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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秀

诗，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我反映”
的模式，正如黑格尔所说：“它（诗）所处
理的不是展现为外在事迹的那种具有实
体性的世界，而是某一个反躬自省的主
体的一些零星的观感、情绪和见解。”在
泥沙俱下的现实世界，能够摒弃浮躁，坚
守初心，让生命回归本真状态，追索自
然、灵魂深处的美，这是伍国雄诗集《城
市的青蛙》留给我的鲜明印象。诗集分
为“山水之间”、“父亲、母亲、乡亲”、“城
市的青蛙”、“自言自语”四个章节，可以
说是这种“自我反省”的情绪表现，完全
真实地展现了作者隐秘的情感世界和内
心世界。

山水田园，是古往今来诗歌创作始
终绕不开的话题，它源于南北朝的谢灵
运和晋代的陶渊明，到了唐朝，以王维、
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为代表的诗
人，将山水田园诗推向了顶峰。但古代
文人写山水田园，大多以描写自然风光、
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
长。在《城市的青蛙》中，作者不仅仅刻
画山水的美、灵动，还赋予了山水灵魂。

“石梯走到尽头，大垭口便站在风口∥唤
马、三川、天观在这里歇脚∥红叶已经喂
饱了土地∥寸松在闲言碎语中，行得端、
坐得正”(《大垭口》)。石梯是高度和长度
的对角线，有了高度和长度就有了坡度，
作者正是沿着石梯的坡度，从山下一步
步登上山顶。在登顶的过程中，作者始
终以仰视的姿态丈量山的高度。山水是
有生命的，是会说话的。人类在山水之
间，何其渺小，何其卑微。敬畏世间万
物，万物定会惠及苍生。“谁要把巨人的
头颅割下∥谁就会背负万世骂名∥不
信?你看”，“此地无银，但遍地三百两黄
金∥在你宽广的心怀，我双手合一∥对
苍生来一次虔诚的膜拜”(《千年银杏》)。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个性化的语言表达
形式，展开对人与山水关系的探索，对山
水的关注与颂扬。对山水的仰视与敬
畏，都源于对生命存在形态的深切追
问。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造就的一切杰
作均是那样难以捉摸，纵情山水，徜徉于
大自然的怀抱歌咏唱和，书写千古风流
文章。这一主题延伸到当代新诗，面对
现代文明的浸染，能够寻得一方未经雕
饰的山水实属难得。在大自然面前，人
就是万物苍生脚下的一株小草，或者石
子，或者尘埃。“我是路面石板缝一株小
草//以一种仰视的姿态//以一种卑躬的
心情”（《翠云廊》）。当然，作者的仰视不
能简单地理解成傲慢，它更是一种信
仰。在仰视的同时，作者敬畏自然，亲近
山水，对自然、对生命、对一些不可预知
的存在形态，常常望而生畏，并深切追问
那些悬而未解的答案。

萋萋芳草，依依乡愁。亲情、乡愁是
诗歌创作的另一主题。对故土、亲情的
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叶落归
根是特定的人文情结。“水井湾”、“板
栗”、“油菜花”、“碾”、“磨”、“风车”、“枷
担”、“镰刀”、“墓地”、“机耕道”、“拖拉
机”、“山歌”、“坑坑地”、“碑碑梁”、“腊
肉”、“麻雀”、“蚯蚓”、“黄桷树”等等故土
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人一事跟着一
行行文字游走，其艺术触角延伸到日常
生活的空间，扩展到丰富的情感世界，让
读者找回一种久违的感觉——轻松、惬
意、宁静、新奇，还带有一丝沧桑。“日子
生动，二叔走了//来不及给自己立块墓
碑//几株狗尾巴草在坟前磕头作揖”
（《石匠》），“父母在水井湾留守//那清澈
的井水//散着热气//咕咕直往外冒”（《水
井湾》）。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载不
动，许多愁”。情感传递与抒发是诗歌最
本质的特点，它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意
义场景。作者在探索其作品构建属于自

己艺术空间的同时，并以一种充满个性
的艺术语言，营造具体的意象空间，表达
自己对亲情、对父母、对乡土的理性思
考，这种尝试无疑是成功的。

现代人对城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的日益高标准要求，势必会产生一些焦
虑和冲突。听说有位从农村来城市跟儿
女生活的老人，每天儿女上班后，老人便
坐上公交车，从小区坐到终点，再从终点
坐回小区，每天如此。有人问老人何故，
老人说家里没人说话，坐坐车听别人说
话。城市青蛙，叩问苍生。在作者笔下：

“今年，隔壁邻居搬到了省城//儿子远出
求学，一条鱼鼓起眼睛//盯着另一条鱼，
然后递过去一杯水//然后一声叹息掩盖
了另一声叹息”（《闲置的鱼缸》）。作者
在构织这些带着孤独和充满无奈情绪的
梦境时，其作品所传达的最深刻与最本
质的情感，仍然是对人生寂寞、惆怅和忧
伤的感知，对城市空巢老人精神需求的
呐喊。《小贩》、《病房》、《茶室见闻》等作品
对现实社会“城市病”作了深入剖析，在作
者笔下，它无疑是沉重的。习近平总书记
曾说：“文艺的根基在人民，文艺的源泉在
人民，文艺的精髓在人民，文艺的前途在
人民。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人民的需要是文艺
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一切影响社会、
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
要求和人民的心声”。“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是新时期检验文学作品所彰显
的社会良知及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准。

“在井底，青蛙是宇宙的王∥说他目
光短浅、狭隘自大的人∥一直在试图拒
绝各种谎言∥蛇、田鼠，在稻叶上养肥了
虫子∥餐桌上，看见一盘火爆田鸡∥就
像看见父亲，在田间匍匐的样子”(《城市
的青蛙》)。“城市的青蛙”，给读者广阔的
想象空间，也折射出作者真诚做人、严肃
创作的人生态度。青蛙栖息在田间地

头，有时也潜伏在水里，一般是夜晚捕
食，是害虫的天敌，是庄稼的守护神。“山
坡上风大，草木枯竭//羊饿坏了，翻山越
岭//城里阳光普照//这是多好的去处啊，
羊说//人们围着不合群的羊//议论纷
纷//一锅热气腾腾的汤//没有堵住散发
腥味的嘴//人们啃完了最后一根肋骨//然
后爬上山坡//吃草”（《冬至》）……如何活
着，如何面对不可掌握的未知，在尘埃落定
之后的灵魂如何安置，面对种种困惑，“信
仰”的意义似乎显得愈发重要，这是作者
在诗歌创作中不断拓展内涵的理解。

伍国雄是我早就熟识的诗歌作者，
近几年公开发表了不少诗作，作品多次
获奖，入选文集。国雄是敏感的、细腻
的，同时也是忧郁和寂寞的，他在诗中对
生活幽深的体味，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中
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视角空间，以寂寞忧
郁的情绪诉说对身边一切事物的向往与
感悟，他带给读者的，既有无限的朦胧与
忧伤，又有敬畏与仰视的浪漫。他字里
行间坚韧、率真、豁达、刻骨铭心的倾诉，
形成了明晰而破碎、深切而灵动的意象
空间。诗集最早取名“天命之年”，是作
者想对人生的一个阶段作个总结，这我
理解。后用《城市的青蛙》作为诗集名
字，更好反映了作者的一种人生态度，这
我也理解。作者曾自嘲，他已过了写诗
的年龄，读了作者的诗，我们完全有理由
相信，他的诗歌创作才刚刚起步，并且蕴
藏着巨大的潜力。

“诗言志，词言情”（王国维语），文学
是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城市的青蛙》
眼中不仅仅是一口枯井，一方边缘地带，
还有远方，还有无限的风景。

敬畏之心与仰视之累

文学文学评论评论

陈平

阳春三月，我们一行人来到利州区
三堆镇羊盘村。

上世纪 80年代初，阳盘村更名羊盘
村。紧邻国家 4A 景区天曌山后山，原
始植被丰茂，森林覆盖率高。呈喀斯特
地貌达1200米海拔高的阳盘山，中、低
部的坡地，细碎油砾石土壤，在阳光的
照耀下，闪烁着光芒，踩上去发出嘎吱
嘎吱的声音。村民魏文全说，这种油砾
石土壤，滤水透气，适宜根茎农经作物
的种植。阳盘山上动植物资源丰富，野
生天麻生长居多，举目皆能望见。上世
纪50年代末，魏仁发便把阳盘山的野生
天麻从山上采挖回，在自家自留地里进
行人工培育，通过近 6 年的探索种植、
培育，技术成熟后便向当时的阳盘大队
集体经济组负责人魏仁全汇报，可用人
工种植天麻的经济药用食用价值造福村
民。魏仁全听了魏仁发对天麻人工培育
的介绍并到种植天麻的自留地实地察

看，发现天麻长势良好且经济效益可
观，能治病、能养生、能致富一举多
得，便立即向阳盘大队主任建议可以规
模化人工种植天麻。

上世纪 70年代，阳盘大队在魏仁全
和天麻种植技术员魏仁发的组织、培训
下，开始利用当地油砾石土壤进行规模
化的人工种植天麻。那时，人均劳动力
单价3角多1天，干天麻1斤单价3元多，
经济效益非常好。人工种植天麻为村集
体经济的壮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受
到县委县府的表彰并要求在全县种植发
展。魏仁发把自己种植的一颗重达 2.5
斤的天麻邮寄给上级有关部门，受到相
关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号召全国各地有
条件的地方种植名贵中药材——天麻。
在原广元县三堆区（辖五乡镇）建了中国
农科院天麻培育基地，并在阳盘村召开
了为期15天的全国天麻人工种植技术培
训学习会，后因这里信息闭塞，交通不
便，中国农科院天麻培育基地迁移至陕
西汉中市。随着天麻培训学习会的召

开，人工培育种植技术传播到陕西、云南
等全国各地，人工培育种植天麻便在全
国各地开花结果。

魏仁全因人工种植培育天麻的技术
好，为阳盘村集体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表彰，被选调到原
广元县三堆区(辖五乡镇)任农业技术员，
负责全区天麻、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和培育工作。据魏仁全的儿子魏文兴介
绍，其父亲在三堆区大规模进行人工种
植天麻，并定期开办人工种植天麻技术
培训班，为周边青川等县市培训了天麻
人工种植技术骨干，为天麻的人工种植
发展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羊盘村，羊盘
人利用这里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地理地
质条件，充分发挥掌握的人工培育种植
天麻的技术优势，家家户户都利用自己
的田地种植天麻进行致富。据魏文兴介
绍，他家这几年，人工种植天麻 10多亩，
亩产1500公斤，年收入10多万元。羊盘
村也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和利州

区审计局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成立了
天麻种植合作社，2017 年合作社种植天
麻达 600 多亩，人均增加收入近一千多
元，并实现贫困村脱贫。

阳光洒在阳盘山新修水泥路面
上，路边的山花，迎风摇曳，芳香四
溢。村里人向我们描绘着羊盘村的未
来：利用羊盘村的自然风光，把这里
的优质天麻培育成品牌特色农产品，
充分利用省道 301 旅游环线穿过羊盘
山、天曌山后山的优势，把羊盘村规
划成星级乡村旅游康养产业的基地，
融入到全域旅游的发展中进行建设。
在社会各界的帮扶下，把羊盘村建成
乡村旅游康养产业的基地，让四面八
方的游客来羊盘村休闲游玩，让优质
特产天麻走出羊盘，走进千家万户，
让羊盘村成为真正的“洋盘”。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行驶，横
卧在阳盘山脚下秀丽的羊盘村已渐行渐
远，但那山、那水、那人，那美丽的小山村
却依然萦绕在我的脑际......

天麻出阳盘

作词 王晓岭
作曲 印青
演唱 褚海辰

词曲作者介绍：
王晓岭 ，著名词作家、一级编剧、

文职将军。河北定州人。1969年入伍，
1984年起在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从事创
作。中国音乐家协会《词刊》主编。担
任中央电视台青歌赛评委。代表作有歌
词《三唱周总理》《风雨兼程》《咱当兵
的人》等。

印青，男，多次在全国、全军各次
重大比赛中担任评委、国家一级作曲
家。代表作品有《西部情歌》《永远跟
你走》《一切献给党》等。

创作幕后故事：
提起反映民族团结主题的歌曲，许

多扣人心弦的旋律就从岁月深处缓缓响
起。

2014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
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
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总书记这
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为王晓岭的歌曲提
供了灵魂。他借鉴了《诗经》中起兴的
手法，这也是我国传统民歌中最常见的
创作手法之一。歌曲要表达的是各民族
团结一心，就像“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
一家”。在这之前，他铺垫道：“太阳星
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
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
家。”用天上、地下的自然风物来引出
所要歌咏的对象。“五十六个民族亲亲
一家，就像百花园里盛开的花，红红石
榴结籽抱在一起，哎呀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是中华。”通过前面层层铺垫，引
出总书记的比喻，画龙点睛，意味深
长。

作曲没有拘泥于某个具体民族的音
乐，而是综合了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歌
词朗朗上口，易于唱诵，兼具时代特点
和民歌风格。在丁酉年央视春晚上被首
先唱响后，多次登上各大晚会的舞台，
不断被翻唱和重新演绎。

本报记者 张园 文·图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母亲是中华》

演唱者 褚海辰

近日，我市诗人伍国雄创作的诗集
《城市的青蛙》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
行。

该书是作者从近三年创作的两百多
首现代诗中精选结集的诗歌专著，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市作协原主席赵天秀作
序。全书由“山水之间”、“父亲、母亲、乡
亲”、“城市的青蛙”、“自言自语”四个部
分组成。诗集以独特的视角空间，朴素
自然的语言诉说对山水的敬畏，对亲情
的怀念，对苍生的叩问以及对人性幽深
的体味。字里行间坚韧、率真、豁达、刻
骨铭心的倾诉，形成了明晰而破碎、深切
而灵动的意象空间。

记者 张园 文/图

伍国雄诗集《城市的青蛙》出版

张泽

星移斗转，天荒地老，多少如烟往事。
米仓山上一相逢，更胜却山盟海誓。
眼波含媚，玉唇相对，那可分离半日。
两情相悦长久时，愿相守生生世世。

注：米苍山大峡谷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广元市旺苍县境
内，总面积约为265平方公里。景区内
有近百个景点，以山、水、峡谷景观为
主，风景区中一对奇石仿佛男女相拥而
吻，千年一吻，不弃不离，演绎着一段荡
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留下令人感叹的美
丽传说。

菩萨蛮·题苍溪黄猫垭

粉桃白李黄油菜，
谁泼油彩青山外。
日照碧云天，
春回天地间。

当年烽火起，
血染蟠龙岭。
红土历沧桑，
今朝花更香。

注：黄猫垭位于苍溪县城东北蟠龙
岭，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展开反六路
围攻，总指挥徐向前、30军政委李先念
等指挥红军全歼国民党田颂尧部十个
团 1.4 万余人，取得黄猫垭大捷。如今
黄猫垭建成了桃源谷旅游度假区，贫穷
落后的黄猫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鹊桥仙·一吻千年（外一首）

杨仁明

广元市政协托人代赠我一部广元
市政协辑成的《广元十古》一书。启封
的刹那，我便被一个“古”字强烈震撼
了。

“古”，是一种存在的证明，是一道
门扉的开启，是一种力量的延续，是一
种信息的传递。

在以工业文明为主要色彩背景的
当今世界，有资格以“古”字来定性的文
明要素已经越来越稀有、越来越珍贵，
能够以骄傲姿态言“古”的民族或国家
已经凤毛麟角。

古城、古镇、古村、古街、古道、古
关、古树、古崖、古驿、古渡，集合成“十
古”，它便是一幅“古广元”的风云图，更
是古广元的文明架构图。特别是在其
仅一万六千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竟有如
此之多的古文明遗存，让我这个生于巴
山大地的人，对广元那片山川土地油然
而生无限敬佩和无尽向往。

历史上，广元称利州，是蜀陇秦的
交汇区，天府之国的北方屏障，素有“女
皇故里”“蜀北重镇”“川北门户”“巴蜀
金三角”之称。

掘“古”探“古”，访“古”究“古”，谈
“古”论“古”，重“古”护“古”，既是一种
文化心态，更是一种文明情怀，它远远
超越于简单的“文化责任”或“文明使
命”。千万别忘了，中华民族是依靠文
化心态和文明情怀所衍化的文化精神
而延续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古”，则是
这种文化精神的印证，是中华文明最本
质的属性，更是今天“文化自信”最坚固
的基石。

炎黄子孙永远笃信“观今宜鉴古，
无古不成今”，并树立了“博古通今”、

“古为今用”等治学、治世、治国理念。
于“古”之上，人便可以“穷宇宙之秘
密”、“通天地之逻辑”、“晓存亡之规
律”、“悟往来之定理”、“逞思想之羽
翼”、“化灵感之神奇”。

这便是《广元十古》之璀璨承载。让
所有触碰它的人，去实现一次灵魂的溯
源穿越：晓文明之根系，知己身之血脉。

人文何以流长？尘埃何以落定？
古蜀道、剑门关，都曾如星辰般闪亮于
中华民族之历史长河，其光亮永不晦
暗。若有幸于此驻足一回，便可感史海
之汪洋浩瀚，雄风之呼啸烈烈。回眸望
去，有多少伟岸的身影，有多少壮怀的

声音，仍在那片天地间久久萦回，似在
告诉来者：所有繁华都会萧疏，所有辉
煌都会黯淡。这是自然永不变更并启
迪人类的基本法则。春秋轮回的时空
背景里，只要有人类的存在，繁华与萧
疏、辉煌与黯淡，就有了交替与循环的
可能，这便是无可置疑的人类之伟大。

在无可确考的远古，自然以母本孕
育了人类，并赋予其无穷无尽的创造
力，延续成为精彩绝伦的人类历史——
无论悲壮激越抑或和谐流畅。自然之
无声的伟大，远远超越人类之伟大，其
真理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只在瞬
间，服从和尊重自然才是永恒。

今天的人类便不难理解一个残酷
的事实：尽管人类曾创造过很多奇迹与
辉煌，最终都逃脱不了被埋入自然尘沙
的宿命。所有前人的智慧与能力，都会
被自然盘剥到只剩下文明的筋骨。

也许，人类的终极伟大只在于创造
了可以书写并传承的文字。人类与自
然，以文字为基础，在契合与矛盾中实
现了统一，完成了对文明的构建。

由此观之，《广元十古》许是这种构
建的又一次绸缪、又一次尝试和又一道
工序，其价值便无可考量。

附：
阅《广元十古》有感（二首）

其一
天下一元终作古，残缺斑驳似天书。
自古兴衰是与非，迄今存亡有或无。
际会风云多激越，挪移乾坤满萧疏。
无限烟火人间事，到底垒成青史炉。

其二
从来家国重庙堂，多少庙堂入洪荒。
剑门关前风云净，女皇故里气韵长。
万卷青史犹在册，千年古韵更含香。
诗兴纵横何处寄，利州春意任徜徉。

赠寄广元古城
古城犹在，古人何去，飒爽飘忽风雨。
且回首，千年之外，铿锵啸马蹄。
万山归来处，碧水烟涛，竟依稀。
姜维空赋蜀汉魂，武媚偏生帝王翼。
数广元，地灵人杰，史海听云曲。

乾坤不古，人文相继，圣贤已留胜迹。
天下事，兴衰难度，个中废与立。
青瓦连云路，石街老巷，又谁居？
明月不圆红尘梦，黄沙却待英雄旗。
算而今，天宝物华，春风吹玉笛。

远古的回声
——阅《广元十古》之悟

陈正鹏

和诗其一
华夏有史自上古，开篇河图与洛书。①
煌煌典籍是与非，悠悠青史辨有无。
云龙风虎堪激越，沧海桑田知萧疏。
只为人间坎坷事，我辈学垒青史炉。

和诗其二
川东自古多庙堂，真佛禅院劈洪荒。②
德化寺中禅堂净，凌云寨上日月长。
巴人故里见史册，中国气都满馨香。
纵横诗兴何须寄，邀君蜀道共徜徉。

注释
①河图洛书。又称天书，《简易道

德经》：“人献河洛，问何物，昊曰天书。”
有人奉送河图和洛书的时候，问是什么
东西，太昊伏羲说：“天书”。从此，人祖
伏羲受到启发，创造了一套完整的龙魂
字符，以这些龙魂字符所著述的《九极
八阵》和《简易道德经》及《无极玄易功》
等统称为《天书》。

②真佛禅院。川东名刹，位于达州
近郊七里峡山脉中段的真佛山间，是一
座极负胜名的佛教禅林。真佛山寺院
建筑群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步韵和杨仁明先生阅《广元十古》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