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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贵
楷

寻
碑
记

1984年 10 月，四川省首个区县级文学讲
习所在成都市青白江诞生， 来自全区各条战
线的 300 多名文学爱好者踊跃参加。 为扶持
文学发展， 青白江区文学讲习所先后邀请了
著名诗人流沙河 、蓝疆 ，知名作家陈犀 、方赫
等前来为学员传经送宝。 1985 年 3 月 25 日，
由时任青白江文学讲习所所长王国云， 牵头
组织学员骨干和部分文学爱好者在清泉镇团
结村 2 组的廖家山上，举办了以 “赞美桃花，
颂扬时代”为主题的“青白江首届桃花诗会”。
如今， 桃花诗会已成为青白江一张名扬国内
外亮丽的文化名片。

光阴任苒， 弹指一挥间就到了 2011 年 3
月 28 日 ，清泉镇党委 、政府为传承弘扬桃花
诗会品牌，由区文讲所学员、时任花园村党支
部书记的省作协会员彭兴树， 在花园村桃花
诗会活动的基地上建立了 “诗歌艺术长廊”，
并奠基立碑， 碑文题目是：“桃花诗与花园沟
（代序）”。 该序由省作协会员、年过花甲的王
鸿钧老师撰写， 诗碑立好后， 四川省作家协
会、 青白江区人民政府联合举行了隆重而庄
严的诗碑揭幕仪式。

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后因其它建设项
目占地所需，艺术园地被取代，立好的诗碑也
遭拆除搬离。至于搬往何处，无人问津。诗碑不
见了，对一般人而言，不觉为奇；但对文化学者
或文学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件天大的憾事。

去年元旦， 广安市作家钟明全来到青白
江， 我趁机邀请了同为区文讲所学员的刘有
贵、夏绍珍一道陪同，并专程前去清泉镇花园
沟寻找诗碑的下落。

我们首先来到“桃花诗会 ”会场的原址 ，
原址已被其它工程项目占领， 立碑剪彩的地
方早已被夷为平地，心想诗碑究竟在何处？ 我
们走到附近的一家农院， 见一位正在打扫院
落的大妈， 便彬彬有礼地向大妈打听当年在
这里召开桃花诗会的情况，大妈一听到“桃花
诗会” 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每年桃李盛开的季
节，这里人山人海、明星登台、唱歌跳舞、吟诗
作赋、农家乐座无虚席的壮观场面。 当夏绍珍
问及诗碑的去向时，大妈却全然不知了。 我们
又步入另一家院门，见院坝中坐着一位大爷，

便向这位大爷细心询问，经老人慢慢回忆，果
然想起几年前“善安寺”大门前扩建平坝时拆
除了一座石碑， 老人接着说 :“石碑可能搬到
‘小人国’那边了”。

我们按老人手指的方向 ，来到 “小人国 ”
地盘上转了几圈。 功夫不负有心人，夏绍珍终
于在一处残留的水泥砖瓦结构的楼房角边发
现了一块石板，他把石板翻过来一看，石板上
刻有字迹。 尔后，钟明全、刘有贵又陆续发现
第 2 块、第 3 块、第 4 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 4
块石板拼接起来，“桃花诗与花园沟(代序)”的
字样就隐约浮现在眼前了。

我们将麦草揉成团用水浸泡后， 反复在
石碑上擦洗，石碑上的文字便渐渐清晰了。 我
们拿起相机将碑文留了下来。 碑文中清晰地
显现出 “‘湔水西头望大江 ， 江流清白透船
窗’。 青白江富有诗意，与诗有缘……桃花激
发了诗人的灵感， 诗人的诗歌鼓舞了当地百
姓，提高了青白江的知名度……‘言之美者为
文，文之美者为诗’。 诗歌具有张扬美的感人
力量，有鉴于此，清泉镇党委政府拟在桃花诗
会的桃花诗碑 （墙），将历届诗会的佳作陆续
书写镌刻，布点陈列 ，供人观览，并嘱余作序
……”

返程路上， 我回味着已成功举办的青白
江 37 届桃花诗歌盛会的壮观历程，不禁感慨
万千：“没有文讲所，就没有青白江桃花诗会，
青白江也就不会有 20 多名省、 市作协会员；
没有文讲所、桃花诗会，青白江的文学创作也
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

半 日 眉 州
□ 潘 鸣

眉山，古称眉州，是文学巨匠苏东坡的
故乡，誉满天下的文化沃土，仅两宋时代就
出了八百进士。 一脉岷江穿城而过，为东坡
文脉的传承供给了涓涓滋哺。

壬寅岁末， 我有幸去眉山赴一场文学盛
会。 返程日醒得早，起床后沿酒店栅墙随意
漫步。转头间，眼前一亮：汪汪一脉如玉带飘
逸。 岷江！ 原来它就横亘在酒店大楼背后。
时值周末清晨， 便打消了即刻返程的念头，
顺势勾留江畔，享受半日散淡时光。
时辰尚早，大多市井人还赖在假日慢时光里
贪眠。 岸上寥有些个打太极的老者、健跑的
后生、执竿定坐的钓翁。 我步下石阶沿岸漫
步。 大叶榕枝头偶尔一串鸟啼，啼成环绕的
空灵与静谧。

岷江在这一段流得特别舒缓。 江面豁然
开阔，分了岔支，有几道拱桥连缀彼岸。桥身
一色乳白，白里透点鹅黄。桥面呈微弧，面水
半圆，一拱或三、五拱。水面倒影将另外半缺
链上，合成虚实一体的圆满。

隔水遥见小岛耸峙，茂林修竹层层叠叠，
望眼无以穿透， 只见岔河一头往深处扎进
去。 浏览网络知悉， 里面藏着一片肥美地：
东坡城市湿地公园。 水岛比连， 相映成趣，
泱泱二千五百余亩，以“东坡水月”文化为主
题，集湿地保育、科文教育、游憩休闲功能于
一体，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 入
夜，满园火树银花、歌舞升平，俨然海市蜃楼
般的存在。 而此时，彼岸一派静悄悄。 倏尔
几尾鸥鹭展翅掠起，又轻轻栖落。

水上偶有一叶舢舟慢慢滑过， 身着橙色
救生衣的环卫工人在专注打捞零星浮物。
水流清莹明澈，真可谓一条“玻璃江”。 这个
美喻出自苏东坡：“我家峨眉阴， 与子同一

邦。 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一词妙
喻，一阙心语，足见苏子对故乡山水浓郁的
挚爱和强烈的思归情结。 苏东坡称得上是
拜水名士，在他的很多传世佳作里都能触摸
到吟诵江海的情愫。 东坡故居三苏祠，与岷
江一衣带水。 21 岁前，尚未离家的他，料想
也会时常来江畔。 彼时，苏轼抑或是一袭布
衣芒鞋，独自临江吟啸徐行；抑或是与十六
岁就嫁与他的至爱新妇王弗沿岸饱览春江
花月。 一对才子佳人情感深笃，可惜天妒红
颜，爱妻 27 岁那年罹病遽然撒手人寰。东坡
撕心裂肺的疼痛难以抚平，以至十年之后还
梦思亡妇， 挥毫写下那首令人一吟泪目的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
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此刻，如果
不是隔着遥遥时空，说不定能恰巧与东坡先
生迎面相逢。 惊喜之余，拱手一礼，然后，以
景仰艳羡的目光恭送他或者他俩的背影渐
渐远去……
逆水前行，一幢古色古香的滨江楼阁矗然崛
立，分外惹眼。 这是眉州赫赫有名的地标一
一“远景楼”。楼阁最早为北宋眉州知州黎希
声主持修建，元丰元年（公元 1078 年）破土，
历时 6 年竣工。远景楼构建精美，蔚为壮观，
为眉州平添绝妙一景，深受百姓喜爱。
远景楼能声名远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东
坡的一篇美文。 楼初成，黎希声给远在徐州
的东坡致信请求为家乡新楼撰文。 苏东坡
早闻其尚德善政，欣然应诺，一气呵成《眉州
远景楼记》：“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
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
夫合藕以相助。 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
他郡之所莫及也……”洋洋近千言，文风洒
逸，笔墨酣畅，由衷礼赞了故乡淳朴的民风

民俗，表达了官民和谐、政通人和的社会理
想，洋溢着“贵和尚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同题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一样，苏东坡下
笔前并未亲睹实景。 但作为文坛大家先哲，
他们的审美视觉和哲思维度早已超然物外。
一座高楼，不过是其托物抒怀、放达文思的
由头而已。

令人扼腕的是，朝代更迭的血雨腥风中，
远景楼几度毁于兵燹； 而今映入眼帘的新
楼，乃新世纪初当代眉州人的精心重建。 高
八十米、十三层主楼，褐色楼体，飞檐翘瓦，
宋代建筑古风浑然，是全国最高大的仿古建
筑群之一。
驻足久久仰观，震撼之余，觉得辉煌气派的
大手笔似有美中不足。三万多平方米的建筑
面积上，水泥钢筋等现代建材充当了支撑主
角， 原生实木和泥土砖瓦少若凤毛麟角，庞
大的楼体显得有些凝重板滞，缺少汲取于自
然的天地灵气。 我知道，这不唯是眉州远景
楼的遗憾，也是当下所有仿古建筑难以规避
的短板。 对今人而言，能够殚精竭智为那些
颓败损毁的历史文化地标存留一抹记忆，这
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远景楼底层是一长溜茶坊。 中有一间，从门
窗缝溢出隐隐的熏香。 路过时有点迷魂，脚
就不由自主迈进去，果然一堂雅舍。 临窗落
座，讨了一杯“赤壁”毛峰。茶名讲究，显然是
取了苏东坡《赤壁赋》的意境。 把盏小饮，凭
窗放眼，一江碧水无语汤汤。 檀香游丝一样
浸润鼻息，温和隽永，透着一味古雅。室外露
天坪台上，东坡居士也在。慵慵斜依草石间，
手执一觞，像是自斟自酌，又像是举杯邀月。
喝得开怀尽兴，苏子已然酣醉，醉成一尊超
然脱俗的雕塑，醉成－座千年不朽的丰碑。

在碧水寺想念王勃
□ 岳定海

坐在碧水寺靠岩的茶楼， 抬眼望见北
亭，亭有四层，檐角飞挑，完全是初唐楼台建
制样式。不由想起 1300 多年前绛州龙门（今
山西河津）的才子王勃，他犹如璀璨流星，从
山西划到长安后又破开天际，在唐朝的四川
绵州绽放异彩。

王勃何人呢？他在发蒙之时即能提笔著
文，宰相刘祥道向高宗推荐，高宗召见王勃，
十分赏识他的才华， 即授予他朝散郎一职。
同年，皇家乾元殿建成，王勃奉上 《乾元殿
颂》，赋作极尽歌咏繁华盛世，确为一篇精美
绝伦的颂文，高宗赞其为“大才也！”，王勃因
此名动京师，成为初唐第一才子。

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 668 年），王勃在
挚友杜少府被派往四川蜀州（今崇州）任县
令时，相约酒馆酣饮大醉，写下千古名篇《送
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
邻”， 至今依然是让无数思乡者和行路人最
为伤怀感叹的名句。 官场的路途太顺畅，王
勃在沛王李贤和其弟英王李显斗鸡时助兴，
为沛王写了一篇名为《檄英王鸡》的檄文，高
宗阅后斥责王勃为歪才，王勃因此被逐出京
师，至此，万人仰望的偌大长安城再无王勃
的容身之处，王勃开始一路向西南行，游历
蜀川。

巴山蜀水接纳了这位身材修长，面容英
俊而略带苍白的王勃， 遥想彼时的王勃当
是脆弱的灵魂，裹挟着病态的自尊，在猿啼
禽叫的蜀道踽踽独行，最后，他来到了绵州
的涪江岸边， 当地的热情款待让王勃长舒
了一口气，他决定停下流浪的身影，让马歇
一歇， 让自己伤感的心暂时栖息在涪江水
畔一座叫北亭的岩边吧。 是夜，在酒气飘逸
的窗前， 在佳肴诱人的桌边， 王勃抖擞精
神，一振旅途晦涩之气，朗声而透彻地朗诵

刚一挥而就的名作 《绵州北亭群公宴序》。
那天夜里， 绵州的月亮如钩， 夜云如鸟飞
渡， 整个涪江与市井屋舍和岸上的树木沉
浸在朦胧的光晕里……

王勃曾经两到绵州邻近的三台和梓
潼，在称为唐朝第二城市的梓州 （今三台 ）
和剑门蜀道翠柏森森之梓潼， 王勃也留下
诸多光彩夺目的诗文， 而在秋色横空之绵
州， 王勃曾挥洒扬气势而重辞彩的佳构名
篇。其实王勃与卢照邻，杨炯，骆宾王一样，
用一己之力而横扫前朝“争构纤微，竟为雕
刻”的颓靡诗风，努力拓展大开大合的初唐
汹涌澎湃之诗界万象！

王勃终于在生命的
低谷里找到一处可以依
靠的水岸，把足印留在这
片山水，千古绝唱的作品
也光耀这片山河与更远
的岁月。 后来，王勃在绵
州父老依依不舍的目光
里北返，唐高宗上元二年
（公元 675 年），朝廷欲恢
复王勃官职，他回味自己
的宦海遭遇，不禁悲从中
来，从人人妒羡之神童到
朝廷犯事，从自己行事莽
撞导致其父贬官到荒芜
偏远的交趾（今越南），他
才领悟到自己这一生最
对不起的人是自己的父
亲。 于是，王勃从洛阳出
发，千里迢迢前往交趾探
望父亲， 向其一诉哀肠。
当他艰辛行至江南西道
洪州府（今江西南昌）时，

恰逢“滕王阁”竣工，都督阎公宴请名流和
亲朋好友，共庆滕王阁垂成之喜，后来才有
了王勃的千古第一骈文 《滕王阁序》 的传
奇，也让南昌城的聚会名垂青史，奇异之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已成
旷世经典。 美文一出，阎公惊叹不已，将此
文拓于滕王阁壁。

不幸天妒英才，一代才子王勃创作此文
几个月后离开豫章， 探望父亲后原路返回，
走到南海，忽遇骇天之风浪，王勃不慎溺海，
“受到海浪惊悸而夭亡”。 从此，这位文学天
才定格在 27 岁。

我家有狗初长成
□ 赵少勇

豆丁是我家养的第一只宠物犬，一只血统
纯正的红贵宾，抱回家时出生不满三个月。 由
于过早离开了狗妈妈，加之我们是第一次养宠
物，没有经验，豆丁在三个多月大时死了。

豆丁死了，老婆儿子伤心地哭了一场。 也
是机缘巧合，有朋友正巧在这时捡到一只走失
的贵宾犬，听说豆丁的事后，就把狗送给了我
们，我们给它起名叫皮皮。

皮皮其实一点也不皮，而是一只训练有素
的狗。 不爬上爬下，更不乱咬东西。 最难得的
是，它从不在家里拉屎拉尿。 有两次家里一整
天没人，皮皮竟然憋了整整一天。 弄得我后来
常常赶很远的路回家遛狗。

但皮皮老想往外跑， 每次出去遇到同类，
它总是兴奋得又叫又跳，拚命往前扑。 发情的
时候，更是躁动不安。 终于，有一次老婆打开房
门，皮皮就一个箭步冲出去，老婆跟着追下楼，
狗却早已没了踪影。 后来我骑着自行车在家附
近的大街小巷转了两天也没有找到。

从此老婆对养狗一事失去了信心，但儿子
很执拗。 无奈，几个月后我们又领回一只比熊，
这次儿子给狗狗取了个可爱的名字叫仔仔。

仔仔刚来时不足半岁，在地板砖上东倒西
歪地走来走去， 小心翼翼的样子十分可爱，又
有点滑稽。 这回老婆吸取上次的教训，专门为
仔仔做了绝育手术。

似乎手术并未影响仔仔体内雄性激素生
长，它依然十分顽皮。 稍大一点，就开始上蹿下
跳，乱咬东西，还到处拉屎拉尿。 墙纸被咬烂两
处，花草啃得只剩枯枝，沙发皮面被划破，卫生
纸拖得满地都是，被盖上时不时有刺鼻的狗尿
……隔三差五， 仔仔还爬到餐桌上大快朵颐，
改善伙食。 有天儿子一觉醒来，配好刚戴了两
天的眼镜不见了，遍寻之下，原来被仔仔衔去
做了玩具， 镜架镜片被它锋利的牙齿咬烂几
处。 外婆缝衣针掉地上，被仔仔一口吞下肚，到

宠物医院花一千多块钱才弄出来。
没有办法，卧室门随手关闭，垃圾桶全部加

盖，东西放高处，又买来一只狗笼，大部分时间
将仔仔关在里面，家里有人时才让它放放风。

刚被关进笼子，仔仔又叫又跳，吵得人睡
不了觉。 渐渐适应后又出现新的问题，整天爬
在笼子里一动不动，像被关傻了，味口也越来
越差。 一旦放出来，又发狂似地乱跑，弄得一家
人担心它得抑郁病或狂躁症。

后来咨询专业人士，才知道狗狗也像小孩
一样， 需从小培养引导才能养成好的行为习
惯。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全家上阵，轮番为狗
狗恶补功课，总算勉勉强强不再闯大祸。 鉴于
它改正了大部分错误， 加之儿子强烈要求，狗
笼被永远地闲置在了一边。

一家人中，仔仔最亲近儿子。 儿子出门，仔
仔扑上去咬住他裤腿不放。 晚上，就趴在儿子
卧室门外睡觉。 儿子也最疼仔仔，回家第一件
事就是逗仔仔，逗得它上蹿下跳，跑前跑后，异
常兴奋。 看电视时，就让仔仔趴在自己腿上，轻
轻给它梳理毛发。 这时的儿子，看上去像懂事
的大人，而仔仔倒像娇憨可爱的小朋友。

不知不觉， 仔仔来到我们家已经四年，体
重长到十多斤，毛色越发雪白光亮，俨然已是
“帅锅”一枚。 四年多时光，仔仔给全家带来太
多的欢笑，给儿子孤单的童年增添了无穷的乐
趣，但是也惹出不少的麻烦。 对它，我们可以说
是爱恨交加。 但不管怎样，四年多的陪伴，仔仔
已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 转眼间，儿子小
学毕业升入初中住读，仔仔的去留问题被提上
议事日程。 考虑到我们缺少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长时间将仔仔关在家里又于心不忍，经过
反复做思想工作，儿子总算同意将仔仔送人。

缘分，让仔仔与我们相遇，时光流逝，又让
我们分开。 送走仔仔那天，我看见儿子眼里闪
动着泪花。

猫
□ 刘春霞

阳光透过玻璃车窗，照在一位老太太的脸
上。老太太闭着眼睛，像一只打盹的猫。车子向
前驶去， 时光在老太太的身上悄无声息地雕
刻。 昨天，她的脸庞一定很年轻，但当我看她
时，她就在我眼皮底下慢慢老朽了。 她随着公
共汽车的颠簸在摇晃，却是稳当的，像是从椅
子上长出来的那般稳当。

我想起了一只猫，那是一只 100 万年也不
死的猫。 其实猫死了 100 万次，又活了 100 万
次。 这是一只漂亮的虎斑猫。 有 100 万个人宠
爱过这只猫，有 100 万个人在这只猫死的时候
哭过。 可是猫连一次也没有哭过。

有一回 ，这只猫成了我奶奶的猫 ，这是
一只小橘猫，柔黄的皮毛让我想起秋天里的
草地。 小橘猫成天跟在奶奶身后，摇着蓬蓬
的尾巴，迈着没有声音的脚步。 我叫它跟屁

猫。 奶奶一坐下，猫温柔地蹭着奶奶的腿，然
后端坐下来抬头望着奶奶，喵喵地叫。 突然，
嗖的一下，她跳上奶奶的围裙，转啊转，转圈
圈，一圈两圈三圈。 然后躺下睡觉了，呼噜呼
噜呼噜。 不大一会儿，奶奶也闭着眼睛开始
打盹了 ，脑袋轻轻地晃来晃去 ，一绺白色的
头发固执地贴在脑门上。 燕子挤在屋檐下的
窝里，叽叽喳喳地叫。 蓝色的光从天井里射
下来，灰尘在空中旋舞。 奶奶和猫静静相拥，
天长地久。

有一天，奶奶去屋后的小池边扯鱼腥草 ，
猫也去了。猫去抓风中的树叶，风逗她，故意往
池子中间飞。 猫向空中跳起来，就像树上的木
瓜掉进水里，扑通一声。猫捞上来，像一块湿漉
漉的抹布。水啊，滴答滴答地流。奶奶哭了。眼
泪流过奶奶那沟壑纵横的脸。

后来，奶奶死了。奶奶埋在一棵梧桐树下。
风一吹，梧桐花就嘟噜噜地掉在坟头上，很好
看。猫也在那棵梧桐树下。这一回，奶奶和猫又
静静相拥，天长地久了。

还有一回，这只猫成了我妈妈的猫，这是
一只喜欢被我妈妈虐待的猫。 这一年，我的妈
妈做奶奶很久了，连她的孙子孙女离家也很多
年了。 妈妈的白发梳成两个小辫子，小辫子听
话地爬在她的肩上，就像小时候她给我梳的那
种小辫子。 我总是生气地说，我不要梳这种小

辫子。妈妈顾不上我的喜好，她觉得好看，而且
她忙得要命。 猪圈里的猪在吼着要吃食，鸭子
也嘎嘎地叫，等着去河里。

有一年，我回老家。 在很远的地方我就看
见妈妈了，我故意走着没有声音的脚步，就像
奶奶的那只跟屁猫。妈妈坐在门口打盹，一只
猫蹲在她旁边的桌子上打盹，他们一起打盹，
一起一伏交相呼应。走近一看，这是一只虎斑
猫，鼻头上一点黑，就像刚刚蹭了锅底。 我觉
得好笑， 摸了摸这只虎斑猫， 岂料猫发起怒
来，发出凌厉的警告。 在睡梦中，妈妈反手给
了猫一掌，猫立即温顺起来。妈妈看见我站在
她的面前， 眨巴着朦胧的眼睛， 自言自语地
说：“我又在做梦了吗？ ”很久以来，妈妈的身
边就没有了孩子，只有猫了。 妈妈老了，可是
脾气还是年轻的。妈妈呵斥猫不抓老鼠，只晓

得睡觉。 猫觉得呵斥是好的。 于是，猫习惯了
妈妈的呵斥。

有一天，妈妈过马路去田里干活，猫也要
跟着去。猫慢腾腾地在马路走?，这时来了辆像
面包一样的车子。 车子有点疯且没有眼睛。 哐
当的一声，猫飞到马路边的沟里。 车子飞奔而
去，妈妈气得大骂那面包一样的车子。 妈妈提
着猫，猫断了气。 这一次，妈妈没有呵斥猫，她
的眼泪流下来了。那以后，妈妈又在门口打盹，
只是桌子上没有了猫。

公交车上打盹的那位老太太， 我看着看
着，惊奇地发现她慢慢地变了一只猫，是那只
活了 100 万年的猫。 公交车驶到了锦里中路，
马路两边的银杏叶在阳光下发出金黄的光芒，
我下车的时候，回头看了看那只猫。这一次，她
睁开了眼睛，眼睛里闪过一丝狡猾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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