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追光者的名义（组诗）

■龙小龙

历史记忆
时代节点

■孙雁鸣

树上“书屋”

■张新文

正西街往事

■杨萍

书稿摆在案头，沉甸甸。
这是市政协即将出版的关于

“南方丝绸之路”乐山境内路线图内
容书籍的初样。细致延览，愈读愈
觉得这是一本极具历史价值和收藏
价值的好书。

书稿的作者为著名文史专家唐
长寿先生。唐先生早年毕业于武汉
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长期致力于
地方文史研究工作。他的许多著
作，已经成为地方文史界、考古界、
文化界须臾不可或缺的参考史料和
征引资料。对于本书稿的创作，唐
先生在后记中作了十分明确的说
明，这是他从自己几十年前拍摄的
海量照片中仔细挑选并精心撰文而
裒辑的一本关乎乐山在历史节点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
理、风物及人文的典籍。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填补乐山
人文历史及地理资料综合收集整理
上又一空白的书稿。作者以“南丝
路”作为切入点，有条不紊地将以
乐山为中心的周边行政区划、道路
走向、风物人情等，做了非常详细
的收集整理，通过简明扼要、条理
清晰的解说文字，一一展示给读
者。如在第三章《阳山江道》“沫若
故里”一节中，就挖掘出了葫芦坝
采金大户吴阳武发家之后不忘回
报社会，于上世纪40年代兴办乐山
第一所私立中学“沫江中学”，免费
让坝上子女入学，以培育家乡人才
的史迹。沙湾籍现当代文豪郭沫若
特为之题写校名。凡此种种，比比
皆是。

笔者在翻阅全部书稿过程中，
仿佛看到了那遥远至秦汉乃至更远
时代的商旅队伍，一会儿舟楫行流，
一会儿骡马翻山的历史背影。那
一方方、一队队的人物和货物，承
载着中原各民族人民与外界交往
的过往印记。同时也看到了发生
在嘉州大地及其周边地带的重大
历史事件，以及漫长的岁月里那些
文化历史名人在嘉州大地上留下
的吟唱与足迹。书稿通过大量真
实图片及考据文字，让那些尘封的
史实和记忆，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摇
着铃铛，喊着号子走出来，走向同
样遥远的未来。

书稿通过配以大量的实物图
片和精炼的文字解读，将古嘉州
今乐山境内（部分包含曾经的行
政区域）“南方丝绸之路”的条条
块块，方方面面，以无比生动的方
式展示出来。有帆樯如织的岷江
道，有神秘美丽的平羌江道，有通
达彝区门户的阳山江道，也有顺
流进入川南、云南至东南亚及欧
洲的沐源川道……那一条条道路
上，既流传着无数传奇的故事，也
撒播着先民们对外开拓的精神和
与外邦互通有无的气度。这些优
良的传统，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在新
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将再度引领风
范，昭示未来。

回头再看这些资料的收集整
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那一帧帧照片，一行行文字的
后面，既体现出作者、编者的学识水
准，也彰显出作者、编者对于地方文
化事业发展及文化遗存抢救的千秋
功业之心。看着那些照片，对照着
那些文字，让人仿佛在今古之间穿
越，如亲临现场一般感受，亲切、真
切，几可触摸。若非道理中人，断无
如此能力，更无如此用心。

乐山不仅是“南丝路”上的一个
站点，更是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
地。从书稿中，笔者看到无数从长
安、洛阳、成都川流不息的货物从
此经过，同时也看到了作为货物集
散地的古嘉州通过北向、南向、西
向的条条道路，将四周物产汇流集
合，而后南下归于“丝绸之路”通向
域外的繁荣景象。据本书作者唐
先生此前考据，乐山崖墓的集中与
偏奢侈化，莫不与乐山处于“南丝
路”要冲而商贸发达有着重要的关
系。正是有了发达的商贸基础，才
造就了乐山地区中上古时代的富
足与繁荣，才有了奢华无比的墓葬
群落。在这部书稿里，作者将这些
曾经灿烂一时的文明，图文并茂地
进行了展示。

市政协文史委近年来对城市及
周边文史挖掘和整理上，做了许多
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关于
抗战时期的乐山教育、抗战时期的
乐山工业、三线建设回顾、乐西公
路、乐山大佛诗选等内容的文史书
籍，为乐山城市留下了文化瑰宝，为
后人留下了文化遗产。而此书的出
版，无疑又为乐山增添了一座文史
丰碑，功莫大焉。

正西街每天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但我并不快乐，直到我认识了小伙伴
霞。

爷爷奶奶家的斜对面是一家卖酒
的店铺，霞就住在里面。我们读同一个
年级，不同的是她在东边的城区一小，
我在西边的城区二小，两所学校之间隔
着比正西街还长两倍的距离。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正要跨步走
进爷爷奶奶的家门，身后突然有个叫声
传来：“杨萍！”我收住脚，吃惊地回头张
望。我看见了一个同样背着书包的小
女孩，笑盈盈地站在街对面。我很诧异
她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她走过来，说
她叫霞，说她老早就注意到我了，想和
我这个瘦瘦小小的、沉默无语的小女孩
做朋友。之前我没怎么注意过她，但她
的想法其实我也有。

两年后，爸妈从甘溪坡搬来正西
街，接管了大姑在底楼铺面经营的早点
铺——大姑主要卖稀饭包子馒头，只做
一早上的生意。爸妈接管后，生意做成
了全天，卖的东西也五花八门：小面、馒
头、包子、豆花、菜豆水、肥肠、卤猪耳
朵、小炒、锅圈子……什么都卖，客人也
是形形色色——不过，来得最多的是蹬
三轮的、工地打工的、上街卖小菜的，似
乎他们也跟爸妈特别合得来。

爸妈经营的店铺里很吵，总是迎
来送往，有时候遇上喝酒的，又是猜拳
又是骂骂咧咧。霞家里开的是散酒
铺，一直都很安静。我常到她家玩。
认识她以后，我逐渐恢复了在甘溪坡
上的那种奔跑、笑闹、多嘴。我们在她
家店铺后面的房间里追逐，地上跳，床
上蹦，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有玩不
够的女孩游戏，每次都开心得差不多
要把她家房顶给掀翻。她妈妈脾气很
好，人也很漂亮，那是在街上住惯了的
年轻妈妈才有的漂亮，白皙、优雅、时
尚；我妈也漂亮，那是常年住在甘溪
坡，带着山、水、泥土气息的漂亮。我
和霞在她家嬉闹得满头大汗的时候，
她妈妈总是眉毛轻轻一挑，之后又微
笑着说：小心点儿哈，不要摔倒了。她
说话的声音也好听。

读四年级的时候，霞家突然就关店
了。霞也变得愁容满面，沉默寡言。那
些多得像天全河水的心事，把她的快乐
冲到深水底下去了。霞不高兴，我也不
高兴。我不再没心没肺地乱跑乱跳。
我也不追问她忧愁的来源，只陪着她从
桥头堡沿着正西街走到井阁商场，在商
场外站一站又转身走向桥头堡。我们
默默地、反复地走，把两百米左右的正
西街，走成了八百米或者一千二百米，

甚至二千四百米，像是一根线上垂挂着
的单摆，摆过去又摆过来，可是霞还是
快乐不起来。

我拉着霞去了县政府外面的那个
大花园，那是我们常去玩的地方。花园
里有两排高大苍翠的松树，树下胭脂花
正开得娇艳，我扯了一根长长的狗尾
草，将胭脂花一朵一朵地摘下来，串成
一长串，挂在她的胸前。我笑着叫她

“公主”，她才微微扯着嘴角笑了。我尽
量想出一些好玩的游戏：把胭脂花捏碎
了，用它红色的汁液涂指甲；把松枝圈
起来扣在头上当刺猬状的假发；还拉着
她在大花园里抓蜻蜓，摸它鼓鼓的大眼
睛，说摸了它的大眼睛就能看见天使才
能看见的东西。玩到天快黑了，我才送
她回家。

后来听大人们议论，才知道她爸爸
妈妈离婚了。我搞不懂她爸爸妈妈没
有吵闹、没有冲突，为什么会突然就离
婚了，或许大人世界的关系就是这么玄
妙。她“判”给了她爸爸。没多久她就
搬到她爸爸单位上的宿舍去住了，而她
妈妈经人介绍嫁到了外地。虽然同在
一个小县城，我和霞后来几乎没有再见
过面。她留给我的最近记忆，就是她那
张已经变得忧郁的脸，就像后来的正西
街渐趋黑白的陈旧容颜。

那次去非洲的肯尼亚，还是去了树
上的鳟鱼餐厅尝尝鲜。其卖点不在鱼、
不在餐厅，而在树上。

到了才知道，数棵树搭建的简陋餐
厅，因形就势，不伤害树木，也不影响树
的生长。我原以为是建在同一棵树上，
树大无比，枝叶繁茂，遮天蔽日，所以，
人的很多想象与实际是相差甚远的。
人在非洲的树上餐厅，烤鳟鱼的香味不
时地撩拨着我的味蕾，可是思绪还是回
到了故乡，想起了儿时我的树上“书
屋”。

我家门口有棵苦楝树，据说是爷
爷的爷爷栽下的。小的时候，我和父
亲手牵手也合拢不了这棵树，你能想
象得到这棵树有多粗。夏天浓密的树
荫，地面上几乎见不到一个太阳遗落
下的光斑。每到中午，邻居们会把饭
桌搬到树下，扇着蒲扇，吃饭，拉呱。
父亲是个农民，还是个木匠，人们都称
父亲是个“能人”，可惜就是不识字。
在方方正正的文字面前，父亲常恨自
己是个废物，于是，他把一切希望寄托

在了儿子身上。
那些年家乡闹水灾，怕夜晚水来

了会把土墙浸泡坍塌，村里动员大家
搭建简易窝棚。用高粱秸秆搭建好
的简易窝棚，父亲担心住里面太热，
凭着他的木匠手艺，居然在一棵苦楝
树上给我建了一个简陋书房。既可
以躺着睡觉，还可以坐着写字，脸盆
和毛巾都有，只是饮用水需要用塑料
桶拎上去。

楝树开着细碎的紫花，却没有怡人
的花香，苦，是这种花的气质，所以苍蝇
和蚂蚁也很少光顾它。那年暑假，邻居
家的大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带回了一
本曲波的《林海雪原》。那时暑假作业
少，在那棵苦楝树上，我读完了这部长
篇小说，穿林海，过雪原，斗智斗勇的英
雄——杨子荣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我
心里，立志长大也要做一名军人，英勇
杀敌，报效祖国。那时读这样的书有些
吃力，好在有字典和词典，它们就像两
支拐杖，解决了我阅读时遇到的无数个
障碍。

我的小学老师姓王，一条腿有残
疾，隔三差五进行家访。一次家访，父
母都去干农活了，王老师在我家找了个
遍，也没发现我的踪影，正坐在树下纳
闷时，头上却落了几滴水来。他一抬
头，发现我正在树上洗脸，我也同时看
到了他，慌忙爬下树来。

王老师抚摸着我的头发，语重心长
地对我说:“夏天天气热，你的父亲为
了你读书，可以说想尽了办法，你可不
能辜负他的良苦用心啊！”王老师的
话，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走不进父
亲的心里看个究竟，但是我却知道父
亲想要怎样一个儿子。他常对我说:

“多识一个字，你将来的世界就会多一
份精彩。”

直到我进城读书，父亲才带着不舍
的心情将树上“书屋”拆除。后来随着
新农村建设，老家的宅基地变成了农
田，一切的过往都成了记忆。

走出肯尼亚的树上鳟鱼餐厅，我想
鳟鱼餐厅如果改成书吧或是书店，岂不
更好？

罗目古镇 记者 龚启文 摄

多晶硅被誉为“微电子大厦的基石”。曾几
何时，我国光伏产业“三头在外”，今天，高纯度多
晶硅的工艺技术指标、质量、成本远远领先于欧
美，打破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新时代光伏清
洁能源领域，中国技术正在领跑全球……

——题记

追光者

历史，苍穹一样，深邃浩渺
漂浮的炽烈星球，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它赐予人类的光芒
能量之大，超乎想象的极限

从它出现开始，人类对能量的追求
就从未停止。1964年
群山苍茫之间，矗立的厂房群落
肩负微电子信息技术自主攻关的追光者
——代号“七三九”

硅，大自然存量最多的元素之一
每一颗砂，都像一枚刚毅而方正的中国文字
都在沉寂中呐喊
亿万光电粒子在多相态的流速中转型

异邦的私欲与偏见，封锁了技术通道
中国科研的舟舰在探索中行进
比起北半球
我们的黎明被黑夜整整延迟了十年

十年不晚。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
我们始终在以追光者的名义
告诉所有热爱光明的生灵
世界的格局正沿着一种笃定的信仰改变

炉火

热爱，源于岁月燃烧的激情
持续吸纳、吞吐大地无私赐予的养分
化合分解成旺盛的精神力量
大批量的微粒子
在光芒的整合下沿经脉源源不断地输出

每一座胸腔
都是一个巨大的正能量的源场
都是循环往复的生态域
每一颗匍匐或者仰望的金属或者非金属
都深怀感念之心

每当傍晚时分
星辰带着一丝倦意归寝
他们，还有八小时外的梦需要续写
当太阳调度活跃的部署与随从闪亮登场
一个个热泪盈眶

精益工厂

“行成于思，行胜于言”
你有所不知，当人们
用一道格栅，阻隔了各种荒废的时月
将物质和意识分门别类陈放
勤俭节约的民族传统，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一张纸，一度电，一个毫不起眼的螺母
无数条数据链接的起伏曲线
无论大小，只要关乎生态环境效益和切身安全
他们就可以做出一篇出彩的文章

这叫精益理念
作为一柄现代化工厂的管理利器
专门对付粗放散漫
一旦它烙上了新时代制造的徽标
就注入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精神的中国内涵

光芒

闭上眼，就会看到无数花瓣在夜空绽放
飞溅的弧光，绚烂的耀斑
比闪电还要夺目
比杜鹃啼血的鸣叫还让人感到一阵揪心

它撕碎了远方的寒冷和黑暗之旗
携着阳光的色彩
就像经久不息的火焰，引领胆识和气魄
从时光中，灿然划过

正是这无数花瓣构成的红色源流
滔滔不绝的雅砻江和金沙江
雄性的光芒，让横断山脉中的每一座城池
每一块石头，都有了合金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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