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遍青 山人不老
——赏关 山 月 中 国 山 水画

文/陈忠志

年轻时候 ，我就读于 中 南美专 ，那时候 刚 好是广州华南文艺
学院全体师生北迁的时期 ，关 山 月 既是副院长 ，又是我们的临堂
指导教师 。

湖北 的 新春 还 是剌寒 未 已 。关 老师领我们班 同 学 ，在龟 蛇
大山 一带 上 写生 课 ，江风凛冽 ，在他 的 严纪 与 身 则 下 ，谁 也未敢
退缩 一步 。手心 的 七 紫 三羊 已 冻得有 点 不 听使唤。“你画 的树
干太 光 了 ，要 画得毛 些。”关 老 师 对我辅 导时说。“我看 那树皮

不是 蛮 光 的
嘛，”我 回 答 。
“ 你 要 看 到 它
的实 质。”我
琢磨 了 很 久 ，
终悟 到 了 中 国
画的 一 条 根
本：是 写 内 涵
而非形表也 。

三十八年

过去 了 ，今 天
有幸来 到陕西
美术馆参观关
山月 老师的近
期作 品 展 ，见
到了 他 的 尊
颜，使 人 吃 惊
地感 到他还是
那样 年轻 ，那
样亲 切 。关老
师的 艺术 已 经
达到 了 炉 火纯

青的地步 。作为一个岭南画派的 一代宗师 ，中 国画巨匠 ，八十个春秋
的艰辛耕耘 ，早已奠定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 ，无可置疑 ，但就八旬老
人而言 ，综观他的作品 ，依然有着那种震憾人心的冲击力 ！

众多的展品中 ，我尤喜欢他的近作 ，如《漂游伴水声》、《雨后山
更青》……等巨幅画 ，秀丽苍润 ，却又气势磅礴 ，若排山 倒海 ，若金石
飞坠 ，铿锵有力 。前面那几块崖壁大石 ，只用了几笔铁骨重钧 ，却减
去了许多皱皴点染 ，在郁郁葱葱的树丛抱围下 ，显得洁 白 玉净 ，构成
了明快的音乐节奏 。这种在写实手法 中 的大胆取舍并不多见 ，达到
了和谐与完善 。艺术是什么 ？艺术就是人与外部世界的精神关系及
其加工程序 。

关山 月 老师有着严谨的写实作风 ，但却又非 自 然主义 ；有着对传
统的执著 ，却又不迷恋古人 。画中有着明显的西方绘画技巧的借鉴 ，
山峦层叠 ，高深平远 ，把 自然空间的层次拉得明媚透剔 ，使观赏者徘徊
忘返 。他勇于构架复杂的宽银屏场 景 ，这是一种深沉的魄力 ，深层的精神蕴
积，浩瀚壮阔 ！胸怀坦荡 ！物我交融尽致 ，愿关老师宝刀不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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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花生”，是广西融水苗族青年的一种恋爱活动 。每到种花生季
节，几位相好的小伙子 ，利用“走寨”机会 ，分别邀请自 己要追求的姑娘
一起上山种花生 ，如果得到姑娘们的同意 ，便约好了时间和地点 。

在种花生的头 一天晚上 ，姑娘们到男方家里做客 ，第二天便一起
挑着肥料和种子上山种花生 。大家一边锄地 ，一边对唱情歌 ，你唱我
和，互相逗引 ，累了就到地角上互相嬉戏 ，欢乐异常 。这天的午餐也特别丰盛 ，
摆满了酸鱼 、酸肉和糯米饭 。吃午饭时 ，男女之间你送我一抓糯饭 ，我敬你一
块酸肉 ，相敬如宾 ，甜甜蜜蜜 ，充满着幸福和欢乐 。

待花生苗长高时 ，青年男女又组织一次除草施肥活动 ，给大家创 造第二次
相聚的机会 。最后一次聚会是收花生 ，往往也是他们恋爱大功
告成 的一次 。收花生
的前一天晚上 ，男女双
方全部集 中 到 男 方村
寨某人家 里聚 餐 。餐
桌上 摆 满 鸡 、鸭 、鱼 、
肉，互 相 敬 酒 。不 喝
者，大 家 联 合 起 来 罚
酒，扯着耳朵连灌上几
杯。酒足饭饱之后 ，你
吹笛 ，我唱歌 ，热闹 非
常。待到更深夜静，开
始对号入座 ，一对对情
侣或窃窃私语 ，或头靠
头似睡非睡 ，洋溢在一
片甜蜜 的气氛 中 。不
少的苗族青年就是通过这
种种花生的活动 ，建立起
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

轶闻趣事 文/克敏

话说 乾 隆 游 江 南

乾隆 皇 帝 ，即 清 高 宗 ，爱新 觉 罗 ·弘
历。世宗 第 四 子，1735～1796年在位 ，是
我国 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 。乾隆
皇帝喜爱冶游 ，乾隆中期 ，政治稳定 ，国库
充盈 ，国力雄厚 ，这为他巡游江南提供了条件 。从1751年2月 （乾隆十六年
正月 ）至1784年 （乾隆四十九年），他先后到江南巡游六次 。

乾隆游江南的故事 ，在民间广为流传 。民间传说和艺人讲的 ，往往择其巡
游中的趣闻轶事 ，加以夸张和发挥 ，以娱人耳 目 。但这毕竟是传说 ，未 见正史
记载 ，不足为信 。乾隆游江南 ，表面上是为了阅查海塘 ，游览江南美景 ，其实是
有其政治 目 的的 。主要是为了昭示威德 ，笼络江南才学之士 ，暗察吏治弊端 ，

防范反清的隐伏情绪 。所以他每到一地蠲
租免税 ，有时乔装打扮 ，和平民百姓一般 ，
明察 暗访 ，发现贪暴的官吏 ，立即革职问
罪，这对澄清吏治 ，减轻人民的疾苦 ，无疑

是有好处的 。因此 ，江南百姓都感其威德 。
但是他六次南巡 ，花费甚巨 ，浪费无度 ，建造的龙舟穷极工巧 ，备极奢华 。

随行的扈从 ，车马仪仗 ，说不胜说 ，数不胜数 。地方官为了粉饰太平 ，不少人弄
虚作假 ，甚至在没有麦苗的地方用绿色纸张伪装成麦苗 。当然 ，乾隆南游也确
实了解了一些弊端 。看到了民间的疾苦 ，平反了一些冤案 ，惩办了一些贪官污
吏，做了不少好事 。他虽下决心整饬吏治 ，清正朝纲 ，但由 于和王 申把持朝政 ，

贪污 受贿 ，
徇私舞弊 ，
使政 治 日
趋腐败 ，加
之乾 隆 后
期国 库 日
虚，土 地
兼并 严
重，各 族
人民 不 断
起义 ，大
清的 衰
败，已 经
逐渐 暴 露
出来 了 。

） 演艺圈 文/江枫

蓝心 湄 怪怪 的……
在台湾 ，有不少人可以说是“蓝心湄迷”，这位怪怪的女孩与“巴戈大哥 ”

在中视共同主持的“鸡蛋碰石头 ”节 目 ，滑稽风趣 ，虽然那是在晚餐时间播出
（ 18点30分至19点），为孩子和家庭主妇服务的 ，但中青年男性 、老人又末必不喜欢 。
有不少人家为了全家一乐 ，往往停下做饭 ，推迟了晚餐时间而不会抱怨挨饿 。因此 ，“鸡
蛋碰石头 ”开办两年多来 ，收视 率居高不下 ，并成为首先亮相于卫星电视的台湾节 目 。

“ 鸡蛋碰石头 ”里有世界各地民俗风情的介绍 ，为拍摄节 目 ，蓝心湄就得满天飞 。
1993年10月 中 旬 ，“鸡蛋碰石头 ”节 目 第一次到四 川拍外景 ，来到了蓉

城。当丑乖的蓝心湄 ，扎一对夸张的大辫子 ，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出现于街头
时，少男少女一眼就认出了她：“鸡蛋妹！”

蓝心湄在荧屏上是滑稽可笑的 ，在生活中也轻松活泼 ，浪漫不羁 。走在小
巷里看见人家桌上的碗里还馋兮兮 ，“哇 ，吃什么 ，让我尝尝。”也不管别人认
识不认识 ，上去就来一 口。“哇 ，喝的是什么 ，我喝一 口。”结果酸溜溜的 ，是醋 。

在拍摄“鸡蛋碰石头 ”里的短剧《蜗牛一族》、《珊瑚风波 》和 《荒岛求生
记》，更是充满野趣 。导播事先在台
湾做好的录影计划 ，几乎都用不上 ，被
马尔代夫现场即兴表演的素材所取
代。一些老外游客看到台湾的电视外景队备感好奇 ，纷纷要求参加短剧演出 ，
于是有了老外滑稽地说闽南话 ，巴戈追法国洋妞在海滩下踢到“铁板 ”等新鲜
镜头 。更值一提的是蓝心湄 ，平时上镜头始终把 自 己包裹得密不透风 ，这次却破
天荒地要穿三点式泳装 ，而且特别选了用料最少的欧洲最新流行款式 ，顿显妖艳妩媚的风
情，使许多老外都傻了眼 。当她穿上撩人的泳装 ，在海面上戏水并与老外在浪里聊
印度洋风韵时 ，导播梁昆杰指挥摄像机 ，为挖尽蓝心湄 的表演素材和取好角
度，竟跌进海里 ，差点遭了个灭顶之灾 。

“ 鸡蛋碰石头 ”节 目 在开办之初 ，巴戈和蓝心湄想到“以卵击石 ，自 不量力 ”这
句老话 ，便反其道而行之 ，抱定“小兵立大功 ”的创意 ，一心要把这个非黄金时段的节 目 办
得格外惹人注 目 。这在电视节 目 竞争异常激烈的台湾十分不易 。然而 ，他们有高度的敬

业精神 ，终于在一个大范围的电视观众中闯出了名气 。
在演艺圈 ，蓝心湄如梅艳芳一样 ，也有“百变 ”

的称 号 。她17岁时出了第一张唱片 ，嗓音清亮甜美 ，后
来在电视连续剧《追妻三人行 》中扮演了“美好 ”的角色 ，把
个害单相思的农家少女演得又可爱又好笑 。在主持“鸡蛋
碰石头 ”节 目 后 ，她是滑稽多趣的 ；在连续剧《英雄少年 》中 ，
她饰演一个侠女 ，又是性情豪放 、真切热情的 ；在1993年 中
秋节 前 ，蓝心湄与冯 巩 、胡瓜 等主持 了 海峡 两 岸歌星大会
唱，她伶俐的 口 才和善于逗乐不亚于张小燕 。

蓝心湄说：“我 也想演琼瑶小说里的美女寒烟 ，
可别人没有发现我 ，所以演来演去排到我身上 ，都是
丑的角色 ，要说演寒烟我也会……”说着做了个娇滴
滴的模样 ，让人捧腹 。

这次在成都 ，拍了龙抄手 、都江堰 、青城山和熊
猫基地等 ，摄制组人员交 口 称赞：“没想到成都这么
好，让人开眼界。”而蓝心湄被问及“什么印象最深 ”
时，她还是那副顽皮相 ：“大熊猫呀 ，好可爱 ，连我都
想生一个！”这又“变 ”成了个活脱的鸡蛋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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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 内 外 文/羊梦

第15届 世足杯24强 介 绍
二、玻利维亚 历史上 ，玻队曾在1930年和1950年两度跻身世界

杯决赛圈 。
主教练哈维尔 ·阿斯卡格塔。1953年9月29日 生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阿兹佩

尔塔 。年轻时代 ，他曾在皇家索谢达 、毕尔巴鄂竞技等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踢球 ，但在他
2 0岁时 ，因膝部严重受伤 ，迫使他退出了绿茵场 。

此后 ，阿斯卡格塔开始进修医学课程 ，1985年毕业后领取了行医
执照 ，但他还是选择了足球教练的职业 ，先后在西班牙人 、巴利阿多里
德、塞维利亚和特内里费俱乐部执教。1990年他决心行医 ，并在巴塞
罗那开了一家运动医疗诊所 。

1 992年阿斯卡格塔应邀出任玻利维亚国家队主教练 。初期 ，他
不仅毫无名气 ，而且对该国足球一 无所知 ，因而备受冷落 。但他以卓
有成效的工作 ，为玻队打开了通向美国 世界杯的大门 。

在1993年南美最佳教练的评选中 ，阿斯卡格塔仅次于哥伦比亚国
家队主教练马图拉纳和巴西圣保罗队主教练桑塔纳 ，排在第三位 。

现在的玻队 ，中场有号称拖不垮的博尔哈 ，他和绰号“普拉蒂尼 ”的桑切斯
联手 ，组成了攻防核心 ；埃 切维里是玻队最危险的人物 ，他的突破射门极具杀
伤力 ；锋线上的箭头是维里姆 ·拉马略 ，他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上 ，一 人攻进
了7个球 ；另一球 员是路易斯 ·克里斯塔尔多 ，玻队的秘密武器 ，他在左翼的活动如鱼得
水，其惊人的速度和势大力沉的远射令人防不胜防 。正选门将是卡洛斯 ·特鲁科 。后防
线由马科 ·桑迪 、左斯塔沃 ·金特罗斯和米格尔 ·林巴组成 。

热身赛战况。1月 在阿斯卡格塔的故 乡 西班牙 ，玻队以1：3败在巴斯克队
脚下 ；2月 在迈阿密的乔 ·罗比杯赛上 ，玻队1：1平东道主美国队 ；0：1负于哥伦
比亚队 。一周后 ，该队在美国加州蒙特里又以0：2输给了墨西哥的美洲狮队 。
3月27日 在美国达拉斯与美国队以2：2握手言和。（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