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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铅山，辛弃疾晚年生活十三
年并终老的地方，有座高达三十六米的
辛弃疾雕像，辛翁持书仗剑面对北方。

2023年，我到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
治州康乐县才知道，在北方，除了有辛弃
疾的出生地济南之外，还有辛氏家族更
遥远的家园：狄道。

狄道以及陇西狄道一词在与辛弃疾
有关的家谱中是必定出现的地方名词。
位置大约是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康乐等县
的位置。据临夏的学者实地考证，辛弃疾
先祖居住地位于现在康乐县的辛家集。

据辛家集《辛氏族谱》载：辛氏一脉，
宗开莘国，源自合阳，秀毓陇西，兴于狄
道。辛家集开祖为辛蒲，于汉初迁入，至
今已有2000余年。

据《济南辛氏宗图》载，始祖辛维叶，
生于北宋真宗景德间（1004 年—1007
年），为隋司隶大夫辛公义之子辛亮的十
八世孙，自甘肃狄道始迁济南，官大理评
事，职务相当于后来的八品承事郎。二
世辛师占，官儒林郎。三世辛寂，为滨州

司理参军。四世辛赞，为辛弃疾祖父，曾
任金朝朝散大夫、开封知府。他人虽在
金朝任职，但不忘家国，每逢闲暇，即带
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江山”，希望他争
取机会揭竿反金。

我想，在这登高望远中，辛弃疾肯定
知道，在北方，那儿不但有曾经的京师，
在更远的地方，在陇西，在狄道，那有辛
氏曾经的家园。

2023年 7月，康乐县委、县政府以辛
弃疾祖籍地之名举办“辛弃疾学术研究
高峰论坛”系列活动。其中一项活动，就
是我们期待的祭祀辛氏祖陵及参观辛氏
祖居之地辛家集。

辛氏祖先所葬之地现叫范家坪。如
今，此处已经没有一家人姓范，据传是辛
氏护墓人姓范而得名。墓地就位于凤凰
山下，此山如凤凰展翅飞翔，左有虎狼关
相护，右有白石山相依，让辛氏先人如坐
在一把金交椅上，南眺可见莲花山群峰
争秀，东顾可闻亥姆寺晨钟暮鼓，西望白
石山晴雪千里，近有三岔河将范家坪环
抱似几似案，堪称牛眠吉地。

辛氏在甘肃有“陇西望族，山右名
家”之誉。在辛家集的家谱中，辛武贤驰
骋沙场、建功立业，有“破羌将军”之称而
威震天下。辛武贤之子辛庆累迁张掖、
酒泉太守，后拜左将军，为国之虎臣，匈
奴西域敬其威信，辛氏家族以“世代为
将”显贵当地。辛氏在陇西至北宋历年
任地方要员有 20余人，其中还有辛茂将
担任宰相一职。我想，正因陇西辛氏人
才辈出，文臣武将兼备，才有家教影响家
风传承，后世才有“领五十骑万人中取叛
将”且有着“词中之龙”美称的辛弃疾的
出现。

从范家坪向西三五里路，就是辛氏
集聚之地辛家集。此地有三百余户，大
都为辛姓。辛家集背依凤凰山，山腰有
核桃，山尾有杏树千余，山脚梯田层云相
叠。可以想象，春天里，花白叶绿白云相

随，景色之美。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土
层肥厚的大地，在凤凰山尾的石崖上，竟
然有三股集中的泉眼，当地人称三泉。
泉水冬不结冰，旱不断流，被当地人视为
神泉。据传，当地凡有老人去世，都想喝
一口此泉，方能安心瞑目，有粗脖子病的
人，若常年饮用此水，会不治自愈。

这样，我想到辛弃疾晚年居住铅山瓢
泉之因，瓢泉之水从石缝出喷涌，清冽可
口，洗目目清，洗耳耳灵，很是让人喜欢。

辛氏族人选择辛家集居住，作为子
孙繁衍之地的具体原因已经无从考据。
除了土地的肥美以及甘甜的泉水与伴随
家园清澈的河流之外，辛家集处于茶马
古道的必经之路，处于虎狼关这个军事
要寨附近，方便抵御外敌也许是其中一
个主要因素。

正如辛弃疾选择瓢泉，除却“鹅湖山
下稻粱肥”的肥沃大地，宋代三大铜场永
平铜场的富裕，以及“一门九进士，百里
三状元，隔河两宰相”的人文和铅山淳朴
的民风之处，还因瓢泉东临桐木江，南依
武夷山，处于兵家必争的分水关之下。
这里进可以信江扬帆直达长江北定中
原，退可隐逸群山过着田园人生。优越
的抗敌地理环境，也许是辛翁来到铅山
瓢泉这一方土地的主要原因。

只是在瓢泉的日子，北方已成远方，
家园已成故园，辛弃疾只能站在停云亭
上，眺望北方的家园。如今，康乐县准备
在辛家集打造一座辛弃疾主题文化馆，
将与辛弃疾有关的文化进行展示，将这
位漂泊八百余年的故乡游子召唤，让他
魂回故里，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

康乐是一个建县时间很短的县，建
县时间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康乐
这个地名在当地出现的时间也不长，那
是宋熙宁六年（1073年）4月，王韶渡排河
击败木征修筑康乐城。5月，诏名康乐城
为康乐寨。

对于家园，康乐是一个让人回想的
地名。

很让人意外，王韶是江西人，嘉祐二
年（1057年）与苏东城同科进士，这年的
进士人才辈出。他足智多谋，富于韬略，
其任职甘肃期间，率军击溃羌人与西夏
的军队，设置熙州，主导熙河之役，收复
熙、河、洮、岷、宕、亹等州，拓边 2000余
里，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有北宋第一战
功名将之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康宁永
乐，也许是这位儒将对一方大地心中的
美好。

流经康乐的河流叫洮河，为黄河上游
第二大支流，途经十五个县市，其中最出
名的是临洮县，康乐县域曾大部分属临
洮。古时，中原的守边驻军很多都以洮河
为界。与此最有名的是写唐代名将哥舒
翰的一首诗叫《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
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如今，洮河两岸早已没有了刀枪箭
驽、金戈铁马。有的只是青山绿水牛羊
如云，红花遍地绿草茵茵，还有各族人民
和睦相处幸福地欢唱。人民群众安康快
乐地生活着，很符合康乐这个名字。

也许，在辛弃疾心中，这就是家园的
模样。

（作者系江西省作协会员、上饶市作
协副主席、铅山县文联主席）

“郊岭风追残雪去，坳溪水送破冰
来。”每年公历 2月 18日至 20日前后，
当太阳到达黄经330度，我们迎来二十
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雨水。

雨，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浓墨
重彩刻画的文学意象。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古诗词中，杜
甫的《春夜喜雨》一直备受读者喜爱：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元代文人吴澄编著
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也记载：“正
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
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
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

时至雨水节气，太阳直射点由南
半球逐渐向赤道靠近，这时的北半球，
日照时数和强度都在增加，气温回升
较快，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开始活跃，
并渐渐向北挺进与冷空气相遇，形成
降雨。这个时节，天气变化不定，忽冷
忽热，乍暖还寒。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差异很大。
当前，多地寒潮又至，但多地草木也已
开始萌动，新芽破土而出，大地青绿慢
慢回还，蕴藏了一个严冬的能量正在
逐渐释放。当飞雨入阶廊，看到毛毛
细雨所织帘幕后的淡淡春色时，人们
会愈发向往那柳丝含烟、柳烟成阵、欣
欣向荣的好时节。

我国古代将雨水节气分为三候：
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
动。意思是这一时节，水獭开始捕鱼，
大雁从南方飞回北方，草木抽出嫩
芽。雨水节气还有不少民俗，比如回
娘屋、占稻色等。“回娘屋”指出嫁的女
儿要带上礼物回娘家；“占稻色”指老
百姓通过爆炒糯谷占卜收成。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农业讲究时
令节气。春耕是春天的头等大事，关
乎一年的希望。荀子在《王制》中这样
写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
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春雨贵如油”，雨水节气饱含无
限的活力。这个时节，降雨开始、雨量
渐增，因此，很多地方也称之为“可耕
之候”。

此时，虽然北方大地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是多地修水利、备春耕，都已忙
活起来。南方多地，田野山林间，绿意渐染，春耕的锦绣画卷也在慢慢展开。

南宋魏了翁有一首诗描写春雨农耕，颇为有趣：“床头夜雨滴到明，村南
村北春水生。老妇携儿出门去，老翁赤脚呵牛耕。一双不借挂木杪，半破夫
须冲晓行。耕罢洗泥枕犊鼻，卧看人间蛮触争。”

大意为：夜幕来临，春风化雨，滴滴答答下了整整一夜，田野里灌满了春
雨春水；老妇人带着孩子出门，老翁赤脚赶牛耕田……诗文笔触自然，字里行
间涌动着生活感，刻画了一个辛勤的劳动者不惧春雨春寒、默默耕耘的形象。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自古至今，土地的收成，不只关乎一家一户的
一菜一粥，更关乎国家的稳定和富强。古时是“驱牛耕田”；如今，农业生产有
着现代科技加持：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科技赋
能农业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雨水时节，温暖柔润的春天已悄然来临，广袤的大
地将呈现出清新的田园之美，人们的心田也“种”下对美好生活的饱满希望。

（新华社上海2月19日电）

生活中的朱学智淡泊名利，
向往田园生活。教学之余三十多
年来非常勤奋，创作出了许多优
秀的绘画作品，作品两次获得甘
肃省美术专业最高奖“金驼奖”。
多次参加省内外展览，不仅得到
无数绘画爱好者的赞许，同时也
引起美术界的关注和一致好评。
近年来，他先后两次跟随欧洲著
名画家米·顾依达和国内著名油
画家赵培智、张延昭等老师研修，
使他的绘画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
境界。他致力于中国传统人文精
神和西方绘画语言的深度融合和
探究，大胆尝试新的绘画手法，取
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

朱学智先生的作品题材涉猎
面广，富有大西北地区特色和民
族特色，注重笔触的情感表达，意
境开阔，内涵深厚，大气磅礴，并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给人以无

限想象的余地，足见其深厚的美
术功力，若非长期深入生活，并仔
细观察体验生活的画家，绝然达
不到这种高度和境界。

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
时常会被快节奏的生活压得喘不
过气。当我们试图在繁忙的生活
中寻找一丝喘息的空间时，一幅
简单的绘画便能引发我们的思
考，引领我们走进另一个世界。
那是一个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
有简单与纯粹的世界。在这里，
我们暂且抛开生活的琐碎，只留
下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
悟。让我们跟随一位名叫朱学智
的画家，走进他的世界，感受他如
何用笔墨描绘出生活中的写意。

朱学智是一位热爱写意绘画
的画家，他的画作总是充满了诗意
和情感。他相信，绘画不仅仅是技
巧的展示，更是对生活感悟的表
达。在他的画中，每一笔都饱含着
他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自然的敬畏。

在他的画中，我们看到了生
活的平淡与真实。他每一笔都如
同生活中的一抹色彩，让人感到
温暖而亲切。他用色彩微妙的变
化，描绘出画面的层次感，让人仿
佛能闻到人间的淳朴气，感受到
爱的温柔。

然而，朱学智的写意绘画并
不只是对生活的简单描绘。他更
注重的是对生活情感的表达。在
他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
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生
的思考。他用画笔将生活中的情

感化为艺术，让人们在欣赏画作
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心灵的共鸣。

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朱学
智的写意绘画如同一种情感的寄
托，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
份宁静。他用他的画笔讲述了一
个关于生活、关于艺术的故事，让
人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重新审
视自己的人生。

写意绘画中的生活并非平淡
无奇，而是充满了诗意和情感。
它让我们明白，生活并不只是简
单地生存和繁衍，而是一种情感
的表达和精神的寄托。在这个快
节奏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找到一
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来感
受生活的美好。而写意绘画正是
这样一种方式，它让我们在欣赏
画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中
的美好和感动。

朱学智的画作如同一面镜子，
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在画中展现的不仅是各种人物、
山川河流、花鸟树木，更是他对生
活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悟。他用
自己的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充
满诗意的世界，让我们在繁忙的生
活中找到了一份宁静和慰藉。

在朱学智的画中，我们看到
了生活中的写意，也看到了艺术
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艺术并
不只是技巧的展示，更是对生活
情感的表达和精神的寄托。让我
们在欣赏朱学智的写意绘画的同
时，也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寻找
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诗意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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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士浩书法作品欣赏

赵士浩，男，汉族，
临夏县人，生于1985年，
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
会员，甘肃省硬笔书法
家协会理事，临夏州书
法家协会会员，临夏县
书法家协会理事，其作
品多次在国家和省、州、
县书画展中获奖。

朱学智，1993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
大学美术系。长期
从事于美术高考教
学工作，致力于油
画创作和研究。现
为甘肃画院油画院
院聘画家、临夏州
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陕西当代水彩
粉画研究院研究
员、临夏州政协书

画院、临夏州画院院聘画家、中国
水彩商城签约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