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听史春波办画展，有点好奇，看过画展后，觉
得这才是真正的春波。

春波的画，早在四五年前，在同事任健女士和
赵宗彪先生的办公室，都看到过，给人的印象，就是
才子画。

春波学画，即非科班出身，又无工作必须，他画
画，无非是热爱，无非是想把心底的美好图景展现
于绢帛，分享于好友。

看春波的画，心情始终是愉悦的。他的用色，都
是亮丽色，都是暖心色，无论是繁花似锦，还是落英
缤纷，无论是春花烂漫，还是秋叶泛黄，呈现出来的
都是唯美的，温暖的，不会有伤春悲秋之叹，不会有
斯人憔悴之感。看他一江碧色，山水相映，小舟荡
漾，任意西东，波心独钓，自在从容，传递给人的是
夏日沁凉，是优游之乐，而不是寒江独钓的冷峻，傲
然天地的激越。看他满山秋枫，野草昏黄，上下相
连，熏风低昂，宽衣缓带，陟彼高冈，传递给人的是
赏心悦目，是心旷神怡，而不是秋风萧瑟的寂寥，草
木摇落的无奈。至于其他作品，如一瓶花，几丛草，
数本书，皆是红绿青粉，春风扑面。

春波的职业是媒体人，他的本质却是诗人。从
他的新闻作品里，可见他的铁肩道义；从他的绘画
作品里，可见他的十里柔情。

春波的这份柔情，从自学绘画开始，似乎至今
未变。他的画，自然是越画笔法越娴熟，着色越自
然，布局越精妙，而画中的柔情和美感，还是原来那
个味道。正因为如此，他的画色彩绚丽，风格统一，
情感稳定，旨趣无异。

春波的画，是他内心世界最自然的流露。读他
的画，就是读他的诗意世界，读他的诗意栖居，读他
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他的画，清澈如水，是写给生
活的最真挚的情诗。

这首情诗，绵延不绝。它曾在千岛湖惊鸿一瞥，
又在椒江一水美术馆、朵云书店·黄岩店与台州读
者见面。上周，春波带着它来到母校台州学院图书
馆，与学校师生和校友们分享画画的快乐。

台州学院图书馆西侧有心湖，画展便取名“花

开心湖”。风和日丽，秋光正好，湖在画中，画在湖
畔。窗前屋外两相宜。

春波的画，犹如他的心，柔软的，温暖的，诗情
画意的。许多人看了他的画，就喜欢上了，拍下来，
设置为屏保壁纸。

我之所以这么笃定，春波的画就是他的心，是
因为多年前我们一起淘过书，看过他的藏书，知道
他的阅读趣味和生活情调。

我想，热爱生活的人，看了春波的画，都会心生
喜悦。他的这首情诗，务必收下。

心湖漾春波

10月 18日至 11月 6日，花开心湖——史春波
的中国画展在台州学院图书馆展出。

史春波是一位有着 20年报龄的资深记者，现
任钱江晚报文娱中心副主任，作品曾获中国新闻
奖。从新闻记者跨界到业余画家，他一支笔写新闻，
是铁肩担道义，一支笔画内心，是信手抒性情。

今年以来，史春波将自己多年的画作集结起
来，在杭州淳安县千岛湖艺术馆举办了“花开了”史
春波个展，还在朵云书院·黄岩店、椒江一水美术馆
分别举办了“花开永宁”“心事如花”个人画展，均引
起较好的社会反响。

画展现场布置得像一个小花园，40多幅国画
作品藏于繁花丛中，充满了浪漫和诗意。

以花为主题的系列绘画，让参观者沉醉于斑斓
而热烈的色彩中。史春波喜欢画花，他创作了各种
姿态的花，或奔放或含蓄，或热烈或平静，将“心上
有花开，人生春常在”的内心感怀融于画里。虽未有
专业学习中国画的经历，但他常年笔耕不辍，画作
自成一格，尝试用东方的颜料和笔触，结合西方的

技法和色彩，并展示出对色彩收放自如的天赋。
史春波的画作多数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记录，比如邻居家的桌子摆着一盆好看的花，比如
春节前同事送来了一盆新鲜佛手，比如下雪天看到
楼下的柚子挂在枝头等，还有不乏反映台州地域文
化的，如泛舟永宁江、九峰山的钟声、黄岩橘树等写
意风光。

每幅画都配了相应和的优美小诗，与观众分享
绘画者内心的创作情感与诗意。“希望画画也像写
的故事一样，多一点情趣和可读，多一点想象和色
彩。”画展还展示了以史春波作品为主题的系列文
创周边，吸引了现场观众的围观。

史春波告诉记者，台州之于他是第二故乡。22
年前，他来到台州学院求学，随后在台州安家置业。
他还说，母校有心湖，从心湖边走出朵朵繁花，而他
只是其中平凡而渺小的一朵。

“能够回到母校办画展，是我的荣幸，是我向
母校做的一次汇报，也是我向母校表达的一份感
恩。”

跨界画家史春波回到母校办画展

花开心湖
归来正浓

包建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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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春波作品▼

一个人划船，
不知道划到哪。
那么，
划到哪，
就算哪。

一个人划船

哪里的荷塘，
哪里的风，
我去找，
却迷路了。

哪里的风

▲

▼

邻居新新家的花，
朋友圈看到。
花开得正好，
她还是单身。

新新家的花 ▲

都说桃花源好，
桃花源又在哪。
撑着木船去找，
找到梦里橘乡。

梦里橘乡 ▲

你从春风里来，
春风见了你，
也躲得远远的。

春风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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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夏天 3》（以下简称《乐夏 3》）全部赛程结
束，最后决出的前五名乐队，都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想
必很多观众和我是一样的心情：第几名真的无所谓，他
们在这个舞台上唱过他们最想唱的歌，他们尽兴了，我
们也尽情了。

Nova Hear 乐队的女主唱冯海宁说得很好，大意
是，参加《乐夏3》最重要的就是让那些小众的乐队站到
台前展现自己，而不是站在特定人群身后。她说“希望
是最大的武器”，这句话真有意思。一般来说，“希望”和

“武器”好像不能并列用，希望是美好的，没有锋芒的。
但对压力很大的人来说，拥有希望，就是拥有武器。
我们曾有过很多自带流量的音乐选秀或者是真人

秀综艺，例如《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之类的节目，曾
让很多喜欢听歌、唱歌的人为之狂热。但这些节目播到
后期，总是歌手本人特质以及歌手自带的话题属性，盖
过了音乐属性。他们唱的歌，也是技巧比感情多，高音
比吟唱多。

简言之，观众看音乐综艺，最终是想从音乐中获得
纾解、安慰、宣泄、倾述。《乐夏3》和前两季相比，更成熟
也更“圆滑”了，节目组更擅长调动乐队去迎合最广大
的观众审美，无形中削弱了部分乐队最锋芒的部分。也
可以推测，有不少完全可以来《乐夏 3》大放光彩的乐
队，自觉或被动地无缘于《乐夏3》。

但《乐夏 3》仍然保留了音乐——不止是节目中最

主体的摇滚乐，而是涵盖了民族音乐、爵士乐、民谣、电
子乐等形式的音乐的本真状态。无论观众是哪一支乐
队的老粉，还是一支乐队也不认识的小白，整季节目看
完，必定会因为一些歌曲落泪。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瓦依那乐队的一首《大梦》成
了刷屏热曲。这首歌总结了当代人从小到老所遇到的
人生难题，总结完一个难题，唱一句“怎么办”。很多人
在听到“怎么办”时就忍不住落泪，这种来自音乐的触
动，是超越理性、逻辑层面的触动。

负重前行的人，有委屈的人，听到各种“我教你应
该怎么办”或者“反正不能这么办”的话都不一定有触
动，但看着瓦依那和嘉宾任素汐用最简单的弹唱形式，
安静地听完整首歌，情绪就像泄洪一样奔涌。

瓦依那乐队用的是最温柔、最直接的方式，用音乐
解放了听众的心声。而我喜欢的麻园诗人和八仙饭店
两支乐队，一个唱得撕心裂肺，一个声线冷淡、曲风迷
幻。我听麻园诗人的《泸沽湖》《黑白色》和《彩虹微笑》
时，感觉心里有一列老旧的绿皮火车突然启动，它越开
越快，接近极限速度，即使零件都快散架，但一股“必须
冲向黎明”的情绪支配着它。

而八仙饭店的《吞吐》《单身旅记》《青少年哪吒》
《迷津》，是用模糊不清、摇摆不定、欲拒还迎表达了他
们藏在旋律谜面下的态度，这种态度和硬摇滚、朋克一
样的鲜明，那就是对虚伪人性的批判，对少数边缘人群

的关怀，对孤僻审美的欣赏。八仙饭店让我突然发现，
去了那么多次音乐节、没有特别认定乐队的我，原来最
爱听的是八仙饭店这种调调。他们的风格，涵盖了布鲁
斯、电子迷幻、车库音乐、摇滚等各种元素，但自成一体。

一支乐队最珍贵的就是“辨识度”，麻园诗人和八
仙饭店的辨识度，都相当高。

看完节目，我在手机、车里不知又听了多少遍两支
乐队的这些参赛歌曲。听完音乐，我又购买了两支乐队
一些歌曲的架子鼓鼓谱，得空就练习。打鼓时的心情，
比听歌时还要丰富。

其实喜欢音乐，无论哪一种类型的音乐，无论你是
纯粹的听众，或者当你从听众变成歌者或者演奏者，只
要你把时间分配给音乐，时间就“不见了”。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听歌、唱歌、演奏时，飞一
样过去。当你意识到时间已过去，会觉得恍惚，但察觉
到心里满满当当都是收获，那种快乐，搜肠刮肚，也只
能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来形容。

瓦依那乐队的成员“十八”形容《乐夏3》的主持人，
也是三季《乐夏》的幕后推手马东，说马东就像“水”一
样，让位于高处、底处的乐队都融合到了一起。我觉得
马东配得上很多人的一句“谢谢”，这一声“谢谢”甚至
无关音乐，只因心声。

《乐夏3》是很多观众的嘴替，唱出了当下很多普通
人的心声。说不清的时候，能唱出来，是莫大的幸运。

《乐队的夏天3》：无关音乐，只因心声

如果不是一次修路，有谁会知道，延恩寺的后山会
埋着一座宋墓呢？

2022年8月，临海市涌泉镇延恩寺，施工队的挖掘
机在后山平整路面过程中，掘到了一处墓穴。

考古工作者很快赶到现场。在发掘过程中，他们确
定了墓主人身份——南宋参知政事杨栋。

杨栋，字元极，四川眉州青神县人氏，绍定二年
（1229）以榜眼入仕，主要活跃于宋理宗执政时期。此
前，他的生卒年不详，而今墓志的出土，解开了这一谜
团——他生于庆元二年（1196），卒于咸淳六年（1270）。

杨栋的一生毁誉参半。一方面，他直言敢谏。《宋
史》记载，当时有个女道士出入宫廷，无所禁忌，还善于
私下里托关系，朝堂上议论纷纷。杨栋上疏理宗，说女
道与小人交往甚密，天下人都看着，应该驱逐这样的
人。理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另一方面，他与权相贾似道走得很近，史书称他
“尼于权臣”。景定元年（1260），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
独揽朝纲。他登用一些老臣，杨栋也在登用名单中。景
定四年（1263），杨栋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拜
参知政事，入宰辅之列。

然而，在景定五年（1264），一个今天看来寻常不过
的天文现象，却直接断送了杨栋的仕途。这年秋七月，
天空中有彗星划过。杨栋说，这不是彗星，而是“蚩尤
旗”——古人认为此星出，主有征伐之事。

当时，距离宋蒙之间的鄂州之战，刚过去五年，尚
处于短暂的和平时期。我们无从得知杨栋为何指彗星
为蚩尤旗。但他以虚幻的天象之说，预示再起兵戈的言
论，显然令贾似道心生疑窦。很快，杨栋被免去了等同
副宰相的官职。他的宦海浮沉，可谓成也贾似道，败也
贾似道。

杨栋既是四川人，为何会葬在台州？这要从一所书
院说起。

景定三年（1262），台州知州王华甫在临海东湖建
了上蔡书院，请杨栋来担任书院的山主（即院长）。杨栋
精通程颢、程颐的伊洛之学，称得上当世大儒，著有《崇
道集》《平舟文集》，世称“平舟先生”。他欣然答应王知
州的邀请，前往书院执教。

从墓志来看，杨栋四月任上蔡书院山主，六月即离
任。而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似乎令他喜欢上了台州，
他认为此地风俗勤俭，适合教化子孙。于是他退休后，
举家搬迁到临海。

74岁那年，杨栋去世。按他生前遗愿，本想叶落归
根，葬回故乡青神，可当时的四川已被蒙元占据，只好寄
葬台州。杨栋墓所在的延恩寺，则成为他的功德坟寺。

有宋一代，大臣贵戚往往申请功德坟寺，让寺中僧
侣为其代管坟茔、诵经祈福。寺庵也作为家族成员岁时
聚会、祭祀先祖的场所。

延恩寺，旧名涌泉寺，建于晋朝太康年间（280-
289），传说，隐士任旭的妹妹曾在此建庵修行，诵读《莲
经》，须臾间，有泉水从地上涌出来，并生出白莲花，故
名“涌泉”。灌顶法师、怀玉禅师等高僧，都曾驻锡于此。
南宋时，延恩寺已颇具规模，有田 667亩，地 172亩，山
621亩。

杨栋升任参知政事，按照政策，能指定一座功德坟
寺（或称香火寺）。听说台州有涌泉寺，他想起少年时，
在家乡的青神寺也见到过“涌泉”的匾额，喜出望外，便
请求理宗皇帝，能将涌泉寺赐给他，如此“万里外得之，
犹吾乡矣”。理宗爽快地答应了。

像杨栋这样的高官葬在台州，地方志本该记载。不
过南宋的《嘉定赤城志》修于杨栋生前，明代《赤城新
志》又修于两百多年后，均未能对此记载。杨栋过世后，
又过了 9年，南宋灭亡。除了子孙，谁会在意一个前朝
的宰辅呢？终于等子孙也不再记得时，杨栋墓便深埋地
底，无人问津了。

通过考古发掘，杨栋墓出土了酒具、砚台、玉佩、铜
镜等40余件文物。砚台的下方，还发现一张纸片，上有
文字。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一组金腰带，上刻毬路纹饰。

在宋代，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配金腰带。而根据官
阶的不同，腰带纹饰与附设也作了区别。据《宋史·舆服
五》记载：“三公、左右丞相、三少、使相、执政官、观文殿
大学士、节度使毬文，佩鱼；观文殿学士至华文阁直学
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开封
尹、给事中并御仙花。”

此前在全国范围内出土过两宋时期金腰带的，有
江西遂川北宋政和元年（1111）的郭知章墓、重庆南川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张俣墓、江苏苏州元大德八
年（1304）吕师孟墓。这些金腰带，均是御仙花——也就
是荔枝纹饰。由此可见，杨栋金腰带之珍贵。

根据文物的属地性质，这组金腰带将成为临海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市民能近距离地观看到。其主人生前
的权力、地位、荣耀早已灰飞烟灭，唯金色的纹饰，依然
闪耀着光芒。

参考文献：《宋史》/脱脱、《嘉定赤城志》/陈耆卿、
《宋代的坟庵与封建家族》/宋三平、《宋少保观文殿学
士杨公圹志》/杜文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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