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棵草都是草原的世界
（外一首）

8 2023年8月1日星期二
主编 何军林 美编 郑翔
投稿邮箱 dbbkbjb@vip.sina.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巴渝文学

蒲公英 诗花
烂漫

科普
文学

大唐良相李吉甫阅读
历史

□高琦

三元井的万里坡是四川东南丘陵
地带的一座蜿蜒的山脉，可谓游山玩水
的好去处，自从儿时跟随舅舅去山里游
玩挖蒲公英等十几种中草药时，便喜欢
上了沱江河畔的这一岭翠绿青山。

山清水秀的这一岭被沱江河三面
环抱，岭下成渝铁路横穿三元、马鞍山
隧道，穿过椑木钢铁大桥直达重庆。岭
上有一座彰显内江人文底蕴、雄伟俊秀
的三元宝塔。

每逢春夏秋时节，岭下河畔肥沃土
地种植的时令果树挂满了沉甸甸的硕
果；土埂边撑起绿色大伞的桑树枝上淡
红乌黑的桑果熟了……散发出清甜的
果香。脸上写满笑容、勤耕的农人一边
摘取草莓、樱桃、柑橘等，一边在良田里
收获玉米、大豆、稻谷、红皮花生以及红
薯等作物。好一幅果粮丰收的风景画！

时光飞逝，数十载光阴已不再复
返，舅舅在我前面爬山，步履已有些蹒
跚，回想起我幼时他教我辨认蒲公英的
情景，恍如昨天……

上山的有些路段山高坡陡，在绿郁
葱葱的山林，画眉鸟吵闹不休，拖着漂
亮尾羽的野鸡随时可能从茂密的草丛
里腾飞，随处可见滚落一地的松树果子
和山桃子。但在岭山腰的青杠湾，泛红
的枫叶林混种青冈树的林区，使一度疯

长的茅草逐渐枯萎，长势稀疏。
“杆杆开着黄花、叶子像锯齿的是

蒲公英（灯笼花）；开着紫色花、杆杆较
高的是大蓟……”舅舅在我年少时对我
说的话，仿佛又在耳边响起，那时，我一
边认真地听，一边在树上寻觅可以玩耍
的硬壳牵牛虫。当年，我就在这山岭中
认识了20余种中草药。

暮春时节，在舅舅的引领下，着重
采集蒲公英、鱼腥草、大蓟、肺筋草、白
芨等草药。采集蒲公英时特别注意要
在土中留下一半的根茎，便于来年再
采。深秋季，采集开黄花的野菊花，要
带着一把锋利的剪刀。

在金秋，蒲公英沐浴着充足阳光，
长势喜人，根肥叶嫩，开出了像灯笼样
毛茸茸带着羽翼的瘦果。少年时代，几
乎在秋天都会带着表弟表妹去山里的
高坡玩耍，调皮的我总爱摘取蒲公英的
花戴到表妹头上。还会将毛茸茸的花
迎风举起，让拖着羽翼、像降落伞的花
籽在空中飘逸。

今生与蒲公英有着不解之缘，源于
我5岁那年的夏季，身体发烧，导致上
呼吸道感染以及长湿疹，于是，得到中

医学祖传的外婆为我配置中草药，以蒲
公英为主药，很快治好了我的病症。

外婆高兴之余给我讲了蒲公英的
药理：蒲公英别名黄花地丁、婆婆丁。
性味苦、甘，寒，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利尿通淋的功效。

每当我和舅舅把蒲公英等草药背
回家时，外婆就忙得不亦乐乎，先是在
院坝将草药进行分类清理、剔除杂质洗
净，用大簸箕晾晒。此时，在暖阳下，黄
色嫩绿的蒲公英和紫色的大蓟就会躺
在圆圆的簸箕里晒太阳，融合太阳的味
道，被晒蜷缩后变成了干瘦的药材，缓
缓散出阵阵清香。

外婆从里屋中药柜端出几个木制的
药箱，通过清理晾晒，将蒲公英等草药收
纳入箱备用，唠叨着蒲公英的疗效。在深
秋季节，外婆还会将晒干的野菊花拿来做
枕头，按尺寸做好枕芯，将去了花柄硬头
的菊花塞进去就成了，然后细说松软的菊
花枕有疏风散热、清肝明目的功效。

蒲公英能抑制我在炎热夏季可能
复发的病症，于是，自我上学至今，我总

是带着它一路前行，让它伴随着我在工
作中历经风风雨雨，它也十分默契地维
护着我的健康。

近年，在公休期间，我饶有兴致地观
察它的生长过程和秉性，为它而笔耕。仲
春暖阳下，在一片果林的边坡湿地，观察
到几株开着小黄花的蒲公英散落生长在
花朵盛开、散发芬香的桃、李、梨树旁。它
没有桃花的妖艳、梨花的清香。但它不择
贫瘠，只要有土壤的地方它都能生存，都
能逆来顺受，卑微地生活在它的世界里。

在春天里，它见识了花开半季或一
季、笑得最灿烂的桃花、梨花的兴衰，目
睹了花儿落花成泥的宿命。它坚忍不
拔地活着，花开春夏秋三季，让顽强的
种子随风飘向天空，在风雨中传承生
命，诠释生命旅途中的成长哲理，并将
躯体默默无私地奉献给人类。

如今，它的味道已与我的体味相投，
苦甜味中带有清香之气。在夏秋季，用
它食疗和泡茶饮为身体清热解毒，已成
为我养生或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在一次睡梦中，仿佛自己来到了蒲
公英王国，见到了一棵长成树状的蒲公
英王，在秋天，它会变幻成一只金色大
鸟，带着成千上万的籽粒翱翔大山名
川，为人类播撒呵护健康的种子，繁衍
营造出一团团闪耀金光的蒲公英营地。
蒲公英不仅赠予我美轮美奂的梦境，还
赐予了我今生最好的健康礼物。

□马卫

第九届重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获
得者秦勇新作《大唐良相李吉甫》（中国
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2023年6月），是
一部以中唐时期著名宰相、政治家、战
略家、地理学家李吉甫为主角的长篇历
史小说。小说以敏锐的政治视角、精微
的史学笔法和辩证的历史观，全方位展
现李吉甫辅佐唐宪宗李纯铁腕削藩、统
一国家，开创唐朝继贞观、开元之后“元
和中兴”的丰功伟绩，多角度再现“安史
之乱”之后中唐近百年的朝政局势和历
史风雨，立体式还原李吉甫从太常博
士、驾部员外郎、明州长史、忠州刺史到
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
事、淮南节度使以及两度拜相的宦海浮
沉，塑造了一位心系国家、襟怀民生、打
击宦官、裁汰冗官、选贤任能、铁腕削藩
的大唐良相。小说深度解密泾原兵变、
永贞革新、西川叛乱、淮西谋独、牛李党
争、长安暗杀……情节跌宕起伏，人物
栩栩如生，叙事宏大畅快，是一曲绚烂
而悲壮的命运长歌。

好小说一要有好故事，不然不吸引
人。二要有好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
明的文学形象。三是有好结构，在叙事
艺术上有特色。四是有好语言，语感独
特，流畅生动，表达准确。《大唐良相李
吉甫》作了努力，四方面都比较成功。

营造一个好故事，是小说作家的必
修课。虽然现在有很多小说在“去故

事”化，在“散文化”，当然没错，这是小
说发展中的探索。其实他们只是在淡
化情节，而非完全的不要故事，排斥故
事。格非在《小说的十字路口》中说：

“那是小说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
《大唐良相李吉甫》有个诱人的故事核：
如何去完成大唐的统一大业——削
藩。这是该书诱使我读下去的最大原
因。中唐时期，河北三藩幽州、成德、魏
博拥兵自重，自立自代。人事、财政、军
事都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是国中之
国，任何中央执政者，都“是可忍，孰不
可忍”。李吉甫两度为相，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完成统一大业，中兴大唐。他完
成了吗？这个故事核充满了神秘感。
最后他以生命作代价，为中唐统一做好
了铺垫。

历史小说塑造形象，是比较难的。
难的是：历史人物已有了固定的形象。
比如李吉甫，历史书已给他“画像”“定
格”——《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记载。
也就是说，要在大的事件上进行虚构，
根本不可能。小说永远是虚构的艺术，
而历史小说对虚构进行了限制。如何
解决这个矛盾，秦勇的处理办法也是常
规办法：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比如“牛
李”之争，这是大事件，肯定不虚。但如

何进行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就要“小事
不拘”，可以展开艺术想象。我认为在
这点上，作者处理得有优点——不脱离
事实的有限想象，但也有缺点，心理描
写稍显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的
形象塑造。

小说要讲故事，如何讲好故事，则
是门艺术。《大唐良相李吉甫》在叙事艺
术上，进行了一番探索。主要体现在

“前叙”“补叙”的运用上。所谓前叙，就
是把后面发生的事，提到前面讲。这样
形成一种纵深，强化作品的深度。比如
写李德裕，这肯定是后面的事，但提前
了，才有父子为相，承续深化。

《大唐良相李吉甫》在补叙上，更有
特色。处理得最好的先写削藩之战，这
时李吉甫已逝，后补叙他为削藩所作的
准备，务实、细致、坚定、自信，对李吉甫
这个人物的塑造，不是“烘云托月”，而
是“点石成金”，非常巧妙。打破了历史
书的线型叙事，突破了历史框架，对小
说叙事艺术有拓展。

当然，李吉甫能流芳百世，主要原
因还是他的德和绩。

在德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他的人本
思想。在李吉甫任地方官尤其是在忠
州担任刺史时，对民生的关怀。一是拓
宽税源，发展盐茶业，减轻百姓负担。

二是崇教兴匠。让老百姓能读上书，能
看上病。三是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让
老百姓吃饱饭。这是他的德——心有
百姓，为百姓谋福利，而不是为了自己
的官帽。在突出德行的同时，也展现了
他的政绩。

在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努力完
成国家统一，特别在他的策划和领导
下，完成了最大的“立功”，是辅佐唐
宪宗收复“谋独”的淮西。公元 814
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
济秘不发丧——这是当时有独立倾向
各藩镇的“常规做法”，上表朝廷其父
病重，意在自领“留后”，世袭“淮西
王”。李吉甫作为首相，坚决不同意。
决定向淮西开战。817年10月15日，李
愬实行“斩首行动”，亲率9000精骑雪
夜突袭蔡州，生擒吴元济。中学课本
中节选的《李愬雪夜入蔡州》，讲的就
是这个故事。

收复淮西，河北诸藩震慑不已，不得
不在压力下相继归顺朝廷。这是大唐元
和中兴的标志性事件。这既体现了李吉
甫的能力、智慧，更体现了他对国家的忠
诚。一个历史人物，有德有绩，才能让后
人不忘。《大唐良相李吉甫》艺术地再现
了李吉甫的德与绩，所以这本小说一面
世，就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作者在叙事语言上，也努力做到雅
俗共赏，尽量把精简的历史记载，转化
成通俗的小说叙事。这点比《大唐廉相
陆贽》有了明显的进步，值得充分肯定。

□张宗然

落叶无声，落在芳香的泥土上。是
言已尽？还是欲言又止？

半程山水，半程人生，想必只有落
叶知道。

我尚来不及思考，又马不停蹄地被
卷入生活的旋涡。或许是在旋涡中折
腾得太久，我似乎比别人更容易疲惫。

当2023年的高考尘埃落定后，我
终于卸下坚强的伪装，等不及在单位食
堂吃午餐，便打车来到几公里外的磁器
口古镇寻求慰藉。

磁器口古镇是老重庆的缩影，风光
旖旎、历史悠久，往来皆为游客。在这
里，我也是一名游客，不必担忧遇到熟
人，也不必顾虑姿态是否优雅，只单纯
地隐身于茫茫人海中，暂时抛却一切烦
恼。磁器口用它的古朴包容治愈我内
心的创伤，抚平我紧锁的眉头。

天空似乎感知我的低落，很应景地
下起小雨。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
长又寂寥的雨巷”。在《雨巷》淡淡的忧
伤中，我拾级而上，走进了那又窄又陡
的石板路。

石板路上了年纪，油光石拼砌而成

的路面高低起伏，经年累月地迎承着风
雨。石板两侧吊脚楼散发着沉淀千年
的神秘与古朴，也增加了几分文化的厚
重感。人行其间，心境慢慢平和，只想
融入这永远的古老之中，沿着狭长的巷
子一直延伸下去。

6月，重庆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
还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此刻天空已经
亮堂开来，短暂安静的古镇也很快鲜
活了起来。

随着哜哜嘈嘈的市声人语慢慢传
入耳中，空气中扑来了辣椒爆香的麻辣
感以及牛油专属的味道，那是重庆火锅
在超大的铁锅中沸腾翻滚。古道两旁
两步一吃，十步一饮，是商家在推荐食
物，热情地递过来邀你品尝。老冰棍唤
醒童年的记忆，梅子酒的浓郁酸甜在舌
尖释放，米花糖散发着木糖醇的甜，一
切都是那么漫不经心地冲击着味蕾。
甜糯的烤玉米也混合着淡淡的焦香，咬
上一口，满足的微笑瞬间就爬上脸颊，
漾出眼角细细的鱼尾纹。

老街上川剧装扮的女孩头戴珠翠，
云鬓凤钗，浓妆艳抹，凤目柳眉，美艳得
不可方物，正微笑着邀你捧一杯老沱
茶，于川剧凄清婉转的唱腔里，品味慢
生活独特的韵味。

穿过热闹的正街，徐徐前行，各色对
襟褙子映入眼帘，那是宋朝漫长的身影。

早在宋真宗咸平年间，千年磁器口
称白岩场，因这里曾有一座白岩寺而得
名，后又改名龙隐镇。

龙隐镇的“深水井”流传着一个故
事。据说原是一口废弃的枯井，后因救
了栽进枯井中的一位皇帝而喷涌出一
股清泉。随之周边的许多枯井也流出
了甘甜可口的清泉，所以又称“生水
井”。历经数年变迁，井也越掏越深，大
家就习惯叫它“深水井”了。

倘若我的同事，那些专业的地质工
程师听闻此故事，定会忍不住从岩层、
裂隙发育、透水性等角度进行一番科
普。然而这缥缈的传说于我，更像是一
个穿越了宋明朝的梦境。

追随历史的脚步来到清朝初年，瓷

器慢慢成为龙隐镇的主要产业。当年
龙隐镇里瓷器业最发达时有70多家，
瓷器远销蜀外。久而久之，人们便将这
个瓷器转运口岸称为“瓷器口”。又因

“瓷”通“磁”，改称“磁器口”。
瓷器的发展受益于水运的发达。

磁器口面临嘉陵江，清水溪、凤凰溪两
溪环抱，丰富的水资源、巨大的回水湾，
使得磁器口成为一处天然的深水港。

如今，嘉陵江水依旧向30里外的
长江奔涌而去，在水深浪平的江面上，
再也见不到磁器口昔日“白日里千人拱
手，入夜后万盏明灯”的繁华。

岁月驾舟而行，当我从嘉陵江边一
步步拾级而上，走向接踵摩肩的人群，
仿佛嘉陵江的水位在向上抬升……

小酒馆流淌着低沉舒缓的音乐，磁
器口古镇的文化脉络延续千年，蜿蜒的
青石板路，竹木结构的川东民居，还有
那钟家院，一切似乎都在静静地诉说自
己的故事与人生。

山一程，水一程。半程繁华，半程
落寞。

落叶年年有，泥土年年香，岁月
这个无情者，摘走了我们的悲欢，就
像磁器口的江水浩荡而去，再也不可
回复……

□卢伟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我们村发
生了一件值得所有村民记住的事——
公路通了。尽管那时只是凹凸不平、坑
坑洼洼的碎石路，尽管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身泥，但当第一辆驶入村里的绿色
帆布货车摁响第一声喇叭的时候，全村
人有的端着饭碗，有的拿着还没有揉搓
干净的衣服，就径直地围了过来，嘻嘻
哈哈，指指点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
悦。是啊，在当时，这条路，他们盼了多
少年。这条路，他们肩挑背扛，修了多
少个日日夜夜。这种辛苦，怎不被一声
喇叭摁得烟消云散呢。

没有修通这条公路的时候，全村人
到镇上都得走路，而最辛苦的，莫过于
尚未成年的学生。那时的村小只有小
学1~3年级，4年级就得到镇上的中心小
学就读，10岁的小孩也得天天走个来
回。镇上有亲戚的就借住在镇上周末
回家，而大多数每天只有通过脚步丈量
自己的求学路。尤其是寒冷的冬天早
上，天不亮就得打着电筒或者火把出

门，胆小的，家长先送一段或者结伴而
行；胆大的，就独自一人在清早凛冽的
寒风中走到学校。而晚上回到家，也已
经是黑幕降临。我现在似乎还记得起，
那往返近30多里田坎、山坡、坟岗之间
的路，每一块石板都是怎样安放着的，
尽管很艰难，但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
的没有公路的生活。

梦寐以求的公路终于通车了。尽
管不够好，但至少解决了有没有的问
题。自从有了公路，很快地，村里的摩
托车多了起来，早上七点到八点，会定
时发现“摩帮”驮着大大小小的小孩从
村里去镇上的学校，这终于让他们大多
数结束了天不亮出门、天黑才回家的生
活。而到了赶场天，会有一辆第一次开
进村里的那种绿色帆布大货车和成群
的摩的，载着乡亲们到镇上，尽管这样
的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再后来，货车

变成了长安面包车，村民们不用再来回
走30多里路，去卖一捆青菜或者二三
十个鸡蛋了。

有一天，被磨得光滑的碎石路突然
来了施工队，还带来了挖掘机、压路机
等修路设备。很快地，坡度太大的地方
被沉降了下来，路面太窄的地方被拓宽
了许多，接着，罐车拖来了混凝土，最
终，让碎石路变成了水泥路，并且公路
两边还修造了边沟，有的地方还加装了
护栏。水泥路修好后，隔三岔五就有人
开着小货车到村里收蛋收菜，村民都不
用再到镇上去售卖了。不久，有的村民
开起了农家乐，有的建起了花卉苗木基
地，还有的大规模种起了果蔬，很多村
民也不用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村里的公路画了
标志线。一天，母亲打电话兴奋地告诉
我，村里通公交车了，还特别强调：“这个
车是有编号的哦，跟城头的一样，听说还

可以刷公交卡。”我心领神会，那个周末
就给母亲办了张公交卡拿回去。母亲拿
着公交卡高兴地说：“这回走哪点都方便
了。”是啊，现在不管到哪里都方便了，公
路修到了每个村民小组，村民通过村里的
公交车，搭乘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网，直通
全国各地；村民便道修到了家家户户门
前，晴天不沾灰，雨天不沾泥；一些家里还
买了小汽车，通过村里的公路，联通高速
公路网畅游神州；一些家里按照政府统
一设计的图纸修建了小洋楼……村里人
的生活真是越来越红火了。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时代的发
展，不仅让村里通了路，而且还致富
了。现在，一到周末或者节假日，好多
城里人到村里的农家乐休闲娱乐，到花
卉苗木基地赏花拍照，水果成熟的季节
就携家带口来村里采摘水果。他们都
说：“现在的农村才安逸哦，山清水秀不
说，还家家住‘别墅’，路还通到了屋门
口。”村里人听了笑得合不拢嘴，但他们
心中明白，自己的勤劳是一方面，最主
要的，其实是时代的红利让他们过上了
好日子。

□黄勇

格桑花在马蹄声中惊醒
云雾撤退到远处朦胧的山峦

叠翠浓淡的百褶裙里
不知藏着多少松林的秘密

雾气的氤氲蒸腾着砾石的慷慨
红柳枝头挂着昨夜的欢歌

红原的原是牦牛的花园
还有那黑白花色的高头骏马

在飞鸟的翅膀里寻觅蓝天的辽阔
挤奶的姑娘提着希望的鲜美
骑马的汉子唱着世代的悠扬
帐篷飘出阿妈的酥油茶清香

草尖的露珠折射东边红盘的光芒
月亮湾的月亮高悬苍穹

嘴角残留半醉的身影，还有那
萦绕心头的曼妙起舞

草原的世界在纸笺铺开
每一棵草都能书写流连忘返

红原的红

红原汉子脸庞的黧黑透着红
格桑花的金黄和深紫掩着红
草芽和叶片的嫩绿里酿着红

看不见看得见的红
是红原的红，草原的红

一万多英魂用鲜血染成的红
八十多年前的壮烈与悲歌
浸染着草地与沼泽的红

日干乔的三棵红军柳
浴火重生，迎风栉雨，傲然而立
排列整齐如草原上的小卫士

七根火柴再也不用在风雨中划燃
金色的鱼钩封存在英雄的岁月

柳木棍完成
支撑瘦弱身躯的历史使命

在奇寒缺氧的高原
顽强发芽生叶，焕新生命奇迹

红，在草原蔓延，扎根

□谢子清

在遂宁宋瓷博物馆
我清晰看见时间让开一条道

一尾金鱼逆流而上
摆动的尾鳍

击中1991年9月18日
几把锄头稍微动了一下小心思
轻易就叫醒酣睡800多年的历史

目光瞬间掸掉岁月的蒙尘
985件瓷器重新打开光泽

一寸釉片折射一处清明上河图
把雅致的宋朝擦拭得温润如玉

精心挑选的金牌讲解员
带领我们抽丝剥茧

用两个小时完成穿越与回归
她衣着素白、皮肤光洁

再加上声音圆润
我猜想二十多位参观者

有意或者无意
把她也品成了一件瓷器

雨中赏荷

每一滴水都是对夏天的赠予
何况在火辣辣的七月
酝酿许久的一场雨

除了短暂压制蛙声
其他人皆拍手称好

尤其是圣莲岛的荷花
正好濯洗掉花蕊间的粉尘

过滤掉叶片上的杂质
仿佛又一次经历酸甜苦辣

这像极了一位女子的卸妆过程
大自然证明着颠扑不破的真理

自然才是最好的容颜

宋瓷博物馆（外一首）

半程山水生活
记事

乡村
振兴

路的变迁

□唐代贤

越过玻璃窗来
与花钵里的绿萝相见
不论以何种姿势拥抱

手，都够不着叶背

累了的阳光不再努力
索性在漆亮的桌面上打盹
醒来的时候，看到叶背上

竟有自己的面孔

一束阳光照不透事物
总有一些光会散落到镜面

如果角度刚刚好
拐了弯的阳光，会逼得

阴影，无处遁形

林荫小路

从春天过来的心情
在三伏天里受了灼伤
我钻进高山森林里
在一条林荫小路上

寻找慰藉

无人清扫的小路
铺有黄色地毯

站着魁梧的仪仗队
还有从叶缝间漏落的阳光

树上的蝉鸣嘹亮起伏
林间的欢鸟赶来合奏

这是一场
无需组织的欢迎仪式

我无拘无束地
检阅纳凉之地的热情
任思绪在天地间翻飞

风儿伴我一路前行
在路的尽头止步回望

我发现——
我所期待的慰藉

已被丝丝缕缕的幽凉
化为露珠般的诗句

俯首可拾

新疆喀纳斯湖风光。 王成志 摄

阳光拐了个弯（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