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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宝库中，以散文诗
的形式描绘地域文化的作品并不
多见。四川诗人黎冠辰自 1991年
起便致力于探索这一独特的创作
路径。他的《巴蜀风散板》，不仅是
他多年来创作的结晶，更是对巴
蜀故土深情的回馈。

三十余年来，黎冠辰带着对
民俗文化的深厚情感，踏遍了巴
山蜀水的每一处角落。他在诗词
上的才华将巴蜀的山川、历史、贤
哲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经过层
层筛选与打磨，最终成就了这部
集文史、诗学、审美价值于一体的
作品。
《巴蜀风散板》中的人文历史

对于读者而言并不陌生，诸如司
马相如、诸葛亮、杜甫、苏轼等历
史人物，以及大禹治水、都江堰、
金沙遗址、三星堆文明等故事，都
在我们童年的课本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记。作为巴蜀之子，黎冠辰对
这些历史的理解和感悟自然更为
深刻。他将历史与地理紧密相连，
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诗意的
提炼和升华。

这部散文诗集分为八个章

节，如同八个乐章在巴蜀大地上
回荡，余音袅袅。开篇即描绘了巴
蜀饮食文化的特点：麻、辣、烫，这
不仅符合读者的期待，也展现了
作者对章节编排的巧妙构思。这
些风味不仅代表了饮食文化，也
是这里生活的人们性格的象征。

书中最令人浩叹的章节，是第
四章《透山明水》，其中写到举世闻
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始建于
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 256年-前
251年）的都江堰，为蜀郡太守李
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
组织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
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
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
工程。其鱼嘴分水，划出内外二江，

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巴蜀地区发挥
着防洪灌溉的巨大作用。据《战国
策·秦策一》：“田肥美，民殷富，战
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
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
之雄国也。”

此外，黎冠辰除了以睿智的目
光、敏锐的洞察力，亲切地讲述都
江堰旧址、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
等历史古迹，还对巴蜀地区极具地
域特色的民风民俗：川江号子、摆
手舞、竹枝词等，作出了细致入微
而富有思辨的深度解读。我们知
道，每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成，并非
一朝一夕，而是与其历史轨迹、生
活习俗等有着重大关联。

在当下诗坛，以民俗文化为

依据且钟情于散文诗创作的诗
人，仍旧不多，可谓凤毛麟角。所
以，我们才会看到黎冠辰在书中
发出呼吁：用现代诗歌语言来写
民风民俗，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
望，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粘贴，而是
一种发掘，一种传承。他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其《巴蜀风散
板》关注现实范围广泛，切入点独
到新颖，点面结合，深浅均有反
映。而且他的文字真诚、质朴、唯
美，作品也凸显出巴蜀文明的“朴
实而美丽”之美感。

读罢此书，我认为，诗人黎冠
辰真真切切地做到了这么一点，
那就是：让好书以体面的方式呈
现在读者面前。

刘大军，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
书画家联谊会会员，中国白溪书画院会员，
中国书画家联谊会新文艺书画家工作委员
会特聘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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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暮色（外一首）
邵永义（四川）

山柏花落满小路
谁家的炊烟在黄昏
缭绕成跨江的白云
半坡荔枝红了
树下的女人走过
青涩与饱满的岁月

鹧鸪声中
怀念播种的季节
秧盘堆上船时
杏黄衫儿如帆飞扬
划桡板的小哥哥刚亮嗓子
一只白鹭蹁跹而来
在牛背上站成翘首的观众

回家

太阳还未下山
那青翠的官司草就黄了
那抽穗的狗尾巴草就枯了
那穿红布鞋的人就走了

让风来换个结吧
让夜托个梦吧
让红布鞋踏着露水回来
村口的路牌
已把家掉在了岁月里

等一缕风（外一首）
秋深（四川）

相见恨晚，小城在等一缕风
催开世间各种各样的花朵
红月季，白玫瑰还有丝瓜花
彼此不说话，相忘于露台大的江湖

日子的裂缝在挤一首诗
阳光像一群放飞的鸽子
在我的书房轻轻荡漾

不远处的三两只新蝉，点燃
内心不安分的火焰
催熟母亲粗糙的老茧
在屋顶随意种下的几树无花果

黄玫瑰

窗前的黄玫瑰，一朵两朵
弹着风中的吉他
三朵四朵，翻越隐秘的围墙

蝉鸣品茗昨天的故事
飞泉对饮一曲轻唱的老歌
朝露漂洗灰土样的日历
和梦中反复念叨的小名

黄玫瑰，你在拈花记里
收割立秋以来
我们之间隔着的一场雷雨

黄玫瑰，你将一杯浊酒的等待
误读成白发岁月的一条长河

春光（外四首）
路力（甘肃）

一束束和煦的春风
放大了村庄的情绪
神采飞扬地盛放
万花筒一般与宇宙同辉
一群回到家乡的燕子
盘旋在幸福的高棚
桃杏烂漫的村庄
不断扩延山的边缘
桃花吻红了村姑的脸蛋
儿时的粉红色回忆
一直珍藏在春天的记忆里

踏青

一群踏青的鸽子
梦回青春乐园

唤醒时光梦想的孩童
枝头的鸟儿唱起甜甜的歌谣
春光明媚的日子
躲进农家油菜花的喜悦
尽享蜜蜂忙碌的甜蜜
远处的山岗
在白里透红的歌谣中
醉得一塌糊涂

回忆

儿时的春光，被天真的风
捎往记忆的枝头
柳笛吹拂杏花
一阵阵欢笑声，白了少年头
我站在时光的码头
岁月的湖水，倒映着我的影子
儿时的杏花已落在两鬓

春风

一股轻盈的舞步
醉在二月青柳的发梢
低垂的羞涩沉落
三月大地的小草上
已是桃花白了头
你是端庄的四月天
过往的沧桑已成一道风景
舞步映衬在梨花的脸庞
白里透红的故事
一定有春天的相约

与凤行

渴望已久的心愿
炙红了彩虹的脸庞
高远的志向飞向大雁
羽毛渐丰的春意，践行远方的诺言
凤凰涅槃，向北的雄心
在南国情思的红豆中萌芽
掀起一封封褶皱的信笺
读着爱情的誓言
与凤同行，春暖花开

墙角
闫相达（辽宁）

影子如被遗忘的诗
静静地缠绕。在时光裂缝里
每一道划痕都是故事
微痕像雨后的青苔，记录着无言
哀愁。残留的气息如断弦

静谧的夜，唤醒沉睡的记忆
角落的我，如同被遗忘的音符
在岁月的琴键上，轻轻敲击唤醒

蹲坐如雕塑，凝视着无尽的黑夜
每一笔都刻下
心中的疼痛与坚韧
是茧，也是翅膀的起点
等待破晓；记忆
如残烛，照亮孤独的路
也在角落里燃烧，虽微弱
却不愿熄灭

或许有一日，我会从这里起飞
带着曾经的疼痛
寻找那片属于自己的黎明

临江仙·眉州新筑
吉向鸿（河南）

眉州山川蕴文华，端赖三苏显声。
两宋进士八百名。
人文第一州，千载诗书城。
新创住宅第四代，户户庭院空中。
高层装扮森林城。
古蜀文明地，榜样立新功。

在东北，小米饭不仅
是一道美味的食物，更是
一种文化的传承。经过时
间的蒸煮，依然散发着沁
人心脾的香气，不仅香在
嗅觉里，也飘香在记忆
中。
父辈们播种谷子的

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一
个人赶着马拉的犁耙，把
垄豁开，后面紧跟着有播
种经验的人背着“点葫
芦”，一下一下地敲打着，
把谷种均匀地散落在垄
沟里，用扶子培上一层适
中的土，再用马拉的石磙
子压一遍才算播种完毕。
在空旷的田野里，“点葫

芦”有节奏的啪啪声，石磙子滚动的吱
扭声，与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犹
如一曲动听的春播交响乐，回荡在微
风轻扬的上空。
一场春雨过后，谷地陆续长出了幼

苗，约一寸多高就开始薅谷子了。薅谷
子是细致活，也是最累人的活，通常都
由女人来做。谷苗和各种杂草同时生
长在一起，必须用手把谷苗周围的草
拔掉，还要把谷苗留成拐子苗。这个活
全是蹲着完成的，一天下来，累得腰酸
腿痛。此刻，想到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
小米饭，也便舒缓了身心的疲惫。
为了保证谷子的纯度，在谷子快要

成熟时，还要拔一遍“谷友子”。待谷子
完全成熟后，还要把谷子割下来，打成
均匀的捆儿，运回家，放到场院里，再
找来三五个邻家人，一起帮忙摘穗碾
穗打下新粮，人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
着收获的喜悦。为了能让谷粒尽快变
成小米，要在场院的空地上不停地翻
晒，谷子晒干以后，送到碾房去碾米。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序，一袋袋金黄的
小米才算破壳而出。
在我的生命中，小米饭不仅伴随了

我整个童年，也成为了我难忘的记忆。
时至今日，小米饭仍是我的最爱，尤其
是母亲用大铁锅做的小米饭，再配上
黄瓜、葱、菜叶蘸上大酱，在每一口的
品尝中，都能感受到岁月的痕迹，都能
吃出一种特别的味道。那一碗碗小米
饭，那淡淡的米香、金灿灿的颜色、滑
腻的口感，那香甜浓郁的味道，是故乡
的味道，是亲人的味道，是妈妈的味
道，至今蜗居在我的心里，正慢慢地植
入骨髓。

赴一场与白鹭的幽会
刘峰（湖北）

每一年初夏，我会走向郊野，
去赴一场与白鹭的幽会。

进入夏天，郊野的绿秧田，又
出现了白鹭的身影。胭脂色的晨曦
下，或橘黄色的夕照里，一只只白
鹭栖在溪畔树林，远远望去，宛如
一团团雪。总有一两只白鹭，立在
高高的树梢放哨，随着柔韧的枝条
起伏，如踩跷跷板似的，气定神闲
中带有几分机敏。

此刻，一只只白鹭在我眼中，
是典型的小家碧玉，纤巧、玲珑、娇
俏，仿佛童话里的白雪公主，好比
著名绘画大师林风眠笔下的仕女。
起风时，有的白鹭会像孔雀开屏一
样，不停地抖动蓑羽，仿佛新娘的
婚纱被撩起，有一种蚀骨之美。

而令我最为着迷的，是绿秧田
的白鹭！

“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白
鹭忽飞来，点破秧针绿。”此时节，
尖尖的秧苗才插不久，正在返青。
白鹭飞来了，点破如针芒般的绿秧
田，仿佛栀子花飘落田间，俨如水墨
丹青的留白。

三三两两的白鹭，在秧田一边
静静踱步，一边静静觅食，宛如小小
的白云在秧田飘移，点点白影倒映
水田，格外雅洁、恬静、柔美。弯弯
曲曲的田塍，给秧田镶上了一道道
相框，远远望去，白鹭宛在画中。

此时，我喜欢坐在一旁的青草
坡，慢慢欣赏白鹭之美。

白鹭是那么的乖巧，一点也不
怕人，它们娴静地踱着步子，黑水晶
般的眼睛盯向水田，一旦发现目标，
“唧咕”一声，将长喙伸入水里，飞快
地衔起一枚青螺，或一只小虾，或一

尾小鱼，霎时，水面绽开了一朵褐色
的花朵，漾开一圈圈碧螺纹。

有时，由于兴奋，我不禁拍起手
掌，惊起白鹭在秧田上空飞翔。

白鹭的飞翔，是那么的轻盈、
舒缓、自由，美得超凡脱俗。蓝盈
盈的天穹，绿茵茵的田野，白鹭仿
佛一只只从《诗经》里飞出的精
灵，只见它的颈子弓成“S”形，一
双翅膀开开合合，舒展自如，一对
纤纤细腿朝后并拢，笔直而伸，微
微上翘，仿佛一对秀美的挠钩，一
如飘逸的汉隶。

再瞧倒映在秧田的影子，有一
种梦幻般的美，使人想起曹植笔下
的洛神。

偶尔，秧田上空飘过一片云，秧
田变得青阴阴的，白鹭的羽毛随之
染青；偶来一场雨，白鹭栖在淡青色

的雨雾里，变成了一团团朦朦胧胧
的白影儿，有一种无言的凄美。当云
破天青，一道彩虹挂在秧田上空，到
处清光闪闪，白鹭儿又变得分外活
跃起来。雨洗后的它，不染纤尘，是
那么的雪白，一如雪山般圣洁。

田间有小溪。因刚下过雨，浪花
飞雪中，不时有鱼儿跃起。冷不防，
一股激流击在石上，“唰———”溅起
一朵洁白的浪花，惊得白鹭拍翅而
起。当它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虚惊，又
翩然落下，有一种“跳波自相溅，白
鹭惊复下”的诗情画意。

白鹭在哪儿，哪儿就是一幅画！
最喜欢王维的这一段诗句，“积雨空
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
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白鹭，
仿佛初夏的韵脚，串起了整个夏天
的诗行。

刘禹锡在《白鹭儿》一诗中写
道：“白鹭儿，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
敌，众禽喧呼独凝寂。孤眠芊芊草，
久立潺潺石。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
碧。”他笔下的白鹭，又是那么的高
洁、清雅、飘逸，给人一种禅意。

在这个初夏，与一群白鹭相守，
我的心不觉洁净、柔软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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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在菜市场买菜时发
现有马齿苋，遂买了一把回家做
成凉拌菜，清脆酸爽，又品尝到了
以前在老家时的野菜味道。

老家地处川东丘陵地区，野
菜的品种很多，每年从春天开始，
就有各种各样的野菜生长在田埂
边、山坡上，有叫上名的也有叫不
上名的，有特别好吃的也有不能
吃的。大大小小的各种野菜格外
鲜嫩。

小时候，生长在田野上的野
菜，经过春雨的浇灌，那酥软的土
地里，各种野菜争先恐后钻出泥
土，嫩嫩的，绿绿的，在我们眼里
就成了春天最美的颜色，遍布着
野菜的飘香，也是我们在田野到
处挖野菜的季节。

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很多菜
篮子，几乎人手一把镰刀。我每天
放学回家后就提个篮子，拿把镰
刀游走在田间地头，有时候早上
都要出去一趟，把一天的野菜备
齐。

小时候经常挖野菜，自然也
就知道哪个地方长什么野菜，哪

个地方的野菜最多，潮湿的地方
和麦田里荠菜、蔝蒿（也叫撵脚）
比较多，田埂边长得最多的是折
耳根、鱼鳅串，地堰上则以苦苦菜
和浆浆菜居多。荠菜是最熟知、最
常见，也是吃得最多的一种野菜，
喜温暖耐寒力强，只要有阳光，土
地不干燥，都可以生长且长势较
好，食用方法多种，我们就经常去
挖这种野菜，每次都能挖到满满
一篮子。

在田野挖野菜时一般不单独
分开，碰见啥就挖啥，掺在一起，
回到家里再一种种分开。母亲总
是根据不同的野菜做出不同的食
物，例如荠菜的做法很多，一般是
焯水后炒食、凉拌、做菜馅、菜羹，
有时候也用来煎荠菜子，食用方
法多样，风味特殊；蔝蒿剁细用盐
和葱花等调料拌匀，和在面粉里
用来蒸粑粑或摊烙饼子；折耳根
洗净后用来凉拌或者煮汤，具有
较高的药用价值；羊蹄尖有的叫
耙耙菜，叶子细长还有点毛茸茸
的，麦地里很多，挖得多了就炒着
吃，味道和荠菜差不多，少了就打
个鸡蛋做成汤；只有苦苦菜不太
好吃，难以下咽，但母亲用来做成
豆腐的拌料，吃起来就不那么苦
了。

进入夏天后，随着天气的逐
渐炎热，野菜也发生了变化。有的

野菜已经变老，有的野菜才开始
生长，挖野菜的品种也开始更新，
灰灰菜、马齿苋、蓬蓬菜等又成了
我们开挖的对象，茎叶虽然有点
老，但阴凉地方长得还是很嫩。有
的野菜如马齿苋，在锅里用水焯
一下再凉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每次我们都争着吃。还有一种野
菜叫野蒜，混在苞谷面里蒸着吃，
十分香甜，很有特色。

夏天还有一种萋萋菜，也叫
地米，得等到打雷下雨之后才能
吃，什么原因不知道，只是听大人
们说的。地米的野性十足，生长特
别快，一场霹雳雷雨过后，林地
里、山坡上遍地都是，生长迅速，
长势旺盛，但生命周期很短，太阳
出来一照射，天气变暖就没了。只
要雨一停，我们就立马去采集回
来，淘干洗净后，用来炒着吃或者
打个鸡蛋包包子，那个味儿简直
不摆了。

秋天和冬天的野菜要少一
些，有的像人荇菜、马齿苋等秋天
也可以吃，但由于秋天庄稼都收
割了，对野菜的需求也不是那么
迫切，我们挖野菜的时间也就相
对少了。

散落在乡下的野菜，发挥了
它特殊的作用，我对野菜的特殊
感情泯灭不了，飘香的野菜，那是
我对故乡亲切的怀念。

飘香的野菜
邓明峰（四川）

雨敲窗。展卷读画。
画是旧画册。一页一页地翻，

在晨间时光。晨间读画别有一番
情趣，雨是新雨，滴滴敲窗响，茶
是明前茶，茶香氤氤氲氲，一室书
香气，沉浸其间，不胜惬意。

倏忽间翻到子恺先生的《红
了樱桃，绿了芭蕉》，该画作是收
录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
《子恺漫画》中的一幅，毛笔墨线，
黑白相间，木格窗扇半开半闭，肥
硕的芭蕉叶临窗醒着，桌上瓷盘
间樱桃数颗，圆润如新，燃着的香
烟半睡半醒，一只蜻蜓闻香而来，
立于窗外半空。这画境，正是应了
宋人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流
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句意，也正是“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的题字与出了线的
芭蕉叶交相辉映，使得画
境更为动人心旌。

其实，子恺先生后期
还有一幅《红了樱桃，绿
了芭蕉》，设色纸本，彩色
渲染，先生思乡心切，作
画寄君匋，画作以故乡石
门湾缘缘堂书房为主画

面，格子窗，窗外的芭蕉，桌上的
樱桃，以及翻飞临窗的红蜻蜓，无
不洋溢着先生深深的念乡情。

掩卷良久。白瓷盏杯底已养
出一圈茶渍，仿若画页上绛紫色
的蜻蜓翅羽。

亦有红樱桃的色调。融融的
暖。

起身，望向窗外。雨还在落
着，对屋的檐瓦上溅起的雨雾茫
茫一片，像梦，未醒的梦，在瓦楞
间起伏。杨树浓密的枝叶婆婆娑
娑地笼在屋脊上，午间的炊烟升
起，哦，不是升起，是从烟囱口刚
溢出来，就顺着瓦楞匍匐着，间或
升腾起来，又被这雨雾笼了回来。
风安静睡去。有人在瓦屋纸窗之
下，生了红泥小火炉，烧水沏茶。
这样的天气，适合沏一壶祁门红
茶，祁门红茶能调出人内心的暖
意。

庭院深深。

庭院一角，确有一树樱桃，在
雨里兀自殷红。

樱桃红，透亮，晶莹，掩在绿
叶片下，有几分躲躲闪闪的迷离。
雨雾中的樱桃叶却是那般绿，绿
得似乎从叶片上垂落的不是水
滴，而是从檐前落下的一滴梦，摔
碎在叶片上。淘气的孩童从檐下
猛然跑入雨中，一溜烟便躲在了
樱桃树下，猫着身子，伸手摘樱桃
吃。

这画境，亦是入得画的。
入画，最好是写意，最好是车

前子笔法。车前子也是画过樱桃
的，寥寥数笔，已是红了樱桃，绿
了芭蕉。车前子的樱桃画作该是
收入《懒糊窗》的，懒糊窗好，懒糊
窗的窗棂半开半闭，有子恺先生
画境。

此刻，人在纸窗下，半窗烟雨
半窗红，一庭旖旎一庭梦。

红了樱桃，少了芭蕉。

红了 绿了
任随平（甘肃）

巴蜀风华：黎冠辰笔下的历史文化荣光
吴荣强（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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