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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量大秦岭活动仪式
在宝举行

本报讯 “丈量大秦岭”人文与自然的体验

对话活动仪式，10 月 5 日在我市眉县秦岭主

峰太白山下举行，众多专家学者围绕秦岭生态

保护、文化根脉、中央水塔、地质地理与文化传

播等话题畅谈思路与方法，并发表共同宣言。

为了贯彻领会今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挖掘秦岭历史文化，向国

人科普秦岭知识，由陕甘两省文化和旅游厅指

导，中国地名学会、《中国秦岭旅游年鉴》编委

会主办的以“让世界认识中国秦岭”为主题的

“丈量大秦岭”文化传播行动，9 月 26 日至 10

月 5 日火热举行，国内地质、地理、水文、考古、

民俗、地名、文化、旅游等领域专家学者和作家

公益参加。在 10天的行程中，著名作家、秦岭文

化学者王若冰作为领衔文化学者，地质专家、

陕西地矿集团总工程师王根宝为首席专家，和

著名作家、《人民文学》杂志编审杨海蒂等参与

人员，以自驾和行走方式深入秦岭关联的陕甘

川鄂豫 5 省 20 个城市，探访秦岭边际线上的东

西南北自然地理和文明进程的代表符号，并加

以解读和知识普及 ；同时采集源出秦岭的主要

江河水样，呈现“中央水塔”的别样魅力。主办

方希望通过这些身体力行的方法，引导人们更

好地认识秦岭、保护秦岭、畅游秦岭 ；倡导同属

于秦岭山系的各级各部门各行业相互认知，共

享秦岭资源和市场，有序引导同山同水同文脉

的城乡居民和游客互游互访。

在当天的“丈量大秦岭”活动仪式上，各方

参与者结合 4000 公里的亲身体验，从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领域，围绕中华祖脉、中央水塔、动

植物基因库、文化保护与传承、旅游市场开发

与共享等座谈研讨，并发表了《“丈量大秦岭”

公益传播活动共同宣言》。   本报记者  周勇军

西府书院揭牌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西府书院近日在西府

老街揭牌，来自市国学研究会、宝鸡中国画院

和市作家协会、市职工文联作协等组织的百余

名文化人士参加了开馆仪式。

西府书院的开办意在传承传统书院的文

化气息，为建设“书香宝鸡”锦上添花，青年女诗

人、文化策划人刘源担任院长。在活动现场，著

名书画家王尊农、宋志贤为书院揭牌，作家李广

汉、白麟和书画家赵亚明、李升运、张宝文等文

化界名士被聘为名誉院长。据悉，西府书院还与

市作协、市职工文联作协联合发起宝鸡作家“交

互计划”，通过作家、读者、书店三者交流互动，

丰富宝鸡城市生活的文化内涵。    （王商君）

陶

土胎与火苗

一双手从中间掠过

两只眼睛

在春天的麦地开花

 

桃花裸出芬芳

冰草的叶子裹住身体

还有更大的叶子

云一样遮住茅草屋

 

黄泥与胎胚

女人的呼吸开始负重

沾满污渍的手龟裂成火苗

大地湾的湾

是父亲展开的臂膀

一湾女人因此丰满，跳舞

 

清水河溢出

大地湾坚硬的陶

有女人，孩子和笑

在陶口争先恐后发现自己

 

陶，泥水的金属轻轻碰撞

芦花燃起大地湾的烟火

有熊，有豹，有雪狐

一根鱼骨或狼牙

在大地湾的陶罐上奔跑，游动

 

陶的影子立在大地湾

触碰八千年的日子

谁愿意光着身子，躬腰

在陶的父亲怀里打滚

一枚狼牙

陇山居处风被一片树叶阻挡

红红的，发亮的眼睛里

一根削尖的树枝

和红狼并肩飞奔

一个土堆上，土堆上有草

蚂蚁在洞穴门口触角碰撞

地老鼠被阳光照射

低头的树叶下有阴凉

一只狼的死亡，弥漫着

整个部落围绕着一堆火，狂吼，起舞

残骸中，一枚狼牙在火堆边

渗出血，照耀出一缕光芒

 

部落里最美丽的女人，丰胸肥臀

脖子上，胸前，目光里

渴望一次粉碎灵魂的月夜

 

一双手，比一把叉刀锋利

狼牙在男人手中，无比温情

茅草屋之外一片芦苇地里

狼牙悬挂在女人的脖子上

一打滚，掉在大地湾的玻璃框中

 

八千年的血性与八千年的爱情

伴随着一枚狼牙，在大地湾，在陇之边

延续着芦苇丛的激情

怎么想象都可以，就是不能让爱情死亡

茅草屋

雨如竹，不织

剩下的阳光被挤出茅草屋

让月光之外，一声大喊

离开三尺尘埃

 

未婚的男人海阔天空

时间打磨，人如蝼蚁

土块前，粉身落地

一座茅草屋里

婴儿的哭声，旭日东升

 

渔猎与兽皮，骨架

所有的理想被茅草屋封闭

在陶罐中存上小麦，蔬果

伸展的嘴唇

躲避雷雨，雪，阳光，水和空气

拥抱生命的全部

让茅草屋活着

 

大地湾，茅草屋

茅草屋，大地湾

因为一束月光的激情

黎明才舒展光芒

复制生命

我死之后，你替我活着

丁永斌 ：甘肃省作

家协会会员，天水市作家

协会理事，天水市诗歌学

会秘书长。当过泥瓦工，

贩过水果和大米，二级

厨师，会拉兰州拉面，在

天水日报社当新闻记者

十年，在《星星》 《延河》 

《飞天》等发表诗文。已出

版散文集《尘歌》，发表有

长篇小说《三阳河》。 

散文集 《太白之光》
首发式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太白县委宣传部、市杂文

散文家协会主办的《太白之光》首发式，在渭滨

区文化馆举行，50 余位作家、文学爱好者参加

了活动。

《太白之光》是市杂文散文家协会赴太白县

采风的散文作品集。2016 年协会组织 35 位作

家走进“慢城太白”，进行了为期 3 天的采风活

动，会员创作了一批反映太白县人文风貌和县域

经济发展的散文作品。协会又组织专人对创作出

来的 90 余篇作品进行了遴选和修改，形成了 33

万字的散文集《太白之光》，并于今年初由太白文

艺出版社出版。首发式上，作者代表对《太白之

光》的文学特点进行了品鉴，协会主席吴万哲还

向市图书馆捐赠了书籍。      本报记者 王卉

芳草地
fangcaodi

《欲望树》写出爱与真情
本报讯 我市农民作家王前恩的微短篇小

说集《欲望树》，日前由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

年过六旬的王前恩是宝鸡高新区八鱼镇

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从小热爱读书，利用业余时

间写作，在《陕西日报》《羊城晚报》《小说月刊》

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篇，并出版了《东北方的太

阳》《尊严》《王农民在城里的幸福生活》等作品

集，共计 160 余万字。近几年，他在市区从事保

洁工作，购买了电脑，便将之前写好未出版的文

稿翻了出来，连同新近写好的，一同收进新书。

在这本近 40 万字的新作中，共集合了 25 篇短

篇小说以及近百篇微型小说，内容多描绘社会

底层务工经历及农民工生活百态，其中不乏《一

位保洁工的疫情防控战》《医生，敬礼！》等关注

身边生活的主题创作，平实朴素的语言间，充满

了爱与真情。

 本报记者 王卉

大渭北 ( 散文诗)
◎剑熔

一
渭河，在秦岭北侧画了一条线，关

中八百里秦川，很早就有了渭北之说。 

渭北，泛指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水

以北。其指西起宝鸡，东至黄河，南与渭

河平原相连，北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这一区域，铜川市处在这一区域的中心

地带，而宝鸡市则是一颗璀璨的星，闪

耀着明亮的光芒。

二
一阵风在渭北轻轻荡动，这是春

回大地的时节。

清晨，鸟鸣将晨光衔出地面，大地

醒了。翠绿的麦田铺开辽阔的胸怀，渭

北这块地方显露的平原、高山、河流、公

路、山路的筋骨一下子织成了网，把渭

北的故事网得紧紧的……

杏花开了，梨花开了，桃花开了，

油菜花开了……一片粉、一片白、一片

红、一片黄，争先把藏了一个冬天的情

话说给太阳听，诗情画意的语言，真感

人啊。

三
我自驾前往甘肃定西渭源的鸟鼠

山，这里是渭河的源头。渭水从这里所

出，在陕西收纳了沣河、泾河、漆水河、

沮水等支流。

在渭河源头，似江南水乡的绿一

下子将我覆盖在浓荫之中。气候宜人，

植被茂盛，氧气十足。凭借一双手“披荆

斩棘”，在水草茂盛的地方找到了渭河。

这诞生河之源的地方，泉水清亮如玉

液，甘甜、清爽。

放眼望去，绿草青青，百鸟鸣叫。

而渭河如一把利剑，沿坡度向东流淌，

在潼关汇入黄河，成为一分子继续向

东，穿过河南、山东，在垦利黄河口镇汇

入大海。

我沿渭河源头而下，走走停停，那

些迷人的美景映入双眸。

四
进入陕西，渭河在秦岭脚下喘息

了一下，足迹继续向前。与宝鸡擦肩而

过，开始在八百里秦川向东奔涌。宝鸡，

这只引吭高歌的雄鸡，在这块土地上描

绘蓝图。

渭河的南边，是巍峨雄壮的秦岭，

太阳挂在天空行走。

当夕阳西下，夜的幕布拉上，闪烁

的星星眨眼在笑，月亮，或者月牙被岁

月推着行进，慢慢的。河的北边是厚实

的黄土高原，这些埋葬唐代帝王的陵

墓，如一颗颗棋子，在布阵。

战马呼啸。

渭水轻轻流淌。两岸的翡翠绿在

风中摇曳着，水鸟扑打翅膀，悠闲地戏

水，间或鸣叫。古老的、新建的村庄端坐

在两岸，用风雨叙说历史的过去。一把

把绿色的火炬，在塬上随风击打音乐，

唱着秦腔的豪迈，声音钻进秦岭茂密的

绿林，滚动在黄土高坡。

五
渭河的脚步进入古都咸阳。

咸阳古渡遗址，这个渭河遗留的

遗迹，没有考察过渭河的人，看不到它

的历史与故事。

伫立渭河边，把眼光投出去，我仿

佛看到，船影在河里来回穿梭，渔歌晚

唱的感觉油然而生。河边久住的农家小

院前，晾晒的干鱼经历风干的煎熬，夕

阳西下，还有打鱼人撒岀一张张网，收

获了鱼与夕阳……

古桥，明清时期的木桥，在渭河的

水下或者土层里一直沉睡。

更意想不到的是：沙河古桥遗址

一号桥露出 16 排、112 根木桩，二号

桥也有 5排、41 根木桩。在桥址附近

出土的有秦汉时期的铜器、铁器、砖瓦

等百余件文物。两座古桥遗址均为世

界上规模最大、年代最古的大型木结

构桥梁。

说渭河，怎么谈到了沙河古桥，经

过专家认定，沙河本身不是条大河，是

沣河和渭河的退水河，也就是我们现在

说的分洪的目的。

这些物件，均为历史文物啊！

六
湿地在各地蔓延。

渭河也有湿地。两岸绿色遍布，河

道内除了滚动的河水，便是长年生长的

湿地。不信，在西安通往铜川的渭河桥

两边，生长着芦苇、荷花，每年到了六七

月份，芦苇老了，头颅长出白发，随风摆

动。大大荷叶间，抽出长长的茎，花苞随

日子变化，最终伸开紧握的拳头。一张

漂亮的清风图展现在人们眼前，清香也

随风飘去。

随风而去的，还有我淡淡的诗情。

七
追逐着荷香。

追逐。我在不远处认识了“泾渭分

明”。泾河源头在宁夏六盘山老龙潭，称

之为“泾河脑”，也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

“天然水塔”。相传在一万多年以前，有

十多个民族陆续迁徙到这里，依靠着六

盘山丰富的资源，生息繁衍，也是历史

上古人类移民和迁徙最为频繁的地区

之一。

而泾河流淌数百公里后，与渭河

交汇，清浊分明，肉眼可辨。随之有了

“泾渭分明”这个词。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似乎看见一

匹青色的骏马，四蹄飞扬，在淡黄色的

马群南边奔驰着。

八
渭河流淌着。

只是不见了过去的船影。替代它

们的是两岸飞架起来的桥梁，雄伟而

壮观。

诗情画意啊。诗也跟着流淌，画意

也跟着流淌。

我择路向北方走，过泾阳，走三

原，到达渭北铜川，这是一座山城、一座

煤城。这座不大的城市，坐落在落星塬

上，这里有照金红色革命根据地，在岁

月中讲述革命的故事，红色的火炬高举

着、传递着，精神传播着。

九
渭北，在每年秋季，果实累累，

彩山起伏，一幅大美图画展现在天

地之间。

诗意啊。苹果挂满枝头，把树枝压

弯了腰，粉色的笑脸甜了人们的心。核

桃，这滋补大脑的果实，白露一过便纷

纷脱掉绿衣，从硬硬的壳内走出来，为

人们送去香甜。

那一片片绿棚，棚中绿藤下露出

一串又一串紫红的葡萄，挤在一起，多

像一窝窝初生的小兔，静静地躲在绿叶

下，生怕人们来惊扰。

那些疯长的玉米，此时已经扬花，

门前已挂上红布条，期待金灿灿的玉米

爬上树，成为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时值深秋，一阵风吹过，一场霜落

下，山野变成了一幅画，红黄青紫，五彩

缤纷，诗飘在山野，画挂在远方。

把镜头拉近些，再拉近一些，渭河

向东流淌。

十
东流，经过渭南，渭北生长出诗情

画意。

秋雨蒙蒙。雨，长出了翅膀，劈开

风的幕帘，在渭北大地飞翔。

也在渭河里飞翔。

两岸的树被秋的手染上了色彩。

高挺的华山，这五岳之一映在河水里，

奇险的身姿让秋色更加迷人。这是一首

诗，一首奇特的诗，一首赞美的诗。

十一
渭河，渭北大地的母亲河，经过潼

关，这条漂亮的河将完成她的使命，一

路奔流直下，惠及两岸人民。

她喘息了一下，放开脚步，流进黄

河的怀抱。

和奔涌不息的黄河联手，去看远

方的风景。

剑熔，原名李建荣，
中国煤矿作协、中国国土
资源作协、陕西省作协会
员，铜川市作协副主席，
在《诗刊》 《中国铁路文
学》 《阳光》 《延河》 《飞
天》 《天津文学》等囯内
外报刊发表作品，出版有
散文诗集《照金》、散文集

《人生笔记》，诗集《风牵
着的手》等 6 部。

天水 大地湾  （组诗）
◎丁永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