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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
26 日上午，神舟
17号发射圆满成
功。下午，我骑
着单车，沐浴着
秋阳，迎着天井湖
清凉的风，走进江
林的画室。他是
以航天题材为主
题创作的《历史
的天空》成功入
选全国第十三届
美术作品展并晋
京展出的画家。

轻轻推开虚
掩的门，墙上、桌
上、地上、画架上
都是油画，大大
小小，风景、人物
等各类题材的油

画鼓胀着眼。江林在画架前，正对一幅半身人物肖像油画
做最后的收拾。他目不转睛、一丝不苟，画笔摩擦着画布
的声音清晰可闻。见到我，他略显局促，用忙不迭地搁笔、
泡茶和满脸羞涩的笑容掩饰。近些年，我听闻过他的一些
事，但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想了解他，是缘于铜陵市书画
院组织特聘书画家赴皖南秋季采风。我俩共同参加了这
次活动并结缘。

采风中，我发现每到一处皖南故居，江林都支起画架，
观景入画，而且进入画境极快，无视身边络绎不绝的游客以
及不少游客的围观，心无旁骛，置身世外。我时常站在他的
背后，看他作画。景物的选取、构图、调色，细微处的精雕细
琢，整个作画过程丝丝相扣、行云流水，着实让人有种快慰
的感受。粉墙黛瓦、楼台亭阁、石桥、流水、远山、蓝天白云
在空白的画布上次第展现，经过他的手古徽州特有的景色
美轮美奂，一张画布承载着皖南自然与人的和美韵致，让我
惊艳不已、啧啧称赞。他有一双灵巧的手、一双敏锐的眼
睛，他有一种摄取世间美的智慧。

江林，1971年出生，是土生土长的铜陵人，这座具有
深厚铜文化底蕴的山水小城滋养着他。1989年，他高中
毕业后，进入铜陵有色房建公司工作，因工作较为轻松，开
始自学画画。这一年的暑假，铜陵市总工会举办一个暑期
绘画班，他欣喜万分便报名参加学习。授课老师是铜陵师
范美术老师桂小虎先生。在桂老师的教授下，他从素描、
水彩等基础开始学起。浓厚的兴趣和刻苦努力，一个月时
间的学习让他收获满满。一个月时间虽短，但对他来说，
这是自己绘画之路上的一个起点。随后的三年，工作之
余，他把自己“囚禁”在家中，一心绘画，并坚定自己走绘画
之路。

1992年，他报考了国内两家美术院校，专业课成绩都
通过了，但因为文化课成绩没有过，遗憾落选。虽然落选，
但他没有气馁，下定决心再战。当年底，他就马不停蹄背
起行囊上北京，参加中央美院考前班的学习，上中央美院
是他再战的目标。1993年4月参加中央美院的考试再次
落选。现实是残酷的，可他在中央美院这半年时间的系统
强化学习，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拓宽了思路。他说，比如素
描排线，平时练习都是直线打调子，在这里有了新认识，曲
线画物体，线条围着结构转。还有对人物的写生以及静物
的结构、色彩的把握都有了新的提高。在这里，他结识了
不少中央美院的教授，这个对绘画非常热爱、学习热情很
高的青年给教授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经济拮据，
这些教授还为他出主意，让他给学生当模特，以此换取课
时费。

两次考试落选，不得已只能回到现实。江林开始了一
边上班一边在家画画的生活，把在中央美院教授那里学到
的绘画方法和技巧运用到自己的绘画中，也有了对绘画艺
术的思考，由刚开始对艺术的懵懂渐渐有了新的认识。为
了家庭和生活，也为了在绘画上有所成就，他辞掉工作开始
走南闯北，开过画廊、绘过文化墙、画过出口欧美的装饰画，
用画笔体现自己的尊严。

如何在绘画艺术上寻求突破，他一直在思索着。2017
年首都师范大学古典写实油画高研班开始招生，江林毫不
犹豫报名参加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位老师：刘孔喜，
还有他的绘画启蒙老师桂小虎。桂老师早年考研进入首
都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跟在刘老师后面学坦培
拉，跟在桂老师后面学人体写生。他的学习激情和勤奋师
生有目共睹，画室待上一天是常态。只要中国美术馆、国
家博物馆举办油画展览，他必去观展。2018年国家博物
馆举办了一次法国学院派绘画展，让他大
开眼界。当时观展门票需要120元，这对
一个没有经济收入在外求学的他来讲也是
一个难题，可他节俭下日常的生活费用，连
续看了 6 次，每次都是开馆进去，闭馆出
来。仔细揣摩，临摹画稿，这个展览让他获
益匪浅。至今回忆起来，让他记忆犹新，特

别震撼，几乎颠覆了自己过去的
绘画观念。向老师和同门学习，
不停地画，不断地看展，几乎都是
连轴转。他说，在北京的这一年，
让自己有了很大变化，这是自己
绘画上的一个分水岭，由民间绘
画真正走上了艺术绘画。毕业前
夕，他创作了油画作品《民间手艺
人系列》，获得老师和同行的好
评，这个系列有“弹棉花”“打铁
匠”“理发师”等5个民间工匠艺
人组成。这些作品以写实手法为
主，展现了民间手艺人的坚贞和
韧性、专研自己手艺、为人民群众
热心服务的情怀。其中在“打铁
匠”创作时，他借鉴了西方古典绘
画的一些表现手法，这件作品深
得导师刘孔喜的赞赏，这位不怎
么表扬人的教授，对他的这件作
品说出一个“好”字。

这次的学习和创作，让他对
绘画有了深刻认识，对自己也更
有了信心。他的绘画艺术才能正
在渐渐被激发。

2018 年 9月，首都师范大学
古典写实油画高研班一毕业，他立即就参加了李学峰教授
在宁波画院开办的全国综合材料绘画高研班学习。综合
材料绘画是一个新的技法，综合运用油画、国画、壁画，甚
至雕塑的技法，集中表现在自己的画作中，材料的选取几
乎是无所不能。这个班授课的都是中央美院的老师，老师
们从最前沿的绘画思想出发，讲授综合材料绘画的创作技
法。学习期间，恰逢2019年中国美协举办“全国第十三届
美术展览”。他下定决心，要冲刺这届美展。国家级美展，
主题的确立是关键。他认真梳理建国以来我国取得的辉
煌成就，最终选定航天主题，并得到老师的认可。随后，他
集中精力收集创作素材，收集到国内关于航天的图片万余
张以及航天纪录片，对这些材料反复揣摩思索，寻找构图
思路，激发创作灵感。但是三个月下来，创作进展缓慢。
那时候，内心生出绝望的感觉。一次在教室画完后，骑着
自行车回到三公里外的破旧出租屋，冥思苦想自己的来时
路和今后路，竟然不知路在何方。

30年的绘画路，想回头，那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向前
进。江林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再次投入到创作中。他
的作品在老师和同学们的见证中诞生了，赢得了满堂彩。
他给这件作品起名为《历史的天空》。《历史的天空》成功入
选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晋京展出，当时全国入选的美
术作品有 200件，而晋京展出的只有 30件。他成功了。
当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泪流满面……

航天题材创作完成后，江林瞄准了大运河文化题材。
他认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
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他创作的《舟枕运河
家》系列作品就是表达对大运河文化的歌颂。《舟枕运河
家》采用红色调子、平面表现手法，房屋抽象为符号化的线
条叠加，具象的小舟、桅杆、水、蓝天，线与面的构成，将江南
水乡诗样意境展现得恰到好处。这件作品入选“诗意大运
河”全国油画作品展，并被印在江苏省“一卡通”上。

2019年，对江林来说是个丰收年，两件作品入选国家
级美展，三件作品获省级美展优秀奖。2020年6月，《历史
的天空》获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安徽省首届

‘三个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奖。2021年，他以铜陵古镇大
通为题材创作了《腊香满岸沁》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
第四届“邮驿路运河情”全国美术作品展。壁画作品《词到
静时落江南（三）》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2022中国
壁画作品展》。

三十年的积淀，在这四年迸发，江林以自己的实力成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赵培智教授说，他
的绘画感觉很好，从油画到综合材料的多种尝试和探索，
如今有了不少成绩，他是勤奋的也是聪慧的，他对自己有
比较清晰的认识，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看他近年来
创作的作品具有版画意味，减弱了色彩对比强调平面构
成，追求黑白灰的趣味性，初步形成个人的面貌。

一路走来，酸甜苦辣尝尽，人间冷暖皆知，初心不改，
终有所获。他说，作为画家，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静下
心来搞创作，反映时代主题，体现时代审美，把最好的精神
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这是根本遵循。

2023年12月2日，江林的个人画展在铜陵美术馆举行。
天已亮，希望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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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凤凰山金牛洞，本是一座静卧
在相思河畔的小山，20来米高，并不起
眼。惹人好奇的是那山崖上的几个洞
口，幽幽的，难免使人敬畏而心生鬼
神。于是便有了神话：传说有金牛从石
洞出游，“乡民设阱拦截”。这传说，被
白纸黑字的县志载录，流传至今，有四
百多年了。1971年元月1日铜陵有色
凤凰山铜矿投产,笔者当时在矿安全科
工作。一天，我背着工具包去药园山南
风井，大约受到神话的蛊惑，路过金牛
洞山脚，我攀到其中一个洞口，想一探
究竟。洞口很小，只可容一人跪爬进
去，黑窟窿洞，手电照进去，湿漉漉的石
壁上挂着苔藓，望不到底。

跳出传说，走进科学。1953年地
质队的钻机探向凤凰山地层深处，
1964年的夏秋之际，著名地质学家李
四光亲临凤凰山考察矿床地质构造，常
印佛学部委员主持矿床勘探分析工
作。1965年完成的《安徽省铜陵县凤
凰山铜矿区药园山矿床储量报告》，表
明这里储藏铜金属33万吨。从1966
年起，凤矿迎来了世界一流的采选设备
和自动化控制系统。亘古沉寂的矿床
从此苏醒。金牛洞下方百米深处，巷道
延伸，机声轰鸣。几乎与凤矿投产同
时，金牛洞上方高品位的铁矿石吸引来
了农村、社区两支采矿队，半机械化作
业，村民居民大显愚公移山身手，十几
年下来，把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山头削
掉了大半边，生生掘出一个口径60米、
深20余米的大矿坑来。

奇怪的是，
小轨道从矿坑里
运上来的除了一
车车的铁矿石，
还有似乎运不完
的旧坑木。这山
肚子里的坑木是
怎么回事？1986

年的一天，我路过这里，朝坑里张望。
干活的村民中有认识我的，喊我看一根
形状怪异的木头。我下到坑底，这是一
根长方形的老坑木，一头凿了个孔槽，
另一头开了一个榫头。用尺子一量，总
长2.5米、边长40厘米。以我能够移动
150公斤物体的力气，我双手试托一
头，孰料那物件竟纹丝不动。我直起腰
环顾四周，西边崖壁像被切开的蛋糕，
碎石层的剖面全是横七竖八的坑木。
潜意识提醒我，这山肚子里可能古人开
采过，“金牛游走”也许就是与采矿有关
的传说。回到办公室，我给市文物部门
打了电话。过了两天，他们来人到现
场，说是古采矿遗址，有研究价值。临
走，叮嘱采矿队，西边坑壁为古代遗址，
要保护。1987年夏季，省文物普查组
专程到金牛洞查看。此时，采矿队正干
得热火朝天，机声隆隆，炮声震天。一
年前现身崖壁的古代木框竖井，摇摇欲
坠。普查组负责人见此情景，心中着
急，回去就向上级写报告，上面很快就
批准了对金牛洞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若从遥远的地质年代说起，长江中
下游一带的铜矿床，生成于一亿三千万
年前。直到三千年前，它的浅表层矿脉
始被锤凿声“唤醒”。万迎山、药园山、
金牛洞、大工山、铜精山、铜官山、秋浦
铜山炼铜炉轰轰烈烈，红星紫烟歊九
天。“丹阳嘉铜”、“丹阳善铜”铸器作铭，
载进史籍。《汉书》出现了“铜官”，《新唐
书》出现了“铜官山”“凤凰山”，《宋史》
出现了“铜陵”！

考古人员来到了现场，乘采矿队作
业间隙进行工作。凤凰山铜矿积极给
予支援：安全科为他们提供攀登崖壁的
安全带，并派专职安全员在现场指导；
地测科提供了地质实测图纸和资料。
随着时间推移，古代采矿巷道、竖井在
考古人员的手铲下，陆续显露出来。省
内外来了一批文博界人士，经过论证：

金牛洞为西汉时期采铜遗址，上溯可达
春秋战国，是我国继湖北大冶之后发现
的第二处古铜矿开采遗址，极为重要。
这是因为古代采矿遗存难得一见，它们
全都被后世采矿活动毁灭殆尽。

遗址揭露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就
已经精彩不断：遗址采用了水平分层采
矿法技术、方框支护充填法技术，榫卯
结构的方框竖井和排水设计等等，都令
长期从事矿山工作的技术人员惊叹！
它彰显了我国二千年前采矿技术先进
水平，是古铜都采铜史的缩影，更是华
夏青铜文明史的实物佐证，其意义不言
而喻。

金牛洞古矿址保护工作被提上了
日程。可是采矿队还在继续开采，暴露
出来的古坑道崖壁也在继续毁损。省、
市文物部门着急，专家学者们着急，提
案呼吁，调研座谈，献计献策。市委市
政府则把采矿队几十号人的安置落到
了实处。

金牛洞升华，始于1992年 5月的
这一天。现场会在凤凰山铜矿招待所
召开，市长主持。会上，仍有人对金牛
洞“剩余价值”念念不舍。市长总结没
有废话，壮士断腕，语震四座。他点名
采矿队主管负责人，即日起停止采矿
作业，撤出队伍和设备，职工照安置方
案妥善安置，遗址保护施工队进驻金
牛洞。

铜陵有色凤凰山铜矿一如既往地
继续给予支持。

两个月后，金牛洞建起了陈列馆、
游览步道，坑内筑起了护坡、搭起了防
雨棚，椭圆形的矿坑口立起了九十二根
白色石柱，寓意金牛洞古矿址保护肇始
于1992年。1992年的金牛洞以崭新
的面貌迎来了第一批客人——参加《首
届亚洲文明暨中国青铜文化学术研讨
会》的中外学术界人士。从此，踏访金
牛洞的脚步络绎不绝。

□朱益华

金牛洞的回声

从铜陵市义安区老洲
乡光辉村原第十生产队出
来，我从村西头，来到连接
光辉村村部和老洲乡政府
的那条主干道。

这条从洲头太阳岛直
到洲尾，贯穿整个老洲乡的
乡村公路我不会忘记。20
世纪 70年代，我在光辉学
校读完小学和初中。在近

十年时间里，除了周末和假期，我每天
来来回回都要走好几次，这条路早已深
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刚读小学
时，路边的小树刚刚栽下，只有拇指那
么粗。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它们已经
成为参天大树。我试了试，很多树一人
已经不能合围。

突然想起源自西晋桓温的一个典
故：“树犹如此，人何以堪！”50年前，我
还是一个年仅十岁懵懂无知的乡村少
年，正在读书启蒙阶段。20世纪80年
代起，外出读书、工作40多年，如今返
乡探访时，我已经成为一个两鬓斑白的
退休人员。出走半生，归来不再是少
年。正如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回乡偶
书》所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
鬓毛衰。”

从光辉村原第十生产队通往光辉

村村部的这段林荫大道不长，全程不到
两公里，我很快就来到了村部，来到了
当年光辉学校所在地。

2014年那次回村，我曾经在学校
旧址附近留影纪念，如今这里已经改
作他用，完全没有一点学校的痕迹。
早就有新闻报道说，老洲乡即将开通
公交车，对此我一直很期待。一位村
民告诉我，届时这里将成为光辉村的
公交站点。

在光辉村村部和光辉学校附近转
了一圈，我又重新走回那条林荫大道，
准备原路返回。我继续沿着这条乡村
公路慢慢前行，观赏路两边的田园风
光，努力寻找记忆中的点点滴滴。

路边一大片平整的地块，庄稼已经
收割，留下了零星散乱的黄豆秸秆，可
见这里刚刚收获的是一大片黄豆。这
个非常平整的地块，距离原来的光辉学
校不远。我忽然想起，这或许正是当年
光辉村灯光球场所在地。

作为同时拥有“全国文化之乡”和
“篮球文化之乡”美誉的老洲乡，20世
纪六七十年代，篮球运动很普及，各类
比赛活动非常频繁。特别是铜陵中学
下乡插队的知青中一些篮球运动健将，
为老洲乡的篮球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
和活力，极大地推动了老洲乡篮球运动
的普及和推广。

20世纪70年代，不仅老洲乡政府
附近有一个建设标准很高、在全县都数
一数二的灯光球场，老洲乡光辉村也
有一个，就在我们每天上学、放学的这
条必经之路边上。1975年，在老洲乡
政府附近那个灯光球场上，成功地举
办了全省农民篮球赛，成为轰动一时
的大事。

与此同时，老洲乡光辉村的这个灯
光球场，也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少年时
期，我们曾经在这里看过很多场次的露
天电影、文艺演出和篮球比赛。每年春
节，村里都要在这里举办几场文艺演
出，其中有歌舞，更有盛行一时的样板
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
片段。这些热闹的时光，也正是我们这
些孩子们尽情狂欢的节日。这个乡村
灯光球场，曾经给少年的我们带来了无
尽的热闹和快乐。

当然，这个乡间的小路上，还留下
了我和小伙伴们放学时的追逐和嬉
闹。行走在两边树木高耸的林荫大道
上，我仿佛看到了小伙伴们欢呼雀跃
的身影，听到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欢
声笑语。

那些欢呼雀跃的身影和打闹嬉戏
的欢声笑语，洒满了我们一起走过的乡
间小路，定格在久远的时空，也永远留在
了我的心里，留在了我遥远的记忆中。

□王祥龙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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