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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去雁荡山，灵峰、灵岩、大龙湫，这

些奇山秀水早已深深地印在了大脑，但并

没有在内心泛起多少涟漪。可能是看多了

视觉疲劳吧。直至近日又去了一次雁荡

山，我这才惊羡于这神奇的山水了。

那天，与几位老友住在灵峰景区民宿，

放下行李，便乘车去了一个从未涉足的景

区羊角洞。缆车缓缓升高，羊角洞掀开了

它神秘的面纱：一块巨大的长方形山岩与

众多石笋连成一体，顶天立地横卧在山巅，

气势磅礴，山岩的下方多个缝隙间，露出了

一幢幢层层叠叠、形态各异的红色建筑，成

为大山的绝妙点缀。霎那间，我惊羡了！

走下缆车沿山道上行，一块块头顶蓝

天嶙峋陡峭的巨石下，一座十分精美的道

观建筑巍然矗立，它便是羊角洞景区最著

名的玉蟾宫，书法家郭仲选所题的“羊角洞

天”四个大字高悬正门，据悉，这里众多的

道观始建于清代，分别坐落在羊角一洞至

七洞里，道观里祭祀着老子、杨老令公、杨

老令婆、杨七郎等神像。有道是，山不在

高，有仙则灵。数百年来这里香火旺盛，香

客不断，成为人们祈福平安的一方宝地。

离开玉蟾宫，放眼望去，天朗气清，群

山绵延，大地翠绿，一块如大门板的山岩如

天外来客，孤零零地立于前方的山野之

上。太神奇了！我禁不住沿着山脊向它走

去，众团友也一同前往。走近了，它更高大

雄伟了，呈壁立千仞昂首向天之状，而它的

底部，由平缓的山坡和葱茏的草木环绕着，

如利剑出鞘，故名剑岩。我感叹不已，这大

自然真是神奇无比。

此行，我才知道这里有一个显胜门景

区。景区地处龙西乡显胜门村，可能村以

景为名吧。我们沿山谷溪流而行，一路溪

石千姿百态，泉水潺潺见底，山花随风摇

曳。不时有一汪绿潭映入眼帘，清泉欢歌，

岩石纵横，惹人心醉。抬头，一座座山岩如

春笋般从大地冒出，直指天空。山风习习，

山野寂静，只有泉水发出的悦耳之声。

置身如此清静曼妙的绿色山野，一切

烦心杂事已不复存留。我们这些年近七旬

的团友步履轻快，笑声、打趣声在山谷回

荡。不多时，前方便是两座巨岩高高耸立

相对，中间形成一道窄窄的天门，那便是显

胜门了。

这显胜门，上下狭窄，中间宽，如橄榄

状，据说山岩高达二百米。仰望天门，我发

现，这两块岩石不恰似一对情侣吗？它们

深情守望，亿年不离不弃，让人仰慕。跨越

天门向前，尽头是清泉瀑布从山岩处奔流

而下，形成三叠瀑，发出“轰轰”的声响。我

们几位老顽童已忘记了年龄，爬上陡峭的

山岩，与天地山水合影，欢笑声与瀑布融为

一体，久久在山谷飘荡，张张老脸如绽放的

花朵般艳丽。这显胜门奇景无疑给我脑海

里的雁荡山印象增色不少，这便是不一样

的雁荡山！

夕阳西下，山岩抹上了金色，更显朦胧

多姿，归途中，回望显胜门，它们在默默目

送我们离开，似乎在说：欢迎再来。

当晚，我又一次去灵峰夜游，团友中大

部分是第一次看夜景，夫妻峰、象鼻岩等让

他们啧啧称奇，我还当起了兼职导游。雁

荡山景点之奇之美，还在于白天看和黑夜

看大相径庭，各有千秋，这是国内许多景色

无法与之媲美的。

此行雁荡，让我最惊羡难忘的还是方

洞景区。次日下午，我们辗转来到景区拾

阶登高，方洞以它的峻险多姿逐渐吸引了

我的眼球。在高高耸立的山岩石壁上，开

凿了一条蜿蜒起伏的栈道，如一条长蛇在

山间舞动，沿栈道前行，远近景色尽收眼

底，嶙峋陡峭的石壁，绵延翠绿的群山，还

有山谷处多姿的民居田野构成了大自然美

妙的画卷。我在想，这里并不比国内一些

名山差呀，怎么名气不够大呢？栈道边的

观景台上，翠柏之下立有一块大石头，“雁

荡山”三个大字应该是当代书坛泰斗沙孟

海先生所题，沙老的字苍劲有力，别具一

格，让人久看不厌。

凌空绝壁的山岩上，不时有宛如人形、

酷似动物的画面映入眼帘，游人中有人在

指指点点发出啧啧声。这些亿年之前火山

喷发形成的地理奇观，留给人类的是享之

不尽的无价之宝。

一路风光无限，赏心悦目，几位衣着艳

丽的女士不时举臂留影，完全沉浸在美景

之中。眼前是一个硕大的洞天，分上下二

层，三三两两的游人在聊天喝茶休憩，一边

的玻璃栅栏之外又是一番迷人的景色，一

条峡谷对面，巨石山岩层层叠叠的林木山

草点缀其间，蔚为壮观。其中一座山岩如

同一架手风琴，下方由石柱托着，堪称神来

之笔。暖阳给座座山头抹上了金色，这山

路更显美不胜收。

走出洞天，踏上横跨山谷的铁索桥，眼

前是葱茏林木掩映下的一片民居，园野阡

陌，道路纵横，这人间烟火又给景区平添了

生机与活力。

不多时，前方的山谷间突然冒出了众

多的山岩巨璧，有屏障石壁，有石塔擎天，

有石笋破土，更多的是形态各异的奇山怪

石，被翠绿的植物簇拥着，我惊叹，此处应

该是雁荡山最迷人的地方了吧！它们块块

精彩，座座不凡，似惊涛拍岸，如海涌波澜，

让人震撼迷恋，久久不愿离去。此刻，我突

然心生愧意，以往一直低估了家乡雁荡山

的壮美，正如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沿途峰回路转，群山叠翠。天已微暗，

我们加快了脚步，孔雀归山，大肚卧佛，蛤

蟆待雁，在我们的眼前掠过。这时，路边的

一座擎天石峰不由让我们停下了脚步，它

呈四方柱形，高达百米，柱身上方如同人工

刻画的一道道横线，上方草木茂盛，它便是

闻名的独秀峰。据说，这里是《神仙侠侣》

的外景拍摄地。临近黄昏，独秀峰更是挺

拔多姿。

步履匆匆间，忽见一石碑《龙鼻洞摩崖

题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驻足发

现，此地崖壁题记共有九十四处，最早为唐

代及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所留，其中有宋

代沈括朱熹、明代杨宗业等人的题字，明代

大旅行家徐霞客称其为“嶂石第一奇”。因

天色已暗，我们放弃了前往观望。

夕阳已不见踪影，眼前的山景正如同

一幅幅清新脱俗的水墨画，分外迷人。我

们下山的地方恰是灵岩景区，群峰环绕之

下，灵岩寺巍峨壮观，众多的山水画爱好者

在面山写生作画，一幅幅清秀的山水画作

跃然纸上，略知一二的我顿时也萌生了加

入他们队伍的念想，站在一旁看得入迷。

踏上归途，眼前又是奇石美景，一帆

峰、名人头像让人应接不暇。

路边石壁上著名作家莫言的题诗让我

驻足：“名胜多欺客，此山亲游人。奇峰幻

八景，飞瀑裁九天。石叠千卷书，溪流八斛

金。雁荡如仙境，一见倾我心。”这是给不

一样的雁荡山做了最生动的注释。

不一样的雁荡山
■白一帆

“咚咚当当……”曾见爸爸抓一把干

白银豆往不锈钢碗里放，然后倒进温水泡

着。“干的白银豆不好吃吧？”我嗫嚅道。

“荆谷白银豆，干的也好吃……”那是我第

一次听说，白银豆还有以产地论的。

“哇，想不到白银豆甜汤这么好吃

的！”“是啊，荆谷白银豆，咋烧都好吃！”一

片叽喳声中，白瓷调羹在白瓷碗里一搅，

原本沉着的或雪白或嫩绿的白银豆，漾起

了浮于清汤的数颗红枸杞、黄桂花，连汤

带豆舀一勺，清甜、糯叽，唇齿留香……那

是我第一次吃到白银豆甜汤。

“这是我们荆谷本地白银豆，就放了

点盐与葱花，你们尝尝看！”服务员上菜时

不无骄傲地说。席间，“温州百名诗人荆

谷采风行”的同仁们，无不啧啧称赞那白

银豆真是细腻、粉糯，无与伦比……

荆谷，一个静谧而富饶的地方，坐落

于瑞安中部，东南面与飞云江相邻，因境

内的金谷山而得名。这里，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造就了它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独特

地貌。金谷山挺拔峻峭，环乡河碧波荡

漾，蜿蜒曲折的柏油路穿梭其间，构成了

一幅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在这片充满

生机的土地上，农业是主旋律，而荆谷白

银豆，则是这片土地最为耀眼的明珠。

白银豆，作为浙江省的名优农产品，

早已在荆谷这片沃土上落地生根，繁衍生

息。它的历史可追溯至百余年前。那时

的荆谷，家家户户几乎都种植白银豆。藤

蔓沿着竹竿攀爬，蔓延开来，形成一道道

翠绿的屏障。待到豆荚成熟时，一串串长

条状的豆荚，悬挂于藤蔓间，犹如小小的

绿船儿，那么诱人。每当白银豆收获季节

来临，整个荆谷都沉浸在一片丰收的喜悦

之中。农户们忙碌着采摘、晾晒、加工白

银豆。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白银豆的清

香。这些胖胖的豆子，不仅承载着农户们

的辛勤与汗水，更传递着这片土地的富饶

与希望。

荆谷白银豆，近肾形，其种皮薄而细

腻，淀粉含量丰富，极易煮烂。煮熟后的

白银豆，口感清香软糯，入口即化。它富

含丰富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纤维素

以及镁、钾、钙、铁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

素。在荆谷的宴席上，白银豆是不可或缺

的美味佳肴，无论是制作成豆羹，还是与

其他食材搭配烹饪，都能成为餐桌上的一

道亮点，令人赞不绝口。

然而，白银豆的种植并非易事。这种

原产于南美洲的豆类作物，对生长环境有

着极高的要求。它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

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0-26度之间。在

这样的气温条件下，白银豆的植株才能够

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但一旦气温超过32

度，白银豆便会出现落花现象，从而严重

影响产量。为了克服这一难题，荆谷的农

家们巧妙地利用屋前屋后的半荫隙地进

行种植。这样既保证了白银豆有足够的

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又避免了高温的侵

袭，为白银豆的生长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环

境。

除了食用价值，荆谷白银豆还具有极

高的药用价值。据《中药大辞典》记载，白

银豆具有补肾、益脾、清肺、养胃、利肝胆、

降血糖、解酒毒等多种功效。常食白银

豆，不仅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还能明目、

黑发、延年益寿。因此，荆谷白银豆深受

人们的喜爱，成为了荆谷的一张亮丽名

片。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

升级，荆谷白银豆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荆谷白银豆合作社等农业龙头企业

应运而生，通过种植、销售无公害优质白

银豆，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

户的收入。这些企业不仅注重白银豆的

产量和质量，还积极推动农业标准化实施

项目，提高白银豆的品质和安全性。他们

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加工设备，对白银

豆进行精细加工和包装，使其更加符合市

场的需求。同时，这些企业还加强品牌建

设和市场营销，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将荆谷白银豆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让

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一美味佳肴。

宋代张良臣有诗云：“昨日豆花篱下

过，忽然迎面好风吹。”走在荆谷的田间

地头，可以看到一片片翠绿的白银豆藤

蔓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展现出这片土地

的生机与活力。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

推进，荆谷白银豆将继续在荆谷这片沃

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这片土地

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幸福。而那些辛勤耕

耘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户们，也将继续用

他们的双手和智慧，书写着荆谷白银豆

的传奇故事。

荆谷白银豆
■胡晓霞

在我们的固有观念中，国画注重意境，

西画追求写实，中西画似乎鸿沟巨大、难以

逾越，并呈分叉发展之势，各成体系。而乍

看大龙的油画作品颇有些“另类”，与传统

的西画不太一样，朦朦胧胧，虚虚实实。他

以不一样的笔触，将西方的色彩与东方韵

味糅合在一起，却不显得那么突兀。不禁

让人感叹，原来油画还可以画出国画的意

境来的。

2025年元旦，这场主题为“色界”的油

画展览在瑞安忠义街“政协之家”举行，新

锐画家大龙创作的40多幅油画作品，吸引

了不少绘画爱好者前去打卡、观摩。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以实

物——中国式假山为素材的作品《见山》。

画面温润恬静，既有空灵与韵味，也有无言

的凝重，能让人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寻内心的

平静。随着脚步的移动，逐渐深入展览的腹

地，《事事如意》《禅蒲》《野趣》等作品相继映

入眼帘，色彩的大胆堆砌和运用，巧妙的空

间布局，相继冲击着观众的视觉。而一些画

作与菖蒲等实物搭配展出，能形成意想不到

的效果，从而引起情感共鸣。

提到意境，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

“我爱绘画中的意境，不过这意境是结合在

形式之中，首先通过形式才能体现。用绘

画的眼睛去挖掘形象的意境。”而大龙尝试

将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与西方油画的表现

手法相结合，通过明快的线条、大胆的色彩

以及独特的构图等具体形式来体现意境，

使作品既有传统水墨画的空灵与悠远，又

不失油画的立体与质感。比如，以雁荡山

为创作背景的系列作品《写意雁荡》，山峰

巍峨，云雾缭绕，仿佛能听到山间溪流的潺

潺水声，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与脉动。正

如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学院老师楼森华点

评的那样：“他（大龙）的那种山水的秘境，

可以说摆脱了写生的透视感与构图的相框

感，达到了相对自由的时空处理。”因此，这

些作品被一些观展者称为“山水油画”。

以丽水、徽州民居为创作背景的《古堰

头民居》《徽州古建筑》《小巷》等作品，亦采

用中国传统绘画的留白来增添意境，充满

江南风景的水色天光与氤氲气息，涌动着

无限的灵性和生机。而那些《卯兔》《岩蟹》

《双鱼》等，则是气韵生动，神态各异，情趣

横生，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关于生命与自

然的故事。在人物画方面，展现出了他对

东方美学的别样理解，比如以真实人物为

原型的作品《秋姐》，既有现代女性的独立

与自信，又有古代仕女的温婉与雅致。无

论服饰、妆容，还是神态、动作，亦刻画得细

腻入微，仿佛能透过画布，感受到人物的内

心世界和思想火花。

在诸多作品中，尤让我欣赏的是作品

《雅集》，纸扇、菖蒲、陶瓷、古物、石雕等，

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大龙平时喜好收藏

古玩，喜欢“拈花惹草”，在创作中善于将

这些中国传统元素融入作品中，并将水墨

画的意境与油画的丰富色彩和光影效果

巧妙结合。这大概是大龙作品中的“最中

国”吧。

观展结束时，仍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

脑海中，大龙的油画展为何以“色界”为主

题呢？原来，此“色界”非彼“色戒”，而相同

的是“大胆”。用大龙的话来说，也就是大

胆地运用色彩，梳理出一个缤纷的世界！

在大龙的眼里，整个世界是富有生命力的，

万事万物皆是绘画创作的好素材。生活

中，大龙把色彩当成心中最好的朋友，把所

有的心思尽情地晕染在画纸上，大胆地去

捕捉世界所呈现出的神奇色彩和五彩斑斓

图案。画着画着，就成了另外一番风景，慢

慢地就有了自己的风格。正如大龙自己说

的那样：“世界上任何顶级艺术形式都是直

达心灵的，使你兴奋使你沉默，如药物般的

功效，可以治愈一切伤痛，更如音乐般的旋

律交融，或高唱喧闹，或低沉寂静。我所创

作的作品亦如此，先取悦自己，打动自己内

心深处，方能感动他人。”

对，画画，首先要取悦自己！如果你

喜欢画画，就大胆地画起来吧，不要太在

意别人的想法，别人看的只是画而已，而

你画的却是心情，快乐不快乐只有自己知

道。当你喜欢上了画画，即使看到一块不

起眼的石头，你都会觉得它是那么的不一

般。你总会在生活中发现不一样的美，当

然学会了画画，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热

爱生活。

大龙，本名陈兆龙，1984年生人，来自

浙江台州的新瑞安人，毕业于中国美术学

院，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参加全国

及浙江省美术大型作品展。从小学习书画

雕刻，对传统文化颇有研究，尤其是油画作

品。多年来，大龙在教学之余，笔耕不辍，注

重将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与审美意识融入

到绘画中去，极力开拓绘画的崭新境界。之

所以办这么一场画展，源于朋友董震宇先生

不经意的一句话：“大龙，你办个油画展吧。”

大龙说好，于是他俩就撸起袖子开干了。董

震宇先生负责策展，大龙开始整理旧作，并

构思创作新作，到最后装裱呈现，也算是给

自己从艺20多年一个回顾和总结。

也许，笔者拙钝的文笔无法为人们描

述出这样的“界”，但这位新锐画家，用自己

的画笔编织了一个具有东方韵味的色彩世

界。我们不仅能从中

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韵味，更能感受到他

对传统文化的执着追

求。愿他的画笔继续

“取悦”自己，为我们

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艺

术佳作。

原来油画也可以有国画的意境
——大龙油画鉴赏

■余盛强

有人问我从阅读中得到了什么。我

思考了很久，回答：最大的收获是感觉，

一种又一种美好的感觉。如果真论起阅

读带来的好处，更多的在于书本之外。

一年看几十本书，年底盘点时，对大

部分书的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书名和

看书时的感觉。年少时看书，我能记得

故事的情节，体会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还有人生哲理或知识，多年后仍有印

象。年近不惑，记忆力明显下降，脑子已

经没有太多空间塞进新事物，只能在角

落里腾点位置保留看书的感觉。

阅读能带来充实感。如何度过空闲

时光？可以刷手机，可以找人喝酒或闲

聊，也可以躺平睡觉。但平白浪费时间，

难免有负罪感，那就做点有“价值”的事

情吧，可以整理工作资料，也可以运动，

可身心都不想劳累，怎么办？阅读是非

常好的选择，随手拿起一本书，调整一个

舒服的姿势坐好，如果几米远处有午后

的阳光斜斜地照进窗户就更好了。兴致

来了，再泡一杯茶放旁边。翻开书看一

两个小时，伸个懒腰继续看或起来走两

步。看完书，回顾刚刚过去的小半天时

间，嗯，感觉不错，度过了一段轻松而充

实的时光。哪怕只是看一本小说或散

文，即便很快遗忘书中的内容，又有什么

关系呢？我专心阅读了，大脑多少得到

锻炼了吧。

阅读能带来自豪感。得承认，我阅

读的初衷确实是打造“人设”。那时当班

主任兼语文老师，建议家长买课外书给

孩子看。有家长问：老师你一定很喜欢

看书，给我们推荐一些书吧。我只能快

速搜了一个榜单发到家长群，一边默默

红了脸，暗下决心要给学生当榜样。后

来上网买了几百本书，逼着自己多看书，

尤其要在学生面前看，午管时在教室看，

天气好时去操场看。学生好奇地凑上

来，我故作陶醉地说阅读真让人沉醉，你

们也要多看书。阅读带来的最大变化，

倒不是我本人有什么提升，而是别人认

为我提升了。只要你多阅读，而且别人

知道你喜欢阅读，就会发现大家对你的

态度在改变。很多人觉得喜欢阅读的人

聪明，知识渊博。当我开始在朋友圈发

看过的书，打造“阅读人设”时，身边的人

对我的意见更重视，更愿意跟我讨论难

题。其实，我还是那个我，只不过多花了

点时间看书。

阅读能带来愉悦感。有个朋友对

我说：“太佩服你了，花那么多时间看

书。”我愣了一下，回答：“我更佩服你，

你可以通宵打麻将，我熬夜看书可吃不

消。”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阅读和打

麻将、钓鱼、跑步没有区别，都可以归为

个人爱好。打麻将多累啊，噼噼啪啪的

声音吵得人头昏脑胀，可偏偏很多人喜

欢打通宵；喜欢垂钓的可以风雨无阻在

河边溪边坐几小时，哪怕颗粒无收也不

影响改天继续去钓；运动也很累，可爱

好者乐此不疲。相比之下，阅读轻松多

了，而且成本低，足不出户就能体会到

一段段别样的人生，不亚于一场精神旅

行。如果习惯了阅读，阅读本身就能让

人感觉快乐。

阅读能带来满足感。小时候娱乐活

动很少，家里也没有玩具，我识得几个字

之后，便疯狂地迷上看书，各种正式印刷

的文字都会引起我的注意。可是身边的

课外书很少。一旦发现哪个同学家里有

课外书，我就去他家写作业。同学家的

书很快都看完了，漫长的书荒期开始

了。两个月一期的《小花朵》就像沙漠中

的一场小雨，短期滋润一下，却带来更大

的渴望。小镇上仅有一家书店，是同宗

的伯公开的，店里大部分是武侠小说，我

不敢看，一旦看了，伯公必然会告诉我

妈。好在书店里有作文选，我攒下的零

花钱基本用来买作文选。上了高中，买

书方便了，学校里也有图书馆，但学习太

忙，很少有时间看书，我逐渐淡忘了对书

的极度渴求。多年后再次开启阅读的开

关，记忆像洪水般涌过来，把小时候渴望

过的书都放进购物车，点击购买，童年的

缺憾补上了。

戏说阅读
■陈孝拉

扫一扫
看油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