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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重镇，川南叙州，美食美景，宜人
宜宾，钟灵毓秀，人文渊薮，际汇三江，货
通五湖。巨浪滚滚挟金岷之势环抱，号子
巍巍奏诗词韵味悠长。西南半壁古戎州，
万里长江第一城，名播中华，饮誉天下。寻
幽览胜，当在东楼！

东楼者，在叙州南岸，史见于唐，毁于
水火，历代修葺，辛丑重建，背靠七星落子
“天权”文昌庙，臂挽金岷退敌“一箭”挂弓
山。于此半坡处，拔地十五丈，八层木构，
矗阁擎宇，亭廊对称，错落有致，匠心独
运，富丽恢弘。宣气势于黔滇，壮雄阔于巴
蜀，独领西南秀筑，享誉江湖名楼。

登临绝顶，一览三江六岸胜景；环楼凭

吊，垂涎四廊八角风光。螭吻凌空攀援，白
云婀娜出岫，琼阁飞檐揽紫气，玲珑雕栋御
青风。观夫城中之景：上玄下纁，春夏秋冬，
窃蓝青青棕绿与银红。暮山紫，海天霞，楼
宇参差，碧水三分；秋香色，软烟罗，市井繁
华，车水马龙。摩崖嶙峋以为鬼斧，山林竞
秀自是天工，奇云奔腾冲乎日月，长江咆哮
扭转乾坤。仰观即嫏嬛黄鹤之姿，俯瞰则磅
礴岳阳之雄。壮哉乎！半城青山半城楼，龙
盘虎踞阻江流。
晚风飒至，对月当歌，五粮玉液，怀古

独酌。漫漫兮茶马古道南丝路，悠悠兮江枫
渔火万里船。思少陵，追鲁直，忆东坡，星光
璀璨恰似仙境；品甘泉，食五谷，赏春秋，万
家灯火更是人间。此缘相聚有今生，举杯同
是宜宾人。呜呼，中国梦，绘宏图，拳拳赤
子，四维力张，修齐治平，合力兴邦，东楼新
启，乾坤无双。承盛世之气派，百代不殇，展
强国之威仪，中华永昌，同神州之崛起，谱
宜宾之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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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这部书，已经在中国乃至于
世界许多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国内
到国外都有了诸多肯定性的评价，说明它
在向世界各国读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声音方面，为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作出
了很好的表率。这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是
如何产生的呢？应广大读者之邀，我愿意
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一、《晏阳初》是一部什么样的奇书？
《晏阳初》是一部具有传奇性与神秘

性的文学作品。首先，它不是一部以研究
晏阳初为主题和目标的学术著作，或者说
也不是一部学术性的传记或评传。其次，
它不是一部关于晏阳初的年谱，更不是一
部年表，因为作者不是以时间为序进行罗
列和叙述的，所以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再
次，它也不是一部真正的“非虚构”叙事作
品，虽然其主要的历史人物及其故事情节
都是有据可查的，但是作者不是以历史纪
实的方式来进行叙述的，也不是所有的叙
述都是可以与历史事实进行一一对照的。
最后，它也不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因为
它没有像历史一样地向我们报告晏阳初
从出生到过世的每一天与每一月所发生
的故事，而是有所取舍、有所想象、有所构
思，作者也没有把它当成一部报告文学作
品来写。根据全书的内容展开与形式构
成，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部关于历史人物
晏阳初的一部传记小说。也正是因为如
此，才让这部文学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学性
与艺术性，作者也可以具有自我个性与特
色的话语方式，讲好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
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及其故事，并且是一
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晏阳初本是一
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作者却把他身上的许
多传奇性与神秘性挖掘出来，并以文学的
方式告诉每一个读者，如他是如何度过了
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如何远渡重洋到
了美国，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他又
渡过大西洋到了法国与广大的华工接触
而发生了命运的改变，后来又如何回到中
国，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平民教育运动与
乡村改造运动，又如何把中国的经验传播

到世界上几大洲的几十个国家的。《晏阳
初》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了这一切在外人
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件，让这本书具有强大
的探索性与很强的可读性。

二、晏阳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
物？

晏阳初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了不起
的教育大家与社会活动家，是一位具有世
界影响的中国乡贤，是中国近代以来少有
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第一，他是从中国西南
很偏远的小地方———巴中县走出去的一位
社会活动家。他虽然出生于书香门第，由于
特殊的原因，才有机会到了更高的平台，一
步一步地走向了世界舞台，成就了自己伟
大的人生。他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并不是因
为他的“定县经验”，而是因为他在世界各
国对于“定县经验”的推广。第二，他是他生
活的那个时代的了不起的思想家。第三，他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乡村
改造运动，是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
建制度之后，开始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并且
是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说明他正
是当时中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在南岳、
重庆所做的县级行政体制的改革，取得了
特别明显的成效，也为今天的政治体制改
革积累了许多经验。第四，他是中国现代卓
越的一代教育大家，不过他所从事的是为
许多人所忽略了的平民教育。平民教育是
那样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晏阳初是中国平
民教育的先驱者，也是平民教育的思想家
与实践者。作家苗勇创作这部文学作品最
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中国和世界，我们
不能忽略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存在
与重大的思想价值。

三、《晏阳初》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底
色？

作为一部以历史人物为对象的传记
小说，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重要的思想价

值。第一，作者以一个与历史人物同乡的
作家身份，向读者讲述了一位具有“世界
级影响”的历史人物一生的故事，具有深
厚的情感与乡土背景。如果这个历史人物
与作者没有什么关系，不存在故土情结，
写出来的作品是否可以如我们所见，就很
难说了。正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讲述
的故事，许多人并不知道有晏阳初这么一
个历史人物，深深地刺激了他的创作欲
望。那么，第一层思想底色就是作者自我
的存在，主观的个人愿望与客观的历史事
实之相遇与统一。第二，作者站在人类的
高度，重新发掘了历史人物晏阳初所具有
的思想与伦理价值，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动
荡的年代里，晏阳初以及那一批特别优秀
甚至杰出的人才，在以河北定县为中心的
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重要实验与伟大实
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并
且他们及其言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
此，第二层思想底色就是人类的情怀与道
义的坚守。第三，作者站在中国现实发展
的高度，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
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与当代中国的乡村振
兴战略及其实施联系起来，揭示了历史人
物晏阳初身上所具有的实践意义与当代
价值。因此，第三层思想底色就是为今天
而说昨天，主要目的还是为今天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提供思想资源与情感动力。第
四，作者把晏阳初放在整个人类的历史
上，并在世界视野之下来进行整体叙述，
让他的故事与理论和今天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论相联系，说明晏阳初时代就有那
么一批关心人类社会底层百姓命运的先
驱者，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论提供深厚的历史背景和重要
的历史经验。因此，第四层思想底色就是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提供借鉴与典
型的个案。以上四个方面的思想底色和思

想主张，让这部书在思想上具有继承性与
开创性，在与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相关联
的许多重要思想主张上，具有某种程度上
的集大成性。

四、《晏阳初》具有什么样的审美价
值？

思想价值是一个方面，艺术价值是另
一个方面。《晏阳初》不仅具有重要的思想
价值，也具有多重的艺术价值，不论是思
想价值还是艺术价值，最后归结为审美价
值。第一，以章回体为基础的叙述结构。虽
然这不是一部典型的章回体小说，但作者
所采取的叙述方式却是一章一回的理路。
每一章标题的字数都是基本相等的，结构
也是一样的，如“第一章：少年求学，寒门
男儿初长成”等。小说正是以一章一回的
方式，将晏阳初曲折坎坷的一生进行了有
起有伏的讲述，让我们感知到了叙事的魅
力。第二，诗性语言的经营与建构。小说叙
述中有诗词的存在，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
一个传统，且语言具有浓厚的抒情因素，
哲理与情趣的融合，达到了汉语之美、声
韵之美、图案之美与线条之美。第三，对可
视化艺术效果的追求及其所达到的高度。
全程采用可视化的呈现方式，把历史上的
一切人物与现象，如电影镜头一般地组接
在一起，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了看
电影一样的享受，这在其他传记作品里是
很少见到的。第四，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
恰当把握与深度揭示。在这部传记小说
中，涉及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包括
一些声名显赫的政要与商界人物，作者并
不只是提及他们的名字，而是当成小说历
史来进行塑造，特别注重表现他们的内心
世界与情感活动，所以读者对于这些历史
人物形象，特别让人感动。历史已经过去
了那么多年，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历史人
物当时想什么，但作家可以这样写，这就
是文学的笔法，更是文学与艺术的魅力之
所在。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副会长）

读《张忠孝通江行诗选》有感

滋滋青杠茂，

澹澹素心兰。

玉女勤执墨，

金童锦绣篇。

致词作家谭波先生

碧潭水响起鳞波，

丹凤群群化玉娥。

未饮醇醪皆已醉，

游龙拨浪万支歌。

车过保宁府北

东君灼灼抚吾肩，
我盼冰心感亦然。
念执自来凉爽爽，
耳窗磨磨共春眠。

因诗歌这座桥梁，把我和李斌连在了
一起。日前，我收到了他的新诗集《在诗歌
微弱的光里执迷不悟》，如饥似渴读完全
部作品，多有感触，印象较深。诗集分上、
中、下三辑，92首诗 20余万字。内容涉及
生活的许多方面，细读之，大体上可以从
中了解到作者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同
时更加佩服其对诗歌创作的深厚功底。窃
以为，此诗集中的每一首诗，皆以小见大，
诗中有我，言之有物，情景交融。其特色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笔耕以勤为本。有人说过，每一个人
都有某种天赋，而天赋要从爱好中去发
现，并辅之以后天培养、训练和个人勤奋
努力，如此可能大有成就。李斌从小爱诗，
在中学时代初试牛刀，此后愈发不能自
拔，在诗歌领域越陷越深、越走越远，因为
他要把诗歌创作作为人生的事业的组成
部分。年轻时，他就已认识到时间的极端
重要性：时间就是生命，所以，诗集的开篇
《把时间拖长》中就写道：“路只有那么长，
我要把时间拉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几十年坚持“在诗歌微弱的光里
执迷不悟”（《钉子户》），然而，在创作的路
上，他发现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虽然“想
往高处走，走得急”，难免“两三步就抵达

了枯萎的山顶，再往上走，失望堆积成了
绝望”，这时，他并未退缩，选择了“纵身一
跃，诗歌接住了我，我顺着诗歌的节奏”
“把贫穷的时间奢侈地度日”（《我的屋》）。
并持之以恒，“在坍塌的混凝土块上，栽种
小草小花的诗句”（《继续走》），使“最不可
以苟活的诗歌，也全都苟活了”（《坚持》）。
我边读边想，他为什么对诗歌创作如此锲
而不舍？原来，他早已对诗歌的价值有着
独到的认知：诗歌像“玻璃杯的温开水，把
疲惫泡出回甜”（《自喝一杯白水》）。当然，
其诗句的引申含义远不止于此，但我们仅
就创作论之，他能取得成就，无疑是“天赋
加勤奋”对他的回报。

抒情以纯为美。凡是人，都有“喜、
怒、忧、思、悲、恐、惊”之七情，而每一种
情“生于感，发于触”，一旦时与事即意象
触及到任何一种情感，便可“言发为声”，
而诗歌则可借意象托物言志，寄情于物，
是抒情的较好的形式。可以说，凡好的诗
歌，都是表情达意的夺目的精神产品。但
是，无论什么体裁和形式的诗歌，无论言
词多么绮丽和技巧多么高明，它都必须
为“情真意切”的内涵服务；必须是“意蕴
悠长”，其味耐嚼，而非无病呻吟；必须要
有情怀而识人间烟火。正如作家冯梦龙

所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
人”。关风亦即关情。如李斌抒发对老婆
的真诚并未信誓旦旦，而是站在“人民商
场门口等候的人群中……商场的灯一盏
盏地熄灭”，整了整思绪，“露出几分笑
脸，迎接她坐在自行车后面”……随着人
生阅历增长，许多新的观察、体验和认知
不断成熟老练。他在《九寨沟、水》中写
道：“把所有人赞美过的词，都安放在心
底，让你一眼就看透世间的底色。”当他
看到“还是有人蒙混过关”（《顺水去花
山》），“生活，只喜欢光鲜的嘴皮”（《在什
邡：没有诗歌》）之时，便喟叹“如果心也
如此白，人就是自己了”（《在大千纸坊见
手工宣纸制作》）。他对人格修养的追求
则是“白云是飘逸的新娘，而我们等待的
/ 是她散尽后天空最干净的蓝”（《天
空》），“留下来，做一朵米易天空的云，自
己干净，天空也干净”（《做一朵米易天空
的云》）。他认为做人应该“比水柔一点，
比钢硬一点”（《攀枝花、钢的水》），应该
“没有多余的脂肪、有着足够的力气”
（《童年》），“诗像青山 / 像流水，但一定
不要像人间轻浮”（《在米易看到晚归的
夕阳》），随时“把自己的心和肺翻一翻，
晾一晾”（《晒书》），否则，就会“风一吹会

掉下来摔得支离破碎”（《站在楼顶边沿
的小鸟》）。到那时，“如果诗歌活了，我就
是茶杯里的那个月；如果诗歌死了，我就
是天上那个月”。我的理解是，无论生与
死都要做一轮明亮光洁的月而与日同
辉。李斌朴实无华的诗语，以纯美之情取
胜，不仅言如其人，更能打动万千读者。

创作以新为贵。创作，当为创新之作。
不断创新，才能确保其长寿基因的记录性
和遗传性，从而使之青春永驻。无论旧诗、
新诗，都必须说新话，有新意；必须“务去陈
语”，力避炒剩饭。通读李斌诗集，他做到
了。仅就遣词造句，就给人以新鲜感。他幽
默地表达了自己缺乏创作灵感，说“我的胡
子比我的文字生长得快”（《在什邡：没有诗
歌》），“把对方调侃得越低越尴尬，我们的
笑声就越温暖越饱满”（《兄弟》）。他的《借
给》，其构思与技法，前两段写景，后两段言
情，与旧体诗《七绝》殊途同归。《如果泪》连
用五个“如果”一气呵成，结语自出。当他自
乡进城取得暂住证时，“我脸上露出一平方
米的笑意”，那种兴奋劲夸张劲，谁都会捧
腹，他的这种快乐带来了无数个快乐。《我
是一棵水泥地上的小草》连用“六个站着”，
盛赞小草之骨气，既歌其形，更咏其神。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学写旧体诗的人，
读了这本新诗集，真是令我耳目一新，深
感许多诗语是旧体诗无法表达的。因此，
作者的想象力、创新力以及对意象的敏感
度和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于我很有启
发，我当认真学习借鉴。

当然，李斌虽然已经在创作的路上奔
跑，今天的成就也并非尽头。我相信，他一
定会登高致远，创作更多新作以飨读者。

做一轮明亮光洁的月
———读李斌诗集《在诗歌微弱的光里执迷不悟》

刘道平（四川成都）

《晏阳初》是如何炼成的？
邹建军（湖北武汉）

哦！五月四日

你躲着我多少年了

岁月匆匆，你藏在哪里

我已记不起

那篝火旁的圆舞

那草地上的恋曲

那盛装的彩服

那庆祝的典礼

我已红尘尽染

我已身心俱疲

几十年打拼的日子

我有成功，有赞誉

心儿却是苍凉迷离

我的心啊，你冷了吗

须眉雪，鬓毛霜

一定就是老了吗

五月四日，

今天 我与你重逢

心儿又有了激动

仿佛再见少年的希冀

仿佛再见青年的梦想

哦！五月四日

我的上树掏鸟

我的下河洗澡

我的春燕呢喃

我的夏蝉鸣叫

哦！五月四日

我年轻的女神

又看到你青春的灿烂

岁月的流年

“哈哈哈！老师，张心和的脸变成小花
猫了！”“你的脸还不是花的！”咦？今天我
们原上草文学社为啥这样热闹？原来老师
要带我们做手工游戏，叫作吹画。

一开始我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
不太懂吹画是什么意思。直到我通过老师
的讲解后才懂得，吹画顾名思义是用嘴巴
吹出来的画。

首先，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 A4

纸，看着这张白纸我陷入了沉思：到底要
吹什么呢？

突然我灵光一现，“有了！”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黑色墨水滴几滴

在 A4纸上，接着鼓起腮帮用力一吹，一根
弯弯斜斜的树干就吹好了。但是我想，只
有光秃秃的树干怎么会好看呢？画是艺术
品，应该很美的。这时，我有了一个好主
意：在树干上选好不同的点，用嘴对准这

些点，轻轻地、慢慢地吹出树枝。刚开始，
我很紧张，生怕吹不好。等心里平静些后，
我再吹。我坚持一个信念，功夫不负有心
人。不一会儿，弯斜而有点像竹节的树枝
就吹成功了。

有了树干树枝后，我觉得还缺了什
么。于是，我又选择了红色的墨水，再点到
树枝上：哇，一朵梅、两朵梅、三朵梅……
我全神贯注地盯着画，不敢走神，生怕一
走神画就不好看了。

终于，我的墨梅图完成了。我兴高采烈
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不禁想起了唐宋八
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梅花》中的诗句：“墙角
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指导老师：石隽）

三月，春风拂面，春姑娘活泼地来到
了校园里。

校门旁是挺直的银杏树，它早已脱掉
了秋天黄色的衣裳，长出了新的嫩芽。那
嫩芽像一只只婴儿的小手，又绿又新。它
们紧紧地靠在银杏树妈妈身上，等着长
大。银杏树旁边是桂花树，桂花树此时已
没有了秋天的芳香，而是抽出了一片片嫩
叶，鲜嫩的绿叶好似小精灵一样闪耀在树
梢，可爱极了。

操场边，几棵叫不出名字的大树围绕
着操场，大树上竟然还有几片黄色的叶
子，这是秋妈妈不肯离开我们的校园吧！
不过这却给树添了点特色，因为那黄叶子
像小星星一样点缀在绿叶中，煞是好看。

再来到小花园，一眼望去有个似小水
滴的花苞，那会是什么呢？哦！原来是四季
栀子开了呀，白色的花瓣迎着春风在舞蹈
呢！来，我们凑近闻一闻，啊，伴随着春风，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真是又美又香呀！旁
边的松树一如既往地翠绿着，直得跟尺子
一样；叶子犹如一根根细针，在冒出的新
叶中，针却是柔软的，摸摸，痒酥酥的，好
舒服呀！

在走廊尽头，一小片粉嘟嘟的花朵一

下子进入了我的视野之中，我本以为是红
梅，走近一看，不，那不是红梅，那是海棠，
红似绸布的花瓣在春风中摇曳，虽然没有
花香，但是却那么显眼，那么漂亮。

走到教学楼，同学们的读书声和老师
的讲课声，声声入耳。再看到宣传栏上写
着：“大任于斯，源自阳光”，我仿佛读懂了
这句话的含义，赶紧向教室跑去。
三月的校园别具一格，惹人喜爱。我爱三

月，我更爱三月的校园。（指导教师：朱煜）

学生习作选登

校园的春色
成都高新大源学校四年级六班 辜晨怡

心爱的墨梅图
成都高新大源学校三年级六班 张心和

东楼赋
胡吉（四川德阳）

青年节抒怀
杨祥维（重庆）

闫明亨诗三首
（四川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