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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坑是我的家乡。传说牛角坑并
不是叫现在的名字，是因为玉帝家里的
一头青牛从天庭出走来到人间后，留恋
王眉山的黛山秀水便驻扎下来，时间久
远而思念天庭却又害怕责罚不敢回去，
便经常抬头西望，一对雄霸威武的牛角
环抱这一方山水，脚下的饮水坑越来越
深，用十二匹腊篾连接起来都没能探到
底，老人们说那是青牛思念天庭流下的
眼泪，便被叫作牛角坑。

那时人们到泥龙去赶场，都要从那
个建于明朝时期没有栏杆的石拱桥上走
过去，让人胆战心惊，生怕滚下河。修建
在牛角坑上数十丈高悬崖边的水轮泵米
面加工房，长期轰隆隆地没有歇息过，每
年敢于上房翻盖换瓦的“盖匠”都被认为
是“生咕噜子”或“天棒槌”，要钱不要命
的主儿。

牛角坑周围的许多地名，如皇后坪、
老营里、桅杆坝、沙溪沟水磨滩等，每一
个地方都有着一段故事，也是大家挥之
不去的乡愁记忆。

传说在大明建文四年（1402年），燕
王朱棣以“清君侧”之名发动靖难之役，
率燕军长驱南下直取金陵。建文帝朱允
炆派诸王求和未果，众叛亲离京城大乱，
绝望得想自杀。后被太监和近臣劝阻，依
太祖留下的逃亡保命之计，化装成僧侣
逃生出宫。一路辗转，路过金堂寺并留宿

于此，其皇后因劳累过度加生育罹难，葬
于寺岩口大坪里。据前人口传，皇后墓冢
很大，坟前立有石质三间五柱牌坊，柱石
上刻有伺环、麒麟、狮子等石像生，浮雕
有双狮戏彩珠，重檐斗拱结构的牌坊上
还雕刻着七彩凤凰和其他怪兽祥云纹
案。石龟碑座、四柱顶帽的高耸桅杆，后
来因战火被毁，只留下地名“皇后坪”被
人们念念不忘。

明末，牛角坑人张仕宗追随李自成
南征北战，功绩显著，被委任陕甘提督。
后明降将吴三桂引清入关并打败李自
成，张仕宗缴获“传国玉玺”，带领手下二
万五千精锐自陕班师回里，沿途标书“牛
角都督府，雄兵二万五；汉中借路过，保
卫康熙主”。康熙登基后查悉玉玺，速派
钦差到泥龙庙牛角坑索要，看到沿途标
语，带着玉玺及张仕宗的大哥张问宗回
京，奏明圣上一路所见，康熙见张一片忠
心，几道圣旨召张仕宗进京为官，都被张
婉言谢绝，于是康熙御赐其为“卧虎将
军”，并封张问宗为马渡关守。御准修建
家祠，刑条、桅杆，形似皇宫金殿布局。两
支桅杆呈宝塔形八棱柱，左右均匀对称，
气派宏伟，底座呈八棱柱高 1米，直径
1.8 米，桅杆总高 5 米，直径为 40 厘米，
上镶单斗，高 1米，至今保存完好。

本世纪初，市县政府投资，在牛角坑
筑坝修建水库。由于新时代的科技力量，

很快就建成一座坝高 46米、正常蓄
水位 648米，总库容 2000万立方米
的大乙型水库。库区面积达 20平方
公里，集雨面积 30多平方公里。还配
套建成干渠总长 30公里，支渠 8条
总长 105公里，灌溉面辖泥龙、笔山、
邱家、板庙、云台、江口、白衣、元石等
地 10余个乡镇 96个村居近 20万亩
土地。与县域自来水网连片解决了全
县 60余万群众和数百万头牲畜的饮
用水，并自然形成了风景绚丽的牛角
坑水乡。

春秋季节里的牛角坑库区两岸
炊烟四起，在斜风细雨的飘飘洒洒中
薄雾缭绕，犹若仙境，活脱脱一幅愁
思淡雅的水墨画。漫山遍野的金灿灿
的油菜花海，簇拥着星星点点的巴山
民居，郁郁葱葱的四面群山挺拔峥嵘
中饱含一抹清秀，粗犷雄奇中富有几
许妩媚，浓彩泼墨中透出点点淡雅，
又似一幅艳惊四座的中国画。黑夜如墨，
暗影蔽辉，烟水霏微，露重烟隆。山水温
软的水乡没了桃花嫣然，草长莺飞的旖
旎，只在黑夜里氤氲着一股孤寂而寥寞
的气息。冬夏季节则别有景致，无论是烈
日下的湖水幽蓝，还是银装素裹的冰清
玉洁，都会吸引着远远近近的游客和络
绎不绝前来观景赏花乐水泛舟的看客。
沙溪小学那一对惊世绝尘的华表至今巍
然屹立在库区水中，显得伟岸而孤寂，向
人们述说着漫漫历史。

随着库区水位不断增高，上游沙溪
沿河居民只能搬迁。虽然政府花费巨资
移民，但是许多群众终因故土难离，选择
后靠择地而居。牛角坑库区两岸三地依

山傍水，山清水秀，碧波荡漾，土壤肥沃，
除了维持着传统的水稻、小麦、玉米、大
豆和红苕、洋芋种植外，绝大部分土地都
流转给了合作社，用作水产如团鱼、鳙
鱼、鳝鱼等养殖或种了桃李、花椒和茶
叶。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地方党委政府实施“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在不断改造完
善乡村旅游环境。

牛角坑水库，这里已是中国地理标
志产品“江口青鳙”和“平昌青花椒”以及
“平昌茗芽”的出产地，是“天府旅游名
县”的示范地，以名副其实的“鱼米水乡”
和“天然画廊”的实景，正迎接着四海宾
客的到来。

母亲（外一首）

周祖国（四川自贡）

母亲指着一微光指示灯
叫我关掉。又指墙壁上一片亮光
我说那是阳光，关不了
母亲说去把它抹了
我把另边虚开的窗帘拉严
母亲笑了，孩子般无忧无虑的
笑容，抵消了瞬间那份黯淡
却抵消不了我心里逐增的隐忧
我是如此仓皇地敏感到
时光，为偌大世界一个劲加油
却不停消耗着我母亲
这盏快枯竭的微弱油灯
而我如何为时光节约点滴
为母亲加油

陪母亲漫步

近古稀的我，携母亲和朝霞
走大道小径。目的无非行走随意
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幸运
坦直的路也有圆滑和拐弯
不是谁都懂得这种幸福和分享
说着暴雨就来了
我随身带伞，步子踏实
母亲不管风雨，不管路好不好走
谁阻碍她，她跟谁急
她常把热叫冷，分不清方向前后
有人问她多少岁了
她指指天。她说不要怕
那时我们很多人一道走一起唱
一个人走了很远夜路
母亲在乡下跑腿了大半生
脑先退化了，腿日渐晃悠
大小事都放下了，唯有行走

在那屋顶转角地方，
在那重叠的墙缝中，
有一团三角梅花盛放。
那样婀娜多姿，
那样娇媚典雅，
那样热烈蓬勃，
那样温馨祥和。

没有肥沃的泥土，
没有宽松的园地，
没有滋润的雨露，
没有灿烂的阳光。
你在夹缝中生根，
你在挣扎中成长。

不管冷热炎凉，
不惧严寒风霜，
一寸一寸，
从墙壁中生长，
挤出枝条，
展出绿叶，
开出红花，
向着蓝天微笑……

你总说，
没有真爱是一种悲伤。
所以你用，
枝干的尖刺
将煞气阻挡，
繁茂的叶子
将运势聚汇，
嫣红的花儿
将病邪祛除。

虽然独在墙角，
但你从不孤芳自赏。
虽然身处逆境，
但你却奋勇向上。
为什么你的生命如此顽强？
为什么你能忍辱负重百炼成钢？
因为你
永远有自己的初心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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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今日在
中科院成都分院参
加活动，偶见屋顶
转角墙缝中，长出
一团野生三角梅，
枝繁叶茂，姹紫嫣
红。感其生存之不
易，作诗咏之。

描摹乡土风物的淋漓画卷
———周依春散文集《一江春水》序

伍立杨（四川成都）

近日，由陕西散文学会乡
土委员会组织举办的第三届一
次理事会议、作家秋池散文集
《老宅子》作品讨论分享会及
“《魅力关山》征文”启动、“相约
关山”采风、研讨交流活动拉开
帷幕。
《老宅子》作品讨论分享会

由西安作家、陕西广播电视台
主办的双月刊《视界观》主编崔
彦老师主持。首先，由阎良区作
协主席冉学东先生介绍《老宅
子》的作者和作品。随后，该书
作者秋池对自己的创作心路历
程作了介绍和交流。

陕西阎良作协王斌和陕西
散文学会乡土文学委员会委员
任梦麟分别上台朗诵《老宅子》
的片段。陕西散文学会乡土文
学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民、西安
市高陵区作协副主席张永强、
渭南市临渭区作协副主席秦川
牛、陕西散文学会乡土文学委
员会委员阎艳利（她作为教师
代表）都分别上台，带着真挚饱
满的情感分享他们各自对《老
宅子》的读后感，由衷地评价了
这部作品所带给他们的感动与
共鸣。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
西散文学会副会长陈长吟教授
翻开《老宅子》看了一段文字后
说：让自己想到了阿来先生的
《尘埃落定》，有一种历史的厚
重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在里面，
我一直在强调散文创作的情感
与厚重；他提纲挈领地分析了
当代散文创作的现状，强烈呼
吁和提倡长篇专题纪实散文的
创作。陕西散文学会副会长、文
化学者史飞翔先生作最后的总
结发言时说道：“针对陈长吟会
长提倡关于长篇专题纪实散文
创作的呼吁，我想这部《老宅
子》应该是很好的回应。先前翻
阅了秋池的这两本书，无论是
评论文集还是《老宅子》，我发
现他是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
的，这点很重要。我们广大作家
一定要有类似大散文这样的创
作思维，大胆开拓自己的创作
之路。”穿越秦岭，即是一次文
学创作探索性的实践，让两地
文化进行了一次有效的互动交
流。

会议结束，秋池与各位到
场作家、老师相互赠送作品，交
流各自的创作与阅读感悟，大
家都彼此难忘全身心地沉浸在
这一场穿越秦岭的文化盛宴之
中。 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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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中心
城市和门户枢纽，缘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
性，当前正加快推进“筑三城、兴三都”战略
发展部署，意在加速升腾“成渝之星”。作为
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遂宁
大地时时处处都涌动着城乡建设的滚滚春
潮，一片生机蓬勃、日新月异景象，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021-2022年间，现任乐山农商银行高
管的周依春先生，曾在遂宁农商银行工作
过一段时间，为时虽不到两年，却亲眼见证
了遂宁的山川风物，遂宁人的和善包容。感
怀于这份难得的相遇，“为了让那些零散的
文字有个归宿，更是为了留存那一段美好
的记忆”，在繁忙的银行经营管理工作之
余，勤于笔耕写作的依春先生，决定将在这
段时期所写的文字，结集为书稿《一江春
水》出版面世，以存鸿爪雪泥，兼作怀人忆
往。此前，勤于笔耕著述的他，已相继有工
作文集《山路十八弯》，散文集《岁月留痕》
《流淌的心曲》等多部著作付梓行世，而且
还荣获了中国金融文学界最高奖项———第
四届中国金融文学奖。
《一江春水》收录依春先生近作散文随

笔四十五篇。其体裁形制，涉及散文、随笔、
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形式多样，观点鲜
明，意趣盎然，各具特色，可见作者驾驭创
作不同体裁的高超能力，更见其做人做事
的品格和风格。

书稿划分为四辑，每辑命名各有妙义
胜谛，蕴藏深刻内涵。

第一辑“饮水思源”，意在走得再远，都
不能忘记来时路，依春先生是一位不忘初
心使命的人。《搭便车》既记录了他学生时
代的“行路难”，又反映了他参加工作后同
家乡人民一道，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所作
出的不懈努力，同时也反映出了我国农村
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对军装的情
谊》《中秋记忆》《订票》《春节祭祖》使自己
尊老爱幼、感恩怀旧的心理和对良好家风
的传承跃然纸上，令人回味动容。《重回少
年》看到儿子的毕业晚会，仿佛自己一下子
也回到了少年时代，而《大巴山的说春人》
《远去的报刊邮亭》这些即将失缺的“宝
贝”，他又不得不从岁月的长河中去打捞并

加以封存。
第二辑“润泽一方”，表达对一方水土

和地理风物的钟情与奉献。他乡即故乡，每
辗转一处他就深爱着一处，依春先生是一
位吃苦奉献的人。他在《涪江春色》中这样
写道：涪江的春风是和煦的；涪江的春雨是
和顺的；涪江的春光是明媚的；涪江的春水
是至情的；涪江的人民是至善的……然而，
人们并未沉醉于大好的涪江春色，而是深
谙“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道理，时时刻刻拼
搏着热烈，奋斗着激情。《川中十里白芷香》
《幸福海龙村》把农商银行在支持产业振兴
和服务乡村振兴中的“三大银行”作用展现
得淋漓尽致，极大地彰显了“四川农信———
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的良好形象。《赶考
的心态》《2021，我一直在追梦路上》又是他
以文学的方式对自己所做工作的另一种呈
现，让人在文字中感悟工作的乐趣。

第三辑“心静如水”，提炼日常生活中的
点滴人生感悟、心得，以及相关经验之谈，足
资启迪读者，以为他山之石。在实践中学习，
在学习中思考，依春先生是一位勤学善思的
人。《人生需答“三类题”》《我爱“学习强国”》
《每一个人都了不起》是他在工作生活实践
中的真实体会和感悟，能够吐露心声，以文
示人，旨在免走“弯路”。《同样是一记耳光》
《“痛心”与“暖心”》则是透过一件事物的正
反两方面，让人们看到事物的本质和不同结
果，从而更好地引导人们的认知和增强净化
社会的责任意识。《疫中散记（三则）》既是对
那段特殊时期的工作生活记录，又是对个别
社会现象的揭示，以及个别人对人性的宣
泄，此乃人之常情也！
第四辑“跋山涉水”，以游记文字居多，

开启红色之旅、观览山水人文、探访遗存史
迹，间亦发作感慨憬悟。凡集中篇章，俱能
言之有物、刻画生动，不落空泛虚无，可窥
见作者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扎实学风
和文风。寄情于景，以物咏志，依春先生是
一位热爱生活的人。《穿越长征路》中，“苦
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红军长征创下了
中国革命的“六个最”，可见中国革命成功
之不易，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和铭记。他
对山川风物、人文地理无不钟爱有加，陈子
昂读书台、灵泉寺、巴城的白塔山等一批具

有厚重历史文化的教育基地都成为表达情
感、抒发志向的最好方式。

依春先生现为中国金融作协理事、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四
川散文学会会员，好读书、喜写作，本色是
文人书生。于繁忙的金融管理工作之余，夜
间一盏青灯、数卷书册作伴，锐意于散文等
文学创作，乐此不疲，勤勉有加。他善于从
身边所习闻常见的点滴小事，去生发延展
开来，以其慧眼灵心，去体察敏悟生活中的
真谛妙趣。

其散文写作与报告文学比翼齐飞，且
皆有较高创作成就，实属难得。散文固不必
论，即如描写川中白芷、彝族刺绣、井研柑
橘、郎酒庄园、幸福海龙村的诸篇报告文学
作品，细致描绘其产业构造、发展前景，兼
及共同富裕主题，为当代新农村建设、乡村
振兴鼓与呼，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
践，显见作者一片家国情怀、赤子之心，不
难窥见其当下书生报国的心路历程。

依春先生由一名毫无背景的普通教师
子弟，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奋发努力，工作岗
位从乡镇信用社到区县联社、市级农商银
行，个人也逐步成长历练为业务能手、高层
管理，一路走来，艰苦备尝，却也感悟良多，
收获丰硕。其主业和业余的触角，竟又跨越
金融业务、金融管理和文学创作等领域，皆
能卓有成就、业绩斐然，良非易事。

文以载道，笔墨当随时代，文章合为时
而著，在阅读这部书稿时，令笔者脑海中不
时浮现出以上感想。尤为难得的是，依春先
生文笔质朴无华，情感真挚细腻，叙说明白
晓畅，不枝不蔓，如话家常、品清茗，读来朗
朗上口、亲切近人，宛如春风拂面，有温煦
怡人之感。

乡土风物的描述，在依春先生的作品
集中，占有相当比例，奇思妙想层出不穷，
笔下的景物多为生活实景，其描写范围触
及生活中每一个细小的物事，且赋予它们
以生命情韵。有的皆用顺写，工细入妙。有
的以正面还题，真如化工肖物。

景物活、意境活，炼字既精，炼意更精，
也即景物搬到纸上仍具另一种动感，同时
思维的动感也与之同在，故能相得益彰。其
所蕴含的生活、人生哲理，具有辩证法的精

义在其中。依春先生是以智者对于生活细
部的捕捉，表现正大的情怀。所以王国维
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

文章或朴实无华、或凝重厚实、或灵巧
秀气、或含蓄蕴藉……但都富有浓郁的乡
土情调和地域色彩，或隐或显含有原生态
的自然生命力，那种不屈、坚韧、顽强、乐观
的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

有描绘，也有考略；有记叙，也有实录；
有打捞，也有梳理；有钩沉，也有探秘；有抒
情，也有田野调查……总之是以满腔的激
情和挚爱来赞美故土、颂赞故土、记录故
土、抒写故土，绘就了一幅幅充满乡情、亲
情、风情的乡土画卷。既是酣畅淋漓的真情
流露，更是娓娓道来的深情表达。作者叙述
着与乡土深厚的渊源，其文字深受川中雄
奇山川的无声的滋养。这是一种特殊的缘
分。

万物的美感其实是人的情感体现，乡
土历史、地理亦然。在作者的笔下，因为情
感和挚爱的深度注入，不仅生动传神，更有
了温度和生命，甚至可以清晰感受到它的
惊奇和痛痒。

掩卷凝思，漫漶隐约的字句，在纸上浮
现起来，不惊不诧，灵妙大方，水墨淋漓的，
像是古艳的流水音。宁静、生机盎然，而又
深邃———
“不知何时，一粒丝瓜籽掉进了老屋阶

沿上的石缝里。慢慢地，这粒丝瓜籽伸出两
片嫩芽，冲破石板的阻拦，从石缝中冒了出
来。能够在夹缝中求生存，我惊叹种子的力
量，更赞美生命的顽强。”2023年 9月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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