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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版 行吟·评论

读余隆海先生写的五千七百余字的散
文《太阳与大地拥吻的地方》，我分明看到
的是一位恪守“书画同源”的书画家守卫着
精神原乡，熟稔地运用中西绘画技法绘就
一幅饱含深情与历史厚重的山水画长卷。
他以潞江坝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运用
丰富的色彩，展现了一个特色小镇的壮美
与沧桑。

色彩与光影的运用：
文章以红色印象贯通全文，开篇写到

潞江坝的红日初升，便以“晨光熹微，天边
泛红”为引，将读者带入光影交错中。作者
以“云隙光”为笔，用“晶亮的阳光穿透云层
边缘，焰红的云霞流光溢彩”为颜料，将潞
江坝的清晨渲染得如梦似幻，恰似西画画
布上挥洒的第一笔，奠定了整幅画作的基
调——热烈而明亮。

潞江坝的色彩是丰富的，既有“绯红”
的山峦，又有“清澈碧蓝”的江水。攀枝花
的“艳丽红硕”与怒江的“静静流淌”相互映
衬，形成了一幅动与静、红与蓝的对比画
面。这种色彩的运用，又如同运用到了国
画中的“泼彩”，把对比色调得浓浓的，大胆
又细腻地泼洒在宣纸上。接着再用国画技
法“点染”山河轮廓：晨光、云霞、高山、川
河，在冬春交替的雾岚中，如梦似幻的绯红
色调，将潞江坝的自然之美毫无保留地呈
现在展卷人的眼前。

线条与结构的勾勒：
文章的结构如山水画的线条，清晰而

富有层次，作者以时间为轴，将潞江坝的历
史分为三部分：烽火岁月、垦荒年代和新时
代。潞江坝的历史变迁被作者用国画“散
点透视”的手法，将三个风云时代的故事一
一展现。这种结构安排，恰似画家勾勒出
的山川轮廓，既展现了自然的壮美，又融入
了历史的厚重。

从古代商贾的哀怨，到徐霞客的记载，
再到土司制度的终结，历史的脉络在岁月
长河中蜿蜒流淌。而垦荒岁月，则是这幅
画卷中充满激情与活力的部分，解放军官
兵、热血青年、知青，他们将青春的颜料，挥
洒在这片土地上。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到
后来的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再
到咖啡、热带水果产业的兴起，画面逐渐丰
富起来，色彩也变得更加绚烂。

八十多年前的烽火岁月，是这幅画卷中
深沉凝重的重彩。日寇的暴行，百姓的苦
难，伤痛记忆与生机勃勃的自然美景形成强
烈反差，凸显出这片土地遭受的重创。但潞
江坝人民开挖滇缅公路、救济难民伤员、组
建抗日游击队，每一个英勇事迹都是画卷中
刚劲有力的线条。他运用山水画中的“皴
法”让画笔俯仰入笔，通过线条的交错变化
勾勒出英雄群像，使潞江坝成为一片英雄遍
地的红色土地。让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更
加深厚的是那“顶天立地的攀枝花树”“一株
株攀枝花树像站立的巨人昂首高擎火把”，
不仅将其外形刻画得明艳动人，更用坚毅
的站姿书写着不屈与抗争。

写到20世纪50年代的垦荒年代，作者
以“火红的凤凰花”为象征，描绘垦荒队员
的青春与朝气。姜平、杨善洲、贾星南、刘
建华等人物的故事如同画中的“点景”，虽
小却生动，为整幅画增添了气质与灵魂。

而新时代的潞江坝，则以“咖啡林”和
“农旅融合”展现出一片富足美好的景象。
潞江坝的咖啡产业，是这幅画卷中独特魅
力的部分，如同印象派画作，用细腻的色彩
和光影变化，展现了咖啡从种植到收获，再
到加工的全过程。高家三代坚守咖啡产业
的故事，郭文魁、闫正东等人的创新与追
求，就如同那火红的咖啡果，让我们看到了
潞江坝咖啡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无限可能，

也看到了自然的生机盎然与和谐美好。
细节与写意的结合：
这篇文章的细节描写在我看来又是

“写意”的。作者写意垦荒队员的生活，“男
队员们在粮仓一角打地铺，女队员则睡在
绣花楼上的竹笆床”这些细节的捕捉，虽小
却能以小见大，展现出那个时代的风貌。

作者写意攀枝花——“树干刺瘤遍布，
锋利尖锐，成年后枝干铁化，遒劲壮硕”，这
种描写不仅丰富了画面的层次，也赋予了
攀枝花以英雄的象征。

意象与情感的营造：
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到“红色”，从“英雄

花”的攀枝花到“火红的凤凰花”，再到“玛
瑙红的咖啡果”，红色不仅是潞江坝的主色
调，更是这片土地的精神象征。它代表着
热血、希望和未来，正如作者所说：“潞江坝
的一切似乎都是红红的，红红的天，红红的
地，红红的日子，红红的梦想。”

这种意象的运用，也正如绘画技法中
的“迁想妙得”，让读者在欣赏画卷的同时，
感受到土地的呼吸与历史的回响。

通读全篇，作者通过色彩与光影的运
用、线条与结构的勾勒、细节与写意的结
合、意象与情感的营造，让读者置身于一幅
潞江坝历史画卷之中。

正如画家在画布上留下的自己独有的
笔触，作者也用文字倾注了自己独有的情
感。唯有“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才能
深刻地描绘出潞江坝这个小镇的气象万
千，让这片“太阳与大地拥吻的地方”的每
一寸土地、每一段历史都透着鲜活的独特
魅力。正如文中所说：“在这个太阳与大地
拥吻的地方，潞江坝的一切似乎都是红红
的。”这红，是攀枝花的英雄之红，是凤凰花
的青春之红，是咖啡果的希望之红，更是这
片土地上人民的热血与梦想之红！

一幅深情的山水画长卷
——读《太阳与大地拥吻的地方》有感

□杨柳

近日，面容泛着童真光泽的邱易东
老师递给我一本书。当指尖触及书封
的刹那，我仿佛触摸到婴儿柔嫩的肌肤
——这就是他新编的《值得孩子阅读一
生的诗》（外国卷）。这位两度摘得中国
儿童文学最高奖的儿童文学作家，用半
生光阴淬炼出这部跨世纪的诗歌宝典，
在数字洪流中为孩子们筑起一座永不
沉没的诗意城堡。

书封上那扇精巧的方窗，恰似打开
儿童诗歌世界的钥匙孔。透过镂空雕花
窥见的花团锦簇，暗合着编者对童心的深
刻理解：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只需
要一扇通向缪斯花园的窗。这种设计哲
学贯穿全书，209 页的纸质剧场里，100 首
世界经典童诗与稚气盎然的儿童蜡笔画
作交相辉映，形成诗画互文的奇妙景观。
英国杰弗里的《我想成为一头鲸》旁是一
名叫赵梓芊的孩子所画的充满稚气的蜡
笔胖鲸，日本金子美铃的《雪》下铺展着一
名叫陈思辰的孩子所画的雪花覆盖绿树
的奇特画面。这种编排打破了传统诗歌
集的线性逻辑，构建出童趣盎然的诗意

空间。
邱易东的选诗标准堪称严苛的淘金

术。他说，一首好诗应该有两个生命，一
个叫永恒，那是它自己的生命；另一个由
读者给予和塑造。古今中外，诗人与诗歌
的数量堪比海洋，他大海捞针，选出了约
三十个国家七十余位诗人的一百首诗。
从英国“鹅妈妈”的童谣到狄金森、米斯特
拉尔、叶芝的经典儿童诗，每首诗都历经
百次筛选。第一首是英国 17 世纪“鹅妈
妈”的作品《两只小鸟》，邱易东点评道：两
只小鸟与石头生动活泼，画面中形象与形
象的联系与变化，让这首简单的古老歌
谣，成为有了隐喻意味的现代诗。独特的
形象与鲜明的画面，是他一直以来主张的
儿童诗审美核心。

这些诗作不仅是文学样本，还有返老
还童魔力——正如他在编选手记中强调
的：“如果你是九十九岁的老人，也可以从
最后一页回读，读回到第一页，就抵达了
童年的路口，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天真的
小孩了。”

书籍的物质形态本身便是一首立体

诗。裸脊锁线装帧让书页能完全平展，如
同展开的翅膀；环保大豆油墨印制的淡黄
纸张，散发着若有若无的草木清香。最令
人称绝的是每首诗末的“童心指南”，邱易
东用不超过百字的微评论，将《我认识一
只黑甲虫》解构成好玩、和小朋友一起洗
澡的好朋友，把《稻草人》阐释成一位坚守
内心、朴实无华的英雄。这种画龙点睛的
导读，恰似夜巷长廊里亮起一盏灯，瞬间
照亮读者眼前的路。

这位七旬“儿童”的人生轨迹本身便
是首动人的诗。从大巴山小学里一位特
级教师到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始终以赤
子之心守护童真。他创建的四川儿童诗
群走出了两位中国儿童文学奖得主，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的儿童诗人。

当出版界沉迷于声光电特效时，这部
返璞归真的诗集犹如清泉。它不提供即
食的文化快餐，而是埋下百年树人的种
子。据悉，由他编撰的中国卷即将出版，
将收录从《诗经》童谣到当代先锋儿童诗
的千年文脉。我们期待这位文学赤子继
续以诗为舟，载着中华童真驶向世界。

一位儿童文学赤子的诗意城堡
——《值得孩子阅读一生的诗》（外国卷）有感

□于蛟

《齿生有缘》是黄北平、刘秀品二人合
著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讲述了黄北平从
事牙医职业数十年的经历，字里行间可窥
见他的妙手仁心，是一部可推广普及具有
文学性、故事性、科学性的佳作。

《齿生有缘》读来很亲切。地域亲
切，我曾在达城生活过几年，书中的街
道等名称记忆犹新；人物亲切，都是带
有烟火气息的你我他；语言亲切，凡人
凡语有地方特色；情感亲切，真人真事、
疑惑焦急喜悦等情感跃然纸上，没有丝
毫的矫揉造作，从文学角度讲，这叫有
文学性。并非只有让人烧脑、惊艳的语
言才有张力，朴实、平静的语言同样有
魅力，有时反而诱惑力更足。文学性包
含很多，而最大的特质是只有文学才能
呈现，其他艺术形式不能替代，称之为
独特性。罗兰·巴特说：作者已死，意思
是说一部作品写完就不受作家控制，只
有读者有阐释权。

《齿生有缘》给我以亲切的特质，体
现的是文学性中的情感要素。文学作为
情感符号系统，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
由能指进入所指，已经是二度创造。《齿生
有缘》塑造了许多人物，如“大猩猩”“老白
鼠”“坨子肉”等，人物生动活泼；向人们传

递了健康保健意识，社会性明显；读者从
中感悟到医患关系是建立在真诚信任的
基础之上，审美点确定；文学性的三要素
不动声色地呈现，读者入乎其内，出乎其
外，能从作品内看到现实外，引起灵魂共
鸣，该书有显著的文学性毋庸置疑。

《齿生有缘》以时间为线，串讲了结缘
牙科、师生、同学、朋友、医患间的多个故
事，故事性强。因为作者亲历，所以场景
切入迅速，聚焦主题明确，冲突吸引读者阅
读兴趣，每个故事都接地气，读者看得见摸
得着，读来自是有代入感。“专家都是吓大
的”讲了三个故事，给黄素芬打麻药，她昏
过去了；汲取教训，给杨伊打麻药进行了更
详细的询问，结果打麻药后她“头歪向一
侧，眼球上翻，牙关紧闭，呼吸停止，瞳孔散
大”；家人怀疑三岁的壮壮口腔里有肿瘤，
黄医生麻着胆子把“肿瘤”给抠了出来，故
事惊险“吸睛”，自然引人入胜。当然，其
他章节的故事也是精彩纷呈。这样讲故事
的纪实文学，趣味性强，老少皆宜。

从医学到文学，是跨学科的挑战。“小
林”公众号的林帝浣，“立志做摄影界书法
最美的段子手，漫画界文笔最好的美食
家，然而小林毕业于临床医学系。”小林著
有《小林漫画：在人间》《拥抱温暖：万事如

意》《人间逍遥游》等，他用颜色丰富生活，
用线条治愈人心，粉丝超十八万。看了

《齿生有缘》，深觉作者用文字丰富生活，
用医术治愈病患，还用仁爱之心传递科普
知识，我也成了他的粉丝，也相信更多的
读者是其粉丝。在讲故事时，作者巧妙融
入智齿、龋齿、牙周病、六龄牙、颌骨囊肿
等多种口腔知识，润物细无声，读来毫不
枯燥。《齿生有缘》并不单是一部纪实文
学，更是一本津津有味的科普读物。它深
入浅出“引导人们树立科学刷牙，定期洁
牙、及时治疗的健康生活观”，比起板起面
孔宣传口腔知识，高明了许多。华西口腔
医学院学术院长周学东一语中的，说它

“体现了科学与文学融合、知识性与可读
性兼具”。

黄北平医学专业知识过硬，刘秀品
笔下有功夫，将牙科医生与患者间的故
事讲得波澜起伏，可见两人之匠心。“齿
生有缘”谐音“此生有缘”，作者与作者有
缘，相知于笔端；作者与患者有缘，相识
于牙科；作者与读者皆有缘，相熟于《齿
生有缘》。借用《北平牙科赋》里“妙手济
世，祝天下再无牙痛之忧；医者仁术，愿
万众尽享美味人生”此句，愿二人再出佳
作，我等又享美味！

“三性”合一的匠心创作
——读《齿生有缘》

□朱晓梅

一滴水的力量有多大？一滴水经
年累月滴下来，可以把坚硬的石头击
穿，就是我们常说的水滴石穿、绳锯木
断这个道理。现在，我正行走在巴山大
峡谷，看到的是一滴水的另一番神奇力
量。

在我面前，一滴水正在缓慢地滑
落，慢得就像时间停止了流动，许久才
听到“哒”的一声，给了我一个如梦初醒
的激灵反应。借着手机亮光，我看到细
细的水流，在形如倒挂的竹笋一样的石
头表面聚集，等到缓缓滴下来，迎接它
的是努力向上生长的竹笋一样的石头
——钟乳石。一滴水，在一天又一天的
时光里，在人们无暇关心的大山洞穴中
积蓄着力量，创造出了名叫大象洞的喀
斯特溶洞。

巴山大峡谷，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
汉县境内，是横亘东西方向的莽莽大巴
山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和朋友在桃花
烂漫的春天来到这里探秘，发现这个大
峡谷不是特指一条河谷，而是沟壑纵
横、溪流交错的一片广阔山地。我们请
一位穿着土家族服饰的小伙儿当向导，
决定在短暂的行程安排里，把行走范围
锁定在桃溪谷这一小片山野。这里有
大象洞、鱼泉河、桃溪人家……这些别
样的景致，和“水”这个精灵，都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在巴山大峡谷桃溪谷这片天地里，
我发现仅仅是一天之内，一滴水居然可
以在液态、气态和固态之间神秘转换。
水，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桃溪谷抟揉
出了叹为观止的风景，给人以无限的遐
想和启迪。

大象洞，是一滴水的杰作。和其他
地方的溶洞相比，我发现这个洞穴并不
是在平行移动中蜿蜒前行，而是进洞后
就开始螺旋式下降，向下走深不见底，
走到最深处再回头仰望，那个遥不可及
又仿佛若有光的洞口若隐若现。洞中
的钟乳石形态各异，如金丝猴倒挂、如
竹笋林立、如大象负重前行……你有多
么丰富的想象，那些含有碳酸钙成分的
水滴浇铸出来的钟乳石，就有多少种惟
妙惟肖的形态。

大象洞清爽干燥，没有暗河涌动，
也没有水帘瀑布。这两天由于北方的
冷空气穿过秦岭峡谷、越过大巴山一路
南下，洞外气温由二十多摄氏度骤降到
几摄氏度，而洞内依然温暖如春。我好
不容易才发现一处正在滑落的水滴，缓
慢的降落速度及其滴水成石的独特景
观，给了我们理解这个溶洞形成原因的
鲜明注释。

从大象洞出来，这位姓曾的年轻向
导带领我们转过几道弯，走向桃溪谷的
鱼泉河。从交谈中得知，向导小曾的老
家在广东韶关，大学毕业后辗转了几座
城市，在武汉工作时喜欢上了一位美丽
的土家族姑娘，追随爱情来到了这片大
山里。我问小曾，习惯山里的生活吗？
他说一个人要学会改变自己，改变了就
有如期而至的美好。就像这眼前的水，
可以滴灌出千姿百态的钟乳石，也可以
流淌出飘着花瓣的鱼泉河。

我忽然喜欢起这个穿着对襟布褂
的年轻人，一次次迁徙辗转，只是为了
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就像山野的风一
样自由。向导小曾的一番话，把我的思
绪拉回到现实：“你们一路上留个心，看
看这条河的水，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
的？”树有根、水有源，有那么稀罕吗？
一路上，我们在山涧里穿行，或过桥，或
傍着山路侧身而过，或走栈道。两山夹
峙、高耸入云，仰头望去树木遮天蔽日，
不时会遇到一线天的光景。水，在这里
呈现出来的是她的本来面目，利万物而
不争，向低处去而有容乃大。

眼前的这一座桥有些独特，钢化玻
璃构造出来的桥面形似一条鱼，取名叫
阳鱼桥。驻足观看桥下浅潭里的溪水，
水面上有桃花随意飘零，水下有鱼儿游

动的身影，长约一拃、长条形状，光影投
射下去，身上仿佛有斑点，这就是桃溪
谷的稀有鱼类——阳鱼。过了阳鱼桥，
沿栈道前行，訇然的水声不绝于耳。抬
头望去，河谷上游乱石密布，河床里已
经没有了滔滔水流。这水声来自何
方？眼尖的同伴发现，河谷左侧转弯
处，在庞大山体的一个洞穴中，有水奔涌
而出，偶尔可见鱼儿跳跃，跌落在河谷的
深潭里。向导小曾说：“这就是阳鱼，从
神秘山洞中涌出来的鱼。”这是怎样的一
种自然奇观啊，泉水奔腾、飞花溅玉，奔
涌的水量有水桶一般大小，一年四季都
不停歇。那些随着这条暗河游过来的鱼
儿，它们来自何方，在密不见光的暗河
中游过了多少漫长的路程？

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我们在暮色
中走出河谷，沿着土家族建筑风格的桃
溪人家向山上的客栈走去。道路两侧
是笔挺的松树，不时可以看到桃花朵朵
绽放。由于气温骤降，我们都抄紧了衣
服赶路。汽车左盘右旋，把我们带到了
半山腰的云顶客栈。依山而建的客栈，
恍如土家族居民的吊脚楼，阳台上可以
触摸到松树的枝条，还有海棠的花朵。
薄暮中看周围的山势，一山未了一山
迎，涌动的云雾慢慢升腾，把山谷都快
要填平了。到了掌灯时分，雾气漫到了
窗外，一开窗就涌了进来。这难道是桃
溪谷的水，今天下午由鱼翔浅底的液
态，蒸腾成水汽跟着我们一路撵到山上
来了吗？

半夜里，我忽然冷醒了，听到屋外
有风呜呜地叫，撒野似的摇动着帆布做
成的屋顶，推搡着窗子吱呀吱呀地响。
我甚至有一点担心，这山谷里的风会不
会把我的森林小屋掀翻，让我的朋友天
亮了找不着我。我打开了空调的制热
模式，一会儿睡意又袭了上来，很快又
在这摇篮似的屋子里睡着了。

我是在山野里的喧闹声中醒来的，
屋外有尖叫、有欢呼，偶尔还听到“快来
看雪呀”的喊声。将信将疑推开窗子，
瑟瑟的冷风鱼贯而入，几株斜伸过来的
海棠红得耀眼，但见鹅毛般的大雪飘飘
洒洒，落在海棠的枝条上、花瓣上，很快
融化了。我揉着眼睛，迅速打开门跑到
阳台上看雪，山谷里的风让我打了一个
寒噤。这一场春天的雪来得太好了，这
轻盈的雪花应该是桃溪谷的水化身而
来的吧？山坡上，那些高低错落分布的
客栈里，人们伸出手迎着舞蹈似的雪
花，用手机拍下六边形的雪花，还忙着
向远方的亲人打电话报喜：“我们这里
下雪啦！”

更远处的山头上，看不见青松翠柏
的影子，像是千树万树梨花齐刷刷地绽
放，白茫茫一片。这川东的绿色大山，
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川西的皑皑雪
山。我拍了“海棠映雪”的视频发布在
网上，并写了这样的话：“海棠红似火，
大雪纷纷下。2025年3月28日于巴山
大峡谷。”没过多久，打开手机看川内几
个新媒体大平台，都在竞相传播川东达
州下雪的喜讯。

我们用过早餐下山时，雪仍然在
下，雪花飘在我们身上，落在桃树花枝
上，也停留在桃溪谷水面那些漂浮的
花瓣上。这一趟行程，我们在桃溪谷
停留的时间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可是
我们看到了一滴水多姿多彩的变化：
坚韧的钟乳石、神秘的鱼泉、翻腾的云
雾，以及眼前这触手可及的春雪。一
滴水里有桃花汛期，一滴水里有气象
万千。

在桃溪谷的沟口，向导小曾和我们
一一握别：“桃溪谷有很多的谜，这水
呢，又是天天都有新变化，而且是越变
越好看，桃溪谷等着你们再来。”我们点
头称是，告诉他今年秋天再来探秘那个
涌泉也涌出来鱼儿的洞穴，到时候还要
请他当向导。他高兴得不得了：“到了
秋天，我可能就要当爸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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