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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江礼赞

□黎强

鼎山脚下，几水之滨，一座城市依山而兴，
依水而生，被誉为“长寿之乡、富硒之乡、武术
之乡、诗词之乡”，还被称为“橘乡、椒乡、酒乡、
帅乡”的福善之地、大爱之邦。千百年来，江公
享堂、云舫长联、白屋诗人、四面山水，乃至鼎
山独秀、几水荣臻，都为这座城市书写了深刻
而隽永的人文、自然、历史、文明的精彩一笔。
于是乎，这座生于几水、长于几水的滨江之城，
在历史的过往中，形成诗情画意的“几江半
岛”。城廓昌盛，桑梓康宁，欣欣向荣，生生不
息。在从古至今的时光刻度上，留下一部启迪
人、鼓舞人的发展史、文明史，记录着多少美
谈，书写着多少风流。

在这座城市的早市里，你会看见农贸市
场鲜活而生动的景象。那些赶早在田间地
头把绿色时蔬早早送到城市的农民，似乎
是时蔬天使一般，把清新的乡野沃土味道
从四面八方带进了这座破晓醒来的城市。
摊前的莴苣、大萝卜、包包白、藤菜应有尽
有，新鲜得还带着露珠。买卖双方的脸庞
上，挂着满意的笑容，在清晨的和风中，花儿
一样好看。

如果从跨越一江两岸的大桥上来到北岸
的滨江新城，去万达广场，去奥特莱斯，那里的
商场明亮宽敞，商品琳琅满目。无论是端庄大
方且热情周到的营业员，还是携妻带儿一家子

来此购物的人们，无不显得兴高采烈。每个人
的脸上，洋溢着舒心的笑、满足的笑和幸福的
笑。在电器展厅，在时装柜前，在休息区域，那
一张张由笑脸组成的风景线，一眼望去目不暇
接，温暖动人。此时此刻，笑容传递出对物质
生活需求心满意足的开心，也透露出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更显示着这座滨江城市的蓬勃
生机与盎然活力。

路路通的公交车里、方便快捷的出租车
上以及绿色低碳的轻轨中，无论男女老幼，
每一位乘客都显得意气风发、精神抖擞，且自
信满满。年满65岁的“银发族”公交车乘客不
掏一分钱，就可以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看山
看水看变化，怎么不令他们笑口常开？乘坐
出租车的乘客不再吝啬荷包的票子，潇洒地
喊一声“去彩虹桥”“去浒溪公园”“去黄桷古
道”，仿佛金主一般，配以脸上很是由衷的笑
意，让揽到生意的的哥笑脸绽放，一声欢快的

“好勒”，一踩油门，欣然而去。而轻轨上的人
们，则在风驰电掣的速度中，微笑着欣赏着
沿途的风景，那心情的极致愉悦，早已经胜
过微笑所表达的一切。

在城市的建设者看来，日新月异的城市变
化有他们的辛劳与奉献，面对拔地而起的高楼
大厦，汗流浃背的建设者显得无比自豪，给你
指着某幢大楼说：“你看，那幢高楼还有几天就
竣工啦，速度好快哟。我在这里干了近两年，
亲身参与了挖地基、立柱、现浇直到内部粉饰，
可以说，这幢大楼，就像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似
的。”说完，正了正安全帽，腰板挺得直直的，把

高楼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注视了足足5分钟，
脸上的笑容被眼角的热泪流下来浸润着。那
笑容，是辛苦付出后的诠释，是无私奉献后的
礼赞，更是这座城市里所有建设者的经典画
面。

而城市里快递小哥、美团小哥的笑，是
伴随在快递、配送的单子中的，在这座节奏
明快的城市里，显得尤其亮眼。从城南到城
北，从城西到城东，快递小哥、美团小哥就像
城市咏叹调的音符，跃动着、流淌着，在大街
小巷、街道社区中弹奏着“服务千万家，辛苦
我一人”的乐章。他们把平凡普通的工作做
得风生水起，在这座城市的蒸蒸日上里，收
获了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新业态人的自
信、自尊、自强、自豪油然而生。而他们的笑
容，是与千家万户、各行各业的需求联系在
一起，是与肩上扛着的养家糊口的责任联系
在一起，是与这座城市的蓬勃兴旺联系在一
起。那样的笑容，是透彻心扉的，是无与伦
比的。

在这座城市里，还有许许多多让人过目不
忘的笑脸。那些走在抗疫一线“共产党员先锋
岗”“共青团员志愿岗”的党员团员们，在战胜
新冠疫情取下口罩、脱下防护服、摘下护目镜
的瞬间，虽然他们脸上还有口罩绳的勒痕，豆
大的汗珠还挂在额头上，但他们露出的笑脸，
是那么的璀璨，是那么的舒心，是那么的开怀，
融化了几天几夜坚守岗位的疲惫和困倦，装点
了人生的华丽之美，更成为了鼓舞市民们众志
成城、抗击疫情的力量之源。那些社区服务、

爱心帮扶、保护长江的“雷锋志愿者”“爱心志
愿者”“绿色志愿者”们，每当做完一件微不足
道的义举之后，他们的脸上充满着爱的笑容，
在人们的赞誉下，在目光的致敬中，在春风、绿
树、阳光、江流的礼赞里，又成为了文明的火
种，为这座城市传递着小善大爱的民风和美
德。

85岁的母亲居住在一个老城的原二轻系
统的老家属院小区的步行楼5楼上，一住就是
30多年。刚退休那会儿，一人从楼下扛一袋
几十斤重的大米，噌噌噌噌就一鼓作气上楼
了，大气都不喘。而今年龄大了，哪怕就是打
空手，上下楼都显得有些累了。上月初，接到
母亲的电话，大意是说，旧城改造，马上要给小
区安装电梯啦。政府出大钱，业主出小钱。母
亲在电话那端兴奋着，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
但掩饰不住从电话里传过来的笑声。我说，哪
我还是帮你出点钱吧。母亲一听，说：“哪个要
你拿钱哟，我现在每年政府都给我上调养老
金，我有钱。”母亲的口气，完全是“这事儿哈，
得听我的”。

也难怪，平日里，母亲常挂在嘴边最多
的话就是，现在政府好哟，每年的养老金在
涨，看病有医保，乘车有免费公交卡，还有
高龄补贴。市场里、商场里啥都有，想吃啥
都买得到。政府简直把老年人的心操完
了，你们做儿女的就安安心心工作吧。说
这些话的时候，母亲的脸上笑意融融，让人
蓦然联想到“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是真正地落到实处了，仿佛就是为我母
亲量身定做的。母亲脸上幸福的笑容，其
实就是普通老百姓对政府、对共产党深深
的感激之情。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金
融作家协会会员）

侠妈人生
品味

□谢子清

“抽空去看看侠妈吧！”有人在微信群里提
议。“侠妈”是我们读师范时的班主任，她的名
字叫李侠。

李侠老师中等个头、身材瘦削，戴一副镜
片厚实的近视眼镜，一头微卷的浓密黑发拢在
脑后，初识给人干练、严肃之感，但她一说话，
眼角不经意就会浮起笑意。

那时我们刚挤过中考这第一座独木桥，
又恰逢第三次叛逆期，再加之一下子脱离父
母的管束，平素的紧张压抑瞬间得到释放，
52个从各区县会聚而来的孩子，活脱脱就是
52只小怪兽。我们时不时要与李侠老师发
生一些小冲突，要么当面顶撞她几句，要么
背后恶狠狠地喊她“李侠”，她一个人对付这
么多人，多少显得力不从心。虽然时常被我
们气得满脸通红，甚至瞠目结舌，但她从未

气馁，一条条翻动着学校的纪律要求，一分
分计算着期末的操行评分，一天天履行着严
格的管理教育，我们始终跳不出她的“五指
山”。

从小山村来到大城市，最好奇的莫过于
电脑这个新鲜玩意儿，尤其是“反恐精英”“星
际争霸”等网络游戏，更是令人深深着迷。入
校冬天的一个深夜，趁守门的老师傅熟睡，我
与几名同学翻越围墙跑到网吧，酣畅淋漓地
玩了一个通宵。第二日意犹未尽地回到教
室，迎面就碰上了怒不可遏的李侠老师。“自
己去学生处老实交代！”原来昨夜偷翻院墙时
吵醒了他人，我们被告密并连夜遭清点出
来。学校为了杀鸡儆猴，要给我们几人严重
警告处分。这下可糟了，处分记入档案就是
一个抠不掉的疤。正当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的
时候，学校的处分决定下来了——“警告”。
事后才得知，竟然是我们平常厌恶的“李侠”，
三番五次亲自去找校领导求情，并作出保证，
才换来了对我们的网开一面。一天下课后，

李侠老师把我们几个挨处分的同学叫到家里
去，本来已经做好迎接暴风骤雨准备的我们，
得到的却是苦口婆心的三个“为什么”：父母
含辛茹苦为什么？自己中考拼搏为什么？将
来毕业差别大为什么？离开之时，几个人发
自内心地说出：“谢谢李老师！”

中师三年级下学期，我们面临升入大专
前的一次分段考试，虽说是固定程序，但仍然
有最低录取线，达不到只能算肄业。李老师
看上去比我们还焦急，生怕哪一个人会掉队
走散。恰在此时，她的爱人不幸遭遇车祸，等
赶到医院时，已是天人永隔。儿子远在部队
服役，料理家中后事全压在她一个人瘦弱的
肩膀上。她请了假，把班级委托给朋友代
管。那段时间，全班同学居然是从未有过的
乖巧，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绝不能再给李老师
添乱，绝不能再让李老师伤心。不知是谁出
了主意，“我们给李老师写一封信吧！”主笔的
任务落在我身上，我把52份关心与感激倾注
笔端，变成了“李妈妈，你还有我们”的肺腑之

言，写得情真意切。再次回到我们中间，“侠
妈”双眼红肿，满身疲累，但过了不久，她脸上
又浮现出了笑容。

青春的风呼啦啦吹过。转眼之间，我们就
迎来毕业。临行前的告别晚宴上，“侠妈”破例
让我们点了啤酒，起初大家都是理性的、克制
的，后来离愁别绪被酒精点燃，火锅馆里就只
剩下我们的高喊或低泣了，好几个女同学搂着

“侠妈”哭得花容失色。轮到我敬酒道别，她轻
拍我的肩，无限期许地说：“谢子清，你还欠我
一本书，你说过要出一本书送给我。”那是某年
暑假，我在电话里向她许下的豪言壮语，那时
我正犹豫着另选专业，“侠妈”鼓励我千万别轻
易改变自己的初心。

工作后，日子像搭在百米短跑运动员的
身上一路飞奔，倏忽之间就过去近 20 个春
秋。在繁忙的间隙里，时不时会想起“侠
妈”，想起她的絮叨，想起她的耐心，越发觉
得她像一位牧羊人，曾精心看护 52 只小羊
羔，它们中有的顽皮、有的懒惰、有的迷惘，
只见“侠妈”轻盈地挥动鞭子，让那些在十字
路口停留的小羊羔，只是张望一阵子后，又
抬头起步，一路小跑跟上大部队，心情欢畅
地走向草原深处。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政府办公室）

□彭忠富

葫芦，谐音“福禄”，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吉
祥物之一，也是人类古老的原器。世界上很
多国家和民族都有种植葫芦和使用葫芦的历
史，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不同的领域。葫芦不
仅能食用，而且还能当作容器，正所谓“一瓢
藏造化，天地一壶中”。“小小葫芦，生来不大
身材矮。子儿在内。无口如何怪。藏得乾
坤，此理谁人会。腰间带。臣今偏爱。胜挂
金鱼袋。”宋人张继先在《点绛唇·小小葫芦》
这首词里，生动地讲述了葫芦的外形特点和
用途。

在唐宋时期，金鱼袋是三品及以上官员
佩戴的证明身份之物。在张继先看来，用葫
芦做成的饰品比金鱼袋还要贵重，足见彼时
葫芦做成的文玩已经成为了达官贵人的钟爱
之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总结葫芦为：

“既可烹晒，又可为器。大者可为瓮盎，小者
可为瓢樽，为舟可以浮水，为笙可以奏乐，肤

瓤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烛，其利博矣。”可见
葫芦在中国除了食用、入药，制作浮具、农具
外，还能制作乐器、酒器等，真是用途广泛。

葫芦工坊创始人徐浩然长期潜心研究葫
芦文化和葫芦技艺，他认为与欧美等国家相
比，中国的葫芦产业刚刚起步，无论是葫芦种
植培育的改善，还是葫芦制作工艺环节、葫芦
的医药化妆品系列产品的开发，我们都需要
戒骄戒躁、奋起直追。葫芦产业也需要注重
人才的培养和可持续发展，借鉴别人的经验
和产业运作模式，走出符合我们国情的发展
之路。徐浩然最新出版的《图说葫芦》（华中
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以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葫芦为切入点，深度挖掘葫芦背后的
丰富文化内涵，精选百余件葫芦工艺作品，细
说葫芦艺术的历史变迁，全面展示葫芦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表现。

本书图文并茂，包括葫芦文化篇、葫芦植
物篇、葫芦食用篇、葫芦日常器用篇、葫芦工
艺篇等八章以及附录。以葫芦工艺篇为例，
作者认为葫芦制品主要分为葫芦艺术品和葫
芦工艺品两大类。从制作工艺上，可以分为

彩绘葫芦、漆艺葫芦、雕刻葫芦、针刻微雕葫
芦、烙画葫芦、堆彩浮雕葫芦、系扣挽结葫芦、
范制葫芦、勒压葫芦等。葫芦实用器具则有
葫芦茶具、葫芦乐器、葫芦酒具、葫芦玩具等
近百种。葫芦工艺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由
于中国近代战乱和自然灾害频繁、生产工具
升级换代、手艺人老去等诸多原因，很多老手
艺都失传了，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和惋惜
的事情。

我们在市场上常见的葫芦工艺即彩绘葫
芦。彩绘葫芦以彩绘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
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葫芦上。在内容
和艺术创作上，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
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
面的认知。彩绘葫芦辅以烙烫、雕刻和漆艺，
使葫芦色彩亮丽而富有层次感。作为中国传
统国画艺术的补充，彩绘葫芦可以作为房间
摆件，摆放于客厅、书房或者办公桌，因此彩
绘葫芦工艺在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其
实这也充分证明，文创产品只要坚持继承与
创新，同时始终保持与百姓生活的联系，那么
就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廖天元

曾经工作的一个地方，所在的办公大楼背
倚青山，面朝江水。它的楼前有一个广场，不
大，通透开阔，树下小径、鲜花散落，搭配甚是
得体。

当时我办公室在七楼。临窗，楼下的广场
尽收眼底。这样的高度正好。俯视，广场的整
体风貌一清二楚。有多少根柱子，有多少座水
池，有多少棵大树，都一目了然。想想啊，如果
高度太高，广场的景物便有些模糊，太低，人和
景又拉不开距离，产生不了审美和哲学的意
义。七楼不高不低，一切刚刚好。

自己曾经特别喜欢高楼，或者说是喜欢在高
处的感觉。有一年到厦门学习，在网上浏览到当
地十大标志性建筑后，邀请伙伴毫不犹豫地冲向
了世贸海峡大厦。这座以风帆为造型，并融入三

角梅创意的建筑，始终在海岸线以强烈的独特风
姿吸引着我的注意。忘记当时站在海峡大厦多
少层，只记得伫立窗前，眼前的大海渐变成一条
银色的带子，闪着幽静而神秘的光芒。鳞次栉比
的高楼，都渐渐矮小、隐没，最后被一片柔和的霞
光笼罩。人声远去，车流远去，厦门这座充满激
情的城市，一刹那变得安静而深沉。

站在高楼，想起《唐语林》记载的一段关于
韩愈的“趣事”来：“韩愈好奇，尝与客登华山绝
顶，度不可下返，发狂恸哭，为遗书。华阴令百
计取之，乃下。”如果属实，这事搞得确实尴
尬。这就不如杜甫了。诗圣说“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站在高处，年轻的杜甫心生
豪迈，毫不在意第一次的科举失败。更容易想
起王安石，他老人家沧海桑田后感叹“不畏浮
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站高谋远，整
个人都有哲学的意味。

稻盛和夫对站在高楼有一个极富启发性
的描述，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见

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
清楚，还以为是他在和我打招呼。我站在一百
楼，有人骂我，我根本看不见，也听不见。”稻盛
和夫饱含深情地说：“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
为他缺乏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
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
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

我上网查了查，这段话出自《稻盛和夫给
年轻人的忠告》。读到一刹那，很受触动，但静
下心来细想，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话听来入
情入理，只是细品，却有些为难。饭要一口口
吃，楼要一步步爬，有几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
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呢？要到达“100楼”，必会
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和忍耐。

不过多年后想起厦门，一个叫曾厝垵的地
方却格外让我念念不忘。曾厝垵这三个字我
曾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写起。记得那一日参
观世贸海峡大厦后，询问曾经到过的朋友，一
路摸索到这个地方。

曾厝垵被称为中国最文艺的渔村，自然名
不虚传。我们是夜晚去的，去时五街十八巷
里，夜色撩人，灯火阑珊。各色客栈林立，各种
美食荟萃，各种文化交织，各族人群攒动……
烟火气、文艺气、历史气、闽南气……似乎哪一
个词都能挨上边，哪一个词都很贴切。我和几
个伙伴逛得不亦乐乎，拍照拍得手指发木。在
那么一瞬，厦门就在我眼里亲切和灵动起来。

如今想来，厦门的高楼曾让我惊叹，曾厝
垵的烟火让我释怀。如果一个地方只有高楼
呢？我似乎不会喜欢。仅有烟火气又怎么
样？估计久了也会生厌。

这样说起来，厦门的世贸海峡大厦和曾厝
垵就有了象征意义。一个是高楼，一个是广
场。一个给我们理想和格局，一个给我们现实
和生活。当然，也可以说，当一个人站在“高
处”，便可从世俗的生活中接引出来，进入一种
澄明的境界，可以看到在平地无法看到的很多
东西，完成一种空间的超越。而身处“广场”，
我们可以听到众声喧哗，感受五彩缤纷，烟火
地气。这两者绝非非此即彼、尖锐对立，恰恰
相互映衬、彼此成全。

（作者单位：四川省南充市纪委监委派驻
市场监管局纪检组）

随感
杂谈

登高望低

□石子

爷爷烟杆上冉冉升起的
是奶奶灶屋房顶上的炊烟

母鸡咯多咯多叫
意思是：下蛋了，奖赏

猫和狗百无聊赖一起玩
逢场作戏

蝙蝠住屋檐，与燕子一样捉虫子
劳碌一生，也没享受住堂屋的待遇

每一眼井里，都有秘密
藏着先人没有曝光的底片

锄头和扁担比了一辈子，没有输赢
一个缺了腿，一个驼了背

一块地，父亲耕，儿孙耕
种了太阳种月亮，最后种自己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主席）

乡村记事

□黄勇

被时光雕刻的骨骼
身体空荡荡

灵魂像一只孤狼在荒漠游荡
风在山间游走，迷失方向

我的思念，我的眼睛
有人在我身边轻语

说我就是天上那颗流星

忧郁是天空中
俯视大地的一朵云

那颗最亮的星
是你我共同的目光

在风的呼唤中
秋日的黄叶是否还在心里

你我都在这里等待
看那颗流星划向何处
（作者系《四川日报》高级编辑）

一颗流星

□黄愷新

道路两旁的迎春花，宛如迎宾少女
每一朵，都和颜悦色

季节不寂寞，将雪白冶炼成金黄
喂养候春的鸟鸣

茶几和阳台无花可赏的人
一生也优雅

随手拾起一粒“立春”
到处是彬彬有礼的花蕾

走出户外，牵着暖阳
为蓓蕾祝福，将露珠擦亮

当我俯下身子亲近它们的时候
刚好读完一个春天的童话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迎春花

□郑劲松

是谁摁下时间的快进键，满园姊妹
还没举手，你已率先发布了春天

带乱了节奏，你让春天也措手不及
其他花卉不得不加速春天的列车

比目光还快，我甚至还没准备好眼睛
题目已写到黑板上，我还没准备好纸笔
阴沉的午后没有阳光，你点亮了一片灯

让其他含苞的树枝黯然失色

其实，花期如命运般固化
灯亮得太早，熄得也早

但你来了，你来过，首先以
花朵的名义给春天点赞

你让有的春天跑到了春天前面
我敬你不从众的傲气、清雅

与气定神闲

比对历史，我突然发现
这就是那棵：去年8月山火之后

第二次开花的玉兰

原来蓄谋已久，你有着报春的勇气
也敢在秋天再开出一片春天

你超越生死与苦难
一棵特立独行的玉兰，打败了时间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一棵抢先发布
春天的玉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