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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话题之六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有一条小街，不同年龄的
人对它名字的叫法也有不同。
9 月 2 日上午，记者就找到一
条这样的小街，年长些的居民
称它为石佛寺街，年龄小一点
的，则称它为拥政街。

老街名印记已不见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市区
滨河路与五一路交叉口，沿着
五一路向南行走 200 米左右，
在道路西侧见到了戏楼后街
社区主任王瑞敏。在她的带
领下，记者来到了拥政街。

“这就是拥政街的东头，与五
一路交会。”王瑞敏向记者介
绍，“我也是听街上的老人
说，这条街以前不叫这个名
字，后来才改叫拥政街。”拥
政街东起五一路，西至东大
街，街宽 3米左右，街长 1200
米。

拥政街内的道路蜿蜒曲
折，一眼望不到头。街内商铺
与住户混在一起，道路一侧停
放着车辆，这让原本就不是
很 宽 敞 的 街 道 变 得 更 为 拥
挤。街道两旁的房子有的是
新建的，有的则是一些老建
筑。

在她的带领下，记者找到
了一名叫宣铁钢的住户，他今

年 51 岁，是这条街上的老住
户。“这条街最初叫石佛寺
街，至于为啥叫石佛寺街，我
也说不清楚。”宣铁刚说，他
也是听家里的老人这样说的。

“那时候好像说这条街上有座
石佛寺，不过我也没见过，只
知道大概位置。”

随后，记者跟着他一起来
到了原先石佛寺的位置。“你
看，就是那堵墙的位置。”宣
铁钢告诉记者，这座石佛寺是
什么时候建的，什么时候拆
的，他也 说 不 清 楚 。“ 再 后
来，这条街就改名为拥政街
了。”宣铁钢说，“现在一般
都叫拥政街，不过老一辈的人
还是叫石佛寺街。”这里以前
开 展 过 不 少 拥 政 爱 民 的 活
动，所以就改名叫拥政街了。

门牌号也有变化

关于拥政街的故事，可以
从居民口中听到一些，关于拥
政街的门牌号，也发生了一些
变化。

记者看到，一家住户的大
门上有拥政街的门牌号。宣铁
钢告诉记者：“以前门牌号都
是一个院子一个号，这个院子
以前是 10号。”他说，后来改
成一户一号时，又成了 35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街上的
居民越来越多，他们的门牌号
由那时候的35号，变成了现在

的70多号。
“这几十年，门牌号也一直

在变。”聊完了门牌号的变化，
宣铁钢告诉记者 ，现 在 知 道
这条街曾经叫石佛寺街的人
越来越少，估计慢慢也会被人
们遗忘，说到这里，他感慨不
已。

随后，记者又询问几位居
民是否知道石佛寺的位置以及
来历，均未找到答案。为此，
记者来到市档案馆，从《河南
省漯河市地名志》 上了解到，
据传，一百多年前，沙河涨水
时冲来一个石佛像，后来居民
就在该街修建了一座石佛寺，
所以就称这条街为石佛寺街。
在1968年时，这条街更名为拥
政街，并沿用至今。

拥政街：一条小街 两个名字

□蒋春婷

据传，宋代书画修养极高
的皇帝宋徽宗，在政和年间成
立了一所国家书画院。有书
画院就要招揽画家，有一次，
他以“竹锁桥边卖酒家”为题
招揽天下英才，结果大多数考
生都在“酒家”和“酒客”上下
功夫，但有一个考生独辟蹊
径，从“虚”处入手，不写描酒
家，而是画了桥边茂密的竹
林，竹林外挑出一面酒帘，酒
家自然隐于林中，笔墨虽不
多，却准确含蓄地表达出“竹
锁”的深意，这种巧妙的艺术
手法深得宋徽宗赞赏，亲笔圈
点该考生为第一名。这个独
占鳌头的考生，就是独创山水
画中斧劈皴技法的南宋李唐。

李唐是河南孟县人，作为
宋徽宗时期国家画院的人物，
他山水、人物、花鸟皆擅长。
尤其山水画，苍劲古朴，气势
雄壮，开南宋水墨苍劲、浑厚
一派先河。晚年去繁就简，用
笔峭劲，创“大斧劈”皴，所画
石质坚硬，立体感强，斧劈皴
的技法自创出之后，其影响直
到今天都不曾消失。

斧劈皴，顾名思义就是斧
头劈砍的意思。有大斧劈、小
斧劈之分。不过都是以侧锋
的笔法，如斧劈刀砍，将山的
凸凹、明暗表现出来。这种皴
法刚劲犀利，如暴风骤雨，豪
放洒脱、气势雄健，一般表达
北方峻峭嶙峋的山峰。

《万壑松风图》 是李唐
的代表作，充分体现出李唐
山水画的鲜明特色。主峰布
置在画幅中央，左右有高低
参 差 的 插 云 尖 峰 。 画 中 山
峦、峭壁似刚被斧头凿过，
是典型的斧劈皴法，这种技
法 让 山 石 显 得 特 别 坚 硬 峻
峭。画中山腰处白云流动，
一方面把群山的前后层次感
突出出来，还使画面有了疏
密相间的效果；另一方面也
使整个画面显得柔和，不会因

为太密、太实而让欣赏者有过
分的压抑。山巅的丛树，近树
的松林，若隐若现的石径，不
愧为当年御点第一的考生。
可惜因年代久远和印刷问题，
我们在这里很难看出它那五
彩斑斓的韵味。

幸有用笔简练的《踏歌
图》出现，我们可以在这里欣
赏 到 斧 劈 皴 的 峻 峭 凌 厉 之
美。《踏歌图》是南宋著名画家
马远的代表作品，它凸显了李
唐的斧劈皴法。马远在汲取
李唐之法后更为自出新意，他
的斧劈皴法更简洁、雄放。在

《踏歌图》画面上，可见马远的
用笔苍劲而简略，皴法干净利
索，侧笔转锋直下，峭峰直上，
巨石顿挫分明，这是马远对斧
劈皴法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斧
劈皴的一个经典作品。

（本文仅介绍中国画的一
些常识，不作为学术性交流，
望有关方家谅之。）

李唐与斧劈皴

图为拥政街图为拥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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