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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拥，四川泸州人。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泸州市作协副主席。有

组诗发表《诗刊》《中国作家》

《星星》《作家》《诗歌月刊》

等刊物，有诗作入选多种年

选。著有诗集《面你

而坐》、诗文集《坐看

云起》。

虽然永川泸州相邻，两城相距
也不过百多公里，可在十多年前，
我却没什么机会到永川，偶尔自驾
旅游，也多是到野生动物园、黄瓜
山、茶山竹海等几个景点，浅尝辄
止于毗邻之地的自然景观之中。

而近几年却不同了，由于诗
歌的缘故，我每年都会去永川一
两次，特别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启动以来，泸永文学界也
迅速作出响应，开展了许多文化
交流活动。我作为泸州市作家协
会负责人之一，加入了其中，不仅
知晓了永川文学，同时对这座有
着千年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
城，尤其是其在新时期文学创作
中取得的丰硕成就及有益经验，
感触良多。

一

泸永两城有着共同久远的文
化传统和地域特征。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我是一个文学青年。由于
个人的阅读和交流所限，我对永川
文学知之甚少，即使偶尔在报刊上
看到几个作家名字，却并不知道他
们就是永川人。后来，由于生活和
工作原因，我中断了文学创作，直
到2015年后才重新开始写作。

刚入诗坛，我便知晓了永川的
《大风》诗刊，这本创办于2004年的
诗刊，由永川区文联、大足区文联
主管，永川区作协、大足区作协协
办，办得大气、包容、创新，立足永
川，面向全国，刊发了许多优秀作
品，在诗界有一定知名度。很快我
便在该刊发表诗作，并获得了“首
届大风·金果源诗歌奖”，也入选了
大风诗社主编的《百年新诗》。我
也开始了与永川诗人们交流，结识
了钟代华、吴海歌、蔡有林、龙远
信、海清涓、锋剑、张吉美等许多诗
友。他们热情好客，同时也文采飞
扬，文学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除
了在《大风》发诗外，我还多次在永
川日报更名后的渝西都市报上发
表诗作，这份报纸的香海棠版面，
颇具特色，刊发了不少川渝作家的
作品。

我主编川江都市报《川江》诗
刊期间，在“川渝诗歌圈”版面，也
推出过一些永川诗人的作品。《泸
州作家》今年第三期，也将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学双城记（永川
作品选）”为题，推出部分永川作家
的作品。而《永川文学》也即将推
出“泸州文学作品专辑”，由此，拉
开了新时期两城诗歌文化交流的
幕布。

近年来，永川泸州两地文学界
交流活动颇为频繁。仅我个人而
言，就参加过永川首届大风·金果
源诗歌奖颁奖活动、2022海棠香国
诗人节、大风诗刊发行暨诗歌朗诵
会、龙远信诗歌分享会等诗歌盛
事，并到永川区规划展览馆、永川

区博物馆、神女湖、石笋山、茶山竹
海等地进行了文化采风，更加深了
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和仰慕。

二

“茶山的要求不算高/基本在海
拔一千米以下/不需要艳阳高照/反
而喜欢云雾缭绕/心事能静静发芽
就好/好茶山上往往会有老寺庙/茶
叶听着经声长大/习惯一言不发，打
坐于枝上/好茶往往就出自这种山/
很多茶树挨过千刀万剐/并经高温
高压/即使这样还算不上好茶/一个
人品味/或者一群人豪饮，都不如/
两个围着一壶茶好”（《好茶》）。这
是几年前川渝诗人在永川茶山竹
海采风后，我写下的一首短诗，虽
然直白却真实地表达了我对永川
秀芽茶叶和文朋诗友们的喜欢。
记得当时我们在某酒店开会两三
天了，来到了茶山竹海后，大家都
非常兴奋，在一个农家乐中，品着
清香的永川秀芽，看着幽深迷离、
浩荡苍茫的竹海，呼吸着达到国家
一级标准的新鲜空气，经天纬地，
十分惬意。

曾经到过茶山竹海，却是走马
观花，无非是好奇张艺谋电影《十
面埋伏》外景拍摄地。章子怡、刘
德华、金城武等几个明星雕像，在
竹林中多年来也没发生什么变化，
可周边环境，却日新月异。比如有
按五星级酒店标准建设的金盆湖
度假别墅酒店，有巴渝风情特色的
仿古商业文化街——茶竹天街，还
有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永川
秀芽”茶叶科技观光示范基地，有
西南地区最大的茶文化主题度假
酒店中华茶艺山庄以及“东方梵
高”陈子庄艺术陈列馆等等。这些
都是之前我作为一个过客没看到
的，或者说即使见过却不知其所以
然。陪同我们采风的工作人员，还
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茶山竹海历
史：茶山竹海原名箕山，乃三国蜀
汉丞相诸葛亮赐名，素有箕山天下
隐之美称，与峨眉仙山、青城道山、
九寨美景并称蜀汉四景。当年诸
葛孔明途经而作“君子之行也，静
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此乃天赐修
身之地矣”等名句，箕山成为历代

文人墨客、权贵政要游历隐没之
地。

有了对茶山竹海历史文化的
一定了解，再吹着渝西最高峰上的
清风，喝着永川秀芽，食着竹笋宴，
脑海中又会情不自禁产生另一番
人文风景，也印证了经济的融合对
于文化交往的不可或缺。

三

在这几年中，我知道了永川还
是恐龙的故乡，恐龙化石分布在区
内的二十多个镇街，同时出土的还
有鱼化石、龟化石、松化石等等。

我看到了兴龙湖、神女湖以及
望城坡、桃花山在城市的环抱中，
清澈宁静，花团锦簇，“城在田中，
城中有田，乡遇繁华，城满稻香”，
好一派现代城市田园风光，充分展
现出永川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
城市生活。

我还看到了扎根于这片繁华
土地上的永川文学的欣欣向荣，特
别是文学队伍如雨后春笋般不断
壮大，这也意味着在物质生活得到
充分满足后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
有了更多追求和向往，呈现出这座
城市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景
观……

也许让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永
川泸州间的道路。高速公路未通
前，泸州到永川只能行走246国道，
虽然路面还算好，但车多弯道也
多，自驾一趟永川，100公里需3个
小时左右。记得有一次我从永川
回泸州，乘坐一辆大巴车，路上这
辆大巴招手即停，走走停停，还没
到泸州，很少晕车的我，便呕吐得
不行了。而现在的永泸高速公路，
路面开阔平坦，开车仅一个半小
时，如此便宜快捷的交通条件让我
从此不再有空间地域上的隔离和
焦虑。

而这一切，要感谢诗歌，感谢
诗歌给予我们的缘分。有了它我
才对永川有了更深层次的交往和
了解，也让我对永川这座城市产生
了许多憧憬和向往，随着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进程的加快，相信
同饮一江水的永川泸州，还会有更
加广阔和深远的交流合作空间。
我也愿意在双城文学交流中，为繁
荣文学事业，共同发展与进步，尽
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诗为媒，永川印象

1978 年 10 月，父亲从部队转
业，我们一家人由广东省韶关市千
里迢迢前往四川省永川县。我来
到永川时只有8岁，50岁时才调离，
个人的成长经历恰好与永川改革
开放同步，对永川的城建、工业、农
业、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发展都
有切身感受。今天我就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回顾永川的交通建设情
况。

永川位于成渝公路和铁路线
上，与渝西片区其他城市相比较，
总体来说是交通便利之地。可是
在很长时间里，我仍然深感永川出
行不便。这不是客观描述，纯粹是
个人感受。

1986 年 7 月，我刚刚初中毕
业。母亲带我到重庆二郎走亲
戚。早上七点出发时，母亲特意备
上包子馒头、军用水壶和草纸。我
觉得坐客车三个小时就能到达重
庆，没有必要带这些物品。母亲
道：“三个小时是理想状态，路上什
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穷家富路，
有备无患。”我和母亲来到汽车 25
队，乘坐长途客车离开永川。最初
一切顺利，可是客车沿着老成渝公
路开上来凤山时，意外发生——前
方一辆大货车出现故障，堵死了公
路。那个年代通讯不便，等待修好
货车是漫长的过程，从山上到山
下，汽车排成长龙。包子馒头、水
壶和草纸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
作用，让我和母亲不至于过于狼
狈。长途客车到达二郎时，已是深
夜。

从 1987 年开始，每到暑假，母
亲就要带我坐火车到成都。母亲
的发小在成都一所高校当教授，
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母亲带我
到成都，是想在填报高考志愿等
方面获得帮助。在永川火车站坐
上绿皮火车，早上出发，晚上才能
到达成都，整整十二个小时。那
时火车是远距离旅行最主要的交
通工具，一票难求，别说坐票，能
买到站票都算运气好。在火车站
工作的亲戚能搞到车票，特别牛
气。火车车厢内人满为患，甚至
座位下面的空间都被人占据。那
时 社 会 治 安 不 好 ，车 内 多 有 小
偷。很多人为了确保安全，将钱
缝到内裤上，时刻保持警惕。乘
坐火车从永川到成都是一场囧
旅，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

1994 年，成渝高速公路通车，
永川人民欢欣鼓舞。我们很激动
地谈论“一个小时到重庆、三个半
小时到成都”，认为这是人间奇
迹。那年，我还在重庆师专读书，
女朋友是北碚人。按照当时“从哪
里来回哪里去”的毕业分配原则，
女朋友大概率会回到北碚工作。
高速公路通车，就让我们两地分居
成为可能。

大学毕业后，我和女朋友果然
开启了两地分居生活。北碚到永
川有直通客车，车票十五元，从璧
山过青木关再到北碚，全程约两个
半小时，遇到堵车则会无限延迟。
我在红炉镇工作，星期五下午六点
左右下班，先坐乡镇客车从红炉镇
到永川城区，再乘坐长途客车，到
达北碚通常是晚上十点左右。如
果有事耽误，错过了北碚班车，只
能先乘坐长途客车到重庆主城，再
从沙坪坝坐公交车到北碚。如果
路途顺利，大约五六个小时就能从
红炉镇到达北碚城区。最惨的一
次是遇到杨公桥大堵车，我凌晨一
点才搭乘前往南充的长途客车到
达北碚。

那时，北碚属于主城区，从沙
坪坝到北碚的客车是公交车，票价
一块五。永川是专县，从专县到主
城的客车是长途客车，票价十五
块。除了巨大的时间成本以外，两
地分居还会增加交通和通讯支
出。人朝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
们都是想尽办法从专县朝主城流
动，很少逆行。我的婚姻因为有主
城和专县的差距，很受了些折磨。
我和妻子现在回忆起当年在路途
上的奔波和由此受到的种种煎熬，
依然唏嘘。

我们解决两地分居的办法是
妻子作出牺牲，辞职后到永川工
作，先是到一所民办学校任教，后
来开始创业。妻子户口从北碚迁
到永川时，岳父岳母内心格外难
受，很久都没有给我们好脸色。虽
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我们夫妻终
于团聚。在我35岁时，我们的第一
个孩子出生。

2015 年 ，高 铁 永 川 东 站 建
成。成渝高铁通车后，从永川东
站到重庆北站的时间缩短至 40 分
钟以内。2017 年，沙坪坝站开通，

永川东站到沙坪坝只要 19 分钟。
永川到主城的路程和心理距离被
大大压缩，每天通过高铁来往于
主城和永川的人很多。正是由于
高铁开通，我们家做出了一个重
大决定，让女儿到主城受教育。
得知此消息，住在沙坪坝的岳父
岳母喜出望外。新房装修好了以
后，妻子带着女儿和未出生的孩
子一起重归主城，我和妻子又开
始了新的两地分居生活。相较于
第一次两地分居，第二次两地分
居的感受完全不同，往返永川和
沙坪坝就是打个瞌睡的时间，不
再辛苦。

回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刚刚
大学毕业，因为距离和两地经济发
展水平差距而差点与妻子失之交
臂，想起如今永川到主城的时空距
离和经济发展速度，真真切切感受
到时代的巨大进步。

现在，永川的交通格局还在发
生让人惊喜的变化。

一是渝昆高铁通过永川。永
川除了永川东站以外，还将拥有永
川南站。渝昆高铁通车后，永川前
往昆明也就两个小时左右，想吃正
宗过桥米线和野生菌火锅，随时可
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二是市域铁路将在 2027 年开
通。市域铁路重庆中心城区至永
川 线 全 长 68 公 里 ，起 于 重 庆 西
站，止于永川城区，将接入重庆西
站和重庆新机场两大交通枢纽，
还可与重庆中心城区 15 号线等
轨道线路贯通运营。高铁便捷，
缺点是价格稍贵，且班次固定，必
须提前到车站等候。市域铁路价
格便宜，随到随走，是都市圈的标
配。

三是永川正在推进渝昆铁路
建设，着力贯通陆海新通道、中欧
班列等全市出海出境大通道。提
档升级永川港，打造长江重庆段上
游首个 3000 吨级深水港。这对永
川的工业和商业来说是一个极大
利好，建成以后，必然影响深远。

四是谋划推进西环线建设，着
力促进渝西地区互联互通，贯通泸
州、宜宾等地；谋划推进南北通道
建设，助力打造巴蜀经济走廊，更
好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
堡作用。

拥有全面、便捷、高效的交通
网络以后，生活在永川，能享受中
等城市的舒适，又回避了大城市
病，还能与外面的世界无缝连接，
这是二十多年前根本不敢奢望的
事。

永川是我的故乡，母亲长眠于
此。我还有七年就退休，退休后，
我要回到故乡生活，这是我的人
生，也是我的梦想。

我要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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