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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刊

朝 花 夕 拾

星期天早晨的天气特别晴朗，大地被
绿色笼罩着，到处是春暖花开。我漫步在
渭河河堤上，真是心旷神怡！

河堤上的主干道东西走向，通向远
方。主干道与辅道之间是平展展的草地，
草地像偌大的被子把黄土盖在下面，主干
道和辅道就像被子的两条边保护着绿油
油的草地。从主干道走到辅道上，不知不
觉脚面被小草上的露珠打湿了。

低 头 一 看，
草地上的露珠好
似地毯上绣着许
多 小 钻 石，又 亮
又绿。放眼望去，
小草上的露珠在
刚刚升起的阳光照射下，晶莹透亮，一闪一
闪的，仿佛在跟路人打招呼，又宛如晴天夜
空中闪烁的星星，点亮了无垠的天空，显得
神秘莫测。回过神来，却意识到露珠与小草
有着神奇的魅力，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一只蜗牛伸着两个触角，背着圆圆
的壳子爬进草地去觅食。小草是它的食
物，露珠或许成为它解渴的饮料。突然，
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从眼前的草地上跑
过，那一绺小草上的露珠打湿了他的裤
腿。“爷爷，我要回家吃饭。”小男孩喊着
跑到十米开外一老者跟前，老者说 ：“背
了我教的那首诗才能回家。”小男孩说 ：

“我能背下去！‘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
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
是春’。”老者随声说 ：“真乖，回家吃饭
喽。”望着这一老一少的背影，我想他家
的家教肯定很好，老者晨练也不忘教孙子
读书。这首诗我也熟悉，它是宋代朱熹的

《春日》，写的是 800 多年前泗水河畔的春

天，我想那“无边光景”中定有露珠和小
草的身影！

太阳已爬上距楼顶一竹竿高了，草
地上绿茸茸的。露珠随着气温升高越来
越小，直至消失。露珠变成水蒸气升到空
中去了，到了晚上气温降下来，空气中水
蒸气的一部分，又会变成露珠依附到小草
上。我想，应该说小草是露珠的家，露珠中
午去空中，晚上回到家。小草默默守着大

地，露珠忙忙
碌 碌 在 天 地
间运动。这样
昼 夜 循 环 运
动 调 节 了 空
气，滋润着人

和动物。到了冬天，小草干枯了，它的根在
土地里睡着了，待到来年“识得东风面”，
小草与露珠又相见。

在一些人眼里，露珠和小草算不了什
么。的确，小小露珠比不上渭河滔滔流水，可
露珠加入到水蒸气队伍中升到空中形成云
朵，降下雨水浇灌万物。如果降下大暴雨，就
成了水患，就会冲毁河堤，伤及农作物和生
命，可见露珠虽小也不是“等闲”之物。

小草与大树相比的确显得很渺小，
然而众多小草形成的草地为大地披上绿
装，形成绿色海洋。在广袤的北方大地
上，草地是牧民放牧的地方，小草饲养着
牧民的牛羊和马儿。它还不让土地裸露，
减弱着沙尘暴的侵袭，足以说明小草虽
小也有大用场！诗人泰戈尔就曾感慨 ：

“小草啊，你的足迹虽小，然而你却拥有
脚下的土地。”

太白集结抗疫作品宣传正能量
本报讯 抗疫期间, 太白县文联组织文艺

爱好者以文学、书画、摄影、音乐等艺术形式开

展创作活动，讴歌英雄、传播正能量，收到良好

的社会反响。

疫情发生以来，太白县文联组织动员文艺

工作者积极投身战“疫”，开展以“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为主题的文艺创作，广大会员和文艺爱

好者先后创作散文、小说、诗歌、快板、书画等文

艺作品近百件。《太白文艺》以专刊的形式编印

选发 50 多篇，太白宣传、慢城文苑微信公众平

台还开展了《共抗疫情 文联在行动》线上文学、

书画、摄影、音乐作品展，记录了公安干警、医务

工作者等一线工作人员共克时艰的感人场景。

此外，县作家协会朗诵艺术学会还参加了市县

区联动的线上抗疫诗歌朗诵会，用声音的力量

支援抗疫。                 （王卉 王芙蓉）

金台文艺界助力抗疫结硕果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金台区

文联动员文艺工作者用心创作出了一批有温

度、接地气的作品，向千家万户传递战胜疫情

的时代强音。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金

台区文艺工作者们用歌舞、书画、文学，还有民

间艺术戏曲、剪纸等文艺作品，呈现出众志成

城的战“疫”影像和温暖图景。《这个春天》《通

向你》《意难忘·庚子元夕》《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等文学作品意境深远、情感真挚，在社会上

产生了积极影响 ；《战“疫”有我》《逆行者》《党

徽闪光》等歌曲和快板作品《战胜疫情笑开颜》

也广受好评。“在这次抗疫工作中，全区文艺界

积极创作，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激励人、感化人，

贡献出文艺的力量。”区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

常红梅说。                     （段序培）

陕西文学研究所年度作家揭晓
本报讯 陕西文学研究所近日对 2019 年

度有突出贡献作家、优秀研究员和作品等给予

表彰，白麟、李喜林、陈朴、柏相等我市和宝鸡

籍作家及作品喜获殊荣。

近年来，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对

标中国文学前沿，瞄准陕西文坛，重点关注、研

究、评论地域内实力作家的创作，助力新时代

“文学陕军再出发”。在本次表彰中，陕西文学研

究所授予杜文娟、周瑄璞、白麟、李喜林、高远、

唐云岗、范墩子等 7 名重点研究作家 2019 年度

“有突出文学贡献作家”称号，《佯狂》（向岛）、

《羊在山上吃草》（宁可）等两部作品获 2019 年

度“遗珠文学作品奖”，阿探、程小强、程华、陈

朴、柏相等 5 名研究员获评 2019 年度“优秀研

究员”。本报和《阳光报》《西北信息报》还被授予

年度重要媒体推广优势品牌称号。
本报记者 王卉

周养俊散文集《大院往事》 付梓
本报讯 我省著名作家周养俊的最新散文

集《大院往事》，近日由西安出版社出版。这是

其继《那些事儿》后出版的第 11 本散文集。

周养俊系中国作协会员、省职工作协主席、

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曾获当代中国散文奖、第五

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省五一文艺

奖、丝绸之路新散文奖等。《大院往事》是一部反

映城市普通居民生活的散文集，生活气息浓厚，

接地气，极富正能量。作者独辟蹊径，饱含深情，

以娴熟老到的笔法描写了一群生动、鲜活的小

人物的小命运，人物个性鲜明，故事生动感人。

琐碎小事、家长里短、妻子儿女、油盐米面, 邻

里矛盾、夫妻关系、教子育女、团结互助，喜悲哀

乐跃然纸上，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放 风 筝 的 老 人
◎冯积岐

走进大明宫北门，首先和我打
招呼的是南北大道两旁的草坪。东
边的草坪是昔日皇家养马的地方，
西边的草坪是当年唐玄宗观看斗鸡
的斗鸡台。王孙公子和大臣们在斗
鸡台的狂欢声，已经被闲适而恬静
的草坪覆盖住了。眼目之下，草坪上
是几个放风筝的人，他们轻松的步
履踩在当年骄奢、辉煌的声韵上，手
中的风筝，似乎很随意地就把李唐

王朝的灿烂图景放飞在天空，任凭
它们率性飘荡。 

在放风筝的几个人中，我记住
了两位老人 ：一位精瘦，高个，脖颈
显得有些长，面部爬满了皱纹，头发
花白，长长的眉毛依旧很浓密 ；另
一位微胖，中等个，两颊泛着红血
丝，头发眉毛全白了，步子有些迟
缓。我目测都已年逾七旬。两位老人
之所以进入我的视线，并非因为我
也是风筝的爱好者，而是他们坚持
不懈的精神，使我心生敬佩。无论是
春寒料峭的午后、暑气蒸腾的三伏
天，还是冷风逼人的冬日，草坪上总
能看见他们在一丝不苟地放风筝。
晚秋的傍晚，天低云厚，大明宫空
旷、寂寥、冰凉，游人无几，而两位老
人依然专心致志在草坪上放风筝，
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寒冷、寂寞
和他们无关，给景色黯淡的大明宫
增添了安详、从容的风景，暮色浓厚
的大明宫好像被他们手中的风筝捅
了一个口子，有了一束亮光。 

我每次去都会在两位老人跟
前驻足良久。特别是在风轻云重、空
气凝滞的午后，看着他们把风筝放
飞之后才去散步。老人一次又一次
地拖着风筝，在草坪上跑动，风筝一

次又一次地跌落在地，他们不气馁、
不沮丧，失败了再来，屡屡失败就是
他们成功的契机。或许，在他们心中
无所谓失败与成功，放风筝就是放
风筝，他们只是放，只管放，放不上
去还是放，两位老人的神态坦然而
平静，脸庞上泛着一丝微笑，他们的
信心和毅力洒在草坪上，在天地间
竖立着。 

最 终，在 语 言 一 样 轻 微 的 风
中，风筝飞上了天空，那一缕风好像
来自历史的夹缝中，来自现实的沉
重中，老人于一瞬间把那一线希望
抓住了，把那一缕风捕捉到了，于
是，风筝随风而上。他们明白，只有
一次又一次地放飞，才有机会升起。 

我想，这两位老人就是法国作
家加缪描述的把石头一次又一次推
上山的西西弗斯巨人。

风筝放飞之后，老人站在草坪
上，一会儿把风筝线放开，一会儿又
收回来一段，一只手在风筝线上拨
动着，好像音乐家拨动琴弦。他们收
放自如，仿佛按动着天地间的脉搏。 

而后，两位老人坐在各自带来
的小凳子上，摆动着连着线的小轮
盘，目光盯着天际间的风筝不放，一
坐就是半晌，那模样，似乎是一座雕

像，仿佛岿然不动的历史，后世人无
法改动。我努力地睁开眼，在天穹寻
找只有指甲盖大的风筝，好像暗夜里
的一点火星，闪动着微光。我问那位
瘦瘦的老人 ：这么高，能看见吗？老
人爽朗一笑 ：能看见，它飞得再高，
也脱不开我手中的线。我继续问，假
如线断了呢？老人严肃地说，不会
的，放风筝的人，不会让风筝断线的。 

一个夏天的下午，雷雨突降。
大明宫的游人忙向亭子下奔跑，两
位老人和我躲进了一个亭子，只见
他们都拿着盘线的轮盘，却不见风
筝。我问那位微胖的老人：风筝呢？
老人惨然一笑 ：风太大，线断了。风
筝也有自由飞翔的时候。 

我因为做了个小手术，两个月
没有去大明宫散步。初春的一天，我
手术后第一次去大明宫，但只见瘦
瘦的老人依旧坐在凳子上，双眼盯
着风筝，摆动着手中的轮盘，我问
老人 ：你的伙伴呢？他没看我，只
是平静地说 ：他走了。我有点愕然 ：
去哪里了？老人沉默了一瞬，淡然
地说 ：线断了，飞了，自由了。我长
长地吁了一口，叹息了一声，话到嘴
边，咽下去了。

肖像作者 陈亮

 MING JIA

吴双虎长篇小说《伯仲传奇》面世
本报讯 挖掘历史文化，讲好宝鸡故事。我

市著名作家吴双虎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伯仲传

奇》日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被列

入陕西文艺创作百人计划书系的“枕头书”，生

动还原了发生在三千多年前先周时期“太伯奔

吴”的一段历史传奇。

吴双虎系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理事，现为

宝鸡周礼乐团团长，已出版长篇小说《红月亮》

《大禹河》《社火》等，其中《社火》入选 2013 年经

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被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出

版，为宣传推广关中文化作出了贡献。《伯仲传

奇》以《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奔吴”的典故

为原型，用章回体一百回、70 万字的体量，打

造了一部以弘扬周礼文化之仁德、孝道为主题

的大书，通过古公亶父为民迁岐，太伯三让王位

南奔荆蛮，来到梅里教民稼穑、开掘九泾一渎、

开拓创新、开姓始国的感人故事，赞扬了他们仁

善、爱民、团结、拼搏的爱国情怀，叙写了周部族

特别是太伯、仲雍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奋斗精

神，是一部弘扬青铜礼乐文明、传承中华传统美

德的鸿篇巨制。该书在讲好周礼文明的同时，不

忘推介太白山、吴山、凤凰山、堀山、天台山、钓

鱼台等宝鸡的名山大川，并融入古代打仗阵法、

迎神赛社、防疫治病等人文内容，无疑是一部值

得珍藏的文学佳作。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本版投稿邮箱 ：bjrbwxzksw@163.com

功夫不负扶贫人 感动逆子孝双亲

扶贫建起卫生室 小恙慢病不出村

推门迎春
◎孟民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唐代诗人贾岛《题李
凝幽居》中的名句，据说诗人考虑用“推”还是用“敲”，颇
费了一番心思。面对大好春光，我觉得只有用“推”门迎
春，才能表达出我对今年春天的渴盼。

眼下，宝鸡的山山水水都被春姑娘装扮得妖娆多姿，
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闹市还是偏远的原野，春的气息、春
的脚步越来越与人走近。清晨，一束晨光在春姑娘的陪伴
下，悄无声息地掀开了我的窗帘，慢慢睁开睡眼，啊，多么
明媚的阳光！再侧耳听去，不知何时归来的小燕子已吟唱
起欢快的歌儿。拉开窗帘，久违的晨光与我撞了个满怀，待
定睛一瞧，窗外各种花儿迎风摇曳，清香的味道瞬间从纱
窗中挤进来，从鼻孔一直灌进心中，我似乎有点昏昏然。此
刻，晨光如同海浪般，淹没了这座刚刚醒来的城市。

我急切地推开房门，奔出宅院，去一睹这个久违的春
天。渭河河堤边，晶莹的露珠在晨光里时隐时现，就像无
数颗珍珠撒落在绿茵上。我不断地追寻，寻找春的样子。
太阳慢慢爬上了湛蓝得如同宝石的天幕。我左顾右盼，春
的样子不断进入我的视野。渭河公园里，碧桃、海棠开得
正艳，红叶李也不甘示弱，那一嘟噜一嘟噜红白相间的花
儿，拽住我的视线 ；杨柳吐出嫩绿的芽儿，柳条就像春姑
娘柔美的长发，从头顶轻轻抚过。

桥头和游园里，几个孩子和老人正放飞纸鸢。天空中
的纸鸢你追我赶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孩子们奔跑嬉笑着。
晨光也似乎被他们的热情感染，越来越暖，越来越热。

春风带着她的柔情，偷偷亲吻着大地，抚摸着万物，
带来了生机，催醒了海棠，摇醒了白皮松的枝丫。她给陈
仓大地换装，她让古老的青铜器之乡精神抖擞地迎接一
个个朝阳。

朋友，换上春装，与亲友、爱人，推开大门，走进大自
然的怀抱吧！

露珠与小草
◎田虎成

当代著名作家，省作

协原副主席，宝鸡岐山人。

小小平菇成产业 助力脱贫立大功

脱贫摘帽刚起步 小富即安要不得

赵
炜
漫
画 （
扶
贫
系
列
二
十
四
）

关天作家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