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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宜读书，尤其适宜阅读那从广袤
的心灵世界喷涌着滚滚热气的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奇异之书。乘农事闲淡，我捧起陀
思妥耶夫斯基上下两册皇皇巨著《卡拉马
佐夫兄弟》，就像打开了俄罗斯的辽阔、深
沉，就像饱尝了陀氏的苦难、忧伤。

《卡拉马佐夫兄弟》讲述的是一个震惊
全俄的“杀父”悬案，父子间因女人而大动
干戈，兄弟间因女友而争风吃醋，人物心中
上帝与魔鬼的抗争，灵魂拯救的挣扎，生活
本真的追问，在此魔幻上演。激情是它猎
猎作响的旗帜，苦难是它深沉粗粝的底色。

如果说中国的艺术是安静的艺术，那么
陀氏的艺术就是激情的艺术。整部书被激
情所燃烧，所膨胀，所云遮雾罩。俄罗斯是
寒冷的，但小说中的人物却总是处于燥热、
亢奋之中，举止张狂，言语激昂，呼吸急促。
书中的男男女女几乎都属于病态者，狂躁症
者有之，谵妄症者有之，肢体残疾者有之，唯
有兄弟之一的圣徒阿廖沙是安静的，安静得
像一粒沙子。在陀氏笔下，“真正的英雄人
物都是火山性的”。瞧，一号主角米嘉去会
见恋人，临近酒店时，他对马夫高呼道：“把
声势造大，快马加鞭，让铃铛响起来，玩它个
惊天动地。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来了！我来
了！我来了！”三匹马舍命冲刺，果然以惊天
动地的声势冲到高高的台阶前，然后勒住大
汗淋漓、差点背过气的马匹。何等狂野、何
其激奋！这些人物具有迥异于常人的性格
和脾气，他们聚集在一起就躁动不安，就吵
吵闹闹，卡拉马佐夫一家人甚至在教堂里，
在长老面前，相互争吵、嘲笑、攻讦，闹得天
翻地覆。人物的内心总是充满悖论，思想、
情绪的极端性和矛盾性让小说的故事情节
波澜起伏、变幻莫测。他们的灵魂时常在天
堂与地狱中挣扎，在高尚与卑鄙间徘徊，一
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随着神经质的主
人公，一喜一忧，一惊一乍，紧张、压抑得快

要喘不过气来。
他们的激情有宗教般的狂热，更有苦

难般的深沉。小说中的底层人物被生活
所困扰，被病痛所折磨，没落的贵族后裔
则饱受被时代所抛弃、所撕裂的痛苦，主
人公们的痛苦更多表现为“上帝的折磨”，
是精神上的苦难、灵魂上的苦难，也是一
种自虐似的苦难，他们身上仿佛永远背着
沉重的十字架，但他们并未消极于、沉沦
于这种苦难，他们有时反而赞美这种苦
难、啜饮这种苦难，因为这种苦难经过信
仰的诘问、哲学的拷问，变得异乎寻常地
崇高起来、圣洁起来，他们在苦难中淬炼
人性，在苦难中煮沸热血。悲剧和崇高在
他们身上交相辉映。正如鲁迅所言：“他
把男男女女，放在万难的境遇里，来试炼
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
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
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整部小说基本见不到风物景色的描
写、平白如水的叙述，而是以人物间精彩的
对话、人物内心自我拷问的自言自语引人
入胜。小说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是演说家、
布道者，他们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胸中似
有万顷真理和无数块垒，不吐不快，不鸣不
平。他们的语言往往是斩钉截铁、一锤定
音、毋庸置疑的，而且金句迭出，如雷贯耳，
不是真理，但无限接近于真理：“活着就是
天堂”“爱生活而不是爱生活的意义”……
即使存在夸张和偏激，经不起审慎推敲，但
它充满激情和张力的语句、语势、语气，与
人物的性格天然相契，仍然让人警醒、沉思
和玩味，甚至令人产生一种偏信、偏爱。即
使在庄严、严谨的法庭上，被告，证人，律
师，特别是那位渴望青史留名的检察官，皆
有着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的冲动，法庭成
了口才表演和情绪宣泄的舞台，甚至贱如
仆人的私生子，临死前竟也发表了一通不
无玄学、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悟。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伟大的
快乐，是一种伟大的解放！”

苦难见激情
叶小平

高安市往南 25 公里处的新街镇景
贤村，有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被誉为现实中的“荣国府”，它就是畲山
贾家古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
们一行四人走进了贾家古村，去探访它
的前世与今生。

走进村口，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气
势磅礴、庄严雄伟的门楼，门楼上书“畲
山贾家”四个字，刚劲有力。穿过门楼，
就是远近闻名的“江南古村望畲山”的
畲山贾家古村了。

远处，巍峨的畲山静静矗立着，守
望着脚下那一片沧桑而鲜亮的村落。
古村坐落于畲山脚下的“凹”形处，依山
傍水，坐北朝南。八处关门把古村分为

“关内”和“关外”，七所书院错落有致地
安插其中，十二座寺庙、道观分布在村
庄周围；村外阡陌纵横；村南立有象征
贾村文化兴旺发达的七级玉塔；村北的
稳泉湖、芦泉湖环村交汇于千年古石
桥，悠悠注入肖江，涌入赣江。村内古
老的建筑每天以沉默迎接着和风、骤雨
和丽日。青墙黛瓦、斗拱翘檐、层楼叠
院，古拙的颜色质朴而旷远。亭台楼
阁、碧水翠竹、蓝天白云、小桥流水，一
幅典型的江南乡村图景。

贾家古村始建于宋开宝元年（公元
968年），占地面积8.5平方公里，是江南

现存规模最庞大、保存最完好的生态古
村的典型代表。贾氏先祖来此定居后，
人才辈出，富甲一方，繁盛一时，便大兴
土木，构筑家园。历经四朝，终成现有
规模。古村建筑集元、明、清三朝建筑
风格于一地，融佛、道、儒三家思想于一
体，兼具徽派建筑风格与北方建筑风
格。古村现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300余
栋，其中有堂号的房屋达 119 栋。建筑
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开合有序，砖墙承
檩瓦木结构，硬山式屋顶，灰雕筑脊，墙
檐壁画，简约而不失精巧。

贾家古村的每座古建筑都气势恢
宏，设计考究，根据古代建筑设计的原
则，有三进式、五进式和七进式构造，把
众多大小不同的建筑巧妙地组合布局，
严谨对称。门楼、门房、天井、厅堂、厢
房等依地形顺势而建。进与进之间，多
用长方条石为台阶，门槛为厚实的樟
木，镶嵌在左右的方石门墩中间。天井
多用青砖铺就，左右两侧的厢房多为木
格花窗。

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建筑当属贾氏
宗祠。贾氏宗祠位于贾家古村的中轴
线上，是一幢七进式的庞大建筑群。它
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清嘉庆年间重修。
贾氏宗祠由昼锦堂、拜亭、寝宫和观音
堂四部分组成，它的工艺和规模在全国

古村宗祠中极为少见。
贾氏宗祠前是雕刻着荷花、鲤鱼等

精美图案的青砖铺就的宽阔地坪。昼
锦堂由仪门、厅堂和雨亭组成，仪门上
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匾额，上书“贾氏宗
祠”，字迹古朴苍劲。进入昼锦堂，映入
眼帘的是厅堂梁枋中众多的匾额，每一
块匾额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如

“兄弟同科”匾额，其正上方有两个小字
“恩科”，这是在清朝咸丰大婚时特赐恩
科中厚德堂贾氏两兄弟同时中举时朝
廷特赐的。正后方还有一块“龙章宠
锡”的匾额，落款是“光禄大夫太子太傅
文华殿大学士朱轼顿首”，很显然，这块
匾是朱轼赠送给贾氏族人的。“龙章宠
锡”就是皇恩浩荡，圣旨恩赐的意思。

穿过厅堂就是回字形的天井，天井
中间是一个由四根方形石柱支撑，挂着

“旗廉方正”横匾的雨亭。雨亭为三层，
底层为方形，顶层为圆形，蕴含着天圆
地方的思想。在天井建造雨亭已是比
较罕见，如此构造就更为稀奇。再往前
走就是拜亭。在拜亭可以看到许多精
美的木雕，雕刻吉祥的图案，都有很美
好的寓意，就连斜撑都雕刻着“狮子滚
绣球”的图案。拜亭后面的院落里，伫
立着两个高大的焚香塔，供贾氏族人焚
香使用。焚香塔后就是寝宫了，寝宫是

供奉贾氏祖先牌位的地方。寝宫后就
是观音堂，每逢观音诞日，这里香火旺
盛，热闹非凡。

行走在古村中，各种雕刻随处可
见，有雕工精细、刀法明快的石雕，有
刀法干练、神态细腻的砖雕，还有刀法
凝重、形态端庄的木雕等。登堂入室，
那些壁画和书法把我带进了艺术的殿
堂。壁画，或浓墨重彩，或工笔写意，
或浩浩长幅，或盈尺短卷，皆栩栩如
生；融人物、山水、花鸟与故事为一体，
意趣动人，寓意深刻。书法，行云流
水，隽永飘逸，技艺精湛，极具意境，均
为匠心之作。

驻足古宅，庭院苔痕深深，巷道芳草
萋萋，门窗留下了时光的印记，墙壁刻
下了岁月的风云。时光镌刻崭新年轮，
岁月书写时代华章，过往的辉煌已随时
光逐渐消逝，全新的盛世正在开启。

阳光穿过雕花门窗，洒在深深的庭
院，从远古而来的时光激荡胸怀。建筑
与文化高度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古村建设者的初衷，也是古村源远流
长的根本。在青山绿水间，贾家古村融
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集纳了建筑、
雕刻、绘画、书法艺术，蕴含着古代江南
文化的精华和风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地域人文记忆。

探访贾家古村
李豫章

文化· 传真

1月16日，奉新县图书馆联合县
新华书店在城市书房举办“指尖上的
传承”亲子手工剪纸活动。孩子与家
长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创作窗

花、喜字、福娃、飞龙、纸鸢等以龙年和
祝福为主题的剪纸作品，体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

（涂媛 金星 摄）

雪映况公桥

隆冬时节，走进樟树剪纸艺术
馆，记者被一幅《锦绣三都》的剪纸
作品吸引住了眼球。该作品创作
于2007年，主要展现樟树的药、酒、
盐、古、道、闲及自然风光，在构图
上打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内容丰
富，画面宏伟。

“这幅樟树版《清明上河图》是
剪纸创新创作的一个代表，其材料
将红纸改为亚克力，稳定性好、可
长时间保存。”樟树市剪纸协会会
长陈杵保说，考虑到传统剪纸材料
红纸纸质薄、易损坏、易掉色，且一
般只能张贴在室内的特点，于是便
开始探索使用其他材料，希望能将
剪纸作品完好地保存下来。

樟树剪纸起源于吴城商文化
晚期，吸收南北剪纸之长，兼顾阴
刻、阳刻相交融的手法，灵活运用
对折、向心折，形成剪刻相结合、千
剪不断万剪相连的传统技艺。当
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用剪纸点
缀墙壁、门窗，以祈祷福寿。樟树
剪纸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技
法多样，艺术成就颇为丰富。2010
年，樟树剪纸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
遗项目名录。

“与其他传统剪纸不同，樟树剪
纸最大的特色是可以根据主题进行
创作，内容常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作为樟树剪纸代表性传承
人，陈杵保在保护传承这项技艺中
不断摸索、推陈出新，创作了一批紧
跟时代步伐的剪纸作品和文创产
品，让樟树剪纸焕发出新时代的生
命力——发明夏布剪纸，获得国家
专利；首创双面屏风剪纸，非常适
合办公、商务等场景装饰；首创中
国结和剪纸有机结合的挂件式包
装，拓展了剪纸的应用场景……陈

杵保先后创作大小作品2000余件，
并多次代表江西省参加深圳文博
会、成都非遗博览会、中国剪纸艺术
节等大型展会并获奖，助力樟树剪
纸文化走出江西，走向全国。

如今，陈杵保在不断创作剪
纸作品的同时，还积极带领樟树
剪纸协会会员将剪纸技艺传承下
去——举办免费剪纸培训班，鼓励
全市各行各业爱好者学习剪纸技
巧，培养剪纸兴趣；开展非遗剪纸
进校园，向学生介绍剪纸历史、文
化内涵及基本技法等知识，让学生
近距离领略非遗技艺魅力；开展剪
纸技艺交流活动，培育剪纸创作骨
干和剪纸加工艺人，全市现有 100
多名剪纸能手可以独立创作……

“当你真正创作出一幅剪纸作
品时，那种成就感能让你的精神得
到极大的满足。我们很享受剪纸
创作的过程，也正是因为学习剪
纸，我们不但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都是剪纸的艺术魅力所在。”剪
纸爱好者游桂荣说，2017 年，参加
第一期剪纸培训班后，她便爱上了
剪纸，逢年过节会将自己的剪纸作
品送给亲朋好友，大家都很喜欢。

谈及当前规划，陈杵保表示一
直在构思一批反映樟树中医药文
化发展脉络的剪纸作品，希望将中
医药文化的起源、发展及繁荣至今
的重要阶段以剪纸的形式呈现在
大众眼前，让更多人能了解樟树剪
纸文化，了解樟树中医药文化。“这
项工程极其巨大，需要各方面的支
持协调，目前暂定8个主题，希望能
通过我们的剪纸讲好樟树故事，助
力中医药文化发展。”

（记者 徐宝金）

樟树剪纸——

千剪不断万剪相连

本报讯 记者徐宝金报道：近日，
记者从市文联获悉，由中文在线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学
院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想+”征文大赛
获奖名单揭晓，我市作家李维励的《客
自不须还》获特别关注奖。

此次大赛共收到稿件 428 篇，入
围作品 30 篇。经中文在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编辑多轮严格
筛选，以及优酷、柠萌影业等影视评审

团成员的专业评审，最终评选出金奖
1名、银奖1名、铜奖2名、特别关注奖
2名、优秀作品奖5名。

李维励，市文联秘书长，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市作协副主席。其先后创
作出版历史小说《流血的春秋，玩命的
仕途》，历史作品集《谁动了我的皇
冠》，本土文化题材小说《慈化往事》，
多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作品见
诸报端。

我市作家获首届“创想+”征文大赛
特别关注奖

本报讯 余玉报道：春节临近，为
了让青少年儿童更加了解宜春的春节
民俗文化和文物故事，市文广新旅局
特别主办“千颗童心·演绎万年”少儿
年俗文物故事大赛。

本次大赛参赛对象为 6~15 岁的
青少年儿童，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部
分。初赛为微视频征集，时间为即日
起至2月2日。决赛时间为2月22日，
全市现场决赛。

参赛视频内容需紧扣主题，讲述
宜春传统年俗或龙纹系列文物，可以
讲述为主，也可运用当地传统音乐、传
统戏剧等艺术形式，个人或集体参与

均可。作品时长3至5分钟，画面、声
音清晰，横屏拍摄，视频背景契合主
题，于2月2日前报送至宜春市博物馆
电子邮箱：yiboqgb@163.com。

初赛优秀作品将于春节期间在市
博物馆内及新媒体渠道展播，展播入
选作者将获得宜春市博物馆颁发的荣
誉证书及文创大礼包。

宜春市博物馆将从初赛视频中挑
选2名选手作为市直代表参加全市决
赛。决赛将评选出一等奖 2 个、奖金
1000 元，二等奖 6 个、奖金 800 元，三
等奖若干个、奖金600元，由宜春市文
广新旅局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

少儿年俗文物故事大赛开始报名

近日，笔者在宜春市人民公园一处
休息点发现，地上散落着被人随手丢
弃的垃圾，而垃圾桶就在50米不到的
地方。公园的美丽环境需要大家共
同维护，希望市民在享受休闲、健康
生活的同时，把文明意识、文明观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携手共建文明
美丽家园。 （文 方 摄）

本报讯 记者徐宝金报道：1 月
13 日，由市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市
音乐家协会、市电影家电视艺术家协
会共同举办的“音”为有你——2024
新年联欢会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
举行。

活动现场，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
番上演，观众掌声阵阵，气氛热烈。
在热情的锣鼓声中，一曲由大鼓、琵
琶、二胡等合奏而成的昂扬旋律《象
王行》点燃了观众的激情；“人生得意

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
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首《将
进酒》引得满堂喝彩；女声二重唱《浪
花》唱出了春天的浪漫；市朗诵与语
言艺术协会会员带来的现场配音秀
完美展现了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和
心理特征，让观众听到了声音的百变
性和灵动性……

最后，演出在市朗诵与语言艺术
协会、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团共同创作
的节目《“音”为有你》中落下帷幕。

我市举办“音”为有你新年联欢会

本报讯 张宗怡报道：1月17日，
袁州区灵泉街道龙泉社区开展“万名
文艺家下基层”“文明过年 福暖四
季”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市创文办、市文
联、市文艺志愿者协会、市书法家协
会成员免费为辖区居民现场书写春
联、福字，为居民送上新年祝福。活

动现场，一副副写满祝福的春联跃然
纸上，既喜庆又充满年味。“春联还是
手写的有韵味，比在外面买的更有意
义！”拿着新鲜出炉的春联，居民老王
开心地说道。

此次活动，书法者们共为居民书
写春联80余副、“福”字100余张，营造
了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

龙泉社区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文化· 笔记

1 月 21 日晚，一场瑞雪悄然而
至，细碎的雪花带着冬天独有的温
柔，让靖安县的况公桥呈现出别样
美丽。

据了解，坐落于潦河之畔的况
公桥全长 160 米，是连接靖安县城
区与寨下山健身公园的景观桥。
廊桥设计融入靖安传统花桥廊亭
组合元素，成为县城居民新晋网红
打卡点。

（夏玮视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