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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蕊

忙完手头的工作后，我喜欢抬头望
一望远处的山脉，将整个身心都浸入到
那一片山色中。或是踱步到走廊尽头的
平台，微微站定，静静地感受着山间草木
的气息涌入身体。

和在小镇上所见的群山不同，小镇
坐于秦岭深处，一簇一簇的群山胡乱堆
砌在眼前，整日云气翻涌，只让人觉得这
山的雄伟挺拔，气势凌人，多有山野村妇
的泼辣直率。

而小城山脉平缓，一路逶迤而去，像
是古人蘸着淡墨随意涂抹了几根线条，
若隐若现。山间云雾是从两座山之间缓
缓升起来的，飘飘渺渺，一眼望出去，只
让你想到小时候背过的那一句“只在此
山中，云深不知处”。

山腰上还有一两家住户，掩映在那
一片繁茂的树丛中，若不细瞧，定是看不
出来。这样的布局，只让人想到含蓄，像
极了写意山水画，那小小的亭或是小小
的人总得在一片片山水中去寻。寻到
了，欣喜一番，寻不到，也不觉得有什么
遗憾。

记得多年前读过一篇写塞尚的小
文，写他从四十多岁起就长期居住在圣
维克多山下的一座小村庄。他深深地被
圣维克多山的奇异山形和壮观景色所吸
引，于是，寒来暑往，二十多年来满怀深

情与敬仰，一根线条一根线条地描绘着
圣维克多山的四时之美。

他在一封家书里写道：我可以好几
个月也不必改变位置，在这画一座山。
就在他写完这封家书不久，67岁的他外
出作画时因遭遇暴风雨而病倒，一周后
便与世长辞。作者及后人这样评价塞
尚：他把一生舍给了一座山。

是啊，我常常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
毅力让一个人可以静静地画一座山画二
十多年，而我们却总是不断地想要逃离
一座座大山。记得在小镇的时候，常常
为自己深陷群山而忧心忡忡，如今走出
来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怀恋着当时的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的
种种情形。

如今虽离开了举目皆青山的小镇，
却常常于繁忙的工作间隙去寻山。因为
它的隐忍、它的静默、它的包容和它的坚
守，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我该怎样应对
生活的难题。于我而言，一座座山，便是
一处处心灵的归宿。

若是有闲，就静下心来看一看山吧，
或许它给你的启示远比你想象的多。

风中掠过炒栗香
冬日里，吃一捧焦糖味的糖炒栗子，

最是幸福。
下班后，一个人走进暮色中，寒

风凛冽，挟裹着炒板栗和烤红薯的焦
焦甜甜的气味儿。每天走在小城的街
道上，一日日地看着两旁的梧桐叶变
黄变枯，亦看着街角旁的小商小贩从
用水泡菠萝、卖冰粉冰淇淋变成了炒
板栗和烤红薯。

愈往街口走，炒板栗的香味儿就愈
加浓郁，深深吸一口，让人沉醉不已。不
必看，也知道是街口的大叔在炒板栗了。

走近瞧时，炒板栗的大叔旁边已
经围了三五个等着买板栗的人了。只
见他坐在那里，就着一口大铁锅，将
一个铁铲深深地插进紫黑紫黑的沙
里，再使一猛劲翻炒而上，栗子随着
细沙“哗哗”地往下落。他不停地在
大铁锅里搅动，一颗颗板栗就在闪闪
亮亮的黑沙里不停地滚动着，炒啊炒
啊，直炒到一颗颗红檀色泽的鲜板栗

“啪”的一声炸裂开来。
最初的鲜板栗放进锅内是没有什么

气味儿的，可随着铁铲的翻动，一丝丝焦
糖味儿就从锅内缓缓地飘出来。最先闻
到这香味儿的是炒板栗的大叔，紧接着
是附近等着买板栗的顾客，再渐渐地渐
渐地，整个小城的人们都被这一丝香味
儿给勾着走了……

“老板，来一斤！”
“老板，来半斤！”
“随便来点儿，家里孩子馋得很呢！”
……

板栗已炒好，提前等着的人们便争
着抢着想要成为第一个吃上这热气腾腾
的炒板栗的人。

大叔赶紧拿出备好的袋子将炒好的
板栗装好，称称，咧开嘴笑笑，用手指指
称上的数字，有时候也做个数字的手势
给顾客。熟客都知道大叔是个哑巴，自
己接过板栗就看了称付钱，只有新来的
客人，会稍稍愣一下，再笑着递过钱。

我也买了半斤板栗，从大叔手中接
过板栗后，微烫，却觉得十分的温暖。

每次吃炒板栗时，总会想到汪曾祺
老先生写的《栗子》，他说他的家乡高邮
原来没有炒栗子，只是放在火里烤。冬
天，生一个铜火盆，丢几个栗子在通红的
炭火里，一会儿，砰的一声，蹦出一个裂
了壳的熟栗子，抓起来，在手里来回倒，
连连吹气使冷，剥壳入口，香甜无比，是
雪天的乐事。

本想着回家慢慢吃，可一想到老先
生的描述，实在抵不住这诱惑，赶紧取出
一颗板栗，剥开它外面的那层焦黄发亮
的外壳，整颗扔进嘴里：满满的焦糖甜味
溢满口腔，再细细地嚼着，面面的，糯糯
的，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当即不由得感叹，吃栗子，又何止是
雪天的乐事，这是整个冬天的乐事啊！
想来也正是因为这寒风中时时掠过炒板
栗的香味儿，才让整个小城在冬日里变
得温暖可爱起来。

看山（外一篇）
王清蓉

比阳光更早醒来的，是山川，是草
木，是热切的期盼。不管在望远山，还
是龙神岩。

身披夜色而来的，都是虔诚的守望
者。

我们守望一片星空，在李家乡澄澈
的深秋。

凌晨五点的森林，雾深露重。弯月
安静地斜挂树梢，密林深处，初醒的牛
铃打破夜的沉寂。一只彻夜不眠的秋
虫，在耳畔自说自话。

仰望，是朗阔千里的星天。俯身，
是静谧深沉的山峦。

一抹星云，柔软了深蓝的夜。
我们守望一段黎明，在群山苍茫的

尽头。
随秒针跳动的，是颤栗的心，是挂

着最后的一片秋叶的树枝。很多颗颤
栗的心，构成人间。

天空与远山的边缘，远山与天空的
边缘，那一线粉红的光，撕破了黑夜的
寂静。黎明终将抵达心灵的雀跃。

龙神岩下，千山绵延，云岭纵横。
我们守望万丈阳光，在1866米的高

度。
层层叠叠的山峦，努力托起那枚橘

红的太阳。阳光穿过深秋，穿透云层，

洒向脚下的万丈深渊与崇山峻岭。
阳光的羽翼，抚慰万物。

阳光里听涛
你说，希望可以回到月色溶溶的夜

里，听风吹过松林。那缕飘着松脂清香
的风，清新了半生的记忆。

你说，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路过。
今天，在秋日的阳光里，我用脚步

丈量这段距离。
离天很近的李家乡，阳光是清澈

的，风是清澈的，林涛是清澈里的那一
抹幽深。每一针松叶都挂着阳光的愉
悦。

这个秋天让落叶松包裹。天地间，
暖黄与深绿交融成诗。

林间小路向纵深处蜿蜒，脚下是厚
厚的松针，轻轻一踩，宛若回归母体的
安宁。

我愿意在阳光和松针写就的诗意
里躺下来，替你进入安谧静暖的梦境，
听松涛阵阵。让松针上的阳光滴在脸
上，让流动的秋风带来密林深处马儿的
嘶鸣，填满梦里的空白。

穿过你的梦境，一抬头，纯粹的蓝
就落进眼底，化作一汪泉。

秋光里，一只松鼠在松枝上晃悠。
还有一只乌鸦，衔着纸杯去了远方。

大山日出（外一章）

王吉琼

大山的时光，有些慵懒。风过处，
露寒更深，从北斗七星开始，那些叫出
名、叫不出名的星星，皆找好各自位置，
把银辉落在李家林场的每一条路上。
从踏进这里第一步开始，我便知道，我
离你很近，这里有着泥土的清香，从那
一群飞鸟树丛盘旋天空开始，狗尾巴花
已是有些瑟瑟。

你是那年少轻狂的梦，我追逐在时
光里，从懵懂无知到被城市森林划割的
伤痕累累，我却在回首里，才发现今天
能一亲芳泽，那颗心早已有些潮湿。我
曾经试图把你挽留身边，却发现你总是
无情的，让我唏嘘不已。

大山的落叶松，从落叶那一天起，
根根松针如同绣花针，把念想捻成花
线，绣成了暮秋图。被大山拥抱的时
光，从来是安静的，那声声鸟鸣，无一丝
杂音；那一声犬吠，可以穿透林间小
道。还有路旁的格桑花，秋风起，把时

光摇曳在花瓣里。从第一缕霞光初见，
我把三千烟雨红尘，皆装进一壶浊酒
里。

借我一片空白，我把你涂抹成一朵
清云，落花成殇，落叶成泥。归去归去，
你在山峦里，看水墨青衫轻舞；你在龙
神崖，你在望远山，与阳光一起，蒸得满
山霞瑞，层林尽染，把眼神遗落在你走
过的地方。

你敲打着风声，我听松涛阵阵，如
同初见般任青涩漫延，来来回回，兜兜
转转，我的悲喜皆被你收藏。

白云一片片，你越过山川，拥抱着
大树，那里的夜色阑珊，月色朦胧，你是
悠扬的一首歌，我把音符刻在眉间。原
来，你是我心头难以忘怀的一道光。

被大山拥抱着的时光，挂满晚秋的
朝霞，闯进我的心里。

今天走进你，那些在城市里沉睡的
温暖，在大山里渐渐醒来。

被大山拥抱着的时光，我多想，把
你收藏在我的心里。

被深山拥抱着的时光

黄 莉

故乡在雨城。
雨城盛产茶，也盛产竹。房前屋

后、道边路旁，家家都种竹，处处可见
竹，或三五株成丛，或连片成林。斑竹、
苦竹、慈竹……品种繁多。竹竿笔直齐
齐伸向天际，竹叶似剑婆娑起舞，映衬
在青瓦白墙的村落间，和着飘渺的笛
音，摇曳成我色彩斑斓的童年。

儿时，竹林是我的乐园。掏鸟窝、
寻竹荪、捉笋子虫,常常让我和伙伴们乐
不思归。而最让人难忘的该是竹筒饭
了，在带节的竹筒里放入米和切碎的香
肠、腊肉，加进刚采摘来的新鲜豌豆，放
在火上烧烤，等到饭熟的时候，还没掰
开竹块，饭的清香味儿就让我们的口水
流了出来。没有筷子不要紧，折两根竹
枝当筷子吃起来更香啊！

青青翠竹伴随我一天天长大。
后来，我到外地上学，继而参加工

作，尽管与竹的接触越来越少，但每回
故乡，走在祖屋前那条翠竹掩映的青苔
石板路上，踩着松软的竹叶漫步于竹林
间，总会找到儿时的记忆与欢乐。

参加工作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我考
调到了远离故乡的川北小城，从一名

“农艺师”成为一名“检察新兵”。因为
工作较忙，偶回故乡也是来去匆匆。故
乡的竹就成为我心中美丽的情结，成为
记忆里最美的风景。

川北小城里，我的家在顶楼，屋顶
有一个小花园。一天，朋友下乡回来，
兴致勃勃地送给我一份“特别的礼
物”——两棵枝杆细矮、竹叶细密的灌
木状竹子。朋友说，这是她从剑门山下
带回来的，名曰“剑竹”。我大为惊讶，
还以为在少雨的川北，竹子是极少见的

“稀罕之物”，哪知道，剑门雄关峭壁之
下还有剑竹！我小心翼翼地把竹栽到
花园里，看着瘦弱的剑竹，我心里不无
担忧：它能否顶得住小城凛冽的北风？

为了尽快适应新岗位，我全身心投
入工作和学习中，日子过得紧张而充
实。阳台上的两棵剑竹也安然过冬，在
第二年春天长出了五根细细的竹笋。

就在我来到川北小城一年后的第
六天，就在那个春末夏初温暖明媚的日
子，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了。那是一段让
我终身难忘的日子！白天，我和干警们
一道投入抗震救灾工作，晚上，我坚持
记录我们的工作，及时反映抗震救灾的

动态，报道身边的先进典型，传递危难
中的温情，鼓舞大家的斗志……令我惊
讶的是，我家阳台上的那丛竹，竟然没
受到地震的影响，生机盎然地长成了一
道小小的风景。

2009年，经过艰辛的努力，从“土壤
化学”专业毕业的我顺利通过了国家司
法考试，之后，我从政治处调整到反渎
职侵权局工作。正当我从初涉业务工
作的“陌生感”到逐渐体会办案工作
的“成就感”时，院领导希望我回政
治处工作。经历了地震灾难的洗礼，
我更深地懂得了“责任”二字的含
义。我郑重接受了这份任务，并全身
心投入到每一天的工作中。宣传报
道、学习教育、慰问职工、志愿帮扶
……就是在这日复一日琐碎的忙碌
中，我用心感受着政工干部点点滴滴
的“苦与乐”，并努力传递政工干部的

“正能量”。当新进干警得到妥善安置
而全身心投入新岗位工作时，当在打
给退休老干部的电话中听到“我近来
身体尚好，感谢你们挂念”的温暖话
语时，当被打开心结的干警送上一个
信任的微笑时……我真正理解了“政
工部门是干警之家”的深刻含义。

时光荏苒。阳台的剑竹也在静默
中簇拥成一道“绿山墙”。

2018年的春天，阳台上剑竹又蓬勃
抽出新笋，展开了新绿。而就在这个明
媚而热烈的初夏，我的工作历程也迈向
了一个新起点：通过员额制检察官遴选
考试，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检察官。
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知道，

“人民检察官”不仅仅是一个光荣的称
号，她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一份使
命！

一日，邀朋友到家中小聚。我对朋
友说：“你看，这竹长得多好！它虽不如
我故乡的竹高大茂盛，但它多精神！就
给了它那么一点土，它却给了我们这么
美的一道风景！”朋友微微一笑：“人如
其竹。”

我若有所悟。这川北的剑竹，扎根
贫瘠土壤，却仍精神抖擞，顶风傲雪，自
成风景。不正是无数在平凡岗位上默
默奉献的人民检察官闪光人生的真实
写照吗？

依稀中，我仿佛又回到了春天的故
乡。竹林间回响着飘渺的笛音，笔直的
竹竿，似剑的竹叶，摇曳着斑驳阳光，照
耀破土而出的支支新笋……

剑竹情

汪爱萍

那是一种踏实的、低沉的、浑厚的声
音。

那声音如此真切，它沿着我的小腿、
脊柱而上，直冲耳膜，提醒着我眼前的这
一切不是幻相，亦非梦境，而是实实在在
的山河画卷。而此时此刻，我正身处其
中，是画中人，亦是赏画人。

那是鞋底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咯吱咯
吱”的声音。“水墨苍溪县，雪舞老鸱山”,呈
现在我们眼前的，正是这幅天人合一的鸿
篇巨制。溪药文化博览园，老鸱山望水
台，这是俯瞰苍溪县城全景的绝佳去处。

一湾碧水，拥抱着小城。小城日新
月异，高楼鳞次栉比，是女人的新妆，一
日一换；江水碧绿澄澈，浩浩荡荡，是男
人的臂弯，静美有力。大街上车水马龙，
滨江绿道初具规模，清晨黄昏，常有晨练
的人在步行道上慢跑，感受着小城脉搏
有力的跳动。

此时,漫天飘絮，小城被这场等了十
年的大雪美醒了。而我脚下，药博园正
将它别样的美丽一一在我们眼前展开。
丹参、白芷覆盖着厚厚的雪棉被睡得香
甜。皂角树藏起了尖利的刺，穿着厚厚

的棉袄，憨态可掬。树上的石斛也一改
平日招摇的样子，变得稳重起来。

瑞雪兆丰年。650亩中药材，趁着在
这场大雪集体隐退，修炼，生长，我似乎
听到它们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生长拔节的
声音，那是明年好收成的前奏，是老百姓
的福音。

雪是香的。药文化广场上的药菊虽
容颜老去，却仍将白雪染上一缕淡淡的
菊香。掬一捧药菊上的雪，一股冷香直
冲天灵，如醍醐灌顶。忽然想起《红楼
梦》中冷香丸的制作，倘若加了这药菊上
的雪，也许才能真正治好宝钗爱慕富贵
荣华的热毒罢。

沿山脊青石小径一路向上，过怀菊
亭、茱萸亭，直达山顶。群山之中，唯老鸱
山为峰，老鸱山顶，唯弘养楼为首。此楼
上下五层，虽然正在修建，但青瓦六兽、飞
梁画栋已隐隐可见，其正处于群山之巅，
真是有掩不住的大气，藏不住的风流。遥
想此楼初成，登高望远，看苍山水墨如画，
赏碧水大江东流，论苍溪千里风云，慨梨
乡日新月异，临风把酒，和风而歌，怀古论
今，当真是人生乐事。“弘养”二字深得药
博园精髓，养身、养神、养壮志，利国、利
民、利千秋。有大抱负者，方有此大胸怀；

唯实干者，才能将梦想变现实。
山上风大，雪花打着旋儿，把人包裹

其中。同行的人建议去正在修建的中药
博物馆避避风雪，得到一致认可。可惜
我们去的时候博物馆还处于最后的布展
阶段，未对外开放，但工作人员的简短介
绍已经让人心生向往。中医药是国之瑰
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
贡献。还记得小时候，覆盆子、薄荷、鱼
腥草，金银花……那些田间地头不起眼
的小草常被母亲采回家，家里人头痛脑
热，虫叮蛇咬之类的小毛病，这些神奇的
药草往往能药到病除，因此对中医中药，
我心中感觉特别亲切。现如今居于钢筋
水泥森林，路边再难寻觅那些药草踪迹，
曾经每每想到有一天若我给孩子讲述关
于金银花、鱼腥草之类的故事而她却不
知所云时，不免心生遗憾，而老鸱山药博
园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缺。待到晴日当
空，带孩子们漫步其中，和他们一起识别
路边的各色中药，一起在中药博物馆了
解这些神奇小草的用途，当真是周末踏
青的不二之选。中医药文化需要传承，
而苍溪药文化博览园实在是绝佳载体。
走累了，旁边就是中医药康养洗浴中心，
让一场药浴，洗去游子满身疲惫；让一缕

药香，熨帖我们每一根神经。
环山公路上有几栋连排别墅，是返

乡的创业人所建，据说以后会打造成民
宿。独门小院，自成一体。当真是退一
步田园牧歌，进一步红尘繁华。若累了，
归来作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广场上有一假山，假山上有一座鸱
雕，目光炯炯，展翅欲飞。《山海经》有云：

“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乐鸟，其名
曰鸱。”选址老鸱山建药博园，苍溪县委
县政府不可谓不深思熟虑，用心良苦。
药博园集生产、教育、科研、休闲、体验于
一体，岂止是“一首三身”，当真是“翅翮
金色，两翼广三三六万里。”

“飞雪带春风，徘徊乱绕空。”悬壶广
场的四大药王，神农氏、孙思邈、李时珍、
张仲景，一改平日里庄严肃穆的样子，大
雪挂在他们的眼角眉梢，倒显得面目慈
祥喜气洋洋，想他们生平所学，能在苍溪
汇集传承，发扬光大，实该大感欣慰。而
像药博园这样生产价值与经济价值共
增，教育科研与休闲体验一体的济世良
药，就算是药王们再世，大概也是自叹不
如，望尘莫及吧。

看江山如此多娇，数英雄人物，还看
今朝……

雪访药博园

作词：徐梦雅
作曲：吴立群
演唱：韩磊、雷佳

词曲作者介绍：
徐梦雅，作词人，中国音乐著作权

协会会员，代表作有：《国泰民安》（上海
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主题曲）、《爱难脱
身》（电视剧《脱身》主题曲/片尾曲）、《总
有幸福在等你》（电视剧《欢乐颂》片尾
曲/主题曲）等。

吴立群，中国内地音乐制作人，吉
他手。1987年，吴立群加入广州太平洋
影映公司艺术团，在各地巡演中得到音
乐界前辈认可，被誉为“华南第一吉他
手”。1988 年，开始做编曲和音乐制
作。1994年，由他担任吉他手的西藏风
土民情音乐专辑《阿姐鼓》发行。其代
表作有：《阿姐鼓》、《央金玛》、《冈拉梅

朵》、《天籁绝唱》、《可可西里》等。

创作幕后故事：
2018年6月9日晚，上海合作组织青

岛峰会灯光焰火艺术表演在青岛奥帆中
心倾情绽放。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绚烂
的焰火腾空而起，点亮无垠的夜空，如同

“上合之光”在辽阔的天宇绽放。
当晚的演出，以孔子名言“有朋自

远方来”为主题，分为《天涯明月》《齐风
鲁韵》《国泰民安》《筑梦未来》《命运共
同体》五个篇章。在第三篇章《国泰民
安》中，著名歌唱家韩磊、雷佳携手献唱
新歌《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是专门为本次峰会创作的
主题曲。该作品主题宏大，意象深远，描绘
了一幅跨越时空的“盛世中国”画卷，表达
了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共进，风雨同舟”的
决心和信心。 （本报记者张园文·图）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国泰民安》

明月峡·女子文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