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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展广东获奖画家谈创作———

艺术，要有融入时代的应变、拓展与创新

2019 年 11 月 14 日，第
三届“中国美术奖”评奖工
作会在京召开。“中国美术
奖”评审委员会在“第十三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获奖提
名作品中评出“中国美术奖”
作品 39 件， 包括金奖作品
10 件、银奖作品 13 件、铜奖
作品 16 件。 其中，来自山东
的李玉旺的中国画作品《使
命》、来自重庆的焦兴涛雕塑
作品《烈焰青春》、来自湖北
的曹丹的版画作品《阳光下
的大桥浇筑工》 等 10 件作
品获得金奖。 值得注意的
是， 本届并未有油画作品获
金奖。

来自广东的作品中，李
小军的漆画《折山入梦》和谢
郴安的油画《和煦时光》分别
获得了铜奖， 这是本次全国
美展中， 广东画家获得的最
高奖项。

就此， 两位画家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专访。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李小军：
以漆画礼赞人类创造的勇气与梦想 谢郴安：

从小我生活到关注时代
广东肇庆画家李小军的漆画《折

山入梦》， 以山和折线为创作题材，采
用纪念碑式构图，以平视、层叠、剪影
的传统造型手法， 把山形概括为简约
粗犷、雄浑有力的图式，把折线根据山
势塑造得简洁有力， 两者有机融为一
体。 在材料技法和色调上， 采用了大
漆、箔料、蛋壳、堆灰、平涂、皱漆等，丰
富了画面的细节， 同时也彰显出漆画
特有的气质。《折山入梦》以自然为表
现对象， 汲取了秦汉石刻雄浑大气的
艺术基因， 以现代的造型手法和意象
表现，礼赞人类开天辟地、气壮山河的
勇气和创造、梦想的永恒主题。

漆艺要在优雅静穆的
气息和东方古韵的基础上
创新和拓展

羊城晚报：《折山入梦 》 的创作与
你之前的创作脉络有怎样的关联？

李小军：在此次大展中，我创作的
漆画《折山入梦》有幸入选并获奖，令
人振奋。 它是我多年来在漆画创作中
关注时代性、民族性、意象性的一个阶
段性成果。 我在作品的这三个方面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这也是我近年
来漆画创作追求的一个目标。

“闳约深美”的思想始终贯穿在我
的漆画创作之中。“闳约深美”乃蔡元
培先生所题，原为文学评论，上海美专
校长刘海粟先生加以详细诠释并作为
治学思想。 简言之，治学需要广博、开
阔的基础与知识结构， 能集中学术研
究方向并进行深入研究， 最后达到完
美之境。 闳约深美既是治学的思想，也
是一种治学的规律。 我深信在漆画创
作中， 以它的内涵和治学精神结合当
下去思考、 拓展和实践， 精研创作之
道，对创作出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意
象性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羊城晚报：在当代语境中 ，如何进
行漆画创作？

李小军：现代漆画早期曾在装饰美
方面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索，由于它本
身继承了传统漆艺的装饰特性，产生了
一批代表时代发展的经典之作。随着时
代与文化的多元发展，漆画需要大力开

拓美的疆域，从传统的装饰美提升到更
为宽广的艺术美，融入当下。

首先， 治漆需要大力发掘漆材本
体之美。 漆材本身具备的物质和人文
属性是构成漆画视觉美感的基础，也
是漆画审美的重要指标和审美拓展的
方向之一。 正如一些漆画家指出：漆是
东方独有的，西方之所以对漆感兴趣，
就是漆中隐含着东方特有的情趣、东
方的哲理。 漆艺要有自身的特征，那就
是在优雅静穆的气息和东方古韵的基
础上创新和拓展， 才更符合漆艺本身
的审美特征和发展路径。

由于时代和审美的发展， 漆材已由
载体位置向表现主体演进， 它使漆材本
身蕴藏的精神属性得到释放， 逐渐承载
更多的情感内容， 漆材的艺术特质和表
现力得到重视与彰显。 可以认为，漆的物
质和人文特性成就了漆画的艺术形式，
也满足了人们的视觉审美及心理需求。

其次，治漆时对漆画的造型语言美
也要进行深入研究。如何使漆画的美自
然外化，关键在于参透漆性、漆艺技法
与造型语言之间的融合与相互生长。无
论是追求彩绘的绚丽多姿、金银箔的华
美高贵、堆漆的古朴厚重、磨绘的变幻
迷离、莳绘的细密精致还是泼漆的流逸
酣畅，抑或追求漆的平与涩、光与素、亮
与隐之间的审美对比，治漆者在不断探
索漆画形式美感的同时，也不断拓展和
提升了美的表现力度和空间。 此外，治
漆时不但要向传统溯源， 还要向当代、
向生活、向精神取经，以当代的视角、丰
盈的精神取向来提升漆画艺术美感和
精神品质，不断拓展和繁荣它的艺术面
貌，向更广阔的艺术天地推进。

漆画发展要具有强大
后劲和当代精神

羊城晚报：在创作中 ，你怎么使用
传统材质创作当代题材？

李小军： 漆材承载并发挥着漆画
家们的想象与创造， 并通过技艺使漆
画创作得以实现。 正如诸多艺术门类
一样， 漆画的品质往往存乎于材质的
微妙之间。 乔十光先生曾说：“大凡有
天然漆使用经验的人， 都会被其谜一
样的性能所吸引， 为其谜一样的效果

欣喜若狂。 这正是天然漆的特性，是任
何材料也不能代替的， 这也是漆画立
足的根基。 ”漆材必须坚守天然漆的规
定性，这样才能守住画种、学科发展的
底线并保持漆画基因的纯正性， 才存
在对话、交流与批评的可能。 漫无边际
地使用辅助材料并冠之为当代观念，
无疑把漆画等同于综合材料的范畴，
必将全面瓦解这个画种的学科基础和
文化身份。 真正具有艺术创造力的漆
画家治漆时，深谙漆的表现极限。

其次， 漆本身蕴涵于物质与精神
之中的品性， 使其在漆画中的表现具
有坚实的基础。 治漆时需要对漆性、漆
画技法语言、 技法与造型表现之间的
融合进行深入研究。 天然漆的物质性
与表现上的不确定性， 要求创作者要
深入了解漆的特性、 差异、 提炼及调
制，乃至施漆环境、工艺。

漆画技法语言是漆画的重要载
体， 当代多元化的漆画创作及审美需
求则推动着漆画技法研究要做出时代
的应变、拓展及创新，突破一直以来为
繁复工艺所束缚、 遮蔽及消磨掉的艺
术表现力及创作激情， 呈现更为丰富
的当代艺术形态。

此外， 治漆时也应对漆的技法表现
和绘画造型之间的契合有一个正确认
识，善于顺应漆性，因势利导使两者相得
益彰而不是无原则地逆袭。 只有对漆性、
漆艺技法与造型表现之间的融合进行深
入研究，把它们和创作思想、艺术追求完
美融合，才能真正成就一件漆画精品。

羊城晚报： 现代漆画创作有什么
值得注意的问题？

李小军： 现代漆画从数千年的传
统漆文化中演进而来， 兼有工艺和绘
画属性， 既流淌着传统技艺的血脉与
品质，又深受现代绘画造型的滋养。 现
代漆画要医治当下面貌单调、 精神贫
瘠的状态， 创作者的综合素养必须得
到全面提升，在绘画造型、表现技艺、
人文素养、 审美精神等方面要不断拓
展， 善于不断汲取有价值的传统文化
精华， 并融入到当下的文化思潮和艺
术创作中实现质变， 凝练表达宏大永
恒的主题和普世价值观， 使漆画发展
具有强大后劲和当代精神。

谢郴安的油画《和煦时光》 运用西方古典
主义油画的风格， 通过人物的神态以及道具，
表现了一个温馨又富有生机的生活场景。 从技
巧上看，画家对古典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下了不
少功夫，而且喜欢将自己“植入”画作中。 这件
作品中的年轻人就是画家本人，这样既增添了
画面的趣味性和亲和力，也成为画家的个人风
格之一，提高了作品的辨识度。

出生于 1982 年的谢郴安，此前也参加过两
届全国美展。 这一次开始创作时，他也只是按照
自己以前的路子， 希望将个人的油画语言在画
面上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把画面做到完美。 在
听省美协和广州美院邀请的专家来做讲座的过
程中，谢郴安的思路慢慢拓宽了，力求将自己的
油画技力转化为一种比较宏大的叙述， 从“小
我”走向“大我”，从“小家”走向“大家”。“虽然就
是一线之隔，但要跨过去是比较困难的，而一旦
突破了，创作的高度和深度就出来了。 ”

这从谢郴安的色彩小稿的变化中，就可以
一窥端倪。 最初，在人物的设定上，他画的是三
口之家，越看越觉得不够厚重饱满，于是想到
要有一位老人， 要呈现出老人与小孩的互动。
因此， 他为寻找模特很是着急了一段时间，甚
至想过要自己上网买一副假胡须来扮演角色。
“好在有一天我在小区里偶遇一位老先生，那
形象就是我脑海里一直盘旋的。 如果没有这位
老人，这幅画的韵味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 ”

画面上孩子的活动，也从开始没有内涵的
小游戏，逐渐转变为充满寓意的搭积木，画面
的质量一下子又提升了。“家里孩子有一段时
间喜欢上了介绍故宫的节目，凡是关于故宫建
筑的资料，他都要收集。 后来还在网上买到了
积木。 在和他搭建的过程中，我突然受到触动，
觉得将天安门广场的积木模型搬上画面，效果
会大不相同。 ”

谢郴安分享了他自己的创作经历：“这幅
画的灵感来源于和孩子搭积木，画面从开始创
作到最终完成经历了很多次‘推倒重来’，如果
用 X 光检测，可能会看到下面有很多个不同的
人物造型。 我最后把人物的互动放置在温暖阳
光下，就是想让画面充满生活的温度。 ”

艺术家应该关注社会，关注时代
羊城晚报：获奖作品 《和煦时光 》与你之前

的创作有何不同？
谢郴安：这件作品和我之前的创作既有相

同点，又有不同点。 我一直以来都是创作室内
画的， 比较关注如何在室内空间里面描绘人
物。《和煦时光》和我之前的作品画的都是我身
边的人物， 日常生活中我所比较熟悉的人物。
但是， 这件作品更侧重表达一个明确的主题，
这是和我之前的创作最大的不同。

羊城晚报：你希望在《和煦时光》中表达什么？
谢郴安：我想表达家庭关怀的主题，从中

反映一种更为宏大的情怀。 我之前的创作是比
较关注自我的，可以说是一种小我的装填。 经
过近两年在广东美术青年培养基地的学习，我
和很多专家、同行、学员交流，去看他们的作
品，观察他们的作品表现什么，表达什么，我开
始接受老师们所讲的一种文化理念———关注
社会，关注时代。 在这件作品里，我开始打开这
种思路， 并通过这种思路去反思我过去的作
品。 虽然以前我也是关注生活，但是这种生活
是一种自我的生活，并没有达到从自我到超我
的一个转换、过渡。

我现在在美院教书，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
者，应该把我自己所学的东西回馈社会。 我在
进行创作、教学的时候，也是回馈我的学生。 我
认为这幅画还是比较关注社会的，包括我们在
画面中传达的一些寓意，比如说，里面在搭建
这种天安门的积木模型，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三
代人共筑祖国的美好愿望。

羊城晚报： 广东的油画创作历史悠久 ，青
年艺术家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

谢郴安：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为什么说广东
是一个油画历史悠久的地方。 中国从西方引进
油画艺术，最开始就是在广东，这是广东在艺术
上引领全国之先的一个体现。 这实际上就代表
了广东的开拓精神以及兼容并蓄的面貌。 它敢
于去吸收好的外来文化，形成自身的文化特点，
并构建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今天，青年一代需要传承和发扬的，正是这
种精神，它并不局限于某种外在的形式。 同时，
艺术家应该从更多的方面去关注社会、 关注时
代，并在艺术作品中将时代精神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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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到报社工作不久，就听说报社门
前的报刊亭主人叫倪彦，是一个从山区进
城打工的农民作家，经常发表一些文学作
品。

我对文学也很感兴趣，便查找了一下
倪彦这些年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作品。 从他
的散文中我了解到，他小学还未毕业就辍
学在山上放羊，成年后进城打工，一直坚
持写作，他的散文大都描写的是他进城打
工所经历的苦难和所承受的种种伤害。

我和倪彦年龄相仿， 觉得他那股吃
苦耐劳的精神很让人佩服， 便有了和他
交往的想法。于是，我经常去他的报刊亭
买一些文学杂志， 并找机会和他闲聊一
些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 一次，我在公交
车站遇到正在等待公交车的他， 还强拉
他一起坐我的顺风车。 下车后一起去吃
早点，他坚持要结自己的账。我说：“点餐
时我就将账一起结了。 ”他又掏出钱非让
我拿着，但我拒收了。

后来，我多次去接近倪彦，但始终发
现，不论我对他多么好，他一直都非常冷
淡，似乎总是躲避我。我有些失落和难过，
渐渐地也就不再去找他了。

那天，邮递员送来我订阅的一本文学
杂志， 打开竟看到有一篇倪彦写我的散
文。 他把我写成了一个带着不纯目的去讨
好他的人。 文中说：“我无权无势，帮不上
别人什么忙，接近我的人，最终的目的都
是让我帮他写文章。 近来，有个人不择手
段地接近我讨好我还请我吃饭， 看得出
来， 他又是一个想让我为他写宣传稿的
人，我必须远离这种人……”

看到这里，我气不打一处来，真是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硬着头皮继续往
下看。 他说自己刚进城打工时，想着讨好
城里的人，讨好包工头，讨好有手艺的工
匠们， 可他始终走不进那些人的圈子，常
常遭遇冷眼和嗤笑。结尾时，他说：“原来，
讨好别人很累。 如今我写作有了点名气，
加入了作协，获得过几个大奖，出了几本
书，生活中，便有人说我现在很难接近，不
好相处，总是以一副高冷、疏远的面孔对
待别人。其实，我只是害怕失望，怕那些亲
近我的人另有目的，这是我在保护自己。 ”

我突然就理解了他的想法。 人在社
会中生存， 总会形成不同的生活圈子。
你若冷淡，我就远离，不必讨好任何人，
以平常心待人接物，也不必假装高冷故
作深沉，拒人千里之外。 努力提高、充实
自己，才是做人的智慧。 这是我对自己
的警醒。

人生有百态，生活有酸乐，其实平凡的
事儿也能酝酿成诗。 做有趣的自己，从简单
的生活中撷取妙趣，乃人生之快事矣。

那天，在微信群里看到李子柒手作的
美食视频 ，只瞅一眼 ，便被吸引住了 。 身
材精干的李子柒 ，身着素衫 ，脚穿深筒套
鞋， 一大早便背着小筐， 到自家藕田 、菜
地采摘鲜藕和蔬菜。一回到家就麻利地制
藕粉 ，洗菜 ，杀鸡 ，再用土窑烧鸡 ，然后和
奶奶快乐地坐在鲜花盛开的院子里从容
进餐 。 那唯美的画面 ，朴素的宅院 ，纯天
然的食物 ，让人忍不住惊叹 ，这哪里是凡
人的生活，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由李子柒，我想到了《浮生六记》里的
芸娘。 芸娘聪慧、善良、懂生活。 弟妹出嫁，
她慷慨地拿出自己的首饰送给弟妹 ，无半
点不舍；到乡下避暑，邻居夫妇送了鱼、青
菜给她，她便做鞋回报；乡居时，她教人用
木条做成屏风架， 将花盆置于屏风架中 ，
植藤本香草 ， 青枝绿叶攀缘而上 ，“活花

屏”让生活诗意盎然；夏天荷花初开，晚含
而晓放，她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
次日清晨取出，烹雨水泡茶……

有趣的生活总是令人向往。在我们当
地，一名姓夏的中年男子十几年来默默无
闻地收集废旧物品 ，家里装不下了 ，他便
租了个旧厂房搁置 ，并取名为 “祥子民俗
园艺 ”。 约 4 千平方米的废旧厂房内 ，老
式雕花木床、 搪瓷水杯、 斗笠、 蓑衣 、木
盆、 木桶、 图案精美的汉川马口窑陶罐 、
水缸、各种样式的打火机……均整整齐齐
地摆放在物架上，吸引了不少文艺青年前
来打卡观赏。

老夏的生活并不富裕 ，但他用一双勤
劳的手和对废旧物品的热爱，把生活过成
了诗 ，也让文青们有了重温旧物 、追忆往
事的地方。

生活是平淡的，但有趣的人，总能让平
淡的生活变得光芒四射。 我的写作老师陈
清贫，是个非常自律且热爱生活的人。 他会

花一个小时做一道菜，然后用单反花 10 分
钟拍下来， 上传到朋友圈。 美轮美奂的照
片，让人垂涎欲滴。 最佩服他做的“大珠小
珠落玉盘”，用挖球器把红萝卜、白萝卜、绿
莴苣挖成圆球， 煮熟后放冰水里浸两分钟
捞起，放进盘中，入香油、蒜泥等调料拌匀
后，一盘色泽鲜艳、造型别致的素菜就做好
了。 我看到他发到朋友圈的照片后，忍不住
也如法炮制，但做好后拍的照片，跟陈老师
的比， 却是买家和卖家的效果……好在家
人并不计较此菜的“颜值”，一盘“大珠小珠
落玉盘” 很快一扫而光， 我心里也甜津津
的，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有些人，总在羡慕别人的生活多姿多
彩，感叹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奇 。 与其羡慕
别人，不如努力去成为有趣的自己 。 真正
有趣的生活， 不需要用诗和远方堆砌 ，即
使平凡，也能寻觅到其中的纵横生趣 。 如
果能在平凡平淡的生活中， 保持好奇 、善
于发现，那么，你的日子也能闪闪发光。

“穿越奇峻艰险的路 / 跨过高耸入云
的山 / 走啊走啊 / 走进波密天堂 / 神圣
的南迦巴瓦峰 / 飘动洁白的哈达 / 送上
美好祝愿……”第一次听到谭维维演唱的
这首《波密天堂》时，我已被深深吸引，为
歌曲优美的旋律，更为波密美丽的景色。
当时我一直在想，波密真的是“云端上的
天堂”吗？

今年广州的夏天闷热难当，有一天我
和朋友坐在一间咖啡厅里，一边听《波密
天堂》，一边聊起了波密。 他告诉我，这个
时候的波密气温正舒适宜人。 这更撩起
我对波密的向往， 我好奇地问道：“波密
真的如歌里唱的那么美？ ”朋友望了眼窗
外明晃晃的太阳，点点头：“当然了。 ”他
喝了口咖啡，一副不容我怀疑的语气：知
道米堆冰川吗？ 那是波密最神奇的地方，
冰川高耸云端，山上终年覆盖着白雪，冰
洁如玉，宛若披着哈达的清纯少女，高贵
而又圣洁。 冰川下是四季常青的郁郁葱
葱的森林。 莽莽林海中，点缀着一丛丛、
一簇簇的烂漫山花。 山上山下， 两个世
界，两种风景，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他说波密古时候又称“博窝”， 藏语
意思为“祖先”。 那里已有 1000 多年的历
史 ， 气候温和湿润 ， 夏季温度也不到

20℃。
续了一杯咖啡， 他继续说。“三月春

风醉人， 桃花映红孩子们的笑脸”， 不要
以为这是在描写江南，其实是对波密桃花
的描绘。 波密桃花沟的桃花生长在公路
的两旁。 灼灼桃花这里一株， 那儿一片，
或开在民居旁， 或点缀在绿色的青稞边，
或从栅栏边旁逸斜出。 云蒸霞蔚，姹紫嫣
红，徜徉其中就像身处花的海洋。 而近处
的桃花、 村庄和田野， 与远处的蓝天、白
云、雪山相互映衬，更构成一幅田园牧歌
式的风光图。“沿着公路， 走一路， 看一
路，赞一路，‘沉醉不知归路’，我们真的
早就忘却了旅途的疲惫……”他似乎仍沉
迷于回忆中。

良久，他问我：“你知道，我在波密最
喜欢看什么？ ”

“雪山？ 蓝天？ 或者雪莲花？ ”我猜测
道。

他摇摇头，说：“是锅庄舞。 ”夜晚的
波密县城广场上，人头攒动，在一名领舞
者的带领下， 大家围成一个大圈， 手拉
手，唱着嘹亮高亢的藏歌，无拘无束地跳
起锅庄舞。 人群中， 有来自各地的旅客，
有身穿民族服装的老人、孩子……“每次
看到这样和谐温暖的场面，都让我倍感振

奋。 从他们真诚的笑容里，我感受到了他
们的快乐和幸福，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看
到的和谐美妙的画面。 ”

几年前，他作为广东省农业银行系统
的援藏工作者，远赴林芝地区开展对口帮
扶工作。一些农行营业网点设立在深山峡
谷中，他骑马、走路，忍受着高原反应带
来的不适，到波密各个银行营业点指导工
作。 三年时光， 让他与波密结下深厚情
谊。“像我这样的援藏工作者， 还有很
多。 ” 他粗粗算了一下， 广东省援藏 25
年，已有 400 多名援藏干部远赴西藏，带
去了技术和资金，改变了当地传统的发展
模式。“如今的波密早就旧貌换新颜了。
雪域高原的飞速发展，正是我们援藏工作
者的心愿。 ”

他的话，让我顿生敬意。“了不起啊，
这里也有你的一份贡献。 ”我赞叹道。

他淡淡一笑：“谈不上贡献，做了一点
应该做的事吧。 ”

“聆听祖先的风 / 拨开红尘的云 / 扬
起心灵的帆 / 走啊走啊 / 走进波密天堂
……”《波密天堂》歌声又一次响起，我们
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已。

波密，那云端上的天堂，如诗、如画，
亦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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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光村的酸菜饭
□张煌新

老宝安县的观澜镇黎
光村有一种美食叫酸菜
饭， 顾名思义即是用酸菜
焖的饭。 那是以前黎光村
人百吃不厌的一道家常美
食。

酸菜饭， 首要食材自
然是酸菜。 酸菜是自家腌
制的， 从菜园或田地里的
一棵棵长势良好的大白
菜，变成金黄诱人的酸菜，
期间自然要花不少工夫 。
乡下人是勤劳能干的，那
时候，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有不少黑乎乎的坛坛罐
罐， 里面装的都是腌制好
的酸菜、酸萝卜等。 但酸菜
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酸菜
饭的口感， 因而要挑选那
些色泽金黄、 酸度咸度适
中的酸菜。

用铁锅和柴火烧出来
的酸菜饭才最地道。 把清
洗干净、 切好的酸菜和五
花肉一同放进大锅里爆
炒。 五花肉肥瘦相间，酸菜
质朴素雅，两者相得益彰，
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
逢 ”， 便胜却人间无数美
味。 待酸菜和五花肉炒得
差不多熟了， 再把米饭放
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开
始焖酸菜饭。 这时，掌控好
火候最重要。 火不能太猛，
容易烧锅，亦不能太小，不
够火候。 没过多久，锅里便
飘出了诱人的香味， 酸菜
香、 猪肉香、 饭香混合其
中，让人口水直流。

从小到老一直在村里
生活的刘婆婆， 给我讲述
了她年轻时的一个故事 。
她说， 每个母亲在儿女们
眼中都是大厨师， 而她尤
其喜欢母亲做的酸菜饭 。
母亲平时要忙田地里的农
活，但稍微闲下来，她就会
给家人做酸菜饭。 她总是
早 早 起 床 去 村 里 的猪 肉
档，买回上好的五花肉，酸
菜也早早就洗好、切好。 刘
婆 婆 说 她 会 给 母 亲 打 下
手， 负责捡柴火、 添柴火，
什么时候火要猛些，什么时
候火要小些，她的母亲总是
不厌其烦地叮嘱着。为了能
尽快吃上美味可口的酸菜
饭，她自然非常配合。 但母
亲常常忙得满头大汗，还被
她 不 断 催 问 “饭 熟 了 没
有”。 每次酸菜饭一做好，
母亲都会先给她盛一小碗

“尝鲜”。 她始终都记得，母
亲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的
样子，那一脸幸福的笑容。

刘婆婆回忆说， 下雨
天也是母亲最爱做酸菜饭
的日子。 因为雨天，大家都
没法到田地里干农活 ，村
里人难得聚在一起聊天拉
家常， 这个时候母亲就会
大显身手地做酸菜饭招待
大家。那一刻，灶台里的火
总是烧得很旺， 常能听见
干柴炸裂的声音。很快，酸
菜饭的香味就无处不在。
这样一顿酸菜饭， 大家都
会吃得很欢快。

圈子生活
□杨进峰

做有趣的自己 □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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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密天堂 □肖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