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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潮两江潮

□李中华

每至公历七八月间，烈日灼灼，大地生
烟，今之人居于空调房内，尚无事不出门，但
盼秋日早至。古之人无空调，炎蒸夏日，如何
消暑？后人读其诗文，或可管窥一二，以学之
且自娱。

今人夏日吃冰镇荔枝、西瓜、杨梅等为常
事，古人亦有此习。明人邓云霄诗云：“何物
能消暑，盘中绛雪甜。”荔枝皮红似绛，肉白如
雪，多汁味甜，以冰敷之，恰如绛雪，啖之则暑
气顿消。

西汉时原产西域的葡萄随着张骞出使而
引入内地，夏日吃冰葡萄也遂成为大家贵族
的消暑乐事。“风窗冰碗谁消暑。记百颗、堆
盘处。”清陈维崧在《青玉案·夏日怀燕市葡
萄》中所记画面，想必自汉时已不鲜见。

只是荔枝产岭南，葡萄产西北，皆属难得
之物，时人所啖者多为杨梅、瓜李等寻常物。

“竹风荷雨来消暑，玉李冰瓜可疗饥。”冰镇的
瓜李疗饥自然不可靠，但用来消暑却是极佳
的；凡吃过冰镇杨梅的人，对“夜深一口红霞
嚼，凉沁华池香唾”的滋味定也念念不忘。

只是，饮冰虽消夏，但古人制冰、贮冰之

难，于上青天无异，所费之资又巨，能啖冰镇
荔枝、葡萄、杨梅、瓜李以消暑者，不是高官，
即是巨贾，普通士大夫阶层已不能为，更遑论
市井百姓。

冰饮既不可得，那寻常人家如何消夏呢？
宋诗僧释保暹《石席》诗云：“坐来消暑

气，睡去入秋乡。”树下一方青石，绿荫洒落覆
盖，斜躺其上，不觉秋乡入梦；又“六月清凉绿
树阴，竹床高卧涤烦襟”，村村皆见这样的景
象。

记得我小时候，每至夏夜，家家必搬出竹
床于户外，大人小孩皆卧于其上，上见繁星漫
天，下看萤火飞舞，交相辉映，星河灿烂，不一
会凉风渐起，鼾声四起，更显山河寂静。

白居易夏日有诗云“窗下有清风”，清陈
祥士诗亦写“迎风坐柳池”，可见今天的人扇
上喜题的“清风徐来”四字，自是有来处的。

听蝉亦可消暑？常人听蝉，是“长日蝉声
噪”，清叶申芗听蝉，却听出山林清幽意，其词
《蝶恋花·蝉》云：“庭院阴浓消暑气。忽带蝉
声，便有山林意。”南朝王籍的“蝉噪林逾静，
鸟鸣山更幽”，亦与此意相类。

清缪松龄则昼起焚香、茗茶以消暑，他在
《夏日偶成》中写道：“薰风昼起飏茶烟，消暑

当窗拨倦眠。”唐李涉《题鹤林寺僧舍》所记
“闲时煮茶落暑天”，大约就是此种消暑法。

除听蝉、茗茶外，闻香、赏月以消暑，也是
文人雅士所好。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记
夏日消暑：“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
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深夜阒静之时，荷香漏
窗而来，满室幽幽，露水从竹叶上滑落，微响
叮咚，宛若钟鸣；在这自然的幽微浩渺中，人
被无限缩小，再褶皱的心，也会被这丝丝缕缕
的荷香熨平。

待别过孟浩然，步行至宋代，则可邀杨万
里赏月消暑。“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
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那迎风而来的微凉既然不是风，那会是什么
呢？定是如水似霜的月色吧，这用手捧不起
的月色，洒落在月下人的身上心里，竟让人沉
醉了。在沉醉中，张若虚的海上明月奔过来，
李白的床前明月奔过来，王维的松间明月奔
过来……

在千个明月万个明月的光照里，暑气退
却了，月下人也渐渐洇散入万物，成为竹，成
为树，成为虫鸣，成为远处的青山，成为近处
的流水。

心有常清静，无风自生凉。此时无须凉
风习习，而暑气已荡然无存。

炎炎烈日，整日待在空调房内的我们，实
在应该多向古人们学习，一日三省内心的杂
乱，以一份清静心，好好享受这夏日的美和生
活之味。

心有清凉自生风

□钟雪

每到夏季，电力工人的口头禅就会变成
“战高温、保供电”。这个“战”字，还真不是说
说而已，那是高温下一场体力和毅力的双重

“烤”验。
我们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有个女劳模，

扎根变电运维站已经有25个年头了。变电运
维站需要24小时值守，每天都会有人工巡视
及运行维护，确保设备安全运行。迎峰度夏期
间，女劳模会经常在热浪中巡视设备。

这时，她的“望闻问切”法就派上用场了。
变电站各类装置是否正常，要靠“望”；变压器
内部运行是否正常，要靠“听”；与监控班工作
人员进行数据核对，便是“问”；用各类仪器和
表计定期检测设备健康运行状况，就是“切”。

有一年夏天，作为公司通讯员的我来到
110千伏两路变电站拍摄照片素材，恰逢女劳
模带着徒弟们正在开展特巡测温。在测量
1242号刀闸时，她发现C相引线接头温度较
其他两相高5℃，立即将此异常记录到巡视本
上。见此情景，我好奇地问：“才5℃，也没啥
关系吧？”她却说：“这相温度虽然只比其他两
相高5℃，不明显，但也要纳入一般缺陷管理，
持续监视。”

工作中，她就像个女汉子，扛地线、拉刀闸
不在话下，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后来闲聊
时，我问她为啥没想着换个岗位，她哈哈大笑
起来：“我在变电运维站工作了二十多年，陪它
度过了七千多个日夜。这里的每一台变压器、
每一个开关、每一个刀闸、每一个压板我都烂
熟于心。时间久了，就会有感情，再热再累再
辛苦，我也觉得值得。”

前不久，气温高达38度，我来到一个工作
现场进行拍摄。一位身材精瘦、外表朴实的老
师傅，头戴安全帽、眼戴护目镜、身穿带有国家
电网标志的工作服、脚穿绝缘鞋、扛着一大包

工具，正埋头做着眼前的工作。
经过太阳的暴晒，当时的地表温度已经非

常高了，这位老师傅却完全没有受到干扰。他
有条不紊地观察、架线、装表……在闷热潮湿
的环境中，几个动作下来，豆大的汗水便顺着
他的脸颊、衣领、衣袖往下滴。他依旧面不改
色，套管、封签、照相、核对……每一道工序都
十分细致。

做完所有流程，他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水，“咕嘟咕嘟”喝下一整瓶矿泉水。这时，他
也才发现我正拿着相机对着他：“哎呀小钟，
不好意思，刚刚没看到你，装表接线工作是很
精密的工作，不能出一点差错，工作时，我常
常就忘了旁边有人。”说完，他摘下帽子拿纸
巾擦了把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看了看自己满
满的行程表，便匆匆踏上开往下一个目的地
的工程车。

保供电，除了电力工人的努力，还需要全
社会的支持与配合。暑假前夕，我们公司的青
年志愿者和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一起来
到渝北区鹿山小学，为同学们上了一堂暑期科
学用电小课堂。

那节课上，志愿者们向同学们讲解了科学
用电的好处及安全用电注意事项，还与同学们
来了一场“科学用电知识有奖竞答”。课后，一
位同学自告奋勇要当节能节电宣传员，他拿起
印着“科学用电”字样的小扇子，一边扇风一边
说：“今晚开始，我就带爸妈出门遛弯乘凉，这把
小扇子正好合适，每天节约两个小时的空调费
嘛，还顺道把身体锻炼了。”同学们纷纷笑了起
来，我拿起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他们的笑脸。

重庆的夏日，热。电力工人的心，也热。
此时的窗外，太阳已经把大地晒得发白。我能
想象，我的同事们如何在烈日下奋战，蝉鸣阵
阵，人却无言。

我能看到，他们在骄阳下闪闪发光。当
然，他们，也在我心里闪闪发光。

夏日里的电力工人

□瞿庭涓

《长安三万里》是出品方追光动画继“新
传说”“新神榜”系列之后，正式开启“新文化”
系列的第一部影片，开篇之作的切入口就是
唐代。

导演谢君伟在谈及创作初衷时表示：“用
动画的形式去挖掘中国文化无尽的宝藏，用
动画的形式去做古诗、传达诗的内涵，将伟大
先贤们的精神和风骨融入到故事里。”

追光动画这部被誉为“开动画类型题材
之先河”的电影，从之前的漫天玄幻落脚到了
历史现实。经过三年艰辛打磨，它也展现出
熠熠光华——影片上映 10 天票房就达 7 亿
元，预计突破 11 亿元。8.2 的豆瓣评分让其
成为暑期档评分最高的国产院线电影，这也
是追光动画迄今评分最高的一部作品。

168分钟的《长安三万里》是目前世界影
史上第二长的动画电影，承载了主创团队满
满的“野心”——从剧本研发之初就希望在宏
大的历史脉络下开展故事，并通过动画的形
式展现出大唐的雄浑气魄。

该片参照唐朝古画里的市井景象，将长
安城110个坊从细节到全貌都做了还原，细
看之下，胡商云集。电影景观极尽铺陈，人物
也不遑多让：书法草圣张旭、剑圣裴旻、画圣
吴道子、乐圣李龟年、诗狂贺知章、诗佛王维、
诗圣杜甫、名将郭子仪……中华传统文化当
中的“顶流”就这样似突兀又似自然地走到了
我们面前，让我们只能小声地补一句：哦，原
来他们早就认识了吔。

这样的“文盛”之下，《长安三万里》聚焦
到两个人身上：李白和高适。一个是“酒入豪

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了剑
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浪漫诗人，一个
是写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的铿锵武将。影片秉承了“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的创作原则，制造出了两人性格的冲突、
行事的割裂，却又形成了知己的融合、理解的
深沉。

高适算得上官宦家庭出身，爷爷是名将，
父亲是长史，虽家道中落但从小仍被当作文
臣武将培养。他木讷，不善言辞，甚至有些口
吃，循规蹈矩地为着仕途这条路努力。误打
误撞结识李白后，他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洒
脱瑰丽得让他瞠目结舌的人生：带着好友骨
灰游历四方，在黄鹤楼旁将其安葬；因为家里
从商不得科举，只能走干谒这条路，被官员拒
之门外还能转身大笑……

李白初见高适便对他说，“你我值此盛
世，当为大鹏。”两人在黄鹤楼失意分别时，李
白宽慰高适，“你胸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
而出的一日。”多少年后，再次分别，官场受挫
的李白对即将投入哥舒翰帐下的高适仍大声
说出，“‘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就是照着
你的样子写的！”李白对高适的情感是真挚
的、澎湃的，也是具有李白的人格魅力和宏伟
格局的。

从小言辞木讷的高适，对李白的情感
则是静水流深的另一派景象。在李白犹豫
是否入赘时，高适不想看李白受辱就在酒桌
上留下了“否”的旗面离开；安史之乱时李白
遇险，高适就暗中相助……历史钩沉，《长安
三万里》重构的是一个“前路有知己”的动人
故事。

《长安三万里》中最为人称道的段落，是

李白与高适、杜甫、丹丘生等人，在旷野之上
饮酒作乐。月光如水中，李白作出了那首流
传千古的《将进酒》。那时的李白和高适，都
已年近五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
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动画画面极尽绚烂，
银河水天相接，磅礴诗意倾泻而出。当众人
大醉，高适与李白赤膊进行了最后一次相扑，
年迈的现实和年少的过往交替出现，上九天
的磅礴诗意后却是人生失意的缠斗。《将进
酒》就是盛唐的花开到荼靡，所有人马上迎接
的是一场断崖式的跌坠，这种跌坠足以让中
老年观众为之动容。

为将故事还原到更为可信的场景中，《长
安三万里》在设计制作方面也下了大功夫。
长安城的设计，从单个坊的设计到大规模的
还原，增加了很多市井细节，尽可能丰富城市
的热闹性。人物设计参考了唐俑的造型比例
和特点，上半身较长，呈现了唐朝人崇尚孔武
有力的精神面貌。

据说光是高适和李白的形象设计，就分
别有22个和15个版本之多。影片中的叉手
礼也能从唐朝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寻得出
处，李白手中的琵琶遵循了唐朝时期所用的
曲项琵琶形状，高适在岐王宅中献武时的油
彩绘借用了敦煌壁画的灵感，肥硕的马匹则
是参考了昭陵六骏形象……正是这样的精益
求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战士军
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等片中出现的
48首唐诗才更为形象，从南到北的中国壮丽
山河才更为贴切。

《长安三万里》片尾是全国各地的人们用
方言在诵读唐诗。从唐代到今朝，从中原到
边陲，从荧幕上到荧幕下，唐诗的诵读形成了
历史的回响，声浪滔天。

回想高适那句：“只要黄鹤楼的诗还
在，黄鹤楼就在。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
会在。”这位诗人是在告诉我们：有形的疆
域我们寸土不让，无形的精神文脉也要薪
火相传。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观后

乡村
笑脸

重庆丰都，傲立山巅的大风车拥抱长风云海，贡献出磅礴的
自然力量。 林登周 摄/视觉重庆自然的力量

□唐利春

微笑，是世间最美的表情，更是最动听的
语言。

走进南川的乡村，田成方、树成行，渠成
网、路相通。一幢幢农家院落错落有致，一个
个乡村旅游景点别具特色。

在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一张张笑脸组
成了形式多样的“笑脸墙”图案，有笑得羞涩
的，有笑得爽朗的，有开怀的笑，有激动的笑，
每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那么真诚。

一张张动人的笑脸是幸福最美的记号，也
折射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给乡村带来的巨
大变化。

一
暖风拂面，石墙镇嵝岭村迎来了一场空前

的花会。层层叠叠的李树盖满山头，素雅洁白
的花朵层层叠叠,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清
风徐来，香韵悠悠，漫山遍野观花的人赶集一
般熙来攘往，尽享山乡美景。

随意走进一个红砖青瓦的农家院落，屋内
和地坝里外外摆了十几张桌子，酸渣肉、方竹
笋炖腊猪脚、炝炒灰粑、凉拌柴胡……地道的
农家风味，让人垂涎欲滴。

“要得，你们直接来，桌子摆在院子里的，
已经在上菜了哟。”一边接电话一边忙着招待
游客的老李忙得不亦乐乎。

老李的家坐落在山腰上，被无数李花包裹其
中，站在他家的地坝，伸手就能触摸到花朵，绵长
的花香幽幽地从四面八方而来，真是美不胜收。

“现在看到‘红马甲’，我就觉得亲切，去年

经历了连晴高温，李子却没减产，多亏了村里
晚熟李产业发展培育志愿服务队的帮助。今
年他们又策划开展了李花节，挨家上门辅导我
们如何开农家乐，村里的人气旺了，我们硬是
在家门口都能挣钱了。”老李越说越高兴，刻满
岁月沟壑的脸上洋溢着春风。

“‘10墙’是石墙的谐音，给人一种明星李
子的印象。我们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技术专
家、种植大户等组成李子产业发展培育志愿服
务队，进行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包装和销售，还

在线当主播，向观众推荐李花节和地方美食，
吆喝产品买卖，石墙的李子已是全国出名了
哟。”石墙镇楼岭村党总支书记、文明实践站站
长张先镜拿出一个印有“10墙”李子字样的包
装盒，滔滔不绝地介绍着。

在村文明实践站“笑脸墙”里，《丰收的石
墙歪嘴李》组照分外显眼，村民和志愿者们手
捧李子的一张张质朴笑脸，拼接成携手致富道
路上的最美标识。

二
轻轻推开一道虚掩的木门，蔷薇花开得正热

烈，沿着墙头密密匝匝垂下，汇成粉色瀑布，几缕
南瓜藤调皮地攀上围墙，沿着篱笆任性缠绕，一
抹墨绿在粉色的花墙上恣意流动，煞是好看。

戴着老花镜的张明英大妈，正坐在阶沿，
斜着头纳鞋底，只见她精神饱满，神态悠闲。
放下手里的活儿，指着堂屋挂着的全家福和婚
纱照，大妈像小姑娘一样笑开了花。

一张婚纱照能够留住快乐与回忆，也能告
诉人们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只见白发苍苍的
黎大爷抬头挺胸，西装革履，犹如当年那个活
力四射的小伙。身着洁白的婚纱，化着精致妆
容的张大妈手捧含苞欲放的鲜花，还是当年那
个含蓄腼腆的女孩。两人手挽着手，亲密地依
偎着，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幸福的味道从照
片上流淌而出，向四周弥散。

时针回拨到去年中秋，大观镇中江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为全村金婚老人和相守老人们
举办了一场温情而浪漫的集体婚礼，用镜头定
格他们相濡以沫的幸福人生。

活动当天，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穿上笔挺

西装、优雅旗袍、洁白婚纱的爷爷奶奶们相互
打量着，腼腆而娇羞：“好看、好看，一起生活了
这么多年，差点都认不出了。”

“大妈，您再稍微向右侧靠一点儿。”“大
爷，您可以挽着老伴儿的胳膊。”老人们摆出各
种造型，在连续不断的快门声中，记录下“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的珍贵时刻。

这35对夫妻中，结婚时间最短的有20多
年，而张明英和丈夫已携手走过66载，夫妻俩
相敬如宾，育有6个子女，家庭生活平淡而幸福。

老一辈的爱情，也许没有刻骨铭心的回
忆，感人至深的壮举，少了惊天动地的恋爱和
花前月下的浪漫。他们的爱情，淹没在柴米油
盐的粗粝中，年轻时没能举办一场像样的婚
礼，没能拍上一张婚纱照，却是他们心头的遗
憾。或许，拥有自己的一套婚纱照，是他们想
说又害羞的小小心愿。

“其实我们一直想拍婚纱照，就怕孩子们
笑话，感谢志愿者们组织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让我们像年轻人一样赶了一把时髦，我真的是
有千万个高兴。”话语间，质朴清澈且饱蘸幸福
的笑容又荡漾在张明英大妈脸上。

三
三泉镇观音村，是一个美丽又神秘的村

庄，隐藏于崇山峻岭的沟壑纵横之间，村里宁
静古朴的古驿站，是南川仅存的古驿站，这里
曾经是川黔古道必经之地，也通往被称为抗蒙

“南方第一屏障”的龙岩城下。
顺着观音岩驿站老街径直向前，一大片青

瓦屋顶层层叠叠，富有韵律地整齐排列，门前
挂着的一串串红灯笼和彩带随风飘舞。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载体——“坝坝加油
站”是村里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以前大家都喜
欢来听志愿者“摆龙门阵”，现在自己愿意开口
甚至还要抢着说的人越来越多了，家长里短致
富经，大家一起议、一起学、一起干，好不热闹。

“永远跟党向前走，美好生活人人有。撸
起袖子加油干，中国梦一定会实现！”“理想
178 一起加油吧”系列宣讲志愿服务活动走
进了观音村观音岩驿站“坝坝加油站”，乡贤任
隆兴的宣讲，引得大家拍手叫好。

任隆兴17岁就离开观音村参军入伍，后来
在南川城区定居。离开家乡50多年，家乡旧貌
换新颜，现在交通很方便，他常常带着儿孙回到
故土走走转转，一年又一年，见证了家乡的变
迁。现在，他主动加入到了文明实践志愿队伍中
来，参与微宣讲，带领村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这几年，来我们村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
的农家乐生意越做越红火。”村民李大炬高兴
地说，观音村毗邻山王坪景区，以前接待的游
客大多是去山王坪景区游玩的“过路客”，现在
可不一样了。

“来，把幸福拍出来、笑脸晒出来！”旁边的
“百姓影棚”志愿者架好照相机，热情邀请村民
们拍合影。

“老人往中间坐，年轻人站后面，女同志往
前站。”观音村党总支书记、文明实践站站长谭
朝仲一边手忙脚乱地为村民排位置，一边把因
害羞躲在一边的人拉到镜头前。

随着“咔嚓”的快门声，50余名参加微宣讲
活动的村民拍下了他们的第一张“全村福”。

这张“全村福”里，一张张明媚的笑脸竞相
绽放，有幸福的暖意、有梦想的甘甜、更有未来
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