈 ，但 由 于风格 习惯 、文
化传统等方面 的原因 ，大多数的舞
蹈只在某个国家或地区流行 。然而 ，
交谊舞却 由 于其特殊的艺术魅力 ，
得以广泛地流传 ，　“华尔兹 ”
与“探戈”是这类舞蹈 中很有
代表性的 。

华尔兹是交谊舞 中 的 “皇
后”，它起源于十二世纪的德
国和奥地利的农民舞。“华尔
兹”是英语译音 ，译意是旋转 ，
所以跳华尔兹就得转 圈 ，其舞
蹈动作多为旋转型 ，因此有人
叫它为圆舞 ；交谊舞 中 只有华
尔兹是一种三拍子舞蹈 ，所 以 ，
我们 习惯称其为 “三步舞”。
华尔兹柔和而文静 的性格 ，以
及优 美 典 雅 的 舞 姿 ，使 它 具
有绅 士 风 度 。华 尔 兹 音 乐 为
四分 之 三 拍 ，每 小 节 三 拍 。
第一 拍是 重 音 “蓬”，第 二 、三
拍是轻 音 “嚓 、嚓”，三 拍 时 间
完全相 等 ，节奏明 晰 ，旋律 流畅 ，
富有 弹性 。掌握 了 华 尔 兹 舞 步 的
人，踏着 《蓝色 的 多 瑙河 》和 《魂

断蓝桥 》等 圆 舞 曲，“回 旋进退 ，
莫不 中 节”，婆 娑 飞舞 ，萧洒飘逸 ，
令人 沉 浸在 迷 人 的 旋律 里 ，感 到 美
的愉悦和享受 。

“ 探戈”起源于非洲 ，是一种富
于表现强烈激情的双人舞蹈 ，也
称为 “友谊舞”。十八世纪初 ，
非洲奴隶将它带到了拉丁美洲 ，
在演变过程 中 ，融和了 一些拉美
国家舞蹈的成分 。起先 ，跳探戈
还只是拉美下层人民 中 间的一种
娱乐活动 ，可是到了 二十 世纪初 ，
探戈却渐渐风靡于全球 ，很快成
为一种能与 “华尔兹”相抗衡的
交谊舞 。

探戈 舞 具 有 通 常 的 倾 斜 性
和弯 膝 性 ，在 平 稳 中 见 起 伏 。
上步 和 退 步 常 呈 现 弓 步 ，动作
幅度 较 大 。它 不 运 用 滑 步 ，而
是以 迈 大 步 和 平 稳 顿 挫 节 奏
的舞步 进 行 相 反 的 动 作 。因

此，舞 时 两 膝 须 较 寻 常 多 松 弛 些 。
另外 ，探 戈 舞 曲 用 的 多 是 二 拍子 或
四拍 子 ，速 度 适 中 ，跳 时 舞 步 变化
较多 ，常给 人 一 种 棱 角 分 明 ，舒展
畅快之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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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戎昱担任零
陵太 守 时 ，与 一 歌
女相 爱 。两 人 诗 歌
唱和 ，情 深 意 长 。
有一 天 ，襄 阳 节 度
使于顿突然派专人来
指名索要歌女 。戎昱
感到很为难 ：要不给
吧，节度使官大
势大 是 一 路 诸
候，得 罪 不 起 。
要给吧 ，又难 以
割爱 。经 过 一 番
痛苦 的 斗 争 之
后，戎昱只好忍
痛答应送人 。

两人分别 的
时候 ，彼此都痛
哭流涕地难舍难
分。戎昱即情赋
诗一 首 赠 与 歌
女。歌女看后 ，
倍加伤心 。

歌女到了襄阳 。
于頔 高 兴 地 传 令 大
宴宾 客 为 歌 女 接 风
洗尘 。

酒过三巡 ，于頔
乘兴叫歌女唱歌 。歌
女这时身在曹营心在
汉，几经思索 ，大胆

地唱起了戎昱临别赠送
的诗 ：
宝钿香娥 翡 翠 裙 ，
妆成掩泣欲行云 。
殷勤好取 襄 王 意 ，
莫向 阳 台 梦使 君 。

歌女边唱边流泪 ，
感动 了 众 多 的 宾客 ，也

感动 了 节 度 使 于
頔。他叹了 口 气说 ：

“ 唉 ，大丈夫不能
建立功业 ，后世流
芳，岂能夺别人之
所爱呢？”于是 ，
他在听取了歌女的
意见后 ，写了一封
亲笔 信 向 戎 昱 道
歉，并立即派人将
歌女送回零陵 ，使
二人破镜重 圆 。

常言 道 ，人心
都是 肉 做 好 。这就
叫情 之 所 至 、金石

为开 ，一 首 诗 歌 ，使
情人 失 而 复 归 。戎 昱
的诗 写 得 有 感 情 ，歌
女的歌唱得有感情 ，两
者相得益彰 ，起到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 ，从而又
产生了一个文坛的千古
佳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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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茶酥
胡长 荣

在西府众多经济实
惠的小吃里面 ，你品尝
过茶酥没有 。

茶酥 是 一 种 油 炸
食品 ，它 的 原 料 主 要
是板 油 、清 油 和 精粉 。
之所 以 叫 茶 酥 ，是 因
为最 早 是 做 为 早 点 ，
边喝 茶边 吃 的 。那时 ，
有些 乡 下 人 进 城 ，带
有鸡 蛋 ，可 以 当 时 加
工，将鸡蛋油煎后 ，夹
进茶酥里 ，吃起来格外
有味道 。

茶酥 讲 究 外 焦 里

酥，按照 内行
的要求 ，好的
茶酥掉在地上
要“粉 身 碎

骨”。过 去 茶酥 形 状
为一 头 尖 一 头 圆 ，随
着时 间 的 推 移 和 制 作
上的 演 变 ，如 今 成 为
两头 圆 了 。

据笔者了解 ，宝鸡
市最早的制作茶酥 的地
方当 属西关市府巷了 。
只可惜 当 年这些做茶酥
的老师傅都 已退休 ，回
家享受天伦之乐了 。一
位现在某食堂 当 书 记的
朋友告诉我 ，茶酥是他
们的传统食品 ，虽然销
量不太大 ，但 由 于食堂
地处西府宾馆附近 ，所
以，每 月 都有 四五次为
会议代表做茶酥早点的
任务 。六十 年代 ，国家
主席 刘少奇到宝鸡视察
工作 ，他们专门制作 了
茶酥早点请少奇 同志品

尝，得到了少奇 同志的
赞扬 。

如今 ，茶酥不再是
一种早点 ，已成为一种
主食 。一些外地公 差 者
到了宝鸡 ，也慕名前来 ，
走时少不了 要捎上几个
让家人品尝 。有 的年轻
人在父母过生 日 时 ，还
专门买些茶酥 当 礼品 ，
不仅合乎老年人 口 味 ，
而且经济实惠 。

如今 ，茶酥这种传
统食品正在逐渐恢复 ，
诸位若有机会来宝鸡 ，
可别 忘 了 尝 一 尝 茶 酥
哟。

省首 届 群 众 秦 腔 演 唱

大赛 举 行 荟 萃 演 出
陕西省首届群众秦

腔演唱大赛荟萃演出 11
月底 在 西 安 举 行 ，来

自全 省 的50余 名 群 众
秦腔 演 唱 尖 子 的 三 场
演出 博 得 了 西 安 观 众
的欢迎 。

这次演唱大赛是 由
省振 兴 秦 腔 指 导 委 员
会、省文化厅本着一手
抓提高 ，一 手抓普及的
精神主办的 。经过半年
多时间的筹备和逐级选
拔，从全省大部分地市
选送 的 140名 优 秀 演 唱
者中 评 出 一等 奖24名 ，
二等奖55名 ，三 等奖50
名，鼓励奖 10名 。参加
荟萃 演 出 的演员 出 自 各
行各业 ，以 青年人居 多 ，
最小 的7岁 ，最 大 的71
岁，为我省秦腔事业 的
发展振兴奠定了 坚实的
群众基础 。　（冯 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