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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小燕

318国道，起点为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
终点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中尼友谊桥，全程
5476公里。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国道也经过我
的家乡梁平。

2023年的6月，我到梁平区蟠龙镇银河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而去往这个充满诗意的村
庄——银河村的这条路，就是318国道5476公
里中的一段。从驻村的那天开始，我便与318
国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我家住在梁平新城，邻近梁平南站。坐客
运班车从梁平南站出发到蟠龙镇银河村，全程
35公里，途中要经过新城体育馆、梁平区医院、
高速路转盘、桂东大桥、石油五大队、大河坝水
库……最终到达银河桥，银河村办公室就在银
河桥旁边。

途经的22个地名，我花了大半年时间才记
住。200多个日日夜夜，来来回回上千公里的路
程，我从她们身旁路过，在时光里见证她们春夏
秋冬的模样，在日复一日的往返中逐渐认识她
们，亲近她们，再深深地爱上她们。我在她们身
上感受生命的长度，在时光流转里见证自己的
成长。

最开始坐班车，我十分抵触。车身又小又
破，汽油味儿又闷又难闻。那些坐车回蟠龙镇
或福禄镇的乘客大多数都是进城买东西走亲戚
的村民，带的背篼、篮子、大包小包的口袋，把班
车引擎盖堆得满满当当。

班车发动前，售票员把身子吊在车门口，扯
起喉咙喊：“安全带安全带，莫说没提醒你们
哈！”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大家把安全带系好坐
稳当了，也扯起喉咙大声喊：“坐稳啰，徬（碰）到
我不负责哈！”然后一脚油门踩起，方向盘向左
抹360度，再向右抹360度。那架势，主打一个
简单粗暴。

从起步开始，我脆弱的胃就被司机甩出了
翻江倒海的味道。每次坐车之前，我都在心里
暗暗给自己打气，一定一定要挺住！

二

爱上坐班车，是因为银河村党总支书记。
书记姓唐，年龄与我相仿，个头很小，后脑

勺梳着一个小马尾，脸庞圆润，头发花白，穿着
打扮跟村子里的人无异。接触久了才发现她性
格风趣幽默，说话做事果断利落，极具村书记的
特质。

最初去村里我都是坐银河村副书记小方的
皮卡车。有一天，小方要外出学习一周，咋办？
我只好跟着唐书记去赶早班车。7点不到就起
床，洗漱完毕跑步到南站，可以坐上7点40分的

车。因为晕车，唐书记特意嘱咐我早点去抢副
驾驶位置。

沿途风景如画，但山路弯曲，又濒临悬崖，
我心里又晕又怕，根本没有心情观景，只想快点
到达目的地。

令人不解的是，坐了一段时间的班车后，晕
车的症状竟莫名消失了。唐书记说：“看嘛，就
是要跟到我们农村人混，身体才打得粗！”

终于有一天，我离开了副驾座，跟唐书记坐
在了后排，无形之中和她拉近了距离。

唐书记龙门阵多，语言又风趣。我们最开
始说工作，渐渐从工作吹到各自的家庭，再从家
庭吹到儿女，最后追溯到各自的成长经历。

班车成了我们交流的好地方，开心不开心
的事情都在班车上毫无保留地摆了出来。往往
一个话题还没讲完，或者正讲得投入，目的地就
到了。眉飞色舞的两个人意犹未尽地下车，相
互说道：下次继续。然后，会心一笑。

班车让我们成为了好姐妹，我会在早餐店
给她买豆浆包子，她也会在等车的间隙给我买
粗菜豆腐。我们一边吃一边偷偷地笑，快乐得
忘记了年龄，忘记了我曾经的不适应。

记忆犹新的一次交流，是我在途中问唐书
记，国庆后村里种在侯家沟和侯家堡两个地块
的榨菜长势如何？唐书记说：一块长得像我，一
块长得像你！瞬间把我笑喷。她还补一句：形
象撒！各人（自己）去蔑（想）！

唐书记的幽默开朗感染着我，就连“简单粗
暴”的售票员和司机都变得那么可爱，那么温
暖，那么有人情味儿了。

三

我经过的318路段，在梁平被称为东山片
区，也称高粱山，属大巴山脉。

这里有梁平人都知道的石油五大队、大河
坝水库、田湾、东山林场、青垭口、新店子，还有
梁平最高海拔的菩萨顶。

这段盘山路四季皆景。3月，桃花和油菜花
像一幅幅水彩画，扑入眼帘应接不暇。4月，映
山红星星点点，装点着寂寞的大山，槐树开始挂
满洁白的槐花，一溜溜一串串，香甜又好看。到
了6月，漫山草木葳蕤，秧苗碧绿挺拔。7月，坝
下的西瓜熟了，翠绿滚圆，村民就在路边支个小
摊，为口渴的司机提供方便。8月，稻谷黄了，金
灿灿一片，收割机在田野奔忙，一派丰收景象。
9月，是山民最喜欢的季节，他们在雨后钻进深
山，捡来大筐小筐的九月香（菌类）摆在路边
卖。10月，渐入深秋，槐树落叶了，露出遒劲的
枝干。11月，漫山遍野的野菊花竞相开放，枫叶
黄了又红了，从石河沟开始，一直到银河村境
内，一路穿行在高耸入云、红得耀眼的水杉树之
间。12月，草本植物都枯萎了，但大山永远挺
立。晴日，阳光灿烂，烟霞升腾。阴天，群山寂
静，云雾袅绕。

1月是最热闹的，外出的乡民陆续归家，瓦
屋冒出了炊烟，家家户户开始灌香肠、熏腊肉、
备年货，村庄有了与往日不同的生气和温度。2
月初，山上下雪了。农家院落的屋顶、沿途的菜
地、东山那一片接一片的松林，全都是白茫茫一
片，一眼望去，煞是壮观！

318沿途的村民是勤劳的。他们精心耕
种着田土，一笼笼、一畦畦，让大地充满着盎
然生机。

春天的四季豆、豇豆、黄瓜；夏天的苦瓜、茄
子、海椒；秋天的南瓜、玉米、蛾眉豆；冬天的菠
菜、榨菜、萝卜、豌豆尖，还有那漫山金黄的柑橘
和黄澄澄的柚子，把乡村的四季装扮得灵动又
富足。

四

在班车上，我和唐书记交流得最多的还是
工作，这为我的驻村工作增添了亮色、给足了
动力。

我们想对策、出主意，找到一条适合银河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栽种榨菜。我们还一
起商议怎么提振村干部的精气神、怎么搞好乡
村治理、怎么做好日常服务。每干成一样，我们
都异常兴奋和快乐。村里的其他干部也被感
召，工作热情空前高涨。

最难忘的是帮瓜农老潘卖西瓜。去年8月
正值高温，老潘种在十二湾的高山西瓜陆续成
熟，8万多斤西瓜没有销路。我和唐书记得知这
个消息后，决定帮老潘卖瓜。

我立即联系了几个帮扶单位和企业，又动
员身边的朋友发圈，订单很快就来了。那些
天，唐书记带着村干部摘瓜、称瓜、计数、收钱，
我和小方负责跑销售。我们顶着40℃的高温
在瓜地里跑进跑出，衣服湿了一遍又一遍都浑
然不觉。

小方的皮卡起了作用，最多的一天，我们在
318国道跑了8趟，卖出去4卡车西瓜。在大家
的努力下，半个月时间，我们帮老潘卖了5万多
斤西瓜。

我还在班车上跟唐书记商量了很多事情，
比如帮村民老贺卖山羊，帮唐家湾的公路修堡
坎，帮村办公室完善阵地建设。
我们还力排众难开启先河，举办
了首届“银河村晚”……

班车成了我和唐书记的会
议室、谈心室。沿着318国道，
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大巴山脉
的大美风光，也感知到了父老
乡亲步履豪迈奔向富裕的铿
锵力量。

我的梦想，都承载在了这条
充满希望的318国道上！而我只
需要9块钱，就可以到达梦中的
村庄——银河。

九块钱可以到达的村庄九块钱可以到达的村庄

紫藤园里烂漫开（中国画） 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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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平

春天不去看几处花田，不参与几场花
事，等于枉过。

重庆处处有花讯，随着夜行的杏花雨、
不寒的杨柳风，早樱、美人梅、玉兰、油菜
花、桃花、晚樱、李花、郁金香、牡丹、杜鹃
……四面八方次第盛开，让爱花之人，跑断
腿也看不过来。

不过，何处无花草？脱不开身的人，坐
车上班的路途，也能穿过奇花异草的公路，
汲取春天的盎然生机。

外面的繁花再撩人，也忘不了这一条
蔷薇花隧道。

藏于歌乐山脚下的蔷薇花隧道，姐妹
们每年都要去看看。今年，为了能看到蔷
薇花隧道最美的时刻，其中几位还常去实
地侦察并前方播报，让我想起“青鸟殷勤为
探看”“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等诗句。

最近春雨多，担心雨打花残，我们天天
查看天气预报，终于等来了无雨良辰。一
番精心捯饬后，姐妹们个个如仙女下凡，摇
曳多姿，奔赴一场蔷薇花盛宴。

经过夜雨滋养，花花们湿漉漉油浸浸，
娇翠欲滴！绿色叶片层层叠叠，红色粉色
花朵累累如卵，层层垂挂如锦绣瀑布，当然
也有些花瓣飘零，化作春泥更护花。

这条隧道，搭建在一条废弃的铁路
上，拱形笔直悠长，两旁种植蔷薇花，几度
春风春雨，发芽抽枝，渐渐覆盖整条钢筋
拱廊，形成植物隧道，恰似百炼钢化为绕
指柔。外面花团锦簇，里面绿光萦绕，犹
如翡翠洞穴。

缓缓大步跨越枕木，遥想这条铁路曾
经通向远方，曾经承载物资和理想，成为岁
月的物证。拱顶枝条缠绕，之上是密集花
叶，不见天空与太阳，只有强烈的绿，人行
其间，难免有些恍惚，周遭隐遁了，只剩下
这条绿光隧道，它要带我们去向何方？

在《千与千寻》中，穿过那条隧道便是
繁华的诱惑之城；而生活中的隧道，是贯穿
千山万壑，连接山乡僻壤的坦途。

人们为什么不辞辛苦去赏花呢？
惊蛰之后，大地回暖，万物生灵蠢蠢欲

动，有的钻出土壤，有的凌空欢叫，绿芽如
繁星闪烁，很快浸润了整座山林，用铺天盖
地的新绿彰显自我。姹紫嫣红的花朵们，
争先恐后地绽放，不肯放过这一年一度的
高光时刻。

大地万物尚且喧腾重启，我们难道不
受其感染，不借助生机勃勃之势，重整旗
鼓，把这个春天作为人生的又一次出发!

蔷薇花蔷薇花
隧道隧道

□何竞

四川作家徐良的长篇叙事诗
歌《若水神话》以三皇五帝中的第
二帝颛顼的成长为主线，围绕黄
帝、炎帝、嫘祖、昌意、颛顼、女枢、
仓颉、少昊、夸父、共工等众多历
史神话人物，呈现出一幅远古先
祖开疆扩土、创立丰功伟业的宏
伟画卷。

《若水神话》初稿诞生只用了
三天时间，我实为这“坊间传闻”
小受震撼。待一气读罢全诗，“震
感”更为强烈——事实上，这类题
材的写作就该如一首悠悠古曲，
一气呵成。

《若水神话》脉络清晰地梳理
了“黄帝—昌意—颛顼”一脉的神
话传说，无论从内容体量还是时
空跨度来说，都是一项艰难任务。

“从爷爷到孙子”，华夏大地
风云际会，如何将人们耳熟能详
的民间传说与人物成长相互交
融，共汇长诗之中，既无“强行植
入”的生涩，又无“遗篇失章”的狼
狈，需要诗人高超的调度能力与
艺术创造。

徐良能在三日内“妙手天
成”，我想，靠的绝不仅仅是这三
日缪斯女神光顾的“灵光乍现”，
更有平日对于素材的熟稔分析，
以及向来严谨的自我艺术修养。在合适
的时间，沐浴合适的春风雨露，化作心中
澎湃的诗情，这才有了滔滔不绝、舒卷自
如的《若水神话》。

一支诗笔如同画笔，起笔就绘到底；
一首长诗如画卷，一泻便是洋洋千里。

中国远古神话故事丰富多彩，博大
精深。纵然是乡野僻土的农人，也能讲
出几个如“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夸父
追日”的故事，这说明中国的神话传说在
民众中有非常深厚肥沃的土壤，一代代
哺育和影响了大家，传承于中国人的血
脉之中，成为与生携带的文化基因。

以一个准确的切口，找到“一条珠链
子”，将一颗颗“珍珠”串联起来，进而打
开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相信许多作家、
诗人都有过尝试与涉猎。徐良的选择，
是将镜头焦点对准了“母”和“子”的关

系，让“女枢”和“颛顼”这对名义
上的“母子”成为历史的“解说
人”，带着读者走进五彩缤纷的上
古时代。母与子横跨几十年的成
长与奋斗，完美串起了一部气势
恢宏的神话。

如何让遥远的上古神话清晰
可触，让普通读者也能迅速产生
共鸣？“母子”的切入角度，犹如电
影镜头般可亲、可感，不仅拉近了
诗人与读者的距离，也消弭了几
千年的时间阻隔——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在中国人的心里，“家国”
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文学作品，常常给人一种错
觉：它越是天马行空，越是不受羁
绊，才越能脱俗出尘，摘取桂冠。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剑
走偏锋，恐怕也会陷入偏颇与虚
无之中。

“天马”再怎么“行空”，它也
是四蹄奔腾，若一个创作者丧失
了内在的严谨与客观，将“天马”
写成“蚯蚓”或“蝙蝠”，那就让人
直呼“无力消受”了。

同样的道理，面对瑰丽浪漫
的上古神话，如果缺乏了内在逻
辑，只依赖创作者的想象力随意
发挥，那将会陷入进一种苍白与
虚空之中。徐良曾严肃地表达过
自己的创作观念：诗歌应当具备

外在的感性语言和内在的理性逻辑。他
也是严格遵守这个原则来创作的。

闻一多先生曾提出“诗学三美”，即
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三美，无论
拎出哪一个来，都需要有理性骨骼的支
撑，否则会音符混乱、色彩失衡，甚至建
筑坍塌。理性思维，是诗歌写作的内在
脊梁，徐良洞悉了这一点，并将之完美运
用于创作之中。

徐良不仅完全赞同“上古神话是中
华民族精神最质朴的记录”，而且将这种
精神贯穿于字里行间，形塑了《若水神
话》内在饱满的精神气质，让读者不仅能
通过阅读长诗回望传说，还能直面现实，
深思当下。

如此，一部煌煌长诗，串起了我们的
源头与脉络，也让今天的我们深切地体
会到了历史的感召和强烈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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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刚

一位朋友不久前对我说，潼南的春
天是从崇龛古镇坝子上油菜花的绽放开
始的。

说法颇有一些诗意。我没去过崇龛，
只知道那是五代和北宋初期活了118岁的
道教老祖陈抟的故里。

潼南的春天真如朋友所说是从那里开
始的吗？

仲春的一个晴日，白云朵朵，清风徐
徐，我们有缘随两位当地的年轻朋友驱车
直奔崇龛古镇。

沿途沃野平畴，山川锦绣，映入眼帘最
多、最美的就是那一片片、一垄垄正在绽放
的油菜花。

面包车直接开到了古镇的最佳观景
处——烟波岭上。

下得车来，抬头便见陈抟老祖的青铜
雕像。西向俯瞰，一马平川的坝子上，由四
川境内蜿蜒而下的两河碧水迤逦而来，于
岭下古镇前实现“双龙汇合”，浩浩琼江的
水势由此而更显沉雄。两江四岸，微风不
燥，3万余亩油菜花开正好，正所谓“春风
万顷黄，金铺十里香”。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太极文化
元素随处可见。最具典型性的是在巍巍太
极塔的映照下，油菜的金黄和小麦的青绿
联袂“种”出了一个直径236米的巨型太极
图，形象地诠释着希夷先生“天地合、日月
为易”的和谐理念。

朋友热情地介绍说，崇龛的十里菜花
是潼南油菜种植最有代表意义的地方。近
年来，当地政府积极引导业主和龙头企业
采取公司租赁、大户承包、土地入股等模
式，推行基地建设标准化、制种生产产业
化、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手段信息化、制
种农民职业化，全区以崇龛镇为重点的制
种产业蓬勃发展。目前，依托科研院校发
展专业合作社12家、家庭农场28家，油菜
制种农户近4000户，带动当地农户亩均增
收过千元。

朋友兴奋地继续介绍说，潼南是国家

级制种和区域性良种繁育的大区（县），这
里贡献的“庆油”和“渝油”系列品种均达到
国家一级种标准，在长江流域10余个省市
大面积推广应用且享有盛誉。其中，庆油
3号获长江中游油菜新品种区试第1名，最
新培育成功的庆油 8 号含油量高达
51.54%，做到了“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
我国冬油菜区含油量最高的油菜品种。

耳闻目睹油菜产业成为了当地农民增
收的重要来源，我们都感到高兴，游兴也更
加高涨。

穿过古镇的青石街面，跨过一座造型
别致的小桥，我们来到了琼江码头，与10
多位游客一起登上游船观赏风景。

宽阔的江面风平浪静，游船轻轻地划
开绸缎般的水面，向着约3里地外的小火
车站进发。

琼江两岸属平坝浅丘地貌，目力所及
是无边无际的油菜田，偶尔可见有零星的
麦地和菜畦穿插其间，拍照打卡的少男少
女在纵情地欢笑嬉戏。

快乐的人们、金黄的花田和那些一
星半点的青绿相互交织所生出的美感，
让人感到亲切温暖。我们和岸上的年轻
人互相招手致意，虽听不清对方说的是
什么，但彼此能够感觉得到春天般的友
好和良善。

云在空中悠悠地飘，船在江中慢慢地
游，岸上的花田和游人是风景，江中的游船
和船上的人们是风景，映在一江碧水里的
天上云朵和岸上风景又何尝不是美丽的风
景呢？

而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油菜花香犹
如一条看不见的金线，把这些天上人间的
动人风景连结起来，让它们互为风景、彼此
陪伴，共同组成了崇龛古镇油菜花季令人
沉醉的美丽。

约摸一刻钟后，我们离船上岸，来到了
万亩花田簇拥着的小火车站。候车之际，
我们惊奇地发现周边蝶飞蜂舞的油菜花的
花色颇为丰富、分外绚丽，微风轻拂间，似
乎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海洋。

何以如此的神奇？

同行的朋友自豪地说，这是潼南作为
传统的农业大县向文旅大县强县迈进的
努力。他们依靠科学规划和科技赋能，每
年都在以全球的视野来优化油菜的品种
结构，全区30余万亩油菜共种植有19个
优良品种，通过品种的选育和播种日期的
精细化选择，不仅丰富了菜花的颜色，而
且还错开了不同品种油菜开花的峰值点，
拉长了油菜季的花期，旺季时间得以有效
地延迟，崇龛镇等地的油菜种植已延长了
产业链条，养蜂和观光旅游业发展势头强
劲，今年春季农旅结合的综合收入已在4
亿元以上。

种植业的优势延伸出了旅游业的“饭
碗”，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正蓬
蓬勃勃地发展壮大，这里真的是充满希望
的田野呢！

这时，造型古典而又时尚的小火车进
站了，随着欢乐的人群上车不久，车厢透明
的小火车载着我们向花海深处缓慢而优雅
地开进。

隔着车窗望向油菜花的海洋，近处嬉
戏的孩子如小鸟般在跳跃歌唱，稍远的江
上，摩托艇的骑手在宽阔的水面自如地划
出图样，更远一些的地方，渝西风格的农舍
仿佛是“种”在花海中的一颗颗珍珠般的美
丽小岛，而我们的头顶上，空中索道和热气
球在轻盈无声地飘飞……

东西南北景如画，远近高低都是
诗。“中国最美花海”确实令人开怀，同
时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也许，这正是朋
友所说的这里是春天开始的地方的一
个缘由吧。

到站啦，依依不舍的我们刚刚步出站
台，便看见花香满径的青石路上，一对幸福
的青年男女正相对而立，彼此揖礼，应是正
在拍摄结婚纪念照。

茫茫人海间寻得彼此的真爱，真正是
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桃夭之时，嘉礼初成，我们衷心祝福幸
福的人儿百年好合、良缘永结，从陈抟故里
油菜花开启春天的地方出发，双向奔赴今
生今世最美好的人生！

绽放春天的美丽地方绽放春天的美丽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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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