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
源。”任何一个地域的今天都来源于昨天。只
有了解一个地域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地
域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才能搞清
楚这个地域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
去。“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幸有《蜀地散聊》
（李后强著）这样一本敢于开拓、善于发掘、
敏于思考的书，捕捉古蜀王国远去的背影，
驻足不复林立的丰碑，于蜀地千年的回溯
中，去寻找一把钥匙——一把足以开启天府
智慧之门的宝钥。

文章体现科学性。大胆猜测，小心论证，
“未闻其声，先闻其名”。本书开篇便夺人耳
目，提出“三星堆毁灭于雷击”“金沙古城可
能毁于洪水瘟疫”“嫦娥在四川冕宁奔月”等
新观点，将尽人皆知的历史典型概念蒙上一
层神秘的面纱，陌生而又熟悉。待吊足胃口，
欲一探究竟，以为人云亦云时，笔锋一转，学
术的气息扑面而来，统筹的思维、清晰的逻
辑、严密的论证，引经据典不问古今，旁征博
引不限中西，横峰侧岭不拘一格。

文章具有可读性。一气呵成，酣畅淋漓。
亚里士多德曾说：“一个作家必须使他的艺
术给人以自然的印象，而不是矫揉造作。自
然是有说服力的，而矫揉适得其反。”作者行
文，凡有生僻概念，其后必有解说，且朴实流
畅的文字中蕴含着犀利的见识，“童子解吟、
白丁可明”，没有玄奥的卖弄，讲得浅显易
懂。抓住题眼长驱直入，既不晦涩拗口，又满
足了现代人快节奏的阅读要求。这是文章的
可读性所在。

文章彰显时代性。合时而著，为事而作。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
剂。”恰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的收官之年、
推动治蜀兴川的奋进之年，铭记蜀地历史，
是为把握天府未来。蜀地民族活跃西南千
年，为天府创造了灿烂不熄的伟大文明，也
为天府发展留下了不朽的发展经验。历史不
是故纸堆里的旧事，它应当予人启发。作者
在刨井问底、追根溯源后，扎根天府土壤，提
出四川“开关论”“内生论”“共融论”等发展
新思路。

文章遵循谨慎性。虽畏未畏，虽休未休。
历史贯穿着灵魂，历史也透着体温，不懂得
敬畏巴蜀历史，实则是对巴蜀精神文化血脉
的一种割裂。研究历史最怕冗长的独白，既
不能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般的浩瀚繁杂，又不能有“人猿相
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的一笔带过。《蜀地
散聊》一书节奏平缓渐进，而内容错落有致，
在字里行间、文献梳理上可见作者始终保有
的对巴蜀智慧的敬畏之心，而历史的厚重感
不正是来源于思想的深度吗？这是文章的谨
慎性所在。

国人以史为鉴的历史情怀是与生俱来
的，“岷山峨峨开天府，江水泱泱流今古”，
巴蜀薪火延绵始承上古，归根结底是因为
有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是巴蜀的精神
气质和生命底蕴。应当书写历史、缅怀历
史，敬畏历史，待到“风入松”“水龙吟”的时
候，再现“聚精会神生大禹，近揆文教远奋
武”的天府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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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美家乡河湖”获奖征文

袁瑞珍的散文集《穿越生命》，给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那种超越世俗狭隘的大爱，让
我深受感动。我一直想为此写点什么，但琐
务冗烦，由此搁置多时，于今才开始动笔。认
识袁瑞珍已有多年，我记得她曾是中国核动
力研究设计院的高级政工师，退休后才加入
四川省散文学会。

她钟情于文学，为此下过许多功夫，因
此一入学会便脱颖而出，卓尔不凡。她热情
善良，情感细腻，感受敏锐，在生活上追求精
致唯美。这些特点也反映在她早期的文字
里，因而难免略有雕凿之痕。但她勤奋好学，
写作很快便渐臻佳境。庄子说：“既雕既琢，
复归于朴。”袁瑞珍的散文也逐渐脱去雕琢
之迹，而呈现出质朴自然的风韵。2017年，她
的散文集《穿越生命》出版，并于次年荣获第
八届冰心散文奖。

《穿越生命》一书分为“爱的礼赞”“悠悠
心曲”“山水行吟”三辑。全书语言平实，但平
中见奇；叙事自然，而暗藏巧思；感情强烈，
却又从容不迫。

在外孙女璐璐身患白血病住院期间，袁
瑞珍夫妇不顾年事已高，为璐璐治病四处奔
波。然而祸不单行，她自己又摔成重伤。躺在
急诊室病床上，疼痛让她彻夜难眠。她无时
无刻不挂念璐璐的病情，便开始着手记录挽
救小生命的过程。由于右手无法使用笔和电
脑，便尝试用手机备忘录功能，左手在手机
上按拼音键，一个字一个字地构词成篇，写
下了两万多字的日记。此即是《穿越生命》这
篇散文的雏形。

后来，交谈中我得知她正在着手创作
以救治患白血病的外孙女璐璐为题材的散
文，并告诉我已经写了大概八千多字，题目
暂定为《春天的梦魇》。我感觉这是个非同
一般、很独特的、蕴含丰富情感、极具现实
意义的创作题材，建议她增加文字，扩成长
篇散文。一段时间后，她告诉我，这篇文章
写完了，共六万余字，题目改为《穿越生
命》。

这篇文章长而有致，细而不蔓，纤而不
乱，全文紧扣璐璐治病的主线，将所有亲人
朋友如金线穿珠般地串联起来，汇合成一个
护卫左右奉献爱心的团体，再现了人性之
美，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人间大爱之赞
歌。语言朴实自然，叙事从容不迫，情感浓郁
丰沛，极富文学才华，堪称一篇不可多得的
宏篇佳作。

《穿越生命》讲述了作者亲眼目睹只有
七岁的外孙女璐璐从生病到离开人世的全
过程。在这篇六万多字的散文里，不论是继
父伍忻诚、生父张翼对璐璐深沉大爱，还是
亲人朋友之间的互帮互助，抑或医生、护士、
同学、老师对璐璐的热心关怀，都无不让人
动容。面对生命，他们心中生发出的善意、友
爱和敬重，都让读者感受到了善的温柔和爱
的暖意。

继父伍忻诚对紫影母女的爱，尤其让人
感动。紫影离婚后，带着璐璐与忻诚走到了
一起。虽然与璐璐并无血缘之亲，但忻诚却
用浓烈的爱，“让这个重组的家庭充满了温
馨与浪漫，特别与璐璐相处得宛如亲生父女
一般”。璐璐曾数次要求改姓伍，就是对忻诚
之爱的感恩与回应。

当得知璐璐血液出现病变后，忻诚的言
行举止，实在感人至深。作者用细腻入微的
笔触，再现了他的爱女心切和家庭担当：

一会儿，忻诚急匆匆赶到医院，见面劈
头就问：“是不是医生搞错了，璐璐的血液

怎么可能有问题？”又从我手里接过那张化
验单，仔细地看着，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
他抱起孩子，向急诊观察室走去，脚步竟有
些凌乱，也许这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在他的
脚下是那样长，他恨不能一步就把孩子送
入病房。

当突然遭此大变、全家人六神无主
时，忻诚以临危不乱的坚定和沉着，抚平
了大家的慌乱情绪：“第一，依靠当前高速
发展的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第二，依靠我
们具备的一定经济能力；第三，依靠亲情
的强大力量。”于是，救治行动得以有条不
紊地展开。得知璐璐病重时，他对儿童医
学专家王焗教授说：“为了孩子，我会尽一
切力量的。”他托舅舅打听国内外哪家医
院治疗白血病最具权威性，“如果国外好，
我就送璐璐去国外治疗；如果北京好，那
就去北京治疗。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璐
璐的生命。”并安慰哭泣的紫影：“只要有
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
力！”在璐璐治病期间，他辗转奔波，照顾
璐璐，筹措费用，即使面对赴美国治疗的
巨额费用，他“无论如何也要去搏一下”。
当最终无力回天时，他“带着绝望的神情
来到探视窗”，“眼里蓄满了泪水，眼镜的
镜片上一片模糊。”

生父张翼，闻知消息后，也放下了旧时
心结，全力以赴加入救治女儿的团队中。得
知女儿患了白血病，他的“眼泪吧嗒吧嗒地
往下掉，一声不吭，脸上呈现出绝望的表情，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瞬间将他彻底打懵”。
其后，在经济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他主动给
璐璐陆续筹措了十七万元费用，“已经尽了
最大的努力”。

然而救治无望。璐璐去世时，守在病床
一侧的张冀“看着女儿，眼里含着泪，握着女
儿的手摇了摇，便步履踉跄地走出移植仓，
来到一处无人的地方靠墙站着，双手捂住
脸，眼泪便无声地从指间溢出，突然站立不
稳，整个身子顺着墙滑下去跌坐在地面，随
着一声低沉压抑的哭声从胸腔里出来，便不
可抑制地抽动着双肩，大声地、绝望地哭起
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感其情，失女之
痛，读之令人心碎。

在这场生死竞赛中，还有紫影小姨、三
嫂、小许阿姨、外公外婆等一众亲人朋友，
都在为挽救璐璐的生命而尽心尽力，或献
血，或筹钱，或为就医提供便利，或亲自到
医院照顾……需要献血小板，十数位外地
和在蓉亲友匆匆汇聚成都血液中心；化疗
期间，紫影小姨不断与医生护士沟通，小许
阿姨每天换着花样给璐璐做可口的饭菜，
外公无论晴雨每日三次开车往医院送饭，
三嫂则不厌其烦地为璐璐清洗消毒；到北
京医治要花钱，袁瑞珍夫妇将全部积蓄转
给了紫影……

不仅如此，不少萍水相逢的人也加入到
这场拯救生命的行动中。有专程来为璐璐补
课和从未教过璐璐但却来医院看望璐璐的
老师们，有素昧平生却主动要“为挽救这小
女孩的生命出一份力”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金
涛，有为璐璐清理口腔创面时“心疼得直掉
眼泪”的北京护士……

除夕之夜，北京大雪纷飞。医院病房里，
却“充溢着和睦与温馨”。大家聚在一起吃饺
子，气氛轻松而融洽。张翼衷心感谢忻诚，感
谢大家为挽救女儿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说到
动情之处，不觉泪下。“这种氛围极容易滋生
感慨，因为它触碰到人心中最柔软也是最有

力量的地方——爱与善良。”虽已承担巨大
的经济压力，忻诚却主动提出将十七万元
钱退还给张翼。他说：“万一孩子真走了，不
管怎么说我们还有苗苗，可张冀就没有孩
子了，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而且他目前处
于创业阶段，经济上肯定不宽裕，还得重新
组建家庭，开始新的生活，把这个钱退给
他，也算是我们尽点心意吧。”能如此善待
妻子前夫，忻诚之胸襟何其广阔，他的爱何
其伟大！

为了不伤张翼的自尊心，又切实能帮
到他，袁瑞珍夫妇决定遵照忻诚建议，借机
告知张翼将过去十五万元欠款一笔勾销。
在面对即将失去璐璐的悲痛之余，大家用
宽容和爱互相慰籍，相互温暖，让感情和心
灵得到升华。“我看着忻诚，看着女儿，看着
张翼，看着屋里所有的人，看着他们脸上流
溢出的真诚与善良，一种温暖的情愫如花
儿般绽放。”

《穿越生命》一书中，袁瑞珍用充满感恩
的笔触讴歌超越亲情、感天动地的人间大
爱，表现了人性之美以及爱的伟大。而这也
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一旦我们
把爱、真诚与善良给了别人，自己也会收获
生命的美好。”

可以说，《穿越生命》一文，是生命的颂
歌，亦是作者的心灵史诗。除《穿越生命》外，
还有“幽幽心曲”“山水行吟”两辑。三辑内容
虽大异其趣，但在精神层面，却是融会贯通
的。它们都是通过对寻常事物的描写，达到
穿越生命、歌颂生命、敬畏生命的目的。其
间，既有对飘落在田野中的青春记忆，也有
高原秋韵的灿烂瞬间；既有徜徉书海的精神
放逐，也有墓前独语的肝肠寸断……作者或
回忆、或观照，或沉思、或颖悟，没有华丽辞
藻，只是简单讲述，凸显的却是对生命的大
爱和敬畏。喀纳斯湖、摩崖佛龛、大漠戈壁、
黄河、丽江，但凡足履所至，皆形之于笔端，
寄心迹于天地，立万象于胸怀，一山半水，只
花片草，都富于主观色彩，具有了形而上的
意义。

《灿烂瞬间》是仅有六百余字的短文，
描写了在非洲戈壁滩上一种名叫“依米
花”的植物。依米花“没有根系，它只有唯
一的一条主根，孤独地蜿蜒盘曲着钻入地
底深处，寻找有水的地方。”它的寿命大约
为六年，但前五年都在干燥、坚硬的地下
寻找水源，一点点积蓄养分，在蓄完开花
所需的全部水分后，第六年里，才在地面
开花，绽放出四色的花朵，绚烂无比。而花
朵绽放的时间却极短，两天后，在耗尽了
所有的养分后，花朵随母株一起香消玉
殒。六年艰难求生，只为两天美丽的绽放，
着实令人震撼！

在《凝望黄河》一文中，她将黄河的狂野
和桀骜，写得声情并茂，如画如歌：

我听到了黄河水流动的声音，这声音来
自于河的深处，哗哗地带着野性，带着一泻
千里的豪情，穿过千山万壑，穿透厚厚实实
的历史岁月，在我的耳边轰然响起。

轰然响起的还有我的心跳。伴随着起
伏的心潮，此刻的黄河在我的眼前奔涌着，
奔涌的涛声成为黄土高原上浩叹的历史长
歌。

此时，作者的心已与黄河融为一体，这
是来自生命深处的大爱和感动。也许正是因
为这份大爱和感动，袁瑞珍才像依米花那样
一生求索，才像黄河那样奋勇向前，最终造
就了《穿越生命》的璀璨绽放。

龙马龙水河

在龙马培堰村 4组的高滩口，沿着一条斜坡水
泥公路往下，远远就望见有一座石板桥，因刚下了
一场大雨，水漫过桥面，河边有撒网捕鱼的老农，桥
下乱石林立，河岸显出一大片布满青苔的岩石。瀑
布缓缓流下，似唱着一首轻快的歌，河里有许多杂
草，东一簇，西一簇地在浑浊的水流里，在淡紫色灿
烂的阳光下摇曳，摇曳如同你远去时被风吹起的长
发。桥的两岸，是一道斜坡，坡上有几户老树人家，
在寂静的河岸上与时间缠绕在一起，仿佛在阳光下
梦一场。

这座桥便是龙马龙水河的高滩口桥。
我缓缓走上桥面，脚与河水亲吻着，立于桥中，

眺望远处长长的河流，忍不住想要把恍惚的记忆遗
落在时光里。这是一座闻着风都可以做梦的桥。谭
老师的航拍机在头顶嗡嗡响着，镜头里，蓝天、白
云、河水、沙滩、渔翁，高滩口前世今生的故事都纷
纷扬扬定格在绵绵不绝的瀑布中。

谁曾想，这里原是一条浑浊不堪的河流呢？许
多废弃的垃圾都倒在河里，鱼死了，钓鱼的人走了，
河边也没有了洗衣的乡人。自从有了河长制，村里
的人们自觉维护着龙水河，河两边不再堆着垃圾，
河水也逐渐清澈起来。

水温柔细小地流着，让人忍不住想趟过去，立
于桥上作一幅画。

我撑一把油纸伞，着一身旗袍于桥上款款移
步，抬头望望，一群大雁呈伞状飞过，天空在瀑布的
映衬下是那样的湛蓝；云朵软软的，就像洁白的棉
花一般。河边的树青翠欲滴，在瀑布的映衬下，如同
碧绿的宝石，亮晶晶的。细细的水流轻轻落下，如一
面闪光的水晶帘子，又似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
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它轻轻拍打着岸边的岩石，
打着转转，激起千万朵水花，在阳光下幻变为五彩
缤纷的水珠。其沫如散珠喷雾，日光烛之，璀璨夺
目。

我来到桥下，把手插进水中，俯视水底那圆溜
溜的鹅卵石，顿时感觉瀑布就像是一块流动的水
晶，溅起的浪花就像是一朵朵细小的白梅，晶莹而
多芒，微雨似地纷纷落着。轻风起来时，旗袍随风飘
舞，宛如一幅水墨画挂在瀑布的封面上。

美景引得好友题诗：雁儿成双/思念寄彩笺/只
需要一滴泪/成瀑/瞬间便成了永恒。

没有想到的是，照片诗文发在朋友圈及眉山日
报上，朋友们都在问：“这是哪儿？竟有这么美的瀑
布？”

让我来告诉你们，这就是现在的龙马镇高滩
口，仁寿最美的瀑布河。

玉龙清水河

在玉龙镇，有一条常年不枯的主要河流——清
水河，它穿越全乡腹地，流经6个村约19公里。

清水河的中段，又名钟嘴湾，其形像旧时弹棉
絮用的弓，这里一年四季从来没有断过水，曾经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遇上百年不遇的干旱天气，那时到
处都没有水源了，这里却依然水流不止，人们用了
64台抽水机一起抽，都没有抽干这里的水，最后显
出一个钟形坝子，故叫钟坝子。又传说是附近王家

坳有个庙子，有一天从峨眉山飞来两个钟撞在庙门
上被弹回，钟落在了清水河里，形成了一个大钟滩，
一个小钟滩。

六十年代，当地人想利用它的落差建一个打米
面的机房，房子建成后，却因为发电不够而搁置，而
当时修建拦水的石墩则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瀑布。

清澈的水流由六个扇形状的石墩口湍泻，瀑布
被形如新月的桥洞分割为六股，或银帘飘飞，或白
浪滚滚，狂奔急泻汇入河底，喧腾着奔流而下，卷起
千堆浪花。激流在倾斜而凹凸不平的河面上溅起无
数水珠。阳光下，点点水珠就像巨型扇贝里的粒粒
珍珠，看上去恰似远处流动着一河洁白的珍珠，远
远望去，甚是壮观，仿佛走进“翠峰无墨画，银瀑有
声诗”如诗般奇妙的境界里。

偶见一位20来岁的小伙子撑着小船，在湍急的
瀑布前打捞着小鱼小虾，看得我们心惊肉跳，他却
悠然自得，恰一幅“河中打鱼图”。

未来，镇里想在这里建一个漂流场，或许到那
时，这里将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玉龙，来到美丽的
清水河观光旅游。

方家爱月湖

顺着方家镇花椒之海产业观光大道前行 10余
公里，便是正在打造中的爱月湖生态旅游观光示范
基地。

爱月湖，一个好听的名字。
一条公路把爱月湖景区分成了两半，右边便是

通沟水田，是一个荷花景点，面积近千亩，虽然没有
看见多少荷花，那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的诗情画意，却早已窜上心头。左边是一湾湖
水，状如弯月，故得名“爱月湖”。湖水清澈晶莹，湖
面泛起好几艘小船，几只白天鹅围着小船嬉戏着。
漫步于湖边，想着春暖花开的季节，一家人泛舟在
湖上，享受着团聚的温馨，再上岸围湖走一圈，在玫
瑰的花香中边走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好不惬意；
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来此，一根鱼竿，一张小凳，一
把遮阳伞，缓解下工作中的压力，感受下垂钓的乐
趣，岂不快哉！

在爱月湖月弦内侧，是一座接待能力强、各类
设施齐全的大型“农家乐”。不锈钢管焊接的屋子，
水泥地面，开放式的餐饮工作坊，宽敞明亮的大厅，
棋牌茶室临水而建，都给人愉悦的感受。当吃上用
东岳村的藤椒 、自家种植的泡菜烹制而成的爱月
湖生态胖头鱼时，其浓郁的椒香味，早已飘散在爱
月湖衅，刺激着人们的味蕾，鲜活了每个人的毛孔，
也咀嚼出了动人的诗篇盛开在舌尖上。一时间，一
帮文人的诗、酒、歌兑在一起，惹得爱月湖上空的白
鹭也翩翩起舞。

爱月湖景区约有数千亩土地，四面被植被极好
的山岗围定，中间地带全为水面和水田沼泽，活像
一个巨大的“聚宝盆”！

如今，这里将以生态种植和养殖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自然生态循环，同时将发展不同的景点，以供
游客玩赏。未来，这里会有水果采摘活动，让游客自
己下地采摘，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又能亲近自
然；会有亲子捕鱼活动，既能让孩子体验到劳动的
艰辛，又能增进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那个时候，怕是
来了就不想走吧。

（本文获征文二等奖，由眉山市河长办选送。）

深信人间有大爱
□ 张人士（成都）

仁寿乡村的美丽河湖
□ 彭燕（眉山）

巴蜀雪消春水来
□ 张建 张乐（成都）

诸子百家，熟读深谙；三坟五典，潜收广积。看
五千殷史，溢彩流芳；百代黄龙，遗经献策。后昆藉
肩梯，云路登峰；志士通灵识，殿堂入席。悟代有传
薪，学无尽夕。

记伏羲纪龙，形象绘图；仓颉造字，文明出土。
创金、甲、篆、籀，继往开来；隶、真、行、草，扬今挹
古。引暦法纪年躔晷星，天工开物存画谱。凭四大发
明，演无穷建树。

章以代言，情通理达；文以载道，宪定礼成。后
浪推前，冰寒于水；先贤扶掖，蓝逊于青。涓流汇而
沧海阔，泰岳登而翠峦平。跬步不休，终行千里；慧
光广布，普度众生。

追思孔圣，周游列国；下问农夫，能辨他山。杏
坛授业鸿儒士，李耳传经函谷关。荀子赋文，婆心劝
学；芸生励志，神德克艰。孟母三迁，邻居善择；真金
七返，天道好还。

笃学持恒，通今博古；明心见性，易俗移风。历
历先知，释疑解惑；悠悠史籍，迪智启蒙。鉴凿壁偷
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麟阁图功。百载树人，可九
霄揽月；十年磨杵，期一旦争雄。

不逢青眼，枉负春秋；欲见彩虹，须经风雨。十
载寒窗，书山採薪；千秋绛帐，学海摇橹。聚沙成塔，
地矗珠峰；集腋成裘，自含运数。谋钤伟业，镌鸿爪
泥痕；致学终生，展云程鹄羽。

知识海洋，了无边际；中华国粹，未艾方兴。继
先贤绝学，擎往哲明灯。探苍穹奥秘，发睿智殊能。
以爱为专，洞明机理；用心索骥，必绾缰绳。是苍龙
可缚，绝顶可登。

艺无止矣，学岂休焉？才高八斗，未来堪预榜；
学富五车，无日不加鞭。求知不已，到老弥坚。尚须
曾子三省，不负人生百年。何愁壮志，难驰三界：信
令殊荣，直耀九天。

《蜀地散聊》（李后强著）

学不可以已赋
（依顺序以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八字为韵）

□ 蔡长宜（成都）

仁寿清水河（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