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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海 弄 潮

醉美西岭雪（外二首）

寇万霞（四川）

只因，你的娇容
醉倒了万物生灵
只因，你的风貌
引来远方的游人
大自然的盛景醉了我
旅游的胜地迷醉了我

巍巍雄峰似座座金山
耀眼夺目直穿云庭
浩瀚云海像翻滚的锦缎
色彩斑斓柔和妩媚
飘舞的雪花
尽情摇摆它的舞姿
白雪皑皑的世界
让人如梦如幻
在仙境中徜徉流连

滑雪橇，堆雪人
无穷的乐趣挥之不去
打雪仗，抛雪球
童话的世界沉淀无边的遐想
美是大自然的馈赠
魂是大自然的恩赐
树木因你弯了腰
飞鸟因你无踪迹
你是追逐的诗魂
你是醉美的西岭

家乡的第一场雪

冬季的寒风吹开窗的帘布
雪花肆无忌惮地在空中飘洒
犹如撕碎了的棉花
一朵一朵悠闲地飞旋

枯萎的植物失去活力
被白雪包裹的身躯面目全非
藏在岩缝中的小草畏缩地低着头
时而瞟一眼外景
时而探头与雪花相拥

瑞雪，绘成了一幅画
阳光，融化了风景
最终回归在等待的小溪

春天的脚步

春天，迈着轻盈步子
拨开柔柔的薄雾
哼着欢快的小曲
惊醒了寂寞的大地
唤醒了沉睡的山河
枯萎的万物不因清寒被束缚
小草在雪地下探出头来东瞧西看
羞涩的花蕾捂着小脸
等待春光的呵护
春天，踏着自信的脚步
牵着暖暖的春风，
为大地披上一层绿衣
春姑娘露出了甜美的笑颜

中秋夜（外一首）

丁永钟（四川）

十五的月光洒向人间的温柔
月光穿行在淡淡的云彩间
是月儿追着云彩
还是云彩候着月儿
完美的邂逅述说一段传奇

闻蟋蟀的浅鸣
嗅沁人心脾的桂花
黑白光影中留下一幅水墨丹青

仿佛梦里的思亲团聚
苦思和愿景都融化皎洁的月色
允许一只竹箫
奏一曲明月夜
可玉人又何处在吹箫

龙沙宝石粉月季

捧在手心如水温柔
一年一次的相见
慰藉了忧伤
不曾离开却花落无影

或艳或烈或浅或淡
翩跹而至的你呀
粉淡的色彩胜过斑斓
柔白的底色勾出粉粉的边界
层层叠叠的花瓣
在待放中舒展

一年的沉寂
只为人间四月

候鸟（外一首）

陈明勇（四川）

为了那一句承诺
飞越千山万水
不分昼夜

粼粼的水面变幻莫测
掠过寒冬溅起一道道涟漪

遇见你，我愿作痴情的鸟

从西伯利亚到斑斓之冬
从天涯海角到一湾靓影

遇见你，我整理灰褐的翅羽
微笑的眼眸总惦记你
旷野里清影横斜
用喙品尝清澈的甜美

飞吧，用那一片自由的羽毛
在缭绕的村庄，等你

惦记

不是每一片乌云
都会下雨
不是每一场恋爱
都有真情

其实闪电是一株草
长在天边的
一株桀骜不驯的野草
没有名号，无人知晓

沉寂的心跳跟着冷雨加速
丰满的山头流淌着现实的乳液
岁月的浮云游荡着思考的青鱼

我惦记夏雨轰轰烈烈的场景
充盈着炫丽炽热
感悟一场交响乐后
闪电撕碎了平行的距离

我惦记这场夏季
滂沱的大雨
还有漂泊多年的那片云

家乡的小路（外一首）

刘地尧（四川）

凉风渐起
浅秋深情
是谁在诗里拈了一片落花
是谁在心中有了绵绵乡愁
是这秋的含蓄让我想起童年

我的家住在山腰
一条小路蜿蜒山间
那便是出路
小时候
只知道小路的这头是家
另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

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不知承载着多少辈人的梦想
不知埋藏了多少童年的时光
每天都可看到早出晚归的身影
柴米油盐都来自路的另一方

我从山间走来
带着泥土的芬芳
我的每一寸思念都由乡土筑成
我想告诉父母
不会忘记你们为我筑成的小路
正是那条小路
陪伴我从童年到远方
从远方到梦里
感动而流泪

依旧是那条小路
这是一种烂熟于心的记忆
让我想起被阳光朗读的诗句
当岁月慢慢地老去
我读懂了诗与远方

晚开的百合花

月光皎洁，碧空如洗
圆月依旧，思念依旧
倚窗而望
风中
飘来淡淡的芳香
自从那年相识
我就忘不了你的容颜

记忆深处的美
还刻着你的微笑
我在窗前
读着月光
每年的这个时节
总会想起你
我在苦苦地等你

我知道
你喜欢温暖和阳光
我多想
为你建一个暖暖的家
好让你长久留下
你却说要随四季去流浪

你很快又要走了
我相信
你还会再来
明年的这个季节
我依然等你
希望你别再迟到

大邑两景
熊勇军（四川）

校 园 新 蕾

春分过后就是清明了。此时，
草木苍翠，万物生长。它既是二十
四节气之一，也是我国四大传统
节日之一。作为节气，它使万物皆
显、气清景明；作为节日，它是缅
怀先辈、祭奠先人的日子。

还记得小时候清明节，在长
辈们的带领下，我们上山扫墓。墓
地在山林深处，一家老小齐动手，
砍枝锄草，摆上祭品，燃香烧纸。
墓碑上熟悉的字迹，写出了逝者
的生平。大人们神情肃穆地叩拜
后，给我们讲先人的故事。我不禁
回想起那些温馨的瞬间，回忆起
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

清明，一个让人思念的时节。
它让我们在思念中感受到亲人们

的存在。宋代诗人高翥在《清明日
对酒》中写道：“南北山头多墓田，
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
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描写的就
是清明人们上山扫墓，祭拜祖先
的情景。站在亲人墓前，我们心中
不免涌起一股剪不断的哀愁。那
些熟悉的画面，早已成为遥远的
回忆。我们思念他们，不仅因为他
们曾给了我们关爱和陪伴，更重
要的是他们教会了我们怎样去
爱，怎样去感恩，怎样去珍惜。

清明不仅有哀思，作为节气，
它还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
子，所以也称踏青节。
《岁时百问》里说：“万物生长

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
明。”此时春回大地，草色返青，垂
柳绽芽，桐花怒放，正是踏青的好
时节。一群小孩子疯跑到松软湿
润的大地上，和树枝上的鸟雀交
谈，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
形成斑驳的光影，给人一种宁静
而美好的感觉。

在开阔的草地上，早已聚集
了不少踏青的人。他们或三五成
群，或独自一人，都在享受这美好
的时光。有的人在放风筝，那五彩
斑斓的风筝在空中翩翩起舞，如
一只只自由飞翔的云雀；有的人
在聚餐，他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
美食，谈笑风生，好不惬意。我也
找了个空地坐下，闭上眼睛，感受
春天的气息。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几多伤
怀，几多欢乐，都在同一个清明。
山野葱郁，沿着来时路，清风徐
徐，脚下的土地显得格外亲切。生
命就是如此，生生不息，有逝去也
有新生。在这个世界不忘来路，我
们要懂得爱和珍惜。

最忆是清明
河南大学法学院 2023级法学 2班 陈展毅

这段时间相信很多人都看了
《繁花》这部热播的电视剧，不得
不赞叹导演王家卫善用独特的手
法，再加之众多明星参演，把这部
电视剧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以年
代为引领，把中国的发展浪潮融
入各行各业，把昔日的上海金融
风云演绎得变幻莫测，把人物形
象刻化得淋漓尽致……

阅尽《繁花》让我看到了时代
造就机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就
看谁能抓住机会，机会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今天我想通过剧中人
物谈谈我的感悟。

做一个发光的人

剧中的汪小姐是一名外贸公
司的工作人员，颜值高的同时对
工作积极认真，对人热情大方，对
事业执着坚持。正是因为这一点
她深受师傅金花的喜爱、爷叔的
偏爱、宝总的宠爱，当然也有梅萍
的毁爱；她以工作为重，不贪图钱

财和名声，她要做的是“我是我自
己的码头”。汪小姐能做到这一点
真的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特别是
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对工作更要
有这样的态度及激情，让自己的
青春在学习中成长，无惧风雨人
生，做一个发光的人。成年的世界
都懂也不懂，要做一个持久发光
的人，一定是大家都喜欢的人。

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剧中范总是梦特娇厂的老
总，他与宝总有生意上的来往，
相互成就，同时对汪小姐也是很
熟悉的。在合作期间他欠宝总一
个人情，宝总让他一定帮汪小
姐。当汪小姐自主创业为了沃尔
玛的定单找不到厂家时，宝总幕
后指挥，范总亲临作战。他为兑
现宝总的承诺，陪汪小姐谈判，
乃至用下跪等方式来协助汪小
姐，最后他们以“江湖再见”让人
垂泪；宝总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

帮身边的人完成他们的所愿，哪
怕被人误解，哪怕伤得遍体麟伤
也在所不惜。人情账总是要还
的，只是兑现的时间不同，就像
宝总说的“人情就是欠来欠去，
就跟刷墙一样，刷过来刷过去，
所以这个人情会越来越厚”。在
现实生活中兑现承诺的人和事
也不少，但爽约的人也不少。我
们要求不了别人，但是可以要求
自己做一个有情有义、信守承诺
的人。

做一个感恩的人

爷叔在剧中是一个十分精明
能干爱算计的老头，有时感觉有
点“薄情”。实则是他只关心他看
重的人，精明能干的他无休无眠

为宝总铺好路，兜好底；让他重视
的人从无名的阿宝变为有名的宝
总。大家看了一定都在感慨现实
中很少有这样的爷叔。其实我们
只要用心细心体会，我们也有自
己的“爷叔”，如我们的父母、老
师、领导、朋友……不要羡慕别人
拥有的，你拥有的别人也不一定
拥有。善待父母，他们是我们的港
湾；感恩老师，他们授业解惑；感
谢领导，他们指路搭桥。做一个心
怀感恩的人，你的人生就会与众
不同。
《繁花》落幕了，繁华必将承

载着历史生生不息，让我们看到
未来的人，又一程山高路远，走过
的路，落英缤纷，所有的脚印都是
人生中的一朵朵美丽的繁花，也
是留给未来者的一片繁华。

阅罢繁花 尽是繁华
袁丽（四川）

在我的记忆中，电影《铁道游
击队》插曲中的“爬上飞快的火
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
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几句慷慨激昂的歌词中所
蕴含的“铁道线”即“铁路”深深印
在我的脑海中，而银幕上可望而
不可及的枣庄“铁路”又多次映入
我稚嫩的眼帘。

长大后，仅有四次和铁路零
距离接触的机会。第一次是 1984
年国庆节，刚就读成都大学一个
多月的我，一大早便急急忙忙地
邀约同寝室的几位同学，专程前
往狮子山公园，偷偷漫步在公园
旁边的成昆铁路上，那种兴奋和
激动之情，以及被火车来临前的
汽笛声和轰鸣声吓得狼狈不堪的

样子，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三次先后是 1985 年春

天，我就读的成都大学中文系 84
级全体同学，在班主任老师的带
领下于成都火车北站乘火车前往
峨眉山开展采风活动；2011 年 3
月 29日，我独自于苏州火车站乘
高铁出发前往上海去参观“上海
世博会”中国馆；2015年 1月 18
日，我和家人一起于成都东站乘
高铁去达州游玩。

说实话，每一次亲眼目睹一
条条真实的铁路和一列列陌生而
又熟悉的火车，我就心潮起伏、思
绪万千，脑海里无数次闪现同一
个念头，那就是：我的家乡有一条
铁路该有多好啊！

随着时代的快速进步，川西

坝子的成蒲铁路应运而生：2013
年 8月动工建设，2018年 1 月 30
日开始铺轨，2018 年 12 月 28 日
通车运营，东起成都西站，西至蒲
江朝阳湖站，中间途经双流、温
江、崇州、大邑、邛崃，全长 99 千
米，设计时速 200千米/小时。令人
欣慰的是中间途经的大邑恰好是
我可爱的家乡———雪山下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

从此以后，当我清晨伫立在
大邑火车站广场，看着那崭新的
铁路上一列又一列火车路过我的
家乡，亲眼目睹家乡所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心就变得无比激
动和喜悦，真想化作一列美丽的
火车，日日月月年年奔驰在家乡
的铁路上。

迄今为止，我已多次乘坐过
这列路过家乡的火车。第一次是
2019年端午节，我独自从大邑站
到成都西，到站后转乘公交车去
天府广场办事；第二次是 2019年

中秋节早上，和几个文友从大邑
站上车，连坐都还没有坐舒服，一
晃便到达了蒲江朝阳湖站，到站
后和文友们一起步行前往朝阳湖
风景区游玩，下午从蒲江朝阳湖
站返回大邑站；第三次、第四次、
第五次……从大邑站出发前往成
都东站，最多三四十分钟就到达
了，比乘坐公共汽车实在方便多
了，欣喜之情，不禁溢于言表。

最让人高兴的是 2021年 9月
30日，大邑至重庆动车组正式首发
运营。动车组开通后，大邑至重庆的
通行时间缩短至约 3小时。

来吧，远方的朋友们。沐浴着
和煦的春风，驻足神奇的西岭雪
山脚下，依偎在温暖的花水湾旁，
徜徉在美丽的斜江河畔，漫步在
神奇的安仁古镇，踏上我家乡金
色的土地，坐上飞快的列车，就像
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
上，处处花团锦簇，令人心驰神
往！

铁路修到我家乡
杨光树（四川）

寻源鹤鸣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鹤鸣山
就是这样。

鹤鸣山，位于四川成都大邑
县鹤鸣镇，海拔 1000 余米，因山
形似鹤、山藏石鹤、山栖仙鹤而得
名。

远望鹤鸣山，林木葱茏，峰峦
雄伟，六重殿阁掩映在苍松翠柏
之间。近观鹤鸣山，古木参天，碑
刻林立，一步一景，庄严肃穆之中
不乏灵动雅致。

鹤鸣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
久以前。据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
《三国志》第八卷所载，“张鲁，字
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
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
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陵死，子
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皆
教以诚信不欺诈……又置义米
肉，县（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
足……”《三国志》中所记载的“鹄
鸣山”即为鹤鸣山。

鹤鸣山独特的山水地貌和幽
雅环境，为张陵来此创立道教提
供了重要机缘。从鹤鸣山往西北
行约 10公里，便是蜀中佛教的早
期圣地———雾中山，鹤鸣山与雾
中山一脉相连，铸就了这种独一
无二的机缘巧合。鹤鸣山的山势
“起伏轩翔，其状如鹤”，三面环
水，且“东西二水，出乎两腋”，拱
卫揖让，俨然“仙人都宅”。鹤鸣山
天然的山水奇观与宫观建筑之间

的和谐共融，与道家道法自然的
思想互为辉映、相得益彰。

张陵本是沛国丰邑人（今江
苏丰县），出生于书香门第，年少
时就喜读河洛图讳、天文地理之
类书籍，曾入太学，通达五经。汉
明帝时，张陵曾担任巴郡江州令
（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所在地的
县长）。因张陵天性喜欢黄老之学,
无意仕途，所以后来辞官归隐于
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潜心修
炼不老之道，朝廷久征不就。

东汉顺帝时，张陵听说蜀地
多山且民风淳厚，于是携弟子入
蜀，最终选定在鹤鸣山修道。张陵
在鹤鸣山数年后，著作道书二十
四篇，以鹤鸣山为中心设立二十
四治，成为道教传播重要的基层
组织与活动中心。张陵奉老子李
耳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为主
要经典。大约从此以后，张陵改名
为张道陵，被人尊称为张天师。

鹤鸣山曾经巍峨的殿宇虽
然已淹灭在岁月长河中，但仅存
的饱经风霜的历史遗迹仍可窥
见昔日的辉煌壮丽。鹤鸣山最早
的建筑是上清宫，即天师祖庭，
就是由道教创始人张陵所建。之
后，历代许多著名道士都曾到此
修炼，如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北

宋的陈抟、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
等都在此修道。唐代诗人唐求、
北宋著名画家和诗人文与可、宋
代大文豪陆游、明代大才子杨升
庵等诸多名流都曾游览鹤鸣山
题咏抒怀。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
增饰，到了民国时期，鹤鸣山已
建成上清、天师、紫阳、迎仙、文
昌等上百间殿宇。可惜这些殿宇
几乎毁坏殆尽，仅存的残垣断壁
和碑刻古迹虽然久经岁月侵蚀
但依然坚实古朴，似乎在无声诉
说着跨越千年的往事。

时光荏苒，峰回路转，鹤鸣山
又迎来了春天。鹤鸣山道观 1985
年被成都市政府批准为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今天的鹤鸣山，已然成
为举世公认的中国道教发源地，
被赞誉为“道国仙都”“道教祖
庭”。

岁月如斯，薪火相传，期于来
者，尊道贵德、效法自然的道教真
义需要传承。“善由我积福由天，
道在人弘修在己。”———鹤鸣山道
观天师殿的一副对联也许诠释了
传承道教真义的答案。

最后的川西坝子：新场古镇

新场古街镇，始建东汉时。人

声三里市，春夜一街灯。
新场古镇，地处枢纽。东距大

邑县城约十公里，毗邻锦绣成都；
西经临邛古道可通康藏，位于茶
马古道；南由水路直达新津乐山，
自古水陆两便；北连 江天宫庙
花水湾，遥看西岭雪山。

新场古镇，亦古亦新；风物阜
盛，景色宜人。源远流长，古镇旧
称清源市，聚两千载古风古意；继
往开来，怀古求新换新颜，迎新世
纪新气新运。

清气接雾山，云蒸霞蔚；源头
来 水，人杰地灵。古镇古巷，时
见创新之佳境；新场新街，常引思
古之幽情。溪水潺潺，蕴含原野新
苗无限生机；石径弯弯，遗存茶马
古道斑驳旧痕。

闲来无事，漫步古镇，一步一
景，清秀可人。小桥流水，古巷深
深；高树飞云，新楼隐隐。每当斜
阳照古渡，遐想渔舟唱晚；更待暮
霭染黄昏，缤纷夜色撩人。枕山水
而卧，推窗可望朗朗星月；临田园
而居，抬眼能见郁郁林苑。竹篱参
差，编织新生活无限美梦；林盘错
落，叠印古岁月悠远光影。桤木林
中，黄莺欢唱新词新调；稻花香
里，青蛙鸣奏古琴古曲。

拜谒川王宫，参悟三教之真
谛；探寻佛子岩，放下百事之艰
辛。行逾万里，总难忘古镇之古貌
古音；走遍千乡，仍留恋新场之新
味新韵。

新场古镇，穿梭光影；人文焕
彩，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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