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副副副        刊刊刊刊
E-mail：tcrbsbjzx@163 .com

TTOONNGGCCHHUUAANN  DDAAIILLYY

责编：袁欣 编辑：李阳
版式：吕晓磊 77

2023年5月15日 星期一

题题字字：：贾贾平平凹凹

刊刊头头：：张张欢欢欢欢

  过耀州，穿黄堡，继续往北，开阔的地面开始往
一起收拢，路两边，隆起的山塬越来越高，蜿蜒其中
的川道也跟着狭窄起来。过李家沟，再前行不远，就
到了王益区川口，它是进入铜川北市区的第一站，也
是210国道、延西高速所经之地。
  到了川口，原本狭窄的川道一下子舒展开怀抱，
铜川的十里长街，就坐落在这个舒展开的大怀抱里。
铜川人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就发生这个川
道里。
  进入川口第一眼，看到的是环岛中央耸立的矿
工雕塑。矿工雕塑是这座城的一个标志，是让人有
诸多回忆与诸多感慨的一个感情符号。铜川，因为
有煤，才有了声名显赫、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铜川
矿务局，才成了因煤而兴的城市。
  矿工雕塑旁，是铜川市二马路，从环岛左转，北
行不远就到了一马路。一马路和二马路这一块，地
理概念上都统称为川口。文化宫对面是原铜川市
委、市政府，现王益区委、区政府所在地，这条街是最
繁华、人气最旺的一条街。一马路所在的川口丁字
型转盘，是一马路的西起点，南接二马路，北通王家
河南路，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这里地理位置特殊，
单位林立，商铺云集，热闹非凡。铜川人说川口，不
特别指明就是说的这里，如果要说二马路那边，那就
有了这样的说法：川口群众艺术馆往南多远多远，或
者川口二马路什么地方。
  川口、十里铺、北关和王家河，是我在铜川市区
那些年最熟悉，走得最多，待的时间最长，也是最有
感情的几个地方。
  1985年，我从焦坪煤矿进入市区十里铺的矿务
局报社工作，不久，父母亲也从焦坪调入王家河的局
职工中专学校，每天下班回王家河，川口是必经之
地。后来我到北关的市铝厂工作，从北关回王家河
的家里，川口仍是绕也绕不开的地方。直到1992年
年底我离开铜川，这期间，我从川口来来回回走过多
少次？这里又留下了我多少的脚印？
  川口，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了。不仅仅是熟悉，
那里，还是我遇到贵人的地方，是对我以后的人生之
路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
  川口丁字型路口东南角，是原铜川市群众艺术
馆所在地，那里曾是《铜川文艺》编辑部所在地。在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激情燃烧，文学受到追捧
的年代，我和其他身处铜川的文学青年一样，对铜川
文艺界第一刊《铜川文艺》杂志有着莫名的敬仰。在
铜川，初学写作者能在《铜川文艺》发表作品，那是一
件很有面子、很光荣的事情。忙完本职工作，业余时
间搞文学创作的我，就试着给《铜川文艺》投稿，很

快，稿子就发表了，编发我稿子的是刘新中老师。
  我记得，他给我寄样刊时，随样刊还写了一封热
情洋溢的鼓励信。信中，他对我的稿子给予肯定，还
有“未来可期”这样让我激动的话语。信末，他鼓励我
多读书、多细心观察生活，多写作就会有收获，就会有
成果。那封信，对于年轻的我来说，是一剂强心剂，

“未来可期”的话使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和刘新中老师见面认识，也开始了和他近30年
的交往。那时，他已出版多部诗集与诗评，是广有影
响的诗人。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热情随和，没有一
点著名诗人的架子，给人一种可亲可敬的感觉。对
于我的写作，他的话语里多是打气鼓励的话，让我心
生温暖，多了努力上进的力量。
  第一次见面之后，以后去川口，去他那里的次数
就多了，或送稿，或求教，没事了也要去转转，去看看
他。关于文学创作，他总是会从你的作品里某一点
说开，应该怎么处理，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写会更好，
更合理。他话不多，但其中的信息量很大、知识点很
多，你只要细细体会，就会从中得到很多有用的东
西，就会从中找到写作的正确路径。
  在刘新中老师的指点扶持下，我的写作水平不
断提升，作品不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并获奖。他
主编的多种诗集收录我的诗歌。他负责编辑《铜川
文艺丛书》，为我出版杂文集《跋涉者的足迹》和散文
集《山的呼唤》，并为《山的呼唤》作序。
  他在《我读马腾驰》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至今让
我难忘的话：“他和许许多多的当代中国人一样，委
实有一段辛酸而美丽的生活记忆，这种基奠使得他
的散文醇厚而真率，热烈而不露，放射出真情的光
芒。在浩瀚的散文篇章里，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醇
厚而真率”“热烈而不露，放射出真情的光芒”，这也
是我后来散文写作中一直坚持的手法，并力图以此
形成自己的风格。
  刘新中老师负责筹创铜川市作家协会，作协成
立使铜川的作家们有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家，我也
成为作协首批会员。每年科技之春活动月，市上编
辑出版的文学报纸，刘新中老师让我协助其编辑并
跑印刷厂负责出刊。铜川大大小小的文学活动，刘
新中老师都不忘通知我参加。正是因为文学创作取
得的成绩，我成为最年轻的铜川市政协委员与青联
委员，也成为那个时候铜川市所谓的“名人”。
  文学写作，给了我充实的生活，给我带来了鲜
花、掌声与荣誉，也给后来我从事过的与文学不搭界
的多种工作，带来极大的益处。不得不承认，是文学
给我垫了底，给了我超越向前的一个资本。
  1992年年底我离开了铜川，也就是那个时候，因

生活变故，我不得不丢下了手中的笔，奔波云南、山
东、湖南与内蒙古多个省份讨生活。直到2017年下
半年才重拾文学创作旧梦，那段难忘的岁月，那段永
远不会忘记的经历，我在《那些年，我抛却了我的爱》
一文中详尽地叙述过。
  离开铜川后，我和刘新中老师失去了联系，只知
道他后来调离铜川，到了西安工作。他在多篇写铜
川文学往事的文章中提到我。看到他写的那些文
章，漂泊、失落、处于人生低谷之中的我，既惭愧又感
激，惭愧的是自己，感激的是他没有忘记我，没有忘
记当年那个普普通通的文学青年。
  再次见到他，是在2019年5月23日的陕西能源化
工作家协会与铜川矿业公司联合举办的铜煤历史文
化优秀文艺作品颁奖大会上。和刘新中老师久别重
逢，欣喜之情难以言表，晚上，在铜川煤业宾馆，我和
刘新中老师谈了很久，我把自己创作中遇到的问题，
存在的困惑，一一求教，他答疑解惑，帮我梳理出头
绪，给我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铜川颁奖大会之后，约莫半年时间，我的散文集
《背馍记》出版，我把书寄给刘新中老师后，他很快写
了书评《再读马腾驰》，书评中仍是鼓励，仍是满满的
期冀。
  不仅对我是这样，刘新中老师在铜川工作那些
年，扶持栽培的文学创作者，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
单。当年的他们，如今有一大批人已成为在全国、全
省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说起自己的成长史，他们忘
不了起根发苗的铜川，忘不了给予他们无私扶持与
帮助的刘新中老师。
  写铜川当代文学史，如果说绕不开的一个人是
谁？那就是刘新中老师，一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
突出成就，二是他扶植培养出一大批有社会广泛影
响力的作家。
  跟我当年在铜川一起搞文学创作的多位朋友，
几十年以后聚在一起，说起刘新中老师时，大家都会
不约而同地说，他在铜川工作的那段时间，是铜川文
学的黄金时期，在座的每个人，都和他有一段难以忘
记的交往史，都得到过他的指点与帮助，都从他那里
学到过很多的东西，都对他充满着发自内心的感激
之情，那个感激之情是真诚的，是能感受到其炙热的
温度的。他们中有人说，刘新中老师是树立在川口
的一盏灯，照亮了我们文学创作的道路，那个亮光一
直照在我们的心中。还有人说，刘新中老师那时在
川口的群众艺术馆工作，因为他的缘故，川口，在他
们的心目中，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了一份
暖意，多了那么一份无法言说的亲切感，他们也说出
了我的心里话。
  铜川，现在还有我的亲戚朋友，每年，回铜川的
次数很多，每次从川口经过，我的眼睛都会变得明亮
起来，心里热热的，会不由自主地会放慢车速，瞅瞅
周围，到了群众艺术馆门前，更是要往里多看两眼。
川口，这里是我文学创作领路人、我的恩师曾经工作
过的地方。这里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鸣笛起航的第
一个码头，叫我怎能不爱它！
  川口，铜川川口，任何时候，它在我心目中都有
取代不了的位置。

川 口
马腾驰

  在距西安百余公里的地方，这里梁、峁、沟、壑纵
横，地形地貌复杂独特，有被称为黄土高原农耕文明

“活化石”的宜君梯田。
  拾级而上是梯，春耕秋获为田，站在梯田顶部俯
瞰，巍巍壮观，山底、山腰、山间形成宛若指纹的图
案，这奇特的景色被赞为“大地的指纹”。春意盎然
的五月，满坡的风中充满了槐花的香甜，在播种玉米
的季节，梯田被一段段地膜包裹着，在阳光下闪闪发
光，柔美地似一圈圈荡漾开来的波纹，缓缓地流进了
心田里；梯田里农人播种的身影如一个个音符，演奏
着美丽的田园交响曲。
  某天，和长辈聊起宜君梯田，老人很是激动，紧
紧地拉着我的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作为第一批

下乡插队的知青，他在宜君一待就是八年，他回忆
道：初到宜君时，被眼前无边无际的大山和纵横交错
的沟壑所震撼，如此贫瘠的土地，怎么生活下去，大
家面面相觑，时间仿佛停止了，耳朵边刮着呼呼的大
风。他们晚上回到村里的集体宿舍就开始思索，怎
样去改变现状，怎样让贫瘠的土地上长出希望。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党和当地政府的号召下，一场大规
模向贫穷宣战的战斗打响了，当地政府邀请农业专
家实地勘察，对症下药，因地制宜，最终决定开展大
规模的梯田开垦运动，通过垦田保水、保墒保肥，粮
食亩产提高到三四百斤。其中，原县口乡梁源大队
成为典型，受到国务院表彰，讲到这里老人几度
落泪。

  梯田是劳动者最美的创造，是祖祖辈辈留下来
的印记，山川为素纸，农具为神笔，在铜川大地上留
下了一枚智慧的指纹，象征着劳动者智慧的指纹。
宜君梯田从过去的解决温饱到后来的科学种植，再
到现在的智慧农业＋乡村观光旅游。这一路走来，每
一步都步履维艰，他们不怕失败，不曾放弃，在无数
个苦熬的日夜后，他们也终于迎来了花团锦簇，人流
如潮。这美丽的画卷震撼着我的双眼，冲击着我的
心灵，久久不能平静。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我们的
坚定信念都会带着大家奔赴向前。
  梯田是当地农人心底生出的根，伴随着一代代
人辛勤的耕耘，发芽、长大、开花，给生活在这里的百
姓带来希望。宜君梯田在我看来更是“劳动者的指
纹”，是一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艰苦奋斗留下
的“指纹”。在这略显贫瘠的土地上，他们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在与大自然的共存中，挥洒着汗水，收获
着属于自己的果实。
  春日，站在山梁之上放眼望去，看到的满是勤
劳的背影，感受到的是生活在这里的百姓，顽强拼
搏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它不仅成了供游人
欣赏的美景，更是成为奔向美好明天的一道道
指引。

大地的指纹
孙惠敏 杨静

  清晨的阳光，透过口腔诊所玻璃
门，暖暖地洒在候诊厅。圆桌旁，一位
美丽的妈妈正捧着一本书，轻声细语地
给儿子讲故事；对面的长沙发上，一个
大姐姐也捧着一本书，耐心地给弟弟
指读。
  这样的书香飘溢场景，让诊所多了
一份安静祥和，添了些许温馨美好，我
也常常因此自豪。
  自己喜欢读书，家里的孩子也爱读
书，我便把孩子们喜欢的绘本故事带到
了诊所，又专门购置了口腔科普的绘
本，以及成人感兴趣的书刊。
  很多孩子对看牙怀有恐惧，我就建
议家长带他们先看看口腔科普绘本。
《萌芽山历险记》让孩子明白做窝沟封
闭非常必要，《啵啵女王的烦恼》让孩子
了解为什么需要涂氟，《乐乐刷牙记》让
孩子清楚刷牙的重要性……在一个个
故事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孩子们经常会
主动地爬上牙椅，让我给他们的“萌牙”
施魔法、做保护。
  诊所需要安静的环境，而嬉闹又是
孩子的本性。对于孩子的吵闹，我一般
都建议家长找一本孩子喜欢的书，讲给
他们听。许多焦躁不安的孩子，都会因
为一本喜欢的书，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专心地听故事。
  有一次，有个孩子特别抗拒治牙，
我就让她妈妈先去讲故事。该给孩子
治疗了，可书上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就建议把书本带进诊
室。她妈妈站在牙椅旁，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孩子因为沉浸
于精彩的故事情节，完全忘记了害怕，治疗特别顺利。
  我给诊所准备这些书，除了进行口腔科普，引导孩子接
受治疗，还有一个朴素而隐秘的愿望，就是想让家长和孩子
能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前几天，一位女士专程给诊所赠送了一批儿童绘本。她
说，自己的孩子每次来诊所，都会读这里的书，许多故事已经
倒背如流。现在牙治好了，孩子想把自己喜欢的绘本都捐赠
出来，让更多小朋友一起读书。
  很多朋友开玩笑地说，在你这里，是看牙顺便读书，
读书不误看牙。看到这么多人把等待的焦虑化为读书的快
乐，我在欣喜之余，也把诊所发生的感动记录成文字，编
成了《牙姐姐手记》。没想到，这些朴素的事例非常受欢
迎，来诊所的患者都喜欢
捧起书来读一读，接受口
腔健康科普。
  作为口腔医生，我希
望每一个人牙齿好，更希
望帮大家养成读书的好习
惯，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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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本生江南水乡地，却向大漠孤烟行。

飞沙走石袭土屋，冷月寒星伴青灯。
洞中佛陀倾厚爱，壁上飞天付温情。
五十春秋能坚守，无愧敦煌女儿名。

读《长城绘》

蜿蜒万里千秋事，一绘一描笔下成。
塞上旌旗边关雪，阵前鞍马大漠风。
无愿夜夜起烽火，但求年年休兵戎。
历史从来多重复，长城内外数英雄。

诗二首
雷泾渭

  或是太久没有仔细看看这个世界，不经意间，院子里的
樱花就开了。不曾看到花苞是如何绽放的，仿佛是一刹那，
就开得奇艳且灿烂，枝叶扶疏，争相斗妍。
  大抵是这花过于搔首弄姿、妖媚多情，引得无数失意的
或者诗意的人驻足观望，他们指指点点，不知所云，更不知所
想。此番景象惹得大风不悦，它衣袖一挥，狂风便席卷腾格
里的沙尘滚滚而来。顿时千里黄云、天昏地暗，无论是失意
的人还是诗意的人皆一哄而散，唏嘘不已，独留花枝在沙尘
暴风中挣扎、乱颤。
  许久后，想必狂风觉得此地已被征服，便浩荡而去，只留
落红满地、处处狼藉。残留在空气中的沙尘开始慢慢坠落，
落在了枝叶上、长凳上、窗台上，也落在了早已消了颜色，散
了芬芳的花苞上。未被打落的樱花疲倦地蜷缩起来，其身上
的灰尘显得它愈加狼狈与落寞。行人匆匆，再无人看它一
眼，更无人愿花费功夫为其拂去落灰，失意的人似乎得志，诗
意的人仿佛早已变得庸俗。
  或许樱花就此一蹶不振，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花瓣一
片片无奈落在地上，就此黯然离场，等待来年东山再起。可
恰逢此时，谷雨至，淅淅沥沥的春雨落下来，它极其轻柔，小
心翼翼洗净花苞上的细灰，也将残留在空气中的，落在枝叶
上、长凳上、窗台上的浮尘通通带走，还世界以清明。随着雨
后的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进这块犄角旮旯，霎时草青树
绿、鸟雀啼鸣，空气中带着淡淡的泥土清香，猛吸一口，令人
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不经意间，樱花再次盛开，此时的它少
了些娇艳欲滴，多了几分朴素淡雅，大致是想抓住这最后的
花期，给春天的尾巴添上自己的颜色。
  日子一天天过去，樱花也随时间慢慢凋落，终有一天，樱
花树上只剩枝叶，花瓣铺满小小院落，营造出浪漫的童话世
界。临别的情侣会在樱花树下深情相拥，调皮的小孩会在樱
花瓣上撒泼打滚；失意的或者诗意的人又会来到这里，或叹
息，或轻吟，最后将这童话世界定格在手机相册中。清风拂
过，将铺在地上的樱花瓣带到草叶上、带到凉亭边，带进失意
的或者诗意的人的朋友圈。

暮春的樱花
王倩

  5月的早晨，走在路上，看着满目的绿扑面而来，感受着
它的温润，它的清香，它的勃勃生机，心中美妙无比。
  城市如果只是钢筋水泥充斥其中，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啊，让人无法想象。从这一点上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话说得一点也没错，说到了生命的根子上。自古以
来，就是先有植物，再有人类，植物是孕育滋养我们生命的生
物。看到大树、绿植，看到绿油油的叶脉，看到垂柳万千风
姿，看到沁人心脾的东西，人们不由得就会激动、雀跃，就会
心生喜欢，就会内心柔软，就会不由自主地多看两眼，驻足不
前，啧啧称赞，就会激起对生命本质的崇拜，就会联想到许多
美好的事物。
  绿色，是和平的象征，是舒缓眼睛、愉悦心灵、生发激情、
畅享美丽的寄托，看到了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美景，有人就
走不动了，总要张开嘴大大地、深深地呼吸几口，似乎要将内
心的烦闷、浊气一呼而出，尽情吸入大自然带给人芬芳的清
扬之气，感受花香四溢、绿树成荫的美妙气息。
  在众多的树木中，银杏树独具一格，银杏树初期叶子的
形状，小巧玲珑，像伞一样擎在树木上，撑起一个个行人遥远
诗意的梦。微风过处，一个个风铃般的叶子微微点头，频频
微笑，说不尽无限风情，道不尽人间喜悦。它们或摇摆，或打
滚或说笑，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孩子的顽皮。那种精致、灵
动、圆润、透亮，无不彰显出一位知性女子委婉、良善、优雅、
谦和的个性。银杏叶子初期是晶莹的、水润的、是玲珑剔透
的，是大小刚刚合适，绿色不淡不浓，加之一分则嫌多，减之
一分则嫌少的恰如其分，它饱含了天地精华，吸收了一年的
瑞气，才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顾盼生辉地俯视周围，相
濡以沫地和其他树种融合。
  银杏树的一生都是高贵的，待到夏季丰满，满树的光
亮闪耀，硕大的银杏果站立枝头，叶子之间握手共祝，发
出欢快的笑声，引得行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成熟的银杏
叶色泽金黄，起风了，它们就像一个个降落伞悠悠地飘落
大地，唱响人间美的赞歌。它们不经意间会化身浓浓书香
的标签，会溜进孩子们美妙无比的手工画作中，会出现在
书桌独具魅力的花瓶中。
  生活中美的东西本来就在那儿，只是缺少了一颗易感的
心，一双发现美的慧眼，一种对万物敬畏和膜拜的情怀。如
此，生活的意味尽在其中。

如饥似渴欣赏绿
杜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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