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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入云霄高耸入云霄，，
五峰高翘五峰高翘。。
谁压在山下成了故事谁压在山下成了故事？？
我也来参禅悟道我也来参禅悟道。。

走在山峦的环抱走在山峦的环抱，，
雄奇险秀雄奇险秀，，
你在山巅看到了什么你在山巅看到了什么？？
白云从指尖滑过白云从指尖滑过。。

触手可及的心潮澎湃触手可及的心潮澎湃，，
登高远望还是群山环绕登高远望还是群山环绕，，
离开后我才知道离开后我才知道，，
你在我心中永恒的美好你在我心中永恒的美好。。

在西藏在西藏
◆◆闫晓光闫晓光

在西藏在西藏
清空自己清空自己，，再清空再清空
用蓝用蓝，，用白用白，，用红用红，，用金黄用金黄
用雪山之石用雪山之石、、牦牛之骨牦牛之骨
重塑一个新我重塑一个新我

辽阔的天空辽阔的天空
收留坚硬的执念收留坚硬的执念
心心，，在雪山之巅喊出在雪山之巅喊出
今生的忏悔今生的忏悔

欲望欲望，，在空寂中坠落在空寂中坠落
目光的涟漪目光的涟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
向内收缩向内收缩、、沉积沉积
轮回轮回，，随经筒戛然而止随经筒戛然而止
所有的影子所有的影子，，了无踪迹了无踪迹

运河之水运河之水
◆◆赵树新赵树新

卫运河卫运河
我的另一半生命我的另一半生命
我常用运河之水我常用运河之水
清洗内心的污垢清洗内心的污垢
用河畔芦笛用河畔芦笛，，吹响生活的节奏吹响生活的节奏
让活着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让活着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用水中鱼儿用水中鱼儿，，激活思维的单调激活思维的单调
让生命的主体让生命的主体
承受更多的曲折坎坷承受更多的曲折坎坷
最后最后，，要用运河上要用运河上
飞翔的季鸟去远方飞翔的季鸟去远方
驮回儿时脱落的故事和梦境驮回儿时脱落的故事和梦境

向向 上上
◆◆崔崔 艺艺

我愿意我愿意
用我潜涌的热情用我潜涌的热情
拥抱这一路上的邂逅拥抱这一路上的邂逅
所有的不期而遇所有的不期而遇
都将是封存心底的一片枫叶都将是封存心底的一片枫叶
缓缓风干缓缓风干，，慢慢温暖慢慢温暖

风吹过风吹过
摇曳出我的想念摇曳出我的想念
丝丝缕缕丝丝缕缕，，枝枝蔓蔓地缠枝枝蔓蔓地缠
阳光飘进我的眼睛阳光飘进我的眼睛
满眼都是美好满眼都是美好
于是于是
我的脚步轻盈我的脚步轻盈，，向上向上

乌江赋乌江赋
◆◆代红杰代红杰

江中垒石张目江中垒石张目，，一如旧日一如旧日，，
不屈从浪花飞溅不屈从浪花飞溅
我的乌江在身体里我的乌江在身体里，，九曲回肠九曲回肠，，
歌弦未断歌弦未断

岸上绿树岸上绿树，，迂回行军迂回行军，，忽凸忽凹忽凸忽凹
现在现在，，是风在吹是风在吹

水动水动，，船动船动；；
心不动心不动，，水不动船不动水不动船不动
天已暮天已暮，，月未出月未出，，纵有嘶鸣纵有嘶鸣，，
乌江入鞘收剑乌江入鞘收剑
…………
乌江是横在英雄身后的乌江是横在英雄身后的
而我们选择的是而我们选择的是，，顺流直下顺流直下

永远不落的梦永远不落的梦
◆◆张祝林张祝林

一颗雨往下掉一颗雨往下掉
捡不起他落在花瓣上的心捡不起他落在花瓣上的心
一片叶子往下掉一片叶子往下掉
拾不去他飘落中的痕迹拾不去他飘落中的痕迹
一段时光往下掉一段时光往下掉
找不到连着他的一根根视线找不到连着他的一根根视线
一个岁月往下掉一个岁月往下掉
读不懂他沧桑的留言读不懂他沧桑的留言
只剩下一个梦只剩下一个梦
还连着根蒂还连着根蒂
在夏季的蝉声中在夏季的蝉声中
坚守着坚守着 坚守着坚守着
等一阵往下掉着泪的秋风等一阵往下掉着泪的秋风
把他摘去把他摘去

五指山
◆牛兰学

初夏的一天，风和日丽。清晨，
我们乘车从湖南浏阳城出发，直奔
浏阳河源头的支流小溪河。妻子神
情专注地凝望窗外，不时用手机拍
照。我知道，今天我重回小溪河，其
实是一次人生旅途的回望和忆念。

我出生成长在小溪河边一个名
叫石湾的小村。当我来到这个世界
上，湿润的空气、明丽的阳光，就赋
予我生命明朗的底色。童年的印
象，就是从我眼前流过的小溪河，它
洁白清亮的浪花，映照着澄蓝的天、
苍翠的山、河岸的丝丝垂柳，带给我
美丽与欢乐。

我清楚地记得，1968年 3月，我
参军入伍，过小溪河时，因为没有
桥，是大队支书驾着一只小木船，
把我送到对岸。从小溪河畔，我走
进航校，飞向蓝天。

如今，桥建起来了。我站在桥
上，凝望飘浮着朵朵白云的大围
山，山里隐藏着杜鹃花海、峭壁尖
峰、峡谷漩流和石桥岩梯，更有鬼
斧神工般在山巅锻造出的巨大石
钟。洪亮的钟声，仿佛正从空中传
来，将往事荡回我的耳边。

那是1964年的夏天，14岁的我
刚上初中，回乡度暑假。我那位当
过赤卫队员、参加过农会活动的伯
父，便有心带我去小溪河上放木
排。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行走小溪
河。那时的小溪河，山林丘冈蓄水
充足，春夏季节容易水涨水落。沿
河而下的木排，要经过不少的激
流、漩涡和峡谷、险滩。站在剧烈

颠簸、摇摆不定的木排上，我手里
抓着长长的竹篙，胆战心惊、浑身
发抖。

这时，伯父亮开嗓子，用盖过浪
啸的声音，给我讲当年战斗在小溪
河边的英雄红军的故事。伯父告诉
我，小溪河边的小河乡，曾走出过我
党早期党员罗汉。

1930年秋天，毛泽东带领红军
来到这里，播下革命火种。同时借
用范家祠堂，创建了一所红军医院。

当时，这个山村的一百七十多
户人家，都明白眼前的红军就是为
穷人求解放、打天下的队伍，住进医
院的伤病员都是自己最亲的亲人。
当他们得知医院缺医、缺药、缺人、
缺粮、缺盐，就主动成立了接送伤病
员的担架队，还上山采中草药。

后来，在我从军的日子里，每当
遇到困难时，总会想起小溪河畔的
红色故事，想起罗汉家门口那棵古
老的罗汉松，我在心里告诫自己要
坚强挺立起来。

我和妻子站在白色游轮上，继续
在清波荡漾的河面上航行。沿途经
过牛头坪、大溪、排上、红庄、高枧等
村庄。航道逐渐变宽，河水也越来越
深。我突然发现，四周的山峰从水面
上升起，把一河碧水染成一片青蓝。

河心岛上群群飞翔的白鹭，在我们头
顶盘旋，是那样矫健、自由、活跃。

和我们一路同行的电站管理局王
局长告诉我，自从大坝蓄水发电后，小
溪河的环境治理、生态保护，成为管理
局的重要任务。现在几乎没有人在河
里采砂、爆破淘金、开矿修建阻水建
筑、丢弃垃圾或捕鱼了。王局长风趣
地说：“你们知道吗？鱼能吃掉水中的
绿藻，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座水
库，已经不是水养鱼，而是鱼养水，好
水离不开鱼。”

我这是头一次听到鱼与水相生共
存之道。这是大自然的智慧与当地居
民的守护之心，凝成洁净的水库。

正午时刻，游轮抵达株树桥水电
站水库大坝。我们离船登上了大坝
顶端。

站在大坝上，强烈的太阳光芒挽
着阵阵河风向我袭来。我望着雄伟
的溢洪道闸门，脚下是宽敞明亮的发
电机厂房，前方隐约可见云影苍山，
我再也抑制不住胸中奔涌的波涛，回
忆起当年奋斗的日子……

1985年夏天，正是早稻收割的季
节，浏阳河沿岸一垄垄成熟的稻穗，
在阳光下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芒。我
感受到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带来的深刻变化。那一年，我正作

为工程指挥长，怀中揣着一幅兴建株
树桥水电站的蓝图。我知道建水电
站是浏阳老区有史以来的一个重大
工程，它的建成将变水为宝，对浏阳
河下游的灌溉、调水防洪有重要作
用，还能解决全县的缺电问题。

入夜，踏着铺满月光的小路，我
沿着弯曲的河床朝下游走去，有丝丝
凉风从河面上飘来。我好像听到了
流水与青山在对话，土地和稻穗在低
诉，还有从农家窗口飘出的欢歌笑
语。我这个从军营归来的退役战士，
是时候为家乡的建设献出全部力
量了。

临时指挥部和工棚就搭在大坝左
岸山坡的梯田里，工棚里住的干部、
技术员，几乎都是两人一床将就着
睡。大家关心我，怕我睡不好，硬是
腾了一张床让我单独睡。工地上建
设大军日夜苦干，水库移民举家搬
迁，我也忘记了自己关节炎的痛苦，
跟大家一起投入防洪度汛抢险、大坝
截流、开挖导流隧洞的战斗行列。

1986 年是株树桥水电站建设开
工的第一年。那一年的除夕夜，建筑
大坝的工地灯火灿烂。一辆辆高大的
推土机，轰鸣着把泥土石块推走。高
挺的电铲伸出钢铁巨臂，把一铲又一
铲的碎石投入翻斗车里。夜里，汽车

仍在山路上穿梭奔驰。
从指挥长、工程师到工人、民工，

没有一个脱下工装，脸上、头发上都还
沾着沙尘泥星，但大家是那样欢悦、激
动地举杯祝酒。工棚外，雨在下，风在
吹。大家吃过团年饭，又立即投入施
工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经过一千五百个日夜的奋斗，建
设者们运走了一百多万立方米土石，
又从六公里外的松岗山运来八十万立
方米石灰岩石，浇筑起一座高七十八
米、坝底宽二百多米、长二百四十五米
的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大坝。大坝连
接两岸青山，漾成一万六千亩的水面，
蓄起两亿多立方米碧水。

望着大坝电站的雏形，我当时写
下如许诗句：

一边是流翠的山峰/一边是飞腾
的浪花/把梦碰飞了/把爱盛满了/从
大山的脊背抽出/一条光的隧道/点亮
了万家灯火。

2010年 8月 29日，我听到长沙引
水工程顺利通水，从此市民喝上了来
自小溪河的“放心水”时，热泪止不住
夺眶而出。今天，站在大坝上，我再一
次回望从水库大坝的取水闸门每天流
出六十多万吨的“纯净水”，通过如巨
龙般的输水管送进长沙城，就好像看
到故乡的小溪河，意气风发地汇入了
时代的澎湃潮涌。

我终于悟得，人生就是一条奔跑
的河流，在百转千回中积蓄着创造的
力量。故乡的小溪河，我还会回来重
走，一次又一次……

（据《人民日报》）

故 乡 的的 小 溪 河
◆谭仲池

唐诗是诗中盛景，天中满月。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
夜》足以让人陶醉，无愧“孤篇压全唐”的美誉。“江畔何人初见
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唐诗中这样优美的篇章甚多，选三百首，或选三千首，也都是
上乘之作。

唐诗中还有另外一类诗歌，平淡无奇，易被人忽视，也有
可能不知其中之妙。大诗人李白一生行踪不定，飘飘然宛若
神仙，人谓之“谪仙人”。这位仙人是食人间烟火的，怀抱着的
也是普通人的感情。他有一首《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讲述
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理常情。

可以说，这首诗在李白诗中，甚至在流传至今的五万首唐
诗中属于别调。不算题目，这首七言绝句将作者“李白”“我”、
被赠者“汪伦”的姓名和代称同时入诗，在唐诗同类作品中极
为少见，恐怕属于创格。问题来了，将作者“李白”与被赠者

“汪伦”同时入诗有意义吗？貌似平淡，而且质实，甚至有损诗
意，味道何在？

唐俗多以字、号、行第、籍里、官职、封爵等相称，但诗人们
平辈论交，也会直呼姓名以示彼此相亲，不拘俗礼，这种情形
初、盛唐较为常见。李白交游广阔，诗中言及时人，往往或名官爵，或称字号行
第，或叙亲缘，而能被李白在诗或诗题中直呼姓名的同辈好友并不多，今日可
见者仅有权昭夷、元丹丘、岑勋、王昌龄以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杜甫
等几人。这些人都曾与李白游从多日，诗酒会心，是如兄如弟的知己。汪伦与
李白仅是初识，却在诗题和诗中被李白直呼为“汪伦”，从中可见汪伦的赤心淳
朴与李白的真诚纯粹。

比较有趣的是，李白的确喜欢自称“李白”。他曾不止一次自写“李白”之
名。颇为独特的是在《襄阳歌》《赠内》《赠汪伦》三首诗中，品味三作，可见相通
处有二。其一，三首诗均为饮酒尽兴之作。《襄阳歌》为李白醉中歌谣，“舒州
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既是疏旷语，亦是陶醉语。不难看出，当李白自
称“李白”时，身心处于极为愉悦、自在、逍遥的状态。其二，三首诗都内蕴李白
与诗中人平等相待的情意。《襄阳歌》可以视为两个“李白”的隔空对话，《赠内》
也可见出李白对妻子的歉疚与尊重。宋人杨齐贤为李白诗作注时，始称汪为

“村人”，后人多沿其说。在名动天下、曾为翰林待诏的李白面前，汪伦难免有
身份、地位的不对等。然而，傲上而不倨下的李白并不在意。桃花潭的美景就
在眼前，汪伦的踏歌声就在耳边，在生命的这个瞬间，李白欣然享受着这样的
淳朴与美好。全篇以“李白”乘舟起，末句以“汪伦”赠“我”收，意脉首尾呼应，
一腔平交眼前人的热忱贯注其中，读来并无人名空滥、径直无味之弊，反觉情
思深切，天趣盎然。

诗中如此表达，亦由李白对二人关系的感受及相应的抒情方式决定。李
白擅长结合受赠者的身份、性情及赠别情境，选择合适的地域景观、贴切的典
故辞藻与分寸得宜的抒情方式。如孟浩然主张抒情言志不必太过直露，追求
诗歌的淡雅含蓄之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有心致意自己仰慕的这
位诗坛前辈，因此诗中三四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二人姓名
及身影均未入诗，别意却尽在景中。

《赠汪伦》的抒情方式就很不一样，无论是汪伦踏歌相送的殷殷拳拳、豪爽
真诚，还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慨叹，李白的情感抒发都是
热烈直白的。通过前三句叙事、写景、抒情的层层烘染，先蓄足了势，结句画龙
点睛，点明题旨，此前种种风景与画面都有了着落，全诗也如蛟龙张目，跃出潭
面，腾空飞起。与之相应，赠别的双方自然也就清晰无隐。清人黄生《唐诗摘
钞》批点此诗曰：“直将主客姓名入诗，老甚，亦见古人尚质，得以坦怀直笔为
诗。”确为解诗之言。

品读此诗，最要紧之处在于：“李白”之名出现在首句，“汪伦”之名出现在
末句，你不觉得李白的真情楚楚动人，而且与一位乡人平等对视吗？如果你注
意到桃花潭水的深碧、岸上朴素而深情的踏歌声，人物、色彩、音响交融，诗美
在平淡中更有一番滋味。故读诗之功应在平淡处用力。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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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乘飞机跨越云海，奔向高
原，感慨万千，比起第一次进藏，心
中不再是神秘的悸动，而是多了奔
向喜爱岗位的从容。因为，那里有
可爱的师生，有美好的民族情，也有
着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美丽祖国的火
热征程。

看着机窗外白雪皑皑的山顶，
在灿烂的阳光下，自然地铺向远方，
与湛蓝的天际交汇在一起，如同一
幅蓝色水墨，恰如我现在的记忆与
未来的期许在融汇。我能想到的
是，我们西藏的未来画卷正在徐徐
铺开，也好像听到天际交汇处，“林
芝是个好地方”的曲调在盘旋。

对西藏农牧学院最美好的记
忆，就是同学们穿着各色的节日藏
装从筹建路跨过小桥，向“初心石”
走来，他们洋溢的笑容，正是我们中
华民族蓬勃振兴的写照。那是毕业
季的校园，阳光明媚，孩子们的眼神
闪亮，像一颗颗宝石即将洒向美丽
的青藏高原，让我们心中满怀自豪，
我们西藏农牧学院的孩子在哪里都
能留得住，干得好。2019级动物科
学的达瓦卓玛，她是我联系的就业
帮扶对象，她话不多，眼神清澈，有
些腼腆，毕业时她去了那曲市嘉黎
县，在平均海拔 4700 米的地方工
作，这个小姑娘没有退缩。还记得，
去年藏戏《最美格桑花》在学校文体
馆演出，当“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
字幕出现的时候，全场激动的掌声
经久不息，你能从掌声中听到团结
的力量，对伟大祖国的爱凝聚了一

代又一代的建设者。2023年 7月，我
们组织了西藏农牧学院和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的20多名同学，去通麦的十英
雄纪念碑敬献哈达，同学们默默怀念，
也承接英烈的嘱托。当 2020 级的益
西巴丹在碑前呢喃祷告，向烈士深深
鞠躬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眼中闪亮的
泪珠，正是这深入血脉的感恩之情，驱
动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秋天运动会的欢乐总是色彩斑
斓，同学们在操场齐聚，藏语、汉语的
歌曲响彻尼洋河畔，各类文化的交融
是那样自然，就如同河谷的风和云在
起舞。响箭的哨声也在操场一角划
过，那里既有响箭，也有传统弓，还有
现代的复合弓，大家一起切磋，标靶的
中心被一一射掉，迎来欢呼与掌声。
在文体馆西面的柳树下，藏族同学在
弹六弦琴，那种干脆的声音，不着急，
不复杂，娓娓道来，歌之蹈之，引得我
们几位老师也欣然参与其中。这一切
都是那样的自然、美好，文化在融合，
心灵在相通，友谊和亲情在成长。

最难忘的还是清晨树下，或者夜
晚路灯下孩子们读书的身影，他们的
神情是那样专注。由于文化课起点比
较低，孩子们理解和应用理论方面有
些困难，但是，他们的求知欲望是那样
强烈，我常常会说，孩子们求知的眼神

就像巴松措的湖水那样让你无法拒
绝。他们正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头，把一门门功课啃下来。我时常会
想，“苦干实干”用到他们身上很贴
切。我指导就业的 2020 级学生扎西
旺姆，几乎每次联系她的时候，她都在
图书馆。我看过她的学习笔记，可以
说是认真到了一丝不苟。当她兴奋地
告诉我她考研考了 290 分的时候，我
没有惊讶，因为正是她不怕苦的投入，
才有这样的成果。当然，光苦是不够
的，还要不断琢磨如何学习和利用知
识的方法，才能有创新，才能把西藏未
来的草学研究做好。

2020级林学考研的张露，深夜给
我发消息说她被中南林业大学录取
了。表达对我的感谢，她形容我说“这
般像呼吸一样自然散发着善意的好
人”。她说的好人，不就是对我援藏工
作的最大褒奖吗？我们每个援藏干
部，都在做这样的好人，不用豪言壮
语，尽力付出，帮助别人，这也许就是
30年来援藏的基本内涵。

飞机已经进入雅鲁藏布江峡谷，
能看到山腰的薄云在起舞招手，好像
在说欢迎好人回来。还是那句话，来
西藏，我愿意，来西藏，做好人，做对国
家和民族有益的好人！

（据《西藏日报》）

跨 越 山 河 去 援 藏
◆王 军

在北京，有很多读书看书的好
地方。我最常去的是未名湖畔的
那家旧书店。书屋不大，一眼到
底。靠墙处两座书架一字摆开，与
南北立着的另三排恰好写出一个
高大的“山”字。书脊五颜六色，一
股淡淡的油墨气，混着一丝潮霉
味。这气味来自旧书，虽不优雅，
我却甘之如饴。

我嗜读书，尤其喜读旧书。那
些拇指与纸张摩擦后遗留的指纹，
笔尖下流淌出的勾、划、圈、评等留
痕、注释，甚至于纸页中夹藏的一
枚枯瘪的树叶，恰如老物件久经盘
玩后沉淀的包浆，又如墨宝中前辈
大家的题跋、印章，皆是前人烙刻
下的珍贵足迹。我们正是踏寻着
这些足迹，跨越眼前的山海，翱翔
于历史的天空。

书山有路。我绕“山”而走回到
原点时，看向屋子的主人。自我进
店起，她一直坐在门口，低头看
书。我突兀地站在那儿，一时不敢
言语，直到她轻捻书页，“哗啦”一
声将我从沉寂中拽出。“有啥推荐
的旧书不？”她抬起头，
细细打量后，轻声问我：

“喜欢旧书？”见我点头
回应，她起身走到角落
书架处，抽出一本《平凡
的世界》。

此书是1994年发行的老版本，
页面磨损，背胶开裂处也用白纸修
补过。这些岁月痕迹，与这本书的
气质有微妙的契合。看着印有路
遥签名的绿色书皮，眼前不由得浮
现出陕北高原上那个质朴且倔强
的身影，还有那个中学时代躲在被

窝中打着手电筒阅读《平凡的世界》
的我。书中那些和土地一样质朴又
饱含热意的文字像一颗颗子弹，击中
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我气血翻
涌，浑身颤栗。那时，路遥似乎理解
了我，而我也似乎读懂了孙少平。也

正是从那时起，我同这个勤劳懂事、
善良细腻的农村青年一样，爱上了读
书，并从一本本书中汲取前进的勇气
和力量。

读旧书，除了读取其中的哲思与
妙趣，也为一睹书中作者和读者擦碰
出的火花。它是前人留下的足迹，更

是个人悟省的机缘。我曾在店里淘
到过一本魏巍名作——《谁是最可爱
的人》。它斜插在书列中，探出半截
身子与我打着招呼。只一眼，我便记
起父亲多次讲过的那件往事：他上初
中时在半天内将这篇文章背熟，并在

年近六旬时仍能全文背
诵。回到住处，我翻开
书，试着去挑战父亲当
年创造的纪录。当我看
到那场战斗结束后，烈
士们因为与敌人抱得太

紧而无法分开时，不禁心潮澎湃。第
二天清早，舍友见我背诵得实在太过
入迷，便说要送我一件礼物。几天
后，他从家中带回一枚刻着“松骨峰
英雄团”的纪念章。一问之下，这位
曾服役多年的老班长正是来自松骨
峰英雄团，“最可爱的人”的继承者竟

然就在我身边！
某些在过去发行少、受众小的专

业书，也只有在旧书店才有的卖。我
曾买到一本齐鲁出版社的《苍山方言
志》。打开旧书，读到那一句句熟悉
而陌生的乡音时，我就会忆起当年的
人和事。一切仿佛都在昨日，这感觉
很微妙，让我欲罢不能。我想，若是
将旧书拟人化，他应是一位沉稳内敛
的老中医，自带一种安静祥和、平易
近人的气场。老先生在身旁坐下，当
他手指搭在我的腕处，周围仿佛静
止，一切都那么亲切那么踏实。诊脉
结束后，我合上书页，才发现老先生
留下的医嘱就是书中的某句话。

不经意间给人惊喜，冥冥之中必
有收获，这正是旧书的无穷魅力，也
正是我寻旧、怀旧的情怀所在。

（据《人民日报》）

淘 书 之 乐淘 书 之 乐
◆王建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