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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印章生肖系列（2） 邓阳春

李忠学

主题和意义
何先鸿先生的《奔腾的嘉陵江》是一

部记写苍溪县农村信用社，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从小到大，成长发展壮大历程的
长篇报告文学。该作品不仅向读者展示
了该农村信用社从“草根金融”到“商业
银行”的蜕变轨迹，也为广大读者展示了
它63年来不忘初心，根植农村，服务三农
的辉煌历史。它浓缩了中国农信社时代
进程的历史，抒写了中国农信人勇于拼
搏的精神，它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村信
用社在祖国建设中立下不朽功勋的力
作。

《奔腾的嘉陵江》以饱满的热情向读
者描述了农信人排除万难，牢记本分，爱
岗敬业，艰苦奋斗，勇于拼搏，勇于担当，
勇往直前的鲜活场景。作品为人所感动
的正如序者张远国所说，“作品中每一个
人物都是一个符号，每一个符号都是一
种精神，每一种精神都是一座丰碑，座座
丰碑就是苍溪农信人不断稳步前行的见
证。”其实它也是中国农信人不断稳健前
行的见证。

书名的象征意义
作者将这篇报告文学命名为：《奔腾

的嘉陵江》，其含义是深远的，用心是良
苦的。

我认为《奔腾的嘉陵江》至少有以下
几层含义：

一、它是中国农信事业成长、发展、
壮大的象征

农信事业向嘉陵江一样，从无到有，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汇聚点滴而成溪，
接纳百溪而成江。作品在第一章“艰涩
的穿越”中用了“太阳下的诞生”、“困境
中的成长”、“蹒跚前行的磨砺”、“坚硬的
记忆”、“姗姗来迟的春天”五节，详尽描
述了信用事业的诞生，艰难的成长穿
越。它犹如嘉陵江的起源，穿越了千山
万壑，方汇聚成溪成河成江。

作品中记述当时信用社筹集股金
时，“往往组织几个人存款也就几毛钱”，
农民要给信用社入两元的股要花一年时

间方能凑够。信用社的人工资每月十
元，“白天支农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
劳动，生活费自付。信用社的办公地点
时间大多数是在田间地头，与供销合作
社配合，带上现金，背上农民所需的锄
头、镰刀、斗笠等生产工具，和当时凭票
供应的盐巴、白糖、煤油、火柴等生活物
资，下乡现场发放贷款。”这种“零距离”
与人民群众相处，建立了经得起岁月考
验的鱼水关系。淳朴深厚的感情，如此
真切地成为活在流光里的农信精神。

二、它是农信人精神品质的象征
作品通过七章详尽的记述，为读者展

现了农信人具有水一样的精神品质，在服
务三农的历史长河中，农信人像水一样孔
缝可入、百折不饶、勇往直前、无私奉献。
为了农信事业的发展，农信人更像水一样
不断积蓄自己的力量，不断地冲破障碍，
为农信事业的壮大奔腾不息。

三、它是农信人服务三农、助力三农
的象征

作品通过对有名有姓的40多个信用
人和被帮扶的几十个农户的记写，为读
者展示了农信人像水一样为服务三农提
供源泉，像水一样支农惠农而毫无怨言，
最终成为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服务县
域，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行业标杆。

四、它是农信人63年工作、生活状
态的象征

63年，农信人风雨兼程、奋斗不止，
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之
路，农信人和农信事业像奔腾的江水，永
远充满激情与无尽的活力。

精妙的艺术构思和生动的
人物记写

《奔腾的嘉陵江》以时间为经，采用
卡片式结构。全书由七个独立成章的部
分组成，每一部分如同一张卡片，每张卡
片都串联在时间这根轴线上。这种结构
形式表现作品内容自由度大，人物事件
均可信手拈来。

报告文学有的侧重写人，有的侧重
记事，有的侧重反映现象和问题。《奔腾
的嘉陵江》将人物事件、现象和问题有机
融合。尤其是在人物记写上，作者注重

了形象性、典型性、审美性。作品中写人
叙事，交相穿插，生动逼真地再现了人物
事件与场景，写出了强烈的现场感、现实
感、时代感,。

《奔腾的嘉陵江》出场人物较多，他
们主要来自两个阵营：一个是农村信用
社工作人员，一个是被服务对象——农
民。来自第一阵营有名有姓的人物有40
个，第二阵营的有十多个。作者把这些
人物放在火热的生活中，通过他们在服
务过程中的生活条件、态度、谈话、对工
作的思考，方式方法措施等记写，使形象
生动逼真，呼之欲出，感人之深。

譬如作者在记写农信人创业初期时
写到：“ 那时生活相当艰苦……借用乡政
府或其他单位的一间破旧土墙房子，一
张简易办公桌，一个凳子，一张老式木制
算盘。走乡串户如同家常便饭，肩挎一
个帆布挂包、一顶蓼叶雨帽，最好的就是
一把油布雨伞，一根拄路棍。打赤脚穿
草鞋，白天收存放贷，晚上在煤油灯下整
理账务和钱款……还要合理安排农业贷
款的去向，真正做到‘一点雨一点湿’。
放贷时先摸底生产队哪些是困难户，掌
握一个名单，和供销社的人一起背上农
民所需用具，没钱买就现场办理贷款。
大忙季节前，找板车把化肥农药送到贫
困队，赶上小春或大春生产……”

在为百姓的服务中，作者写到：为加
强柜面服务，实行“早开门，晚关门，接待
顾客要做到‘三声’，即来有迎声、问有答
声、走有送声。”并牢记“扶危救困”是信
用社义不容辞的担当。在“不怕边远争
一流”这节中，作者记写了李胜福根据实
际情况变通处理与百姓交心的爱心奉
献：“我到灵观村白某家清收多年未还的
贷款，发现其妻子双目失明，他本人也被
火烧伤，不便行动，子女常年在外务工，
自己当即掏出200元，表示这是信用社对
他的慰问。时隔半月后，白某托邻居帮
忙还清了多年未还的贷款。在其位，谋
其职，为百姓谋福祉。在我工作的30年
间，先后助学31户，金额7000余元。”

在“‘抠门’主任的亿元信用社”章节
中，作者为我们记写了彭必凯的优秀事
迹，“那些年为清收贷款……一天步行百

十里路，一月磨破三双鞋，吃的是窝窝
头，喝的是山泉水，不分白昼和刮风下
雨，跑遍了岳东镇16个行政村，承担了七
个行政村，37个村民小组，1585户信贷包
片任务，累计催收贷款2085万元，其中收
回 1970 年以来各种疑难贷款 200 多笔，
53.7万元。

在若干扶贫助贫项目中，农信人不
仅只是给予资金支持，而且还要为扶贫
户找项目，并做到资金、技术、销售服务
一条龙。这些人和事在作品中，比比皆
是，动人感人。

在“抹不掉的记忆”中，作者把农信
人的高贵品质，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社
会的优良风气记写得淋漓尽致：“1960年
冬天，八庙信用社派社员白汉杰到县上
背钱，他急急忙忙回去赶上年终决算，走
到鸡垭梁摔了一跤，背篼滚下山坡，附近
20多个社员赶忙过来捡钱，也来了几个
孩子，有社员说，‘摸不得，脱不了手！’社
员捡来钱有一大堆，一数分毫不差。他
又装满一背篼，歇口气喝口水，烧了两个
红苕吃了继续赶路……”“1968 年初冬，
龙山信用社主任向清喜下队催收贷款。
那天飘着小雪，一路滑的像鱼背，到了一
个山梁，实在下不去，他干脆怀抱账本，
披上塑料编制袋，连人梭下山坡。等他
收到贷款回到信用社，天已经黑了，浑身
是泥！”“1977 年，龙山信用社需维修房
子。信用社主任杨天甫走160多里山路，
去县上批维修款，第二天又要走路赶回
去。头天来时，他身上带的几角钱只剩
下一角八分了，就在老观吃了一顿饭，饿
着肚子，也没动用维修款……”朴实的故
事闪烁着光芒，敌得上千言万语的颂扬！

总之，长篇报告文学《奔腾的嘉陵
江》不仅向世人解读了苍溪农信从“草根
金融”到“商业银行”的密码，更为广大读
者展示了三代农信人信念坚定、坚韧不
拔、勇往直前的群雕形象，以及他们的精
神与灵魂。

倾情桑梓 叶绿万家
——读何先鸿长篇报告文学《奔腾的嘉陵江》

宁梓萌

“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人，因为执着，
我成就了我的梦想。好奇与冒险本来就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性，是人类进步的
优良基因，我不过遵从了这种本性的召
唤，回归真实的自我。”这句话出自郭川
所写《执着的人是幸福的》一书中。在我
认为，对于一个人的解读，他对自己本身
的认识是最重要的。而正如郭川所说，
他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他很幸福。

可能知道郭川经历的人会说，他有那
么好的工作，有那么好的前途，却放弃所
有，选择了一件望不到尽头还随时面对死
亡的职业，是不是太任性了？说实话，初
看郭川资料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北航硕
士毕业，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裁，后

又取得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学位，这
可不只是前程似锦，完全是“幸福”的生活
就在眼前，甚至不用伸手，无忧无虑的生
活就自己跑到你面前了。“我想重新开始，
不想活的像死鱼一样。”或许这就是“不安
分”的郭川选择航海放弃每天朝九晚五的
生活的原因吧。其实从郭川的早期经历
来看，他本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偏偏他还特聪明，想读书就读的很好，想
工作就能力超群，不想工作就辞职读书，
再到后来的选择航海。可以说，正是因为
郭川的这种对于梦想的执着，而他的梦想
并不是单一的，他的梦想是分时间段的，
才造就了他在不同领域上的辉煌成就。

最初知道郭川是在2016年中国劳伦
斯冠军奖的颁奖会上，他的妻子肖莉替
他去领奖。当时肖莉替郭川说的那一番

领奖词，让我对郭川有了新的认识，也让
我从心底佩服肖莉。肖莉说她其实什么
也不想说，只想在家里，领着孩子，看郭
川参加颁奖典礼，听他发表获奖感言。
可惜她没有等到……其实，了解的人都
知道，航海是一项既危险又艰难的运动
亦或是事业，但是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航
海事业密不可分，在面对密闭恐惧症、自
闭症、成日被孤独寂寞包裹下，郭川仍没
有放弃航海，而是对它爱的更加深沉。
在郭川2008年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时
（他是唯一一个亚洲人，唯一一个中国
人），他在已经被航海折磨得想到了自杀
时却依旧没有放弃没有退赛。他说，“我
是唯一一个中国代表”。或许有人会问，
既然从事这么危险的行业，那为什么妻子
会支持他？在颁奖会上，肖莉也说到，这

是因为爱。爱郭川对于生活的热情，爱郭
川做事情的执着，爱他的朴实，爱他对人
的诚恳……所以自然要支持他做他自己
喜欢的事情。我想，这也是郭川之所以能
够无牵无挂地在大海上航行的原因吧。

“人生不应是由窄变宽、由急变缓的
河流，更应该像一条在崇山峻岭间奔腾
的小溪，时而近乎枯竭，时而一泻千里，
你不会知道下一个湾口会出现怎样的景
致和故事，人生本该这样立体而多彩。”
郭川对于生命的执着，对于梦想的追逐，
即使他消失于大海之上，他的精神也会
永远常驻。我想郭川一定是含着笑离开
的吧，因为他将生命结束于自己所爱的、
所追求的事业上。

“生命最重要的不是享受，而是创造
和体验。”这就是郭川的信念！

执着的人是幸福的

梁飞翔

望江楼公园
望江楼公园，一个“草亭闲坐拈花

笑，竹苑敲诗带月归”的地方，是明清两
代为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而修建的。
以清代光绪年间修建的望江楼为代表
的古建筑群落和薛涛井、薛涛墓是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园内的古建筑群、
薛涛墓是主体，楹联和竹是特色。薛涛
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四川大学校园
搬迁至望江楼公园。一个极富有文化
气息、有江、有楼、有竹、有名人的园子，
是这里的品极。

望江楼也叫崇丽阁，高 39 米，是
成都的标志性建筑。三楼有一幅绝对
上联，至今没有人写出完美的下联。
四川大学曾经把“望江楼，望江流，
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
故。”的上联向全国征集下联，却没有
满意的结果。

楼上二层一幅由清代长联怪杰钟
云舫写的《题望江楼联》长达 212字，上
写蜀地风物，下叹自身遭遇，给后人留
下深深的思考。当年蒋介石飞离成都
去台湾的前夜，专门带着蒋经国去望江
楼读此联时，几度哽咽，泪如雨下。

上联“几层楼独撑东面峰，统近水
遥山、供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
烘丹景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
时而猛士筹边。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
了春闺宝镜。枇杷寂寞，空留着绿野香
坟。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憨蝴蝶，
总贪迷醉梦乡中。试从绝顶高呼，问,
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下联“千年
事屡换西川局，尽鸿篇巨制，装演英
雄。跃岗上龙，殒坡前凤，卧关下虎，鸣
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笙玉
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撒些闲恨闲
愁。曲槛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嗟予
蹙蹙，四海无归。跳死猢狲，终落在乾
坤套里。且向危梯俯首:看,看,看，那一
块云，是我的天! ”

历史总是神奇的巧合，钟云舫先生
逝于 1911 年，正好是中华民国元年，
1949年中华民国政权在大陆终结，望江
楼是蒋介石离去的终点。蒋介石的悲
情离开，或许这一幅长联正好写出了他
当时的心境。

一楼的那幅名联，写的是中国第一
女诗人薛涛。“古今来不少美人，问她瘦
燕肥环，几个红颜成薄幸；天地间尽多
韵事，对此名签旨酒，半江明月放酣
歌。”唐代由秦陇入蜀的薛涛，跟随韦
皋、元稹等多人，和多位诗人有唱和的
才女，官员身边的女校书(专校阅、处理
文字事务的女秘书)，如果不是很多时候
的忘乎所以和不着边际，其结局又会怎
样？如今，楼还在，竹还在，薛涛井、薛
涛墓、薛涛签、薛涛诗还在，她的故事和
传说也还在。她很美也很有才情，但她
美得很无奈。后人说她为元稹而进入
道观，相当于用污泥涂脸，不过是求得
寂寞与安静，个中缘由恐怕只有她自己
清楚。

薛涛一直是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当
她离去后，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
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可
惜，这一切的开始都在她的生命逝去之
后。活着的时候，薛涛的爱恨情仇都没
有过真正的意义，只有在她死后，一个
孤独的灵魂与土地的关系才真正的缠
绵，永久。

宽窄巷子
一条宽巷子，一条窄巷子，一条宽

宽窄窄的巷子。
巷子内外，人流密密麻麻，带着微

笑地流动。世界上很多很多拥挤的闹
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
野蛮，但宽窄巷子是个例外，它只有包
容的笑容，怡然的行走，丰富的美食。

在宽窄巷子，只要一脚踏进去，
便不想转出来。尽管摩肩接踵，却觉
得是一种享受。一溜儿的饰品、一溜
儿的美食、一溜儿的地方文化、一溜
儿的茶舍、一溜儿的商铺，带给我满
心的欢喜。在这里，古典的街上温馨
地布置着那些旧时光，很时尚的现代
文明充满了古旧的小屋。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们乐呵呵地
在这宽宽窄窄的巷子里吃着喝着，走
着坐着，说着笑着。

在宽窄巷子也不觉厌烦，是因为这
里充满弹性和包容，就连每一个铺子都
是艺术的范本，每一个铺名都充满温
情，不论时光是快是慢，不管韶华流不
流走，那些记忆都在，那些美好都在。
美食、民俗、特产……都沉淀了“行走”
的“四川记亿”，还有那“栖梧”的宽径、
窄径，在“白夜”的时光里留连忘返……

喜欢宽窄巷子，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喜欢它的高傲与宽容，忙碌与悠
闲。它高傲是因为它宽容，比如30元一
份的米线，80 元一份的猪蹄，10 元钱 3
个的小笼包子，不论何时，绝不降价，它
让你认识到这就是宽窄巷子，咋的！但
它的这种高傲有它的资本，它热情奔
放，气血饱满，骨肉匀称。每一个店铺
都有自己独到的特色，不可模仿，不能
复制。比如各个店铺的店名唯一、里面
的商品唯一，那些民俗风情产品、书画、
书签、玩具、工艺品都是绝版，绝不雷
同。这些特色，不仅充满了浓浓的文化
气息，更是一种集体的智慧。当这种智
慧成为习惯的时候，整个地域便走上了
一个更高的层级，提升了宽窄巷子的集
体心理和聚合能力。

宽窄巷子，让我、我们，身居闹市而
自辟宁静，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这，
就是宽窄巷子的力量，不论你是谁，无
问闲忙。

成都博物馆阿富汗文明巡展
“文化存则国家生”，这是我这次

“历史文化行”中看到的很悲壮且有力
量和自信的话语。

那些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珍
宝，在战火纷飞中没有消亡，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并代管，暂时在世界各
国巡展，进行实际意义上的流浪……

成都博物馆内展出的231件阿富汗
文物，都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它们
讲述着2000多年的阿富汗文明。

地处欧亚内陆的阿富汗，历代就没
有安宁过。古代的波斯帝国、马其顿帝
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
近现代的苏联、美国都用战火洗礼过这
片土地，每经历一次战争就遭受一次毁
灭，也带来一定的文明，阿富汗就在这
些战火中飘摇。所幸，这个国家因为文
化而没有消亡，在重建中的国家博物前
錾刻的一句话就是：“文化存则国家
生”。

巡展的文物中有公元 25——50 年
间的盘羊金像和金腰带、2000多年前的
玻璃制品、汉代的中国铜镜和竹杖、东
汉时期的钱币、公元1世纪恒河女神象
牙雕像、公元7世纪的铜壶和铜碗，它
们都做工考究。尤其是那个球面式石日
晷，是早于公元前145年的文物，晷面
朝内，有7条代表季节的平行线和11条
代表时刻的垂直线。根据日晷的平行线
现实，此日晷是为北纬 35.51°至北纬
38.28°之间的地区设计的，而阿伊哈努
姆的纬度是北纬37.10°，这在当时是一
个了不起的天文成果，至今尚可用。

可是，在2145年前就有这样文明成
果的国家，今天依然饱受战火的苦难。
这片土地，何时才不受仇敌、谎言和战
火之害呢？

看完阿富汗文明巡展，我想起我们
的祖国，在1840年以来不也经历过相同
的痛楚吗？这使我想起阿波罗神殿外
刻的一位智者名言：“人啊，认识你自
己！”和平与文明都不容易，我们，真该
好好珍惜。

金沙遗址博物馆庞贝出土文物特展
庞贝古城，地中海边繁荣了 600 年

的城市，一座不相信眼泪的城市，在公
元 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被火山灰瞬
间覆盖而毁灭。从此，一座古城销声匿
迹，再无人烟，成为永恒。

如今，我们了解庞贝古城的瞬间与
永恒，唯有通过当时那些考古发现的遗
留物。因为是瞬间的覆盖性毁灭，所以
街道、庭院、店铺、雕塑都完整地存在；
也因为是瞬间性的覆盖式毁灭，所以形
成很多真空，就连那些字画和妓女的物
品也在真空中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一
千余年后的考古发掘，为我们还原了一
个意大利古典时期的庞贝。

庞贝古城的毁灭时间，是中国的西
汉晚期，那一年，王充、班固在白虎观开
讨论五经的会议，形成了后来著名的
《白虎通义》。那时候的罗马、希腊都是
很繁荣富庶的国家，欧亚非洲的贸易往
来很是频繁，地中海边的庞贝不仅是商
贸的中间站，还是文化交流的核心地。
东来西走、南来北往的各路人马，在这
座城市互动，可以想象那时的庞贝是一
个多么有生机的城市。

城市因为人员的流动而繁华，庞贝
也不会例外。那时，各地的奇珍异宝都
在这里荟萃，不同风格的壁画、雕刻、建
筑、铸造、手工业等都在这里聚集。所
展文物中，有一座做工精湛，造型精美
的“家庭守护神青铜小雕像”。前倾的
身体，右腿弯曲，脚步踮起，右手持祭祀
酒器，左手环保象征着富足的丰饶角。
除了青铜器，还有阿波罗与奇特拉琴青
铜雕像、女神大理石雕像、海神尼普顿
雕像，大小与人物实体基本一致，表现
手法采用写实，做工讲究，线条流畅，神
情自然，只可惜阿波罗与奇特拉琴雕塑
上那个男神特征的前端被损坏了，留给
很多瞻观男女的叹息。

这些文物反映的年代和中国相比，
青铜器晚于中国，而石刻艺术却要早
些，中国的石刻摩崖造像盛行时期在魏
晋时代。西方文物更多倾向于展现外
在的自然，中国文物更多是展现内在的
人心。

庞贝文物，除了这些人类艺术之
外，最感动人类的，是大自然在毁灭庞
贝后，留下的 那些催人泪下的人体模
壳。在灾难面前，许多人来不及呼喊就
被火山灰覆盖，制造出永恒的人体模
壳。采用现代技术为模壳灌注石膏而
成的人体，就是一千余年前的庞贝人在
死亡时刻的最后定格，连最细微的皮肤
皱纹、血管脉络都清晰可见。

毋庸置疑，无问西东，文物反映的
是时空，是永恒。在当今不论哪个时
空，那些兴盛的术和寂寞的道，都得向
这些人类文明叩首。

结语
博物馆，让我获取了精神上的经

典，让我不放弃对生命的思索，让我从
心里给出对自己和社会的真心、正义、
无畏和同情。

人生短促，年过四十，要充分理解
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因此，我必
须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

聆听文明的绝响（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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