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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 一幅夜色的荷塘图

夹杂水中依稀的粼光

就这样忽然的出现

在你隐约可见的双眸之中

轻轻摇动的荷叶

都在眷念细雨的呵护

婷婷玉立的身姿

随雨丝一道编织起

静谧的无边夜色

在我凝视你的片刻

荷塘的话语悄然响起

每一次风过的痕迹

都是你无声的言语

书写此夜的心绪

夜雨中的荷塘 就这样

凝固了这一片刻的时光

当我回首 每一次呼吸

都是回响在耳边的细语

菊花忙熟了山湾
稻姑含笑低语

秋风磨快镰刀
发亮的刀牙兴奋不已

咸咸的汗珠
喂饱火爆爆的阳光

“开镰了……开镰了……”
古铜色的声调饱满芬芳

秋风磨快镰刀
□ 廖凡（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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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辉中，鸟鸣占据枝头
蜜蜂，让百花园万象更新
透明的露珠在招呼鸟鸣

暮色收起帷幕，天亮了
宁静的湖面泛着细碎的光波
清脆是大自然最葳蕤的音调

俯下身，嗅嗅泥土的芳香
万物正悄无声息蔓延着生机
葱茏是江山如画最别致的色彩

所有遇见毫无征兆，无须避开
一场雨的酣畅。侧耳倾听蝴蝶泉
花儿也会不知不觉笑出声来

晨 景
□ 蒲苇（四川）

读到一首宋代苏泂的《荷
花》：“荷花宫样美人妆，荷叶临
风翠作裳。昨夜夜凉凉似水，
羡渠宛在水中央。”我想，一朵
莲与一个人或许连着心缘。只
是，年年花相似，今昔人不同。

夏天是赏荷的好时节，一
池碧荷红莲，远观时，入眼皆是
清凉舒适的绿，近看时，吸引你
目光的一定是那朵朵灿然的
红。或含苞待放，或尽情绽放，
各有各的美。最让人动容的或
许是雨后的那一池荷莲，雨珠
在大大小小的荷叶的怀抱中，
跳跃着、翻滚着，看上去开心极
了。而挂着雨珠的荷花更是别
有一番韵味，像夜晚里一群萤
火虫围绕似的，一闪一闪的，甚
是好看。

荷的花期在 6月至 9月间，
花色有桃红、粉红、淡黄等。说
荷的全身都是宝一点都不夸

张，其花可观赏可食用，果实莲
子也可食用且具药用价值，茎
即莲藕则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
美食佳肴。

既赏心悦目，又妙用无穷，
荷香浮动千年，沁润心田。

大足自唐代设县开始就有
荷花栽培，宋代种植面积逐步
扩大，到明清两代己是声名远
播。唐、宋、明、清的《大足县
志》均记载了荷花栽培品种 15
个，明代更有“大足荷莲冠巴
蜀”的美誉，可谓源远流长，是

“中国荷莲之乡”。乾隆年间大
足知县李徳，他在大足县署办
公，看到署衙西池中莲花连年
盛开，于是写下《西池嘉莲》：

“绿锦池边曲迳深，碧红花并楚
台阴。二妃临镜争匀脸，双女
凌波共洒襟。缅昔风流成异
政，怀兹芳洁有同心。飘飘仙
侣齐招手，为采长歌听好音。”

入梦荷塘连着心缘，莲心
足行荡涤心弦，心事化雨滴落
荷尖，似小荷露一盏欢颜。可
以说，赏荷乃是一见清心，愉悦
心灵的一次旅程。因为，荷在
人们心目中是真善美的化身，
是高雅圣洁的灵物，被赋予了
清净、美好、清廉、坚守等多种
美好意象。这种感觉与金钱、
名誉、地位无关，只关乎于心
境，一处宁静，一点温暖，静谧
了时光，醉美了岁月。

人们总是要在走过一段很
长的路，看过万千风景后，才觉
简单、净澈最好。我想，人活
着，就应像荷，在黑暗中自励，
在阳光下自信，在泥泞中绽放，
在绽放里蜕变，完成一次次跨
越，然后成长为这世间一道靓
丽的风景。你轻露的笑容，就
像雨落莲池，微风摇曳，荷莲舞
动，淡香幽幽。

越是成熟的稻穗，越懂得弯
腰。这话朴实无华而又富有深
邃哲理。成熟的稻谷之所以会
弯腰，因为它已孕育出成熟的果
实，但在生活中，人们却常常忽
视了这个道理。

孟买佛学院作为印度最著
名的佛学院之一，始终坚持将

“弯腰”作为学生入学的第一课。
在孟买佛学院的正门旁边，

又开了一扇小门，门高1.5米，宽
40厘米，许多成年人往往需要侧
身弯腰才能通过。所有新来的
学生都会由自己的老师带领着
来到这个小门前，弯腰后要进出
一次。老师教育大家说：“大门
进出固然方便，但很多时候只有
学会了弯腰侧身，暂时放下尊贵
和体面的人才能进入，否则你只
能被挡在门外。”

这是佛家的哲理，其实也是
人生的哲学。如果稻谷低头代
表的是谦虚，那么雪松则为：能
屈能伸。

先人曾言曰：“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而实际上，青松在
大雪的重压之下，会弯下腰来，
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为了不让自
己折断，为了以后的日子继续挺
拔向上。

《狼图腾》中有一句话：“要
想能做大事，就必须能屈能伸，
只要能达到最终目的，过程可以
有很多选择。”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与越
国交战中打败越王勾践。夫差
要捉拿勾践，范蠡出策，假装投
降，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夫
差不听老臣伍子胥的劝告，留下
了勾践等人。越国君臣在吴国

为奴三年，饱受屈辱，终被放回
越国。勾践暗中训练精兵，每日
晚上睡觉不用褥，只铺些柴草又
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他不时会
尝尝苦胆的味道，为的就是不忘
过去的耻辱。最终励精图治，成
功复国，越王勾践亦成为春秋时
期最后一个霸主。

正是由于稻谷式的“弯腰”，
成就了他们，让他们从凡人走向
圣贤。能屈能伸，不弯则折。弯
腰，并非软弱，而是一份弹性，一
种韧性，是生命的更深刻的表
现，能屈能伸，则是一种艺术，是
一种刚强。

对于外界的压力，我们要尽
可能地去承受，在承受不住的
时候，不妨弯一下腰。通过改变
自我，为自己的人生成功创造新
的机会。

梦游嘉陵江

一首歌正好出现在青涩时光
少年的心被歌声网住
网里有鱼有朦胧的爱
小兔触株般的冲动说不明白
桂花树排着队等待八月香
地肤和积雪草大片大片地染绿夏天
鼠尾草开出的尾尾花很生肖
绣线菊抛出的绣球小得无奈
我胸怀一江春水使劲地流
想流到朝天门投身长江
幸福是什么要自己把握
四十二度高温不是最好的理由
菲油果在行走中找到因果
朱唇花在唇膏里浮现快乐
我成熟的思恋比较植物学
像天门冬的青绿淡成一团雾
马缨丹的彩伞一打就是两三把
迭迭香透出的暗语太霓虹撩人
岁月里有谁在不断走失
静水流深淘空了尘世迷梦
当蝌蚪游掉了尾巴蜕变成蛙
回眸一笑是不是一场笑话
天可见我还在以蝌蚪之力
江水中咬牙坚持着游啊游

定游到朝天门与你相拥

山涧小景

八面山悠然在阳光下
袒胸露腹地晾晒惬意
背阴的一角蝉噪鸟鸣
安静得十分超世脱俗
南赤爮扭动藤蔓爬成篱笆
绽放的小金星向季节纵深闪烁
水竹和荨麻抱拥成团
相互映衬下如梦似幻
凹叶厚朴的阔叶密集而宽厚
只等风来开启雷鸣般的掌声
野梨已让成熟的甜笑傲枝头
苞谷粒粒饱满的爱抽出胡须
紫薇邀约秋英唱出心中的歌
业已在悠扬中一些花瓣抖落
山里人家端出油粑粑烤全羊
乡音与空气顿时弥漫了醉人香

八面山

山太大
东西南北
宝贝你在哪

我被八面来风忽悠
忘了山的本来面目
高山台地
开阔得让我忘了湘西
忘了你取经的雪峰山
一直是云里雾里
可惜我一朵白云
流浪在蓝天
居无定所
更无法规划未来行旅
云上客舍漠视我是客
让我回到半月前
去云上找住所
我在手机上腾云驾雾
竟无人搭理
我让车轮停止旋转
强行降落在一家农家乐
主人见状
哎呦哎呦
客官你也难
住我卧室吧
我去搭帐篷
正好刚来一顶印地安
满足我梦里愿望
被日月星辰围绕伴随

□ 陈世会（重庆） □ 三都河（湖南）

□ 贾晨雨（河南）

入梦荷塘 邀约山水（组诗）

“弯腰”是智慧

巴蜀文化，异彩纷呈。重庆热土，人文
厚重。

大足石刻，五万尊石刻造像，尊尊展示
巴蜀文化栩栩如生，十万字节铭文，字字述
说着巴蜀文化博大精深。

改革开放后，怀揣对千年石刻的景仰，
作家们纷至沓来，与大足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981年11月1日，英籍华裔著名作家韩

素音来到重庆大足，登上北山看了 136号转
轮经藏窟说：“这是中国宋代石窟造像高峰
中的绝顶。”她赞评“日月观音”是“大足石刻
艺术皇冠顶上的明珠”。参观完宝顶山，在
留言簿上，她写道：“大足石刻是我见到的最
令人难以忘怀的文物古迹。它为佛教徒、学
者、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
资料。大足石刻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伟大
的艺术天才。”“大足石刻是一座未开发的金
矿。”她回英国后，在伦敦发表了《大足一游》
的文章，以游记文学的形式将大足和大足石
刻介绍给了英国、西欧和世界。

1988年她再来大足，重登北山，再上宝
顶，还考察了大足的农业和农村，结下了她
生命中永远的大足缘。

2
台湾作家、词坛泰斗庄奴，也两次到大足。
2005年，已84岁高龄的老人，于11月10

日到大足，先与县内音乐、文学界 20多人见
面，讲学互动后，看了大足石刻。

庄老深爱大足。
他为宝顶山的牧牛图和石门山石刻皆

写了歌词，在《大足大》的歌词中，他写道：
大足足大，大足足大
大足何其大，何其大
有人来大足，想要看一看
大足有多大，大足有多大

大足足大，大足足大
大足何其大，何其大
有人用米尺，想要量一量
大足有多大，有多大

看一看，大足有多大
量一量，大足有多大
阁下的脚儿有多大
大足的那足就有多大
如今庄老已谢世，他为大足写的歌，则

永远留给了大足，留给了大足记忆。

3

1988年 4月，台湾言情小说家琼瑶同丈
夫和妹妹、妹夫来到大足，参观了北山、宝顶
山石刻，令她十分地震惊，她说：“我们在台
湾只知道敦煌，而大足石刻鲜为人知。大足
石刻很美！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观石窟，那
雕刻之美，那洞窟之奇，那釆光之妙，那题材
之广泛，那宗教之狂热，那生活之情趣……
都使我目瞪口呆。”她评价“宝顶石刻宏伟、
精美、完整，犹如佛国仙境。”

回到台湾半年后，琼瑶推出了一部新作
《剪不断的乡愁》。这部书用了近万字记叙
了由大足到成都的见闻。

4
1982年，著名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刘心

武、何士光、孔捷生一行五人，来到大足考察
并讲学。

参观宝顶石刻时，有一位大学生模样的
女孩听说我们一行人是作家，其中还有写
《班主任》的刘心武，便上来搭讪。何士光
问：“你还在学校念书吧？”见对方点头，他马
上向刘心武一指，说：“他是写《班主任》的作
家，就当你的班主任吧。”

参观完宝顶山，刘心武写下“绝到”二
字。参观完北山石刻，汪曾祺题“神呈百
态”，何士光留言“感人至深”，刘心武留下

“美不胜收”的赞词。
五位作家参观完大足石刻留下来讲学，

交流文学创作经验。
林斤澜说，他感到大足石刻的那些造

像，虽默默无言，却呼之欲出，启齿能言，抬
足举手会动，既是活生生的古代生活画卷，
又是现实活人写照源泉，是艺术创作取之不
竭的素材宝库，是作家、艺术家们考察、参
观、学习，吸取创作营养的好地方。

老作家汪曾祺在讲课时还以《媚态观
音》为题吟诗一首：

媚态观音，
静美如好女子。
虽吾生手笔，
难画其肌肤。
象教度人，
原有两种义。
或尚威慑，
使人知所畏惧；
或尚慼化，
使人息其心意。
威猛慑人难，

柔软感人易。
尔后佛像造形，
遂多取意儿童少女。
少女无邪，
儿童无虑，
即此便是佛意。
我于是告天下人：
与其拜佛，不如膜拜少男少女。
作家们离开大足，回到各自的单位，他

们发表了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文章，介绍千年
石刻，对大足石刻的魅力给予了充分展示。

5
2000年11月14日—16日，来自北京、天

津、福建、宁夏、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四
川、重庆等全国著名作家高洪波、雷达、张贤
亮、舒婷、张平、张昆华、李天芳、余未人、张
雪杉、徐康、王火、克非、黄济人、余德庄、傳
天琳、王川平、梁上泉等100多人，出席了“千
禧之年——大足全国著名作家笔会”。

笔会开幕式由大足县时任副县长周放
主持，中共大足县委时任书记吕明良致欢迎
辞。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在致辞中说：

“这次笔会是重庆直辖以来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人到最齐、主题最鲜明的一次盛会，也
是新闻传媒界到会最多的一次笔会。”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高洪波代表作家
们讲话，他风趣地把北京的“大有庄”和重庆
的“大足县”相联系说：“大有”与“大足”都有

“大丰大足”的意思。
参加笔会的作家们在大足期间，兴致勃

勃地游览宝顶山，十分欢乐地荡舟龙水湖，
对大足的人文自然景观赞赏不已。他们所
到之处，兴之所致，出口成章，妙笔生花。

高洪波看了宝顶石刻吟道：“大足石刻
天下闻/千年之后喜登临/石有性情山有意/借
得佛光照古今。”他看了北山石刻题书，“斧
凿幸得山河助/留作后人朝圣来。”

宁夏作协主席张贤亮看了南山石刻后，
认为龙洞的龙被刻活了，题书“盘龙欲飞”，
看了石马天主教堂，书题“真善美”，看完大
足石刻作诗一首：

天工雕琢世无双
菩萨现身说戒修
镂络华贵飘浓香
神态优雅竞风流

石门洞开容环宇
宝顶风起盖全球
三教合一妙高山

四海同游巴渝州。
福建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舒婷看了留

言：“大足石刻令人浮想联翩，我已来过两
次，望还能来沐浴在这艺术的甘露之中。”还
说“大足石刻所具有的民间色彩较之其它我
所见过的石窟，更有人情味和平常心”。
2001年7月11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近3000字的散文《大足石窟春秋行》。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张雪杉，在
宝顶留言：“大足石刻，将神人化，将人神
化”；在北山则留题：“海棠香国，艺术宝地”；
题墨龙水湖“汇山光水色，融日月精华”。

云南作协副主席张昆华和陕西作协副
主席李天芳，拿着小本本一字不漏地作记
录，简直像两个文字釆访记者。李天芳以关
汉平原女性特有的细腻目光审美大足石刻、
龙水湖风光及其它旅游资源，为结缘大足，
作创作准备。

张昆华离开大足，撰了“艺术的胸怀”一
文，2001年 2月 25日，先发表在台湾《青年
报》上，同年3月17日，美国《世界日报》再一
次刊登。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和以写长篇反腐
小说闻名并成功问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
山西作协副主席张平，二人对石雕工艺品爱
不释手，张平说，回去后写的文章也要像那
些工艺品一样精雕细琢，让人喜欢。

四川省作协有三位作家出席笔会，副主
席徐康题赞：大足石刻“顽石有形，艺术传
神，形神兼备，千秋永存”。副主席克非曾以
长篇小说《春潮急》问鼎文坛获奖，游龙水湖
看到山清水秀、百鸟飞翔，激动地说：“灰鹳
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比天鹅还珍贵，我还
是少年时代看到过，这儿却那么多，真了不
起”。他回到成都写了《谁家娇女吹长笛》，
在《四川文学》发表。

四川作协荣誉主席王火，更是对大足石
刻赞不绝口。他说：“宝顶山的千手观音雕
刻得太精彩了，那么多的手，千姿百态，互不
雷同，太美了，真了不起。”还说：“大足石刻
极富地方特色，许多造像都民间化了，连妇
女生娃娃也有造像。卧佛和华严三圣雕得
雄伟壮观。六道轮回和父母恩重经变像，生
动感人。九龙浴太子和排水融为一体，真是
天下一绝”。

王火患眼疾，且已高龄，难于写字，仍挥
笔写下“绝妙艺术”四个大字。

笔会结束后，作家们都为大足写有文章
并在省以上报刊上发表，这为宣传大足石刻
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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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厚重的
一块热土，一直在各类艺术家特别是作家们
的笔下熠熠生辉。

全国著名作家邓友梅写了一篇名为《大
丰大足》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
文中说：“前人已到顶峰了，后人如何拔尖？
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走向大足，从妙高山一路
崇拜到宝顶，进了大佛湾，按秩序把马蹄形
大佛湾浏览一遍，才悟到这不是一般地做了
一次参观，而是像经历了一场幻化的人生历
程。大足石刻不是纯世俗化的宗教作品，而
是与云岗、龙门风格有别、自成一体的‘大雅
大俗’‘雅俗共赏’的石刻艺术作品，是一部
读不完、读不透的立体大书。”

著名诗人贺敬之、长篇小说大家周而
复、军旅将军诗人魏传统、巴蜀文坛泰斗马
识途等，他们都为大足石刻留墨写诗，推崇
赞美大足石刻。

贺敬之在北京观看了大足石刻的展览，
欣然留言：“四川有大足，艺术天下殊。大足
行天下，观者感大足。”

周而复题字：“艺术精妙，神刀一绝。国
之瑰宝，光耀千秋。”

魏传统游罢龙水湖，唱吟道：“山泉清澈
透百岛，景色宜人乐万家。海内衣冠络绎
来，天涯比邻共芳华。”

马识途也说：“大足石刻艺术长廊，国之
瑰宝日月同光。”

天津《文学自由谈》头条专栏老作家李
国文，2001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散
文《心中的大足》。

他在文中写道：“我国的雕刻艺术，有其
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我很钦敬古人的毅力，
更敬仰古人的气魄。敦煌的大气灿烂，乐山
的巍峨庄严，洛阳的美轮美奂，大同的威武
雄壮，大足的婀娜多姿、形态万千。站在这
些古代艺术家的心血结晶面前，那宏大的手
笔，那惊人的想像，那艺术的执著，那胸壑的
宽广，只有后人瞠目结舌的份。我心中的大
足，一座永恒的艺术宫阙。”

他说：“石刻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石
刻无言，但却留下了人的声音。古代艺术家
们寄希望于后来者，所以他们的手下、刀下，
那笔触，那线条，那造型，那意象，无一不洋
洋恣意，意气风发地弘扬了中华民族历来的
阳刚、健美、英武，勇猛之气，彰显了中国人
特别需要的自尊自信，自强不息。这种精神
在我心中的大足生了根、发了芽。”

□ 陈先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