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亚平

赵晓梦长诗新作《分水岭》《马蹄铁》在
构思技巧与题材选取方面的进步，让我们
感到他诗歌个性的生命进程，正在走向一
个标志性跨越的新里程碑，由此形成了他
的长诗阶段性峰谷式曲变的文本落差。

长诗的意境必须要铸建一种多重的精
神世界内境，诗的思想内涵才能从中凸显
出来。

赵晓梦的长诗意境，自然与历史场景
互为镶嵌。《马蹄铁》以实体场景空间、文化
境域二者交织产生的特殊氛围，来连贯全
诗的叙述主构架，又反复以视角和空间来
切换不同的各自独立的细分情境，形成前
呼后应、此起彼落的复调情节式的多元画
面气氛。

《马蹄铁》中的历史事迹、人文场景，十
分偏重思想磅礴的动态与变化的气氛，并
选用历史环境中的特殊人文事迹来构思，
这就让悠远的历史文化场景能够以史证
诗，让辽阔的自然场景能够以景托思，让深
邃的文化场景能够以诗证史。

由此，诗中的人文事迹在史诗般的历
史氛围中更凸显出在场的诗意效果。

以诗咏史，是中华诗歌的传统。以诗
来表现历史事境，意味着“述史”与“据事”
的性质是偏重叙事。但《马蹄铁》对“古事”
的方法构思，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长诗。

从诗歌内容范围上，它并不借助对
重大事件、故事事迹，作出完整的时空
叙事，而是以密集意象交织的叙理与述
情，作为一种立诗的框架，旨在追求一
种对历史场景的写意性、片段事件画面
的速写性、意绪起伏的抒情性——三者
融合的诗体样式，从而让诗灌注于历史
场境——历史事境——文化意象——文
化意绪的整体之中。

《马蹄铁》这种“述史”的长诗形式，是
刻意追求诗中抒情写意的意境和寄寓之
情，它大于诗中叙事写实的事境还原和再
现之景，由此形成一种意境高于事境的诗
意结构。

全诗把一种思绪的内在精神，转化成
感性外形的情节、事迹、动作，这中间，起作
用的是构思技巧，而构思技巧本身是有想
象力参与的构思过程。

所以，《马蹄铁》是用内心的视觉与内
心的知觉，来展开一系列想象的情节。诗
中升华而融贯的意境，旨在追求一种历史

的诗性文化与诗性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文本
形式。

从文本类型看，赵晓梦的长诗《分水
岭》属于不同功能有序组合的多元混体长
诗。

《分水岭》的主体构架是创造一个用
诗来演绎人文事件，又用人文事件来浓缩
诗的情节载体。这种情节载体，可以使情
节的复杂性产生心绪变化上的起伏缓冲
力，而让情节的延绵与交叉不枯燥。同
时，让多种叙述截面植入到情节的机体
中，互相打破界限，混合成一个新奇的独
立性文体。

《马蹄铁》《分水岭》在构思内容、塑造
情节、表达形式方面，偏重以抒情性与叙事
性相互平衡的表述取向，来追求史诗表达
方式的宏大、激越、壮观、高远构架；追求一
种整体流畅、回旋自然、有规律跌宕、灵活
多变的抒情磁场，来激活全诗恢弘，浩繁、
庄重、严密的内容结构。

赵晓梦的诗作开创了一种小长诗叙述
结构法。这种结构，借助对史事情节截面
的选择性穿插，把思想观念弥散出来的点、
线、面，合成一个有现场感的，让读者可沉
浸体验的可视化情节。

抒情性与叙事性的相互平衡
——赵晓梦长诗艺术特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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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重庆日报年年

□徐明虎

今年是《重庆日报》创刊70年。在这漫长
的岁月中，我与它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
情谊。

已进入87岁的我，算起来，和《重庆日报》
整整打了60年的交道。

这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重庆日
报》长期对我参与农村改革的支持。这方面的
事太多太多，无法详述。

1979年底，我在长寿县委任宣传部长时，
组织决定派我到葛兰区兼任区委书记。该区
是长寿的一个大区，有5个公社、11万多人
口。我到葛兰区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

织农村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精神，并按照当时农民的强烈愿望，在
全区范围内搞起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
责任制。

对此，《重庆日报》登载了长篇报道。时任
总编辑沈世鸣还指派记者饶成德、曾宪国到长
寿对我进行了专访。

1981年6月29日，为庆祝建党60周年，
《重庆日报》在《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
通栏大标题下，刊载了记者周宣勤拍摄的我支
持农民黄金炉搞农业承包的一张图片，使我受
到很大鼓舞。这张图片，后来在《思想政治工
作》《今日重庆》《红岩春秋》等杂志上都进行
了刊载。

1988年 10月初，为纪念改革开放10周
年，“三中全会路线好”成果展览在市劳动人民
文化宫举办。在第一部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中，就把这张图片放大作为首
张图片展出。已故重庆日报原总编辑王镛，在
他所著的《爪痕》一书中，也选用了此图。

我到县政府工作后，对政府工作进行了多
方面的改革探索。重庆日报记者刘集贤、杨本
良、唐安良、熊庆元、张小良、雷太勇等常来县采
访，先后刊载了《心中有农民――长寿县社会协
商对话侧记》《愿听下情，潜心服务――长寿县
县长接待日侧记》等新闻报道和长篇通讯。

1987年夏，我在农村调查研究中，发现家
庭承包后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并及时提出了解

决办法。时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刘集贤认为
这很有价值和推广意义，于7月13日在日报上
新辟专栏“我说农村改革”，将我所写的《进一
步完善农村承包责任制》作为首篇刊出。

针对长期以来农村在推广农业技术方
面推广者不承担风险的问题，1988年春，我
决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取代过去的行
政手段，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到西山与农民黄
广明签订承包科学种植西瓜的合同，实行有
奖有赔的办法，并由县公证处颁发了《公证
书》。结果当年黄广明的两亩西瓜地产了
6200斤，上市时间提早了20天，收入比往年
多出1260元。

重庆日报记者陈奕不辞辛劳，去到远离县

城的山区对黄广明进行了采访，并拍照著文，
于8月18日刊出《县长的“西瓜计”》。后来，全
县的农业科技人员，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水稻
等多种农作物的科技承包活动，对推动农村经
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40周
年之际，《重庆日报》对葛兰当年的改革情况都
作了特别报道。

我退休8年后的2004年3月初，当时的重
庆日报首席记者罗成友经多方打听后，来到我
家采访。3月19日，《重庆日报》“特别关注”版
刊出罗成友采写的文章《寻找一号文件背后的
故事》，第一次较全面地讲述了1982年1月1
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第一个“一号文
件”发出前发生在重庆的一场“包”与“纠包”之
争的故事。

我这一生，有《重庆日报》相伴，是我的一
大幸运。在成长的路上，有《重庆日报》的支
持、鼓励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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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面麻辣鲜香，荷包蛋焦嫩金黄。达

德文摘下沾了泥浆的安全帽，端起办公桌
上一只大海碗，一边“呼呼”风卷残云，一
边查看墙上的工程进度表。

今天是星期天，照常上班。巡查工
地、早晚例会、安排工作、解决技术难题，
协调安监、质检、公安交管，对接上级主管
部门、业主单位，迎接各类检查……达德
文分不清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但分得清基
坑支护面积、打入锚索长度、积水排量大
小……

作为项目经理，他关心他的大楼又长
高了几公分——没错，在这群建设者心目
中，悦来中心就是心肝宝贝，稀奇得跟自
己孩子似的。

达德文出生于青海一个教师家庭。
大西北的男儿自带几分粗犷豪气，良好的
教育又赋予他严谨沉稳的性格特质。

2013年从合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
业后，达德文来到重庆，成为中建八局西
南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一员。他一路磕磕
绊绊摔打淬炼。小伙子天资聪颖，能吃
苦善学，仅仅几年时间，职场“小白”就成
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能手。2019年，他
被分公司委派到两江新区悦来中心会展
总部基地任项目经理。这意味着，他将
成为这个市级重点项目的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

深秋，28岁的达德文带着由30名管
理人员组成的队伍开往悦来。被削去一
半的砂岩荒坡、一条人气稀薄的公路，加
上旁边一个孤零零的消防站迎接了他们。

初到悦来，达德文并不了解脚下这片
土地曾经经历的千年风雨与历史变迁，但
他十分清楚他们将要面对的挑战——作
为两江新区战略规划核心板块悦来国际
会展城的配套项目，悦来中心将成为集
国际星级标准酒店、5A甲级写字楼、高端商业
等功能于一体的会展生态综合体。蓝图徐徐展
开——由一栋23层高层塔楼、一栋43层超高层
塔楼及裙楼组成的建筑群将在这里拔地而起，成
为总高201.88米的悦来地标性建筑。

作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建八局优中选优
广纳贤才，旗下各公司精英荟萃，达德文率领的
团队亦不例外，平均年龄才27岁，几乎清一色名
校毕业，都是出类拔萃的专业人才。但说到底
都是小年轻，个别人有激情有冲劲但自律意识
薄弱，工作中多少有点“吊二活甩”。

达德文一一看在眼里，除了身先士卒以身作
则，他决定下点“猛药”。一日例行早会，20几个
人坐会议室等了半小时，有几个人仍未出现。
达德文起身直奔生活区，“哐”一把撞开宿舍门：

“起来！”
蒙头大睡的几个人惊得跳起来：“昨晚加班

到凌晨，想多睡会儿……”
“大家都加班都能准时到会，你们为什么不

能？”
“……”
“我们中建八局的企业作风是什么？”
“令行禁止，使命必达。”
“你们做到了吗？如此松松垮垮能胜任工

作吗？”
“我们错了……”面有愧色。
此后，规矩意识树立起来，队伍纪律作风焕

然一新。

二
时不我待。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争分夺

秒。重庆多砂岩地质，山体硬朗但脆弱，已挖掉
一半的山体出现裂缝，随时可能崩开垮塌，而地
基就从这里整体下挖60米。如何确保工程质量
与施工安全？

每天，他们一边将挖出的大量土石一车车
运至七八公里外的指定堆放点，一边围绕坡地
修建高达60米的边坡支护挡墙，同时往山体中
打入长达100米的锚索以抵抗外力拉扯。对于
外行来说，这些数据是抽象的；但内行都清楚，
这些操作技术难度之大，尤其在变幻莫测的气
候条件下。

重庆的天气，冷热晴雨随机切换。农民靠
天吃饭，工地人又何尝不是？每日达德文起床
就关注天气预报，不时抬头望天：晴空万里，
好。黑云压境，心头忐忑，高度警惕。所谓兵来
将挡、水来土掩——不不，土石方阶段最怕水，
伴随一场大雨而来的麻烦甚至危险深不可测。

一次，项目部与各方共同策划准备近两周，才
确定了基础筏板的浇筑时间。作为地基作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浇筑质量事关整栋大楼安全，
对工艺质量要求极高，整个浇筑必须一气呵
成不能中途停顿，否则坚固程度会大打折
扣。根据评估测算，此次多达1万立方米
的浇筑量必须在12小时内连续浇筑完成。

当晚，一切准备就绪，人员各就各位，
只等预定时间10点一到便开动，谁知一场
暴雨毫无征兆地倾盆而下。

工地上所有人都成了落汤鸡，雨水小
溪般顺着头盔流进脖子，湿透了全身衣裤
鞋袜。放弃？准备那么久，牵动多个部门，
耗费那么多心血，就此放弃，实在不甘！继
续？暴雨根本没有要停的迹象，占地2万平
方米的深基坑，高达60米的支护面落差，
一般人站地面俯瞰一眼都会头晕眼花。如
果鲁莽作业，一旦发生垮塌，不但国家财产
损失巨大，基坑里上百号人的生命安全如
何保障？反复评估、论证，不断肯定、否定
之后，达德文最终决定：放弃浇筑。

2020年是达德文和团队最揪心的一
年。这一年极端天气频频出现，雨天尤其
让人头疼：小雨施工不停，中雨警戒升级，
若逢暴雨需审时度势当机立断。

每做一项决定都得经过再三勘查、推
演和测算，达德文他们很清楚：百年大计，
安全第一。安全，是八局人对国家对社会
最大的责任担当！他的大脑在快速运转，
一条条指令清晰下达——

“立即组织大功率设备抽水，两台设
备都用上！”

“提高混凝土标号，保证混凝土浇筑
质量！”

“监测排水量，监测浇筑情况，24小时
不能间断……”

达德文内心不是一点不紧张，但多年
培养练就的专业素养令他胸有成竹指挥
若定。他如同现场的一根“定海神针”，令
在场人心里暗暗竖起大拇指。

“达总精通业务又有魄力，遇到问题
敢于拍板，让大家心头特别踏实。”生产经
理钟晓旭发自内心地钦佩。现场忙碌而
井然，直到天色微曦，他们才一身泥一身

汗地撤离工地。摘下安全帽，脸上头上汗水混
合泥浆，连头发都辨不出本色了。

苦吗？苦。累吗？累。不但苦累，做这一行
还少有休闲时间，很难照顾家人。也的确有个别
人吃不了苦另谋职业，但更多人毅然选择留下。

“‘选择工地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我们将
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做城市建设者，与城市一
起拔节成长，这，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小伙子
们如是说。

三
除去暴雨极端天气、规定停工时段，在有效

施工期内，他们巴不得将一分钟掰成10分钟。
只有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他们才得以带着对
亲人的思念，满心欢喜奔向回家的路。然而，
2020年春节，难得的阖家团圆被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搅得七零八落。

好在有网络。自大年初一起，分散各地的30
个人全都聚集在视频会议中。这样的会议每天
至少三次：互通信息、传达指令、解决疑问、评估形
势……没有套话废话，每次讨论与争议都围绕一
个中心议题：节后能否复工？如何安全复工？

工期逼近，疫情凶猛，复与不复，两难。
春节期间值守工地的钟晓旭被疫情“困”

住，足足一个月没能走出工地一步。钟晓旭老
家在江津，曾经轻车一小时即回的家，此时变得
那么遥远。焦灼与等待中半个月过去，记不清
是第几十次视频会上，达德文神情庄重地宣布：

“在多次请示、多轮论证后，上级批示同意：我们
在做好严密防护的前提下，复工！”

一阵隆隆机声划破了悦来多日沉寂。很
快，焊接声、切割声交织，悦来中心成为两江新
区首个复工的工程项目。在极其严格的防疫措
施保护下，一群勇敢的逆行者重新摁下了启动
键……

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这群九零后带领几百
号工人，炎夏满头汗，隆冬一身泥，恨不能把自己
也变成工地上一根钢筋、一片混凝土，一节节往
上爬升、延展，一寸寸离天空更近，离太阳更近。

大厦在长高，飞快地，稳稳地。从破土动工到
完成土石方，到突破“正负零”正式开始地面工程，
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到土建施工收尾、内外饰工
程加速推进，再到搭建裙楼龙骨、完成钢连廊吊顶、
安装玻璃幕墙……冷暖轮回、春秋更替，几百个日
夜过去，而今悦来中心沐浴着初夏阳光，傲然矗立
于澄澈蓝天下，展露出动人心魄的风采。

以青春浇筑热土，用激情建构梦想。年轻
的建设者们与大厦一起拔节，与城市一同成长，
蓝天之下大地之上，他们正挥汗筑就这座城市
最动人的未来。

与
城
市
一
起
拔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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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孙涵彬

当闻到消毒水的味道时，我总是觉得
很有安全感。其原因来自于我的母亲。

母亲在医院工作，从小在医院长大的
我，早就习惯了消毒水味。

我的童年，母亲总在医院忙碌，因留我
一人在家无人看护，所以她上班就只好带
着我。

如果以一个孩童的眼光去看待医院，
这里真的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医院的人总是穿着白大褂，他们仿
佛只有这一件衣服可以穿，一年四季如
此。

这很单调，却也很有趣。手术室，两扇
不锈钢的大门总是关闭着，穿白大褂的医
生们进进出出，病人家属在门外等候着。

我已经忘记了家属们等候的表情。手
术室门外的等候区很小，凳子上总是坐满
人。

一位穿白大褂的胖叔叔走出手术室，
病人家属旋即围了过去，我也立刻去看他
手里不锈钢盒子里的东西——一颗粘着血
的亮晶晶的小石头，他说这是病人体内取

出的胆结石。但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个人炼
出的金丹，或者他就是一条龙，那是他的龙
珠。不见得就不是好东西。

阳光那么和煦，风吹着楼顶的花园。
花园锁着，没法进去玩，但是骨科医生办公
室开着，风也吹进去，吹得里面骷髅骨架的
双手轻轻摆动。

窗外一片明媚，所以骷髅骨架显得一
点都不恐怖，反而很洁白，很和蔼。但我不
知道它的性别，所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骷
髅先生还是骷髅小姐。

母亲成天关在手术室，下午五点半，我
很饿，拿着母亲给的两块钱去食堂买南瓜
饼回来，再去开水房接热水，放凉了就可以
喝。

护士阿姨觉得我喝白水太没有滋味
了，于是，我和这位护士阿姨的儿子有的时
候会喝到盐水，或者葡萄糖水。我和护士
阿姨的儿子成了伙伴。

我们两个在医生办公室里写作业，一
开始还学习一下，后来熟了，就开始大声说
话，大叫大笑，跑跑跳跳起来。

七八岁的两个孩子，狗都嫌的年纪，在
医生办公室学鸡叫，引来了当时的主任。
于是，妈妈和护士阿姨都被罚了钱。回家
路上，妈妈说，她被罚钱了，以后不许再乱
叫。我默默点了点头。

医院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哭泣的地方，
但我的记忆里没有任何人在医院哭泣，尽
是美好的回忆，因为日子太单纯。我记得
烈日暴晒池塘，巨大的蜈蚣迅速爬动在花

坛的边沿；记得暴雨砸在树叶上，屋外昏天
黑的，内心却一片寂静，我不记得有人哭
泣。

如果哪一天我总是一个人，我就会去
骨科找骷髅先生，或者骷髅小姐。我会想
念它，它看上去总是咧着嘴在笑，所以它是
微笑的骷髅先生或小姐。

我走进骨科办公室，有一个医生在
那里，他穿着白大褂，拿一个小锤子轻轻
敲打另一个人的膝盖。敲了几次，那个
人都没有反应，医生说膝盖有毛病了。
这很奇怪，没有反应不是一件好事吗？
后来我才明白那是膝跳反射测试，没反
应就有问题。

我又看了一眼骷髅先生，或者小姐，它
也在看着这一切，两个眼窝空空大大的。

母亲终于下班了，我就在这一次次与
她一同回家中慢慢长大。

晚班的公交车一次次驶过熟悉的路
线，车窗外树木漆黑，路灯橙黄地晕开一
团，夏季夜晚每盏灯旁一圈都有蚊虫飞舞，
雨季夜晚每盏路灯旁一圈都是密密匝匝的
细雨如针。

童年就这样悄然过去，小伙伴也长大
了，他小时候的模样像是老电视打上了雪
花屏。骷髅先生或小姐在脑海中挥手向我
告别，它们都退到了记忆的尘埃中。

童年时光却不褪色，在夏日的炎热与
暴雨之下，平静如水的内心，长大之后很
少再有这种体会，那是一种再也找不回的
平静。

我的
童年

晨
雾
缭
绕
南
川
龙
岩
城

胡
波

摄\

视
觉
重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