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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丽江古城，

那一怀抱的温柔 （组诗）

■周越

一个摄影人记忆中的乐山龙舟会

■白建明 文/图

寒窑书屋

■宋恩铭

端午：诗节与草节

■鲍安顺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具有
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现
代文化色彩。在我印象中，1986
年至 1988年举办的三届“乐山国
际龙舟会”最令人难忘。龙舟会以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使乐山获得
文化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乐山的
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回忆30多年
前的盛会，那动人的场景仍历历在
目。

彼时的岷江两岸，乐山各单位
精心搭制的彩船、彩台，造型各异，
绚丽多彩，彰显了乐山企业文化的
欣欣向荣。白天，龙舟竞技，劲桨
击开千重浪花，笑声伴着江水流
淌。入夜，华灯齐放，河对岸彩台
一排排星光璀璨，彩船五色斑斓，
耀如明星。龙舟游江，灯影碧水，
涟漪流彩，好一幅盛世图景。当
时，还有几支外国人参与的龙舟
队，据说是在成都读书的外国留学
生组团参加的。观看龙舟会的不
仅有川内游客，本地市民，也有很
多来乐山旅游的外国朋友。我在

现场拍摄了几张外国人畅游龙舟
会的摄影作品，其中一张外宾买苏
稽米花糖的作品，入选了当时举办
的龙舟摄影赛。热闹的订货会、交
流会，爆满的餐馆、小食摊，街上川
流不息的人群……龙舟会的盛况
可见一斑。

丰富多彩的盛会，给乐山摄影
人提供了创作的舞台。大家利用
镜头的推拉，创作了神奇的魔幻意
境；利用镜头的瞬间凝固，定格了
许多精彩的瞬间。由中国摄影家
协会四川分会（现四川省摄影家协
会）连续三年主办的乐山龙舟摄影
大赛，在乐山摄影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1986年 9月，由市文联组织，
乐山的影友们将乐山第一届龙舟
摄影赛的作品送到成都，在省展览
馆举办了展览。5天的展览，吸引
了6000多人参观，许多学校特别
组织学生前来观展，社会反响热
烈。

1987年和1988年的两届龙舟

会，受首届龙舟会的影响，吸引了
国内外众多摄影家前来参会。我
印象最深的是来自欧美的旅游者、
泰国某摄影协会的摄影家们，兴致
勃勃地在龙舟会现场不停地拍摄
着。两届龙舟会摄影比赛的颁奖
大会在乐山劳动人民文化宫（现海
棠公园）举行，公园门口醒目的横
幅上写着：欢迎来自全国的摄影家
赴乐领奖。我记得，来自重庆某报
社的一位记者，获得1987年乐山
龙舟摄影大赛银牌。

如今，30多年的时光一去不复
返，乐山龙舟会结出的文化硕果，
还沉甸甸地留在我们心中。

三届乐山龙舟摄影比赛，我都
有作品入选并获奖。1989年国庆
节，我于1987年拍摄的龙舟会摄
影作品《初夏之梦》，获省里举办的

“建国40周年优秀摄影作品展”优
秀奖，奖品是一尊北极星座钟。如
今，座钟已经滴滴嗒嗒陪伴我走过
了32年，时刻提醒着我那段鲜活
而难忘的岁月。

端午节，中国人很看重，它有独
特的民族文化特质，优秀的人文民
俗风光，千年传承，风情无边。有人
说端午节是“诗节”，因为民间广泛
认为，它最初形成的意义，是纪念伟
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纪念屈原，也
成了端午歌咏的主题。在华夏诗歌
史上，无数文人骚客，在端午节的美
好时光，吟古颂今，大多离不开诗人
屈原。想到端午，就会想到屈原，想
到屈原诗情的酣畅淋漓，他的芬芳
诗心，纵横古今。所以说，谓端午为

“诗节”，是应运而生，必然的趋势。
历代文化名人，吟咏端午的诗文

非常多，而且常写到屈原。唐代诗
人刘禹锡有“典终人散空愁暮，招屈
亭前水东注”，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有

“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明代戏
曲家汤显祖有“情知不向瓯江死，舟
楫何劳吊屈来”……这些诗歌，是对
屈子的缅怀凭吊，表达了他们共同
的诗文情绪，张扬美好人性，敬重屈
原崇高的人格操守，并形成中国人
共通的人文理想，优秀的民族气节。

说端午是诗节，是因为写端午的
诗歌，题材包罗万象，佳作精彩纷
呈。其中，关于龙舟竞渡的描写，就
有许多神来之笔，比如“落日吹箫
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激
去来波”，表现出的竞渡风情，箫管
棹歌，似水流年。比如“竞渡齐登杉
板船，布标悬处捷争先。归来落日
斜檐下，笑指榕枝艾叶鲜”，细致描
绘人在端午佳节，看龙舟竞渡飞争，
人声鼎沸，好不热闹。还有“胜会争
夸十日游，青帘画舫结灯游。四更
堤外笙歌散，博得人称假虎丘”，描
绘夜色里的端午风景，灯火阑珊，笙
萧歌舞。

也有人送端午“草节”之名，是因
为端午风俗，与草息息相关，而且写
草叶的端午诗，也非常多。首先，端
午节有很多与草相关的习俗，其中
有“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做
香草袋”“吃草叶粽子”，更为广泛
的，是在门楣、门环和屋檐下，悬插

“五瑞”，就是用红头绳系着艾草、菖
蒲、榴花、蒜头、龙船花五种草或花，

合称“五瑞”，旧俗也称“合五”。悬
挂之，一是用以招回屈原之魂，二是
挂起这些草药，可以防疫保健，驱瘟
辟邪。

说端午是“草节”，绝非空穴来
风。有诗写道：“端午时节草萋萋，
野艾茸茸淡着衣。无意争颜呈媚
态，芳名自有庶民知。”写艾草之香，
端午之情，那草在端午，可谓是主
角，深入人心，有民俗意义，也有人
文意义，可谓庶民皆知，成为传统。
潮州人有《端午》诗：“家家插艾望消
灾，欲食粽球兴满怀”，可见“吃粽插
艾”，不仅是民俗，且有诗情画意，弥
漫人间烟火，是节日气象。早年读
过陆游的“盘中共解青菰粽，衰甚犹
簪艾一枝”，写艾写粽的诗文之美，
透过千年风雨人情，让我心仪，有亲
切感和温馨气息。抗战初期，著名
作家老舍也写下一首《七律》：“端午
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相邀
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
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当年
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诗
中的风雨、村童、蓑笠、草堂、豆味
香，表现出淡泊雅兴的诗草情趣，诗
人之心，以苦为乐，至真至诚，散发
浓淡相宜的草叶芬芳。在民间，吃
粽子习俗，早在唐代已很盛行，宋代
更进了一步，当时有一种艾香粽子，

“以艾叶浸米裹之”，多了香味。因
此有诗云：“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
香”，不仅在市井闹市吃粽，在偏僻
水畔，也一样粽香弥漫，醉人心田。

“端午风情日，人世话沧桑”。其
实端午节的名称很多，在我国民间
有二十多个：端午节、端五节、端阳
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节、
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兰
节、粽子节、女儿节等等。端午节的
来历，它的成因，也众说纷纭，有屈
原说、涛神说、龙节说、恶日说、夏至
说。因此有人把端午节定名为“诗
人节”，或者“艾草节”，也就不足为
奇，在情理之中。端午节，持有诗性
风范，草叶灵性，让“诗节”与“草节”
相得益彰，滋生亘古永恒的端午好
时光。

在我刚有记忆的时候，父亲
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名教师，因为
和他走在街上无论老少都尊称
他为“宋老师”。他很是慈祥，丹
青翰墨是他一生的兴趣与追求，
他的作品常常见报。我们当时
购买学习用品的费用，大都来自
他勤奋的画笔。

童年时，父亲常带我到县城
文化馆、少年宫，而新华书店是
必去的地方。我们还常去靳冠
山和王捷山先生家中拜访，父亲
和他们是老朋友，无话不谈，总
是向他们请教国画与书法的技
法。靳老师和王老师都有自己
的画室，很大而且雅致，挂满了
名家字画，仿佛就是一间艺术展

览馆。
说到画室，父亲也有一间，

坐落在汾阳一个偏僻的村子
里。古朴的院子，看起来很有些
年代感，还弥漫着历史的气息。
仅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屋门朝
北，屋内非常简陋，只有一柜、二
桌、一床、一椅，都较陈旧。听父
亲讲，这些物件已经传了三代
人。柜里是我们的衣物，柜顶存
放着厚厚的宣纸，桌子上有台电
视。画笔、颜料、常用书籍、印泥
盒、印章，摆满了八仙桌。而画
册、连环画和一些文艺杂志，则
堆满了双人床，被褥只好靠边。

中间为过道，待客处、写字、
画画、创作都在此处，当然，用餐

也不会在别处。
西墙上有名家字画，靳冠山

先生的题书，以及父亲的各种获
奖证书。再过来，还挂着一幅我
穿军装时的全家福。

值得一提的是我家小孩的
照片也醒目地挂在墙上，父亲喜
欢孙辈，这可能是他感到荣耀的
地方。

北面墙上，有一幅奔马图。
只要坐在床上就能看到，父亲常
常激励我们，工作学习要像画里
的马一样，奔驰向前，不断学习
进取，不断超越自我。

中间为门，再过来是一张二
寸布的画板，钉五尺宣，那画板
结实得想要挪动，都得请人帮

忙。因为那是以前三进院，二进
门的门板。

我家院子是四合院，屋子也
小，有些破旧，拥挤不堪，但日久
天长，我却对它产生了感情，每
每回乡探亲都驻足不舍。

父亲是个文化人，性情耿直
又好客，家里常常有村友造访，
有人说你这屋寒酸，父亲却说此
屋金不换。又问他何为金不
换？父亲拿出靳冠山的连环画
册，黄永玉的国画册，再指墙上
的字画说，此乃金不换。

有一次我从部队回来探亲，
实在看不惯屋子太乱，动手把屋
子收拾整齐。父亲见后生气了，
大吼道：“你勿动！我屋似乱非

乱，我要用什么可随手拿来，经
你一整理，我恐怕待用时，寻找
半天，然而灵感早消失了。”

父亲曾书《陋室铭》挂在墙
上，以表心志。的确，来此屋做
客者甚多，有画家、作家、教授、
院长、馆长、编辑、小学教员。特
别是寒暑假，有返乡大学生的半
个假期，都是在父亲的画室里度
过的。当然，来客也有做工的，
赶车的，也有象棋爱好者。

我在父亲的画室慢慢成长
起来。虽然现在我的书房看起
挺大，藏书也不少，可是总觉得
缺乏父亲陋室中的一点什么。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父亲画
室虽陋，但书墨含香，何陋之有？

外国朋友体验包粽子 张致忠1987年5月摄于五通桥

水街晨语

风，总是那么长
从玉龙雪山而下
蹚过那么多的山沟
翻过那么多的山梁
停留
在初冬的早晨
披肩微扬

四方街
水，那么清
水，那么静
水，那么凉

你说，光阴
有时候头一晃脚一颠
就过去了
你说，阳光出来
新的一天要拾级而上
大胆地走
中间会有黑暗
但最终可见光明

就像无关紧要的事物一样
快乐
就像无足轻重的事物一样
自由
无论在春天还是冬天
火山大喷发后
不管海洋的还是陆生的
生物都是消亡
渺小而短暂

遇见的时光
就是美好
且不说情与爱

水车喋喋不休
记忆
走远的老男人
始终还是那时的
年轻样
游来游去的
不只是鱼

风和雨是否如约
往常也平常
开在城里的花并不比乡野的
姿态坦然
夜晚的烟火与灯光
照不亮
鲜嫩的黎明

在这个早上
我和风打了个照面
水波微漾
一激灵的颤动
你站在
我未来的方向

木府午行

这正午的阳光
挂在木府重新长出的
翘檐上
多像情人
温润的舔舐
偶尔抱怨的幽凉

那些开疆辟土的
洋芋与荞麦
生长了太多年
铜器和刀剑
最好不要碰撞
金属的声音
锈蚀而浑浊

土司的头冠
繁华了功名的诏令
如今 鸡和犬
已成了招牌美食
不能升天最好
照顾着民间肉食的资格
穿过重重殿楼厅坊
几声鸟鸣 跌落

有多少欢愉
就有多深的寂寥
有多亮的光耀
就有多长的暗道

飒飒风起
我得把嘴闭紧

不远的古寺
听缓缓的禅音

乐山龙舟会夜景 摄于1986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