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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中华抗疫记
□ 田旭中（成都）

二月的天空
□ 孜格（成都）

天堂不悲伤

从来没有想象过
时光定格在
朝夕相处的地方
黑暗笼罩的彷徨
忙碌的我从不曾忧伤
眼前熟悉的一幕
我和他们换了方向

他们告诉我要坚强
短暂的珍重
又通往逆行的方向
渐渐消失的背影
去点亮别人生命的阳光
离别的时候
天使坠落的神伤

不知不觉，儿女情长
不想说，不想哭
眼泪却悄然滑过脸庞
天堂的路一路漫长
愿你我去找寻生命的光
愿天堂从此不再悲伤

仰望晴空，自由呼吸

我有一个愿望
摘下口罩
仰望晴空，自由呼吸

从今天起，活在当下
做饭，陪娃
不再点外卖
好好品尝水果和蔬菜

从今天起，放下手机
穿透屏幕
去和所有亲人见面
亲自诉说我对他们的思念

从今天起，推门开窗
细抚阳光
拥抱街坊
嘱咐彼此不再恐惧彷徨

我漫步在依然冷清的街头
迎面想象中的熙熙攘攘
愿你珍视眼前的喜乐
愿你忘却过往的哀愁

我也捎信给每一位逝去的存在
愿你不再有撕裂的疼痛
愿你拥有同样的愿望
摘下口罩
仰望晴空，自由呼吸

非常时期
□ 王富强（成都）

非常时期，
我坚信自己，
万众一心就能夺取胜利。
新冠毒疫，
是个顽敌，
你不胜它，
它就要灭你。
非常时期，
我们没有缺席，
中华儿女牵手阻击。
每个人都是前线的战士，
每个人都是战斗的主力。

非常时期，
我把你惦记，
彼此安好胜过千言万语。
全民战“疫”，
烙下记忆，
你为了我，
我也为了你。
非常时期，
我们看见美丽，
中华民族再创奇迹。
你和我都是奇迹的主人，
我和你都是动听的旋律。

（歌词）

浪淘沙·援鄂医疗队凯旋
□ 李洪仁（成都）

昨夜总难眠，
浮想联翩。
千军万马赴江干。
誓把疫魔驱逐尽，
奋勇当先。

勇士报平安，
好梦绵绵。
几多往事著心间。
莫忘曾经天使泪，
共赴明天。

音韵铿锵 情意和雅
——评蔡长宜先生《送瘟神赋》

□ 韩刚（成都）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
皇冠上的明珠，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十年
间，中国当代城乡的社会生活。张生全的《重返
蜀山》以向《平凡的世界》致敬的姿势，力图展
现新时期中国乡村第二次重大变革的真实画
面。传递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时代形象、时代
情感和时代声音，以期达到现实主义文学在新
时期的时代高度。读完这部著作后，我觉得张
生全是有底气说这个话的。

一、深刻的令人警醒的现实主义。
《重返蜀山》这部著作，更多的是让我们警

醒和深思。
中国第一次乡村变革，解决了农民温饱问

题，可随着工业化进程和打工潮的涌动，为什
么农村中那种蓬蓬勃勃的精神不见了？为什么
农村土地无人耕种，而“吃喝耍”那样的农家乐
则人满为患？饼儿似的厌学少年，带来了农村
教育的退却，原因又是什么？张生全用那支如
椽之笔，用现实主义手法，准确地再现了当前
农村的诸多问题与困惑。

这部小说里，描写了非常多的荒诞细节。
说荒诞也不荒诞，绝大多数是一种深刻的现实
主义的表达。因为当下时代，本身就有很多荒
诞的东西，他们现实地客观地存在着。因此反
映在小说中，就给人一种荒诞的形式。但恰恰
是这种荒诞的形式，是一种更加深刻、令人警
醒的现实主义表达。

下面略举小说里的几例证明。
乡长贾正伦整天捧着个大肚子，好像怕掉

下来似的；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出悠长的鼾
声；还有一个绰号叫“三五牌”（每天一日三餐
可喝下三个半斤酒）；还认为当二把手不担责，
最舒服。表面上看，这个情节是荒诞的，可这不
正是现实生活中个别大腹便便、无所作为的农
村基层官员的写照吗？

又如，蜀山乡党委书记唐朗，因为在铜矿
项目开工仪式上，不小心说了句真话，被县委
赵书记以生病为由，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莫言说过，打造旅游景点，一是造景，二是
造谣。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现实，是一
种清醒的现实主义。

二、情节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重返蜀山》情节跌宕起伏，出人意料，扣

人心弦。比如为了铜矿开工，各大局长进驻复
兴村农民家庭，公安局长陶高和国土局长范武

晨明争暗斗一节，就十分精彩。陶高和范武晨
都是副县长的热门候选人，他们为了权利，暗
度陈仓，借刀杀人，用尽三十六计，只为击败对
方。如果单独把这一部分摘录出来，编成一出

《范国土四斗陶公安》，其精彩程度，应不下于
“诸葛亮三气周瑜”。

再如，严庄被抓后，“吃喝耍”陷入瘫痪状
态，唐朗书记要求贾喜旺借机壮大养蚕织锦队
伍。读者也以为，喜旺会趁机收复失地。可喜旺
却一边委托涂三姑为总经理，整顿“吃喝耍”，
一边遵从乡民真实意愿，发展养蚕织锦。情节
的发展，完全出乎人的意料，而成长起来的喜
旺的博大胸怀，也随之呼之欲出。

三、环境描写的惜墨如金，体现了作者匠
心独运。

《重返蜀山》中的蜀山，是以四川瓦屋山为
原型的。照理说，景物更应该是姹紫嫣红，更应
该是“春有百花秋有风，夏有凉风冬有雪”这样
的美。而且，张生全擅长写散文，擅长细腻的环
境描写，他更应该把环境描写得很漂亮。但是，
在《重返蜀山》中，却很少做这样的描写。这是
很多文友在读了这部书后的一种困惑，甚至也
是一种遗憾。

笔者认为，张生全这样做，显然是有他的
考虑的。因为他想要表现的，是“蜀山被破坏严
重”这样一种事实。表现的是蜀山亟待复兴，重
塑辉煌这样一种呼喊。因此，我们看到他笔下
的蜀山，是大片大片的水土流失，铺天盖地的
荒草野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是比较清
醒的。虽然他是一个环境描写的高手，但是他
在这部作品中，是如此地节制和收缩。这与本
书所要表达的主题，是很相称的。

四、表现了母性和柔韧的蜀山文化。
蜀山文化的本质是母性和柔韧的，这体现

在蜀山这座山的山性上，体现在黄昌婆这个人
物身上，更体现在喜旺团体栽桑织锦的事业中。

蜀山以洪雅瓦屋山为原型，是中国罕见
的桌山。黄昌婆认为，蜀山是母的，山顶之所
以是平的，因为那是蜀山老母的肚子。古蜀王
蚕丛就是她的儿子，周围的其他众山，也是她
的儿子。

蜀山虽然是母性的，但并不是软弱的。她
可以护佑自己的儿子，避免他们遭到伤害；可
以把追杀乡民的张献忠军队，用迷魂凼困死；
可以用一次次的垮岩，警示不肖子孙的破坏

……这里所体现的，正是蜀山文化的本质，她
是母性的，柔韧的，但同时也是坚强的。

黄昌婆就是蜀山精神的代表。她刚一出场
的时候，给我们一种柔弱的迷信的，甚至看起
来有些愚昧的感觉。但随着情节的推进，黄昌
婆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也逐渐高大起来。我
们看见，她其实是一个相当坚韧而执着的人。
整个蜀山都已经没人养蚕了，但她一个人却坚
持到底。她守护着她祖母“金梭子”传下的织锦
业，守护着代表家族织锦业辉煌的传家宝黄马
褂。在动乱年月，她为了守护黄马褂，免遭造反
派抢夺损毁，在水牢里被囚了十多天，九死一
生，落下终身残疾，但她就是不投降，把“黄马
褂”一直保存到今天。黄昌婆这一点，正是蜀山
文化最集中的体现。

喜旺和他的伙伴邓娟、喜龙等，认为蜀山

旅游的前景，是养蚕织锦。他们虽然不同意政
府的旅游导向是“挖掘邓通和钱窝子”，但是从
不直接对抗。他们只是在退休干部李秉的支持
下，默默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他们身上所表
现的，正是蜀山文化母性的包容和坚韧。

蜀山文化也就是巴蜀文化。巴蜀大地不同
于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巴蜀男人的代
表是“ 耳朵”，“ 耳朵”正是以一种柔弱、
和睦而又坚忍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
说，《重返蜀山》实际上是以文学的形式，呈现
了巴蜀文化的这种包容和韧性。

总之，《重返蜀山》虽然气息上和《平凡的世
界》很不一致，但就深刻反映时代精神这一点来
看，《重返蜀山》是无愧于向《平凡的世界》致敬
的。其语言特征、文化品格及精神面貌，都达到
了一定的高度，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时代佳作。

疫者，世之恶疾也，因邪气与病毒而生。其
凶在于流行，其惧在于多毙。古今中外，疫无绝
时。不期而至，防不胜防，势来甚猛，惨不忍睹。
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
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若汉末疠气流行，
家家有僵死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
殪，或覆族而丧。其痛也哀哉！更有甚者，疫疠
之下，毁城伤邦，雄兵溃败，铁甲生虱，腥风溢
于四野，秽尸遍布沟渠。昔罗马痛于斑疹，印度
伤于霍乱，皆惨绝人寰，于史有载，岂是戏言。

己亥将尽，庚子濒生。料峭尚在，乍暖还
寒。冠状病毒悄然而至焉。初入，先有数例，李
文亮等先觉者由是吹哨，时人不敏，惕者寥寥，
依然升平歌舞，祥和一片。吃百宴、启旅程、过
年关。幸有钟南山急赴武汉，判明毒性，历色疾
言，曰人传人也，一时民皆惊骇矣。其时传播势
烈，染疾者甚众，江城告急。

疫情震于京畿，实况达于上廷。于是中枢
紧急部署，封城断路，阻病毒之蔓延；遣兵易

帅，防疫情之扩散；调物集资，举国力之迎战。
日耗千万金，在所不惜焉。当是时，壮士断腕，
立身以许国；忠臣献策，洒泪以补天。于是朝野
联动，九州布防，全民禁足，老少迎战。众志成
城，浩气干天。其时口罩成稀缺之物，一罩难
求；蜗居为生存之态，步履维艰。万城皆寂，千
水无澜。江汉失色，黄鹤影单。九百万人困厄于
孤城，十四亿人瞩目于武汉。全球为一城而鼓
劲，疫情成全天之焦点。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英雄。于是焉，运 20
星夜破云，勇士凌空以降；医疗队分路进发，白
衣逆向而前。驰援者风风火火，载物车浩浩荡
荡。疫区成为战场，凡人皆为战士。火神山十日
而成，雷神山拔地而起，方舱馆迅急而建。物资
源源而至，暖流滚滚而来。患者收治，染者隔
离，全力以赴，不敢怠慢。人流、物流、信息流，
畅通无阻；病人、好人、施救人，同处一线。人心
得以平息，乱象趋于改变。勇士无畏，披肝沥
胆；医者仁心，冒死向前。忍饥挨饿，白袍终日

不卸；争分夺秒，神经绷紧如弦。行之所往，念
国之艰难；心之所向，解民于倒悬。遂有钟南山
老当益壮，仗义执言；李兰娟不让须眉，倾力攻
关；张文宏铿锵发声，语惊四筵；陈少将临危受
命，勇挑重担；韩红带头捐款物，情怀依旧；方
方坚守写日记，八方疯传。至于捐资者不留名，
助物者不遗姓，志愿者不求报，数不胜数。中华
大地，蔚成新风。民族之心所凝，凝于厄运；民
族之力能聚，聚于危难。中华之伟力，世人赞
叹！

孰料病毒乃异端，于传播中或生异变。世
无特效解药，人有旦夕之忧。于是有百医献技，
多国争研。中医上阵，排忧解难。敬业之心，宛
如赤子；精湛之术，华佗再现。超声波，窥病灶，
求因探源；显微镜，识毒株，妖形毕现。进与病
谋，退与疾诠，起死回生，功莫大焉。更有海外
华裔解囊助，世卫组织多称赞。奋战月余，险情
逆转。八万众染疾，代价何堪，三千人罹难，闻
之涔潸。然以一城为代价，为全球赢时间。彼时

疫情已蔓延全球，各国患者日多，环视天下，几
无净土。无人置身世外，无国可充方舟。命运一
体，岂有他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唯有同舟
共济，方能共克时艰；唯有携手并肩，方能力挽
狂澜。中华抗疫，动地感天，全球抗疫，曙光在
前。

诗云：

庚子疫来，哀痛无边。
中枢布局，全民迎战。
虽危不乱，虽险不悬。
救死扶伤，白衣披肝。
仁者云集，执锐攻坚。
大爱无疆，惠泽人间。
月映大江，日照华川。
中华伟力，世之赞叹。
方死方生，凤凰涅 。
中华抗疫，谱写史篇。

一
二月十四日凌晨00:51。
蔡长宜先生接受省评协约稿，“用了两天

一夜，不眠不休，敲字酌句，用骈文形式，加音
律对仗以成”的千言大赋《送瘟神》完工。

予收到《送瘟神赋》，大喜过望，连讽三遍，
感其以正心、平眼视疫情，字词允惬，音韵铿
锵，情意中正和雅，境界阔大，风气醇厚绵长，
大手笔也！古瓶新醴，深厌予心，文章合为事而
作，宜为传世者也。

以古风作大赋且格律森严、理事无碍，古
今皆难，《送瘟神》殆兼之矣！非率尔操觚，实乃
经验丰富、惨淡经营之大制作。如先生 2011年
作《成都赋》、2012 年作《书法赋》、2016 年作

《巴蜀赋》等，均为超千言的大赋佳构，可证也。

二
词赋在声律音韵上若能与所状事物契合

无间，则会收到相得益彰之效。
该赋对声律音韵之运用极具匠心，以起首

八字“星分奎野，位占天元”中“天元”押 an韵，
开口呼，字正腔圆，之后，川、连、天、炎、言、冠、
缘、前……安，鱼贯而下，一韵到底。如龙吟长
空，虎啸平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气势如虹，
新冠邪恶宵小，如何不应声落荒而逃？

实则，对声律音韵之娴熟应用即让文艺家
之气（生命力）在作品中圆转无碍地运行，没有

这种气就不可能有好作品，乐、舞、诗、赋、书、
画等概莫能外。前贤诗赋以押 an韵表达斗战、
豪迈与阳刚精神境界者，有悠久传统，远如盛
唐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698—757）《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
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青海长
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近如毛泽东《长征》：“红军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
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等等，均为千古名讴，
之所以历代童叟莫不能讽诵，音韵铿锵之美中
所蕴含的那种活泼泼之浩然之气应为成功关
键，此亦为《送瘟神赋》声律音韵匠心所在。

翻开先生近著《长宜诗词赋精选》，针对自
然、社会重大事件，内心震动，押 an韵，一韵到
底，格律森严，境界阔大，阳刚豪迈之佳构者甚
多，如1970年作《诉衷情·山洪》、1995年作《声
声慢·甲午海战百年祭》、2008年作《沁园春·汶
川大地震》等，长宜为文质彬彬之女先生，其诗
词歌赋似应属宋易安居士婉约一派，却擅长
苏、辛一路豪迈者，奇哉！

若以为先生仅擅豪迈风格，亦不全面，无
论是抒情、写景与叙事，其选集中甚多宁静清
幽、低回徘徊与婉约缠绵者乃最好说明，押 an
韵之此类佳构亦复不少。这类大概是才情馥
郁、敏感细腻的女性文艺家之专擅吧！

《送瘟神赋》在声律音韵上即是将上述两
种风格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之佳作，体现出

中正和雅之美。以“天”起韵，一运到底，格律森
严，而变化多端。既若香象渡河，步步沉底；又
似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显然，仅凭满腔豪情、
一时冲动绝难做到，而须出之以长期磨炼中谨
慎细密之学养、工夫，中间当然就少不了曲折
深隐，古贤所谓“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婉
转，声外之音。”此亦为诗词赋行家展现家当之
处，“识者遇之，则暗然心服，油然神会。”于此，
先生是通过对“天”之后80个以 an为韵之汉字
的巧妙排列组合实现的。赋中句联以四、五、七
言为主，参之以三、六，80个 an韵字镶嵌在三、
四、五、六、七言句末，意气运之，变动不居，一
气讽下，阳刚、响亮而一唱三叹之声律节奏便
蓬蓬勃勃而来，美哉！

三
《送瘟神赋》以写实笔调叙事、抒情与造

境，亦复妙绝！
起首“星分奎野，位占天元……阴霾邪气，

忽漫楚天”以涵裹宇宙之宏阔气势，以大观小，
概述新冠疫情发生现场之天文、人文。以天地
星辰之眼观之，风水名城亦不过微尘，微尘中
之邪气阴霾又何足道哉！开篇为赋之起，“气吞
万里如虎”，喻示抗疫必胜。

而后“钟南山断言”“城封武汉”“雷火矗神
山”“白衣八方来”“病床畔、悉心呵护”“岂畏新
冠肆虐，不容毒菌漫延”，动人心魄之白衣天使
抗疫细节一帧帧呈现出来，镜头感极强，而“定

教疫神就范”更是先生抗疫必胜之豪迈乐观精
神的自然流露。此节为赋之承，高扬战疫中最
具功德的专业医护人员。

曲不能终扬，抑随之而来，历数历史上与
人类相生相伴、劣迹斑斑的天花、鼠疫、艾滋等
瘟神，人类与之相战何曾停息？人啊，在任何时
候都不能自大自满，对自然万物心存畏敬友
善，和平相处，方为正道。此节为赋之转，转出
先生夕惕若厉、平等慈悲之心。

虽然，瘟神来袭，聪明秀颖之人，自然全力
以赴斗之、战之。“举国一心”“共克时艰”“宅家
坚壁赋闲”“记地震汶川”“报疫区恩德”“山川
异域，风月同天”。此节为赋之合，突出寰宇人
类互助，大爱无疆，豪迈壮丽，高峰体验如期而
至。

曲非能至高峰体验即戛然而止也，应有余
味。末段，先生引昔彦时贤诗句“位卑未敢忘忧
国，事定犹须待阖棺”“扭乾坤、造绿色和平，但
看明天”等，寓意平正深微，“测之而益深，究之
而益来”，其是之谓矣！终之以祝福国泰民安，
气定神闲，至矣！

四
予虽疏于词赋之学，以为该赋既为蜀中文

艺抗疫精品，又为珍贵之历史记忆。君不见，吾
蜀长卿、子云、太白、东坡、升庵群星璀璨；君不
见，《甘泉》《子虚》《上林》《羽猎》《长杨》彪炳千
古，长宜先生《送瘟神赋》殆后身欤！

《重返蜀山》：深刻清醒的现实主义叙事
□ 王平康（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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