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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 08

新晃石凉亭
（外一首）

王行水

走过一段蜿蜒的小路

眼前出现一座古老的石凉亭

令人忽然想起先人的绳结

那上面究竟记载着什么

耸立在风雨中

穿越千年的时空

乏倦的行者在此驻足

饥渴的路人在此饮水

石凉亭

以岩石一样的坚守

招引着自然的凉风

如今小路上的过客日渐减少

石凉亭一天天从人们生活淡出

而在我眼里越来越坚固清晰

这一艺术杰作

不仅是侗乡山民的休憩之所

亦应是夜郎古国的开放窗口

在路人必经的路径中

昂首屹立

一站千年

石凉亭

你是岩石开出的花朵

你是大山凝固的思索

你是眺望拔升的高处

遐想蓝山

在蓝山什么也不想

只想一股劲地蓝

把自己蓝成一条巨鲸

游弋在高坪塘林海里

一生一世地云里雾里

跑龙套的松树桉树

举着荟蔚苍萃的牌匾

与某的浮空如蓝暗合

此刻山涧幽谷中的微风

唱起了原野版霓虹羽衣曲

备享尊荣的水杉银杏

摇头晃脑击节叫好

在蓝山什么也不想

只想一股劲地山

山出南岭中段北侧楚尾粤头

山出九嶷东麓舜帝南巡留踪

正好一脚踏上长江珠江的源头

娥皇和女英便溯流而上

虎溪古民居与板塘的斑竹

挽留了五千年前的女儿泪

在蓝山什么也不想

只想变成吃货把自己吃趴下

辣香甜脆的粑粑油茶

一碗下去立马心猿意马

牛屎酒借机鼓噪起哄

只羡蓝山大白苦瓜在眼前

世世代代传美名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近日，2023中国·罗江诗歌节暨大德如
阳·2023调元川菜文化周在四川德阳市罗
江区景乐广场精彩开幕。此次活动是一场
以诗为媒的文化盛会，也是以食会友的交
流平台，更是亲民惠民的务实举措。活动创
意独特，有诗又有味，内容精彩纷呈。

开幕式沉浸式戏剧展现多元文化

本次开幕式演出不同于以往诗歌朗
诵、歌舞表演等传统演绎形式，而是采用沉
浸式戏剧，以诗人为主角，以诗歌为载体，
通过颂、唱、舞、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来展现
罗江历史文化、诗歌文化、川菜文化，歌颂
幸福美好生活。
“这种演绎形式让观众与演员融为一

体，成为演出的参与者、亲临历史的见证
者，更加能够感悟诗歌的魅力。”罗江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吴倩介绍说，本次
开幕式活动更加注重年轻化和互动性，深
受群众喜欢。

蜀诗和川菜是巴蜀文化两张响亮的名
片。罗江的诗歌文化源远流长，自 2006年
首次举办“中国·罗江诗歌节”以来，先后评
选出“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四川十大青年
诗人”，出版主题诗集 10余部，为传承优秀
诗歌文化、推动诗歌文化繁荣作出了独特
的罗江贡献。同时，罗江也是第二批四川历
史名人李调元的故里，李调元整理刊刻的
《醒园录》是川人整理的第一部饮食专著，
在川菜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将‘诗歌文化’和‘川菜文化’融合发

展，是罗江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罗江
区委书记黄琦表示，罗江将依托调元文化、
三国文化，做优做强“诗歌之乡”和“川菜之
乡”文化名片，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努力把罗江建成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发展高地。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四李诗选》首发
式。“四李”是指以李调元为首的诗歌群体，

包括李化楠、李调元父子以及李鼎元、李骥
元兄弟。据统计，“四李”创作的存世诗词数
量约 4700余首，为弘扬和普及诗歌文化，
罗江区文化工作者精选“四李”创作的部分
诗歌 688首正式出版，对于读者认识和了
解“四李”诗歌创作的大体风貌、普及和传
承中华优秀诗歌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传承川菜文化 10道调元川菜新品呈现

10月 19日，2023中国·罗江诗歌节暨
大德如阳·调元川菜文化周调元川菜创新
菜品品鉴会在德阳市罗江区成功举办。

罗江区调元镇是“川菜之父”李调元的
出生地，他编刊其父李化楠所撰饮食专著
《醒园录》，被广泛认为是四川有史以来的
首部饮食菜肴专著。而本次调元川菜创新
菜品品鉴会的“调元宴”中，不仅囊括了调
元菜系中的经典菜式，如调元至尊、潺水醉
鱼、童山风鸡等，还有集合德阳本地及川内
川菜学者、川菜大师在继承、发掘调元饮食
文化的基础上整理研创的“调元食单”中的
10道调元川菜新品，供嘉宾们品鉴。

品鉴会上，美馔惊艳臻呈。主持人详细
介绍了 10 道调元川菜新品的制作工艺和
特点，羹堂狮子头、云龙黑猪椒排、清蒸罗
江鳜鱼、宝峰山珍……每一道菜都体现了
《醒园录》中的烹饪智慧和食材的丰富多样
性，让宾客在享用美食的同时，领略川菜文
化的博大精深。

一道道美馔宛如精美的艺术品在席间
展开，成就了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宾客们对调元川菜的做法、味道以及菜品
背后的文化故事兴趣浓厚，对李调元、《醒
园录》以及对川菜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给予
了高度评价。

诗润幸福家园 诗人采风走进魅力罗江

10月 20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 60
名诗人走进德阳市罗江区，访名物风流，看

乡村振兴。
诗人们先游览了范家大院，参观家风

陈列馆，聆听了解范家大院的由来与历史，
了解中华文明家风家训文化及范氏“清廉
一生”的家风传承。踏着青石板，漫步在古
朴的金牛古道上，古道、老树与庞统祠浑然
一体。

诗人们了解了刘备的军师庞统的生平
经历，感受了庞统祠悠久的历史底蕴，体验
了罗江民俗文化的博大厚重。最后，诗人们
来到罗江略坪镇国家级水稻油菜双季制种
基地，了解基地规模、产出、效益及运行情
况，感受人居和谐产业兴、生态宜居好气象
的罗江新农村面貌。

在各个采风现场，诗人们豪情勃发、兴
致高昂，即兴创作了诗歌和艺术佳作。诗人
霍俊明说：“在罗江，古蜀文化、三国文化、
清廉文化、乡村振兴文化等优秀文化融合
发展，交相辉映，对本土诗人培养、诗歌生
态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此次采风活动使诗人们充分
感受到了罗江的历史之美、人文之美、清廉
之美，也感受了罗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
社会发展新成果，为诗人以诗歌创作助力
罗江农文体旅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起到了
良好的推动作用。

在当日下午举行的“乡土诗歌继承、创
新与发展”交流会上，诗人与专家学者相聚
一堂，共同探讨乡土诗歌的继承、创新与发
展，深入挖掘诗歌传统的人文精神与当代
价值，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发扬诗歌在
人心滋育、人才培养以及社会风气美化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龚学敏在交流发
言中，从“乡土诗”的概念、创作和发展，谈
到根脉。他认为，乡土诗的灵魂在于乡土气
息，唯有挽起裤腿走进泥土，即便扎不下根
也要感受到泥土里的深浅凉热，才能写出
真正的乡土诗来。城市化的演进，拉开了人
们与土地的距离，但诗要有诗的担当，至少
乡愁还是血脉里的东西。有血有泪的乡土
诗应喷涌而出，从而接济当下社会的精神
世界。

座谈会现场，还为第二届四川十大青
年诗人获评诗人蒋来明、康宇辰、甫跃成、
吴小龙、加主布哈、王学东等进行颁奖。

据悉，2023 中国·罗江诗歌节暨大德
如阳·2023调元川菜文化周活动将持续至
10月 28日。活动期间，罗江区还将采取
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开展多项活动，进一步
擦亮罗江“诗歌之乡”和“川菜之乡”文化
名片，也为广大市民奉献一场丰盛的文化
盛宴。

（罗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邹星雨本报记者魏彪

近日，2023年“我们的节日·
重阳”四川省示范活动在广元市
昭化区举行。夜幕降临，昭化古城
灯光璀璨，游客熙熙攘攘，热闹非
凡。

只听一阵鼓响，大型沉浸式
互动体验剧《葭萌春秋》在昭化西
市古院落正式上演，带领着大家
穿越回波云诡谲的三国时代。

作为广元首部大型沉浸式
演出，《葭萌春秋》沉浸式互动体
验剧利用先进的声光电技术，融
合古院落如诗如画的实景 ,结合
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 4000
多年来“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
都”的沧桑巨变，让游客在移步
换景中更直观地了解到昭化古
城独特的文化魅力。
“没想到能看到这么精彩的

演出。”游客罗琴感慨，“通过独特
的艺术表现手法再现了昭化古城
的千年历史，让人忍不住沉浸其
中。”

杂技表演、川剧绝活、古乐演
奏……与此同时，在昭化古城街
头，各类特色表演活动精彩纷呈，
为大家呈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很惊喜！”“太好看了！”“活

动很丰富！”“非常精彩！”……前
来游玩的游客们纷纷竖起了大拇
指。演出人员动人的演绎及营造
的优美意境和浓厚人文氛围，让
大家在行走间感受到中国传统文
化之美，也让大家近距离体验了
昭化当地的风土人情。
“一路过来全是节目，很多都

是老年人喜欢的，比如《张飞大战
马超》，我爸站在旁边看了半天，
都不舍得走。”来自成都的游客邵
元庆笑着说。
“晚上的昭化古城比白天更

有‘烟火气’，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我准备多给我爸妈拍一些照片。”
游客姚文静兴奋地说，“以后有机
会我还会过来玩。”

重阳节是我国重要传统佳
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
寄托着人们对长辈的尊敬和爱
护。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昭化区不断
丰富、创新展示的内容和形式，
以《葭萌春秋》沉浸式互动体验
剧为基础，在昭化古城内搭建起
大型的演出舞台，实现从“看景”
到“入景”，从传统游到体验式、
互动式旅游的转变，进一步增强
了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营造
出喜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千年之约 问鼎姜城

芦山赛段的比赛，同样是城市绕圈
赛，单圈 6公里 X15圈，总里程 90公
里。本赛段以芦山县体育馆为起点，选
手们先后经迎宾大道、姜维路、芦山河大
桥、青江路等路段，最后返回体育馆绕圈
骑行。此次芦山赛段道路平缓，有利于
运动员的发挥，呈现出了精美绝伦的运
动盛宴。

上午 9点，随着鸣笛声响起瞬间点
燃了赛道两旁的热情。平缓的赛道更有
利于车手们的冲刺，所以今天的比赛一
开始，就出现了不断地进攻与突围，第一
波突围车手甚至都没有经过第一个拐弯
处就被追回了，可见比赛的胶着。在经
过多次的拉扯之后，最终形成了较为稳
定的突围小分队。

经过两个多小时地角逐，最终，来自
兔跳体育的 NMTANicolas Marini 拿下
芦山赛段冠军，来自晟亦成都 CCN车
队的 PETR RIKUNOV 和飞锐蒙古车
队的 KARPENKO Gleb 夺得赛段第二
名和第三名。来自 SCOM-瑞豹中国车
队的 PREVAR OLEKSANDR 以个人
总成绩第一穿走熊猫衫，老地方车行
-JENS 联队的龙秀辉夺下大中华最佳
车手的红衫。

以赛促融 尽显千年古姜城

“来比赛之前就了解过芦山，知道它

不仅有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姜城，也有众
多的自然风光。”来自重庆的骑手小张表
示。

芦山位于成都以西，全县 1191.14
平方公里，年均气温 15.2 度，芦山的负
氧离子含量非常高，平均每立方厘米含
量高达 4800个，森林覆盖率达 78.24%。
芦山古为青衣羌国，县城因蜀汉大将姜
维屯兵所筑，又称“姜城”。这里有着四张
靓丽的名片：“重建新路发源地、千年古
姜城，中国乌木根雕艺术之都、清凉气候
康养地”。

川藏线上第一关———飞仙关、“先有
灵鹫，后有峨眉”的佛教圣地———灵鹫
山、亚洲最长的砾岩溶洞———龙门溶洞、
世界最大的人居漏斗———围塔漏斗、距
成都最近的原始森林、养身避暑胜
地———大川河。构成了芦山一关一山一
洞一斗一河的自然奇观。

随着金丝楠水街、沫河秀水、石羊
月季公园等新建地标建筑融入县城肌
理，一批又一批的文旅特色小镇成为
城乡靓丽风景，滨河体育公园、熊猫绿
道、禾茂田园等成为群众健身休闲好
去处，千年姜城、魅力芦山的城市名片
已然擦亮。

以赛兴城 见证涅槃重生

芦山已建县 2300多年，有着丰厚的
历史文化。近年，芦山多次承办或举办国
家级、省级比赛，城市能级不断提升，也

让更多人对芦山有了除“姜城”以外更多
更深的了解。

据芦山县体育发展中心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芦山县在 2020年纳入环雅安自
行车赛阵营，经过三年的持续融合发展，
芦山本地景区得到飞速成长。全县共有
4A旅游景区 4个，3A景区 1个，4个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 个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馆藏文物万余件。如龙门
古镇、飞仙关、汉姜古城等景区已成为芦
山新地标，吸引着游客前来找寻其中的

奥妙。
“芦山的景点确实建设的很好，而且

独具特色，能够代表芦山向外地游客展
示。”市民王女士表示。据了解，今年是环
雅安自行车赛进入芦山第四年，赛事也
逐渐成芦山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大里程
碑。本次芦山赛段比赛虽已结束，但这并
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赛事必将
成为芦山文体旅发展的良好契机，成为
千年古姜城的最新宣传，成为建设魅力
新芦山的强大动力。

诗润幸福家园 相约大美罗江
中国·罗江诗歌节暨大德如阳·调元川菜文化周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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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约 问鼎姜城
2023年“环茶马古道”雅安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芦

山赛段点燃激情

□本报记者赵蝶文 /图

10 月 23 日，骑遍四
川·2023年“环茶马古道”
雅安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芦
山赛段在千年姜城正式打
响。运动员们在这座富含
汉代文化底蕴的古城中，
破风前行，无畏竞速！雅安
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雅安
市委主委李诚，芦山县委
副书记、县政府县长岑永
杰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开赛
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