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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①九月九日：即重阳节。古以九为阳数，故曰重阳。
②山东：王维迁居于蒲县（今山西永济县），在函
谷关与华山以东，所以称山东。
③登高：古有重阳节登高的风俗。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赏
菊、插茱萸是古人在重阳节一项重要活动。这
首诗是王维因去京城求学应试而离开了家
乡。重阳节这一天，诗人想念着家乡的朋友正
在一起登高，遍插茱萸。茱萸是一种香草，即
草决明。古时人们认为重阳节插戴茱萸可以
避灾克邪。诗中的遍插茱萸，并不是在土里插
上茱萸苗，而是将茱萸枝插在头上，是一种吉
祥的祝愿。在唐宋时期，重阳节不但民间有插
茱萸的活动，皇宫里也常举行这样的仪式。皇
帝将茱萸枝插在大臣的帽子上，则表示皇帝对
他十分宠信，大臣会感到无比的荣耀。

【知识点】

【注释】

哦，我亲爱的银杏叶，你是
何时黄的，是在这寒风凛凛的
冬日吗？是在太阳落入西山，
余晖沉入大海时，神不知鬼不
觉地褪去那绿色的外套，穿上
了黄色的毛衣？

当你黄了的时候，是跟着
清晨的朝霞升起吗？当你黄了
的时候太阳在何处，我看得到吗？当你黄了的时候，
月亮又身居何处呢？

银杏叶，你告诉我，你是想为了给这毫不起眼的
冬，增一分色彩？你还是想为了给予大家一片金黄
的地毯，割舍着一片片如花的叶，上面还带着你未褪
完的丝丝的绿，仿佛告诉我，你曾经是冲天云杉一样
美的绿色。

当你黄了的时候，你能看见这世界吗？能看见
熊是不是在洞里进入梦乡，打着大大的呼噜吗？能
看见秋日里忙碌的小松鼠，池塘中早已不见踪影的
青蛙，是否都在冬眠？

银杏叶，当你黄了的时候，是告诉我喜爱的狼、
豹、犬，冬天来了对吗？这金色的薄扇是雪的预告
信，北方的动物们啊！那晶莹的银白世界快不约而
来了，你们在发愁吗？

当你黄了的时候，枫叶又是几时红的？你似天
边的朝霞，扇飞了月，太阳便来了；枫叶又似落日晚
霞，向西山张开双手投去怀抱，当您站在东方，它站
在西方，我仿佛看见了晚霞与朝霞。

当你黄了的时候，落了，坠入泥土，化作一丝尘
埃，养育着周边的植物。落下时仿佛一只金光闪闪
的蝴蝶在朝霞边舞蹈，但这最后一刻的美闪过，我便
找不着你了，银杏叶，你在哪？我如何去找你？你逝
去前徘徊的身影，很美，离去时同朝霞一样唤醒太
阳，也很美。

我知道了，你黄的时候是这冬，这美丽的冬……

我的父亲
是一个快年近半百的人了
按这么说他也要退休了吧

可是他到了要退休的年龄了
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对工作依然没有松懈

因为他在支撑这一个家的幸福

我的父亲
是一名作家

他虽然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但是他没有像我一样骄傲自满

他用他的毕生精力
教会了我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我的父亲
面对生活的压力

却一直没有抱怨和放弃
他说只要有梦想

就会有希望

我的父亲啊
你用无私的爱包围着我

你用拼搏的精神牵引着我
你用精彩的文学作品鼓励着我

啊，父亲
我想，你现在是我的榜样

今后，我一定要成为你的骄傲

父亲
■何 谐

银杏叶黄了银杏叶黄了
■罗茂月罗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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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温暖的家，会员们在看
似形式松散却又紧密凝聚的集体氛围中互相学习、互
相鼓励、互相关爱、互相感动，以文学的名义书写生
活、书写人生，讴歌生命、讴歌时代、讴歌真善美……

自成立以来，重庆市綦江区作家协会（以下简称綦
江区作协）坚持“双百”方向和“二为”方针，结合綦江文
学事业发展实际情况，充分发挥组织协调、服务职能，
以夯实创作人才基础，营造良好创作环境为主要抓手，
大力实施文学精品工程，竭力彰显文学的力量。

作家协会不只是服务作家，更要服务于社会。为
扩大协会的社会影响，团结更多的文学爱好者，綦江
区作协持续推进两大文学品牌活动，扎实开展常规活
动，努力让綦江的每一个角落都流淌文学之韵。

去年，綦江区作协持续推进实施“读写未来”山区
儿童助教行动，在大罗学校完成初定任务，学生借阅量
累计达到36000册（次）、学生习作1000余篇，部分优秀
习作入选《读写未来优秀作文选》。当年9月起移师登
瀛学校举行，组织作家会员走进校园指导阅读、作文教
学等，培养学生读写兴趣，提高学生读写水平，已累计
授课8次，共计16课时，指导完成学生习作300余篇。

同时，持续开展“全民綦读”活动，组织实施了“中
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好诗不厌百回读”“耶路撒冷”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四场优秀作品品读会和“铁山

魂”“白云深处”两场本土作品看稿会，近300人次参
加。

除了持续升温的品牌活动，綦江区作协还扎实开
展常规活动，认真组织召开年度会员大会，集中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
委员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表彰优秀会员，积
极吸纳更多文学爱好者加入綦江区作协队伍。

为提高会员的创作能力和水平，綦江区作协积极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多渠道、多层面加强
创作交流。去年，邀请重庆市作协副主席刘运勇结合
自身创作实际，利用年会作了一场题为“散谈长篇小
说创作”的讲座；组织会员前往重庆市作协集中聆听
刘庆邦“细节之美”文学讲座，与名家面对面交流。

綦江区作协还鼓励广大文学创作者“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聚焦社会现实，弘扬时代精神。去年，积极举
办了三江街道寨门村和万盛奥陶纪主题公园的两次采
风活动，创作十余篇文学作品；组织承接綦江区纪委

“壮丽70年·风正扬帆恰当时”征文稿件撰写，承办区
文联、区教委、团区委联合举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征
文，参与“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文稿撰写。

推动文学发展，创造作品是关键。綦江区作协用
心服务创作，大力实施文学创作精品工程，不断完善
创作扶持制度和激励机制，为广大文学创作者营造良
好的创作环境，激发其创作热情，收获了丰硕的文学
创作成果。

去年，綦江区作协会员先后在《中国火炬》《儿童
文学》《中国国防报》《意林》《小学生天地》《鹿鸣》等各
级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体裁的作品近600篇（首）。张
雨荷《火车道旁的小木屋》《二十四节气》两部作品先
后在报刊连载。《贵州民族报》《重庆科技报》多次集中
登载会员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綦江区作协会员获得各级奖项三
十余个。其中，万同元、张绍琴、江琳、兰采勇等4名
会员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我和图

书馆故事”征文中获奖；张锡荣小说《齿痕》获今古传
奇2019年优秀小说奖一等奖；刘泽安、兰采勇、刘腊梅
3人作品分获市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的2018年度全
市“中华魂”主题教育读书活动征文比赛二、三等奖；
张雨荷创作项目《花幽泣》入选重庆市作协2019年定
点深入生活项目，《谁是玲珑》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上海儿童文学原创及阅读征文”小百
花好作品奖；刘泽安、胡祥春两人作品在“高速筑梦
——重庆高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中
分获三等奖、优秀奖；兰采勇、刘泽安作品在市纪委办
公厅、市妇联主办的“壮丽70年·风正扬帆恰当时”系
列征集评选活动中分获一等奖、三等奖。

此外，刘泽安散文集《綦上一条江》、张雨荷儿童文
学小说《火车道旁的小木屋》相继出版；同时，由黄河出
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打造的《儿童情绪管理与性格
培养绘本》系列绘本面世，区作协会员、90后儿童文学
作家张雨荷参与了其中《爸爸，我真棒》《我能说到做
到》《我分享我快乐》《我的责任我来扛》4本的写作。

文学需要坚持，文学需要创新。綦江区作家协将
团结和带领广大创作者、工作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坚
守阵地，吐故纳新，奋力迈向更加广阔的文学道路，为
綦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綦江区作协将持续实施品牌活动，重点组织实施
“全民綦读”活动，团结更多爱好者参与活动；努力做
好常规活动，注重联系实际，把文学创作与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红色文化打造等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讲好綦江故事，助力地方发展；组织文学采
风、文学沙龙、改稿会等活动，增强协会凝聚力。

綦江区作协将积极搭建会员成长平台，热情邀请
区外作家来綦开展讲座，让协会会员与其面对面交
流，提高创作能力；积极组织会员参加区级各类主题
创作征集活动，拓宽创作途径；持续扶持出版个人作
品集，为申请加入市作家协会提供作品数量的可能；
借助协会的微信群、QQ群等平台，提供并鼓励会员参
与区外的一些有奖征集活动，积极调动创作热情。

“在作协的团结带领下，全区文学创作者将依托
对文学事业的孜孜不倦，对文学事业执着追求的坚定
信念，用智慧、心血和才华创作出更多文学精品，推动
綦江文学迈上新高度。”綦江区作协负责人表示。

文学彰显力量
■何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