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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童年的雪 （外一首）
◎郁枫

小时候很穷。雪很厚

在漫天的大雪里奔跑，风从衣襟

钻进来，汗渍的身体瑟瑟发抖

现在，很少遇一场淋漓尽致的雪

便有了太多的期待。自然之手

把童话雕刻出动人的模样

童年的雪总是持久地飘飞在记忆里

一片雪花的碰触

父辈们容颜就会重现

僵硬的手，捧起上苍赐予丰收的欣喜

某一年的除夕，风掀动了一夜的门窗

凌晨，地上的雪埋没脚踝

我点燃了一颗拆零的鞭炮

童年就闪爆在雪地里

雪花
每一片雪花

都有一个无法抗拒的命运

落在树枝上，就成为荣耀的部分

从枝叶间穿过

就有不为人知的黑暗

而托付于河流

就会经历激流险滩

只有在天空的飞扬，才是灵魂的舞蹈

之后，任何形式的死都在预料之中

敬畏一片雪花，为了瞬间的自由

朝向沉默的死亡。把诗意的存在

留给一个总想看穿生死的诗人

赞美冬天 （外一首）
◎王举秀

不要那些陈旧的字眼

比如枯萎 寒冷和消逝

尽管黑夜比白天漫长

可我还是要赞美冬天

只有在冬天

才会相信和雪花有关的童话

只有在冬天

才会去追逐枝丫间透过的温暖

只有在冬天

才会坦然接纳生命更替的真相

只有在冬天

才会在一株绿色的植物前

发誓要让荒废已久的阳台

重新找回初春的模样

阳光越来越近

冰雪在晶莹剔透的屋檐下

脆生生地化开

这一片土地啊

只需一个白天和黑夜的交替

就万物复苏 你我重生

这喷薄而出的喜悦

还会让谁 不去赞美冬天

冥想
白天的世界是混沌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开始独自前行

穿越混沌的尽头

去遇见另一个空间的我

那一个透明的我

会散发出安静的香气

可我的神识之门

在几年前的一天关闭了

我走到了混沌的尽头

却始终没能看到

一直在等我回来的我

混沌尽头的我 不动声色

困在原地的我 无能为力

那一束灵光

在漫长的等待中

凝结成一滴泪

终于淹没了

今夜 孟民《心中流淌的河》出版
本报讯 我市资深媒体人孟民的新闻文学作品选

《心中流淌的河》，日前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 80 年代，孟民在基层担任通讯员时，采写的

新闻稿就常在省市报刊和电台刊播。成为宝鸡日报记者

后，他不断钻研政策理论，提升业务能力，30 多年来，以

笔墨、镜头为伴，采写了 4000 余篇 300 多万字的新闻、

文学作品，并连年获得全国及省市新闻奖项。本书收录

的 200 多篇、逾 40 万字新闻文学作品，是从其历年发

表的各类新闻作品中精选而出，分“大千世界”“媒言新

事”“探秘寻根”“苦乐光影”“真情流淌”5 部分，体裁包

括消息、通讯、评论、摄影、诗歌、散文和随笔，不仅记录

了一名党报记者的奋斗之路，也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

市发展变化的光影。

本报记者 王卉

西安昆明池散记
◎李高田

我是慕名去的昆明池。

这个昆明池并非远在天边

的云南，而是近在咫尺的西安西

南郊长安区斗门镇。虽然此池非

彼池，但二池之间却有着历史的

渊源。

西汉武帝时期，号称马上

民族的匈奴成为汉廷打通丝路

的劲敌。武帝一心要联络大夏国

夹击匈奴，翦除心腹大患。可当

时的河西走廊却被匈奴控制着，

无法与大夏国联系。正在此时，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献上从大夏

带回的“蜀布”和邛崃的竹制手

杖。看到这些西汉蜀地的产物，

汉武帝立即预感到，在帝国西

南，有可能存在一条通往大夏的

商道，于是便派遣使臣前往“西

南夷”寻觅。

汉使分数路进入四川、云

南地区，其中一部分翻过横断山

脉，在昆明一带被强悍的“昆明

族”阻挡，无功而返。此时的汉武

帝已然成为东方世界名副其实

的主宰，哪里容得小小的昆明

国的阻挠与藐视，他要像远征大

宛、车师、龟兹一样翦灭昆明国，

开通另一条从西南通往南亚的

丝绸之路。而从昆明折回来的使

臣却告诉他，昆明国有一个方圆

300里的昆明湖，训练的水军个

个熟识水性，水上作战如履平地

一般。而北方将士，多不习水战，

若战恐难以取胜。对于一代雄主

汉武帝来说，欲打通西南商路，

征服南国水滨的“诸夷”，没有强

大的水师如何使得？一个至关

重大的战略构想在武帝脑际形

成：他要与“诸夷”针锋相对，创

建一支强大无比的水师！

欲创建水师，首先是基地

建设。于是，汉武帝把目光锁定

于帝都西南郊一大片沼泽地。这

片沼泽地，本属上林苑范畴，亦

系西周灵沼古址。境内荆莽丛

生，湖泊遍布。武帝先行拓宽加

深“灵沼”，后又引“上林八水”中

的沣、滈、潏、皂四水汇聚于此。

因仿昆明湖规模与形制，故名

“昆明池”。

汉武帝确实富于奇思妙

想。他不仅赋予了昆明池军事用

场，而且为其装点了神奇的浪漫

色彩。他模拟天上的银河，在池

东西两端安放了高大的牛郎织

女石像，还在池周修建了一系

列楼台殿阁。如此一来，帝京长

安岂不成了耸立于云端的“天

宫”？而池里训练的水军岂不

成了降妖伏魔的“天兵天将”？

三年后，这个中华史上第一个大

型人工湖——亦即第一个水军

基地正式建成。据《史书》记载，

昆明池周长 40里，面积 332顷，

也就是 22平方千米，几乎相当

于今日四个西湖的大小。池畔宫

苑环绕，池中水天相连，碧涛翻

卷，如海似潮，终南叠嶂，倒影其

中，实是壮观之至！

昆明池大功告成，大汉水

师方始闪亮登场。

据《西京杂记》记载：“昆

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

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

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盖，照灼

涯涘。”《史记》亦载：“乃……治

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

壮。”由此可见昆明池上训练水

师的盛况：战船如云，往来游弋，

楼船四角高悬饰有羽毛的旗幡，

以及将帅们的旌旗伞盖，一杆

大旗高插于楼船之顶，鲜亮的仪

仗与战甲照耀昆明池两岸和终

南山北麓。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

具有水上独立作战能力的新兵

种——中国海军的前身大汉楼

船水师在这里诞生！

要建立强大威猛的水师，

须装备一流的战船斗艇。

西汉武帝时，造船业已十

分发达，可以建造楼船、戈船、

下濑等多种战船。当时最为著

名的便是楼船。汉代楼船规模

宏大，一般为三层，大者达十余

层，高十五米，比罗马海军战舰

高将近一倍。船上有女墙战格

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斗，状

如城垒。此外，还配备有用于突

袭敌船的冒突、先登、朦冲和赤

马舟等。其特点是船小，行进

速度快，如快马驰骋陆地，或以

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孔穴，张

弩向窗外射敌，易守能攻。另有

一种专用于侦察敌情之船，叫

“斥候”，船上有帆、舵、橹等，操

纵灵活，其水平在当时举世无

双。《广博物志》还载：“昆明池

中有戈檀舟，昆明池中有撞雷

舸。”这两种船都是用于水战的

战艇。

昆明池不只是大汉水军的

训练基地，也是各类战船的制造

中心。楼船水师在这里经过近乎

实战的水上训练后，将驾驭昆明

池制造的各类战船驶入渭河，辗

转驶向江南水滨，平定南方“诸

夷”。此后汉武帝在江淮一带组

建了一支 10 万兵力的常备水

师，便是在帝都近郊昆明池训练

成功后遣往江南的。昆明池的确

称得上是中国海军的摇篮。

大约是慑于汉武帝楼船

水师的威名，昆明国的水战并

不曾打起来。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武帝出征云南。大兵临

滇，昆明国不战而降，顷刻土崩

瓦解，成为西汉帝国一个边远

郡，而自西南通往印度的商道

遂告打通。不过，武帝在昆明池

精心操练的楼船水师并非没了

用场。在统一东瓯、南越、闽越和

征服朝鲜战争中，昆明池打造

的楼船水师大显神威，立下了

不世之功。

大抵到了南方“诸夷”平定

之后，河清海晏，宇内混一，昆明

池作为大汉水师基地的作用渐

次丧失，而曾经叱咤风云的楼船

水师也渐趋无声无息。当年湖面

上旌旗如林的战船斗艇被笙歌

往来的游船画舫所替代，号角悠

扬的水师基地转身成为皇家的

游乐池苑。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

唐末昆明池枯竭。

纵观历史，我国历代统治

者大都不甚重视海防建设，更

不要说建立强大的海军了。在

他们心目中，中国之所以称之为

中国，是因为中国居于“天下之

中”，而它的四周都是海洋，故中

国亦有“四海之内”或“海内”之

称。而“天下之中”的中国，正好

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

是正宗、正统，是天朝；而四海之

外，尽是一些不曾开化的“蕞尔

岛夷”。对于中国历代帝王而言，

治理好海内这个天下就足够了，

何虑那些海外的生番和蛮夷？

因此，他们大多不晓得海防、海

军为何物。自汉武帝之后，鲜有

帝王认识到海防乃御国之大业。

譬如明朝，航海业可谓辉煌之

至，但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

只是为了扬天朝之威，播上国

恩典，丝毫与海防、海军无涉。降

至明中后期，倭寇大举进犯东南

沿海地区，攻城略地，烧杀抢掠，

百姓备受蹂躏。虽有戚继光等民

族英雄奋力抗倭，但大明朝廷始

终不曾组建出一支具有强大震

慑力的海防水师。到了清代，更

是每况愈下。康熙廿二年收复

台湾后，关于台湾弃留问题，清

廷内部曾发生了一场论争。有人

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

弃之”，也有人说“海外泥丸，不

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

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

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连康

熙最初也赞同此议。幸得施琅奏

本，力陈台湾实为苏、浙、闽、粤

四省屏障，万不可弃。康熙始悟，

遂定守台方略。试想，以康熙这

样的大智之君，竟不识海防之紧

要，更遑论那些庸君呢？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再也

无法继续做“天朝”大梦。道光朝

就有大臣多次上书建立海军，可

从未获准。直到 1885年，西太后

才同意兴办水师。然而她兴办水

师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是为了给

自己建园子。她煞有介事地在颐

和园昆明湖效法汉武、乾隆操

练水师，其居心是要从海军军费

中为建御园捞银子。这一点，不

光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譞心领

神会，便是满朝文武心中都明镜

儿似的。为了给老佛爷 60寿诞

献礼，李鸿章巧妙地把海军衙门

变成了颐和园造办处。他还率先

垂范认筹了修园子的专款20万

两白银，紧跟着各地方大员纷纷

献银输诚。在慈禧眼中，建园远

比建立海军重要得多。据统计，

慈禧建园动用海军经费竟高达

二三千万两之巨。这些钱，至少

可以购买7艘“定远”舰。即使大

清水师再不济，日军恐怕也未必

敢挑起海战。甚至只要清廷多

个 100 万两拨款，改善主炮，也

不至于输得那么惨！我们不妨

再做一假设，假使西汉以后历代

帝王都能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那样保有楼船水师的雄风，筑起

一道强大的海上长城，甲午海战

也不至于完败于小小的倭寇。诚

如是，我中华屈辱而悲壮的近代

史，怕是要重新书写了！

重新开凿的昆明池，的确

有几分壮观。尤其是泊在遗址公

园中央的那艘楼船，更是引人眼

球。这是一艘仿照西汉楼船打造

的巨型雕塑，形似一座高耸的城

堡，约有六七层楼房那么高。每

层四面均列有全副盔甲、执盾操

矛的兵士，或以船身为掩体、一

律跪姿的弓弩手。船底四围尽设

吐水龙头，船头高昂，如蛟龙腾

浪前行之状。而汉武帝拄剑傲立

船头，金铠闪闪，披风飘飘，威若

天神一般，引领水师，虎视前方，

的确有几分雄霸之气。

纵目远眺，昆明池上波光

粼粼，船舶云屯，恍若汉时习练

水师的光景，只是水面远不及汉

时雄阔。一代伟人诗云“莫道昆

明池水浅”，是呀，昆明池水的确

是浅了些，但伫立池畔，临风怀

古，这里面还是大有学问呢！

李高田 ：笔名蒲柳，
陕西蒲城人。中国散文学
会、陕西省作协会员，关中
东府文化研究会会长，现
任《陕西老年人》杂志执行
主编、《陕西老年健康报》
副总编。出版《唐风录》 

《华山游品》 《东府揽胜》 
《道教仙苑》等专著 9 部，
主编《渭南当代散文选》 

《渭南当代诗歌选》 《渭南
历史名人》等图书 8 部。

《冯积岐创作论》面世
本报讯 一部由西安工业学院策划、中文系主任王

祖基副教授主编的《冯积岐创作论》，近日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西安工业学院继柳青、陈忠实、路

遥、贾平凹之后编辑出版的第五位重点研究作家的评论

专著，也是陕师大博导教授李继凯编选、文化艺术出版

社出版的《冯积岐评论集》后第二部专题研究冯积岐创

作的批评成果。

冯积岐是我市岐山人，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37 年

来已出版《沉默的季节》《村子》《粉碎》等长篇小说 10 余

部，发表《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刀子》等中短篇小说

300 多篇，被誉为陕西第三代作家的领军人物。因其独特

的创作风格和突出的文学成就，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特别

是年轻学者的高度关注。《冯积岐创作论》就是由文学博

士王祖基和吴妍妍、师爽、郭星等几位 80 后青年教师历

时数载对冯积岐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该书以冯积岐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各种研究

方法，从传记研究、创作心理学、主题学、叙事学、女性批

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等角度，全面、深入地分析和阐

述了冯积岐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质，呈现了冯积岐

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全书 17 万字，分“永远的苦难之

旅”“松陵村——一个被周文化浸染的文学世界”“焦虑 ：

创作的主导心态”“为底层代言与权力批判”“暴力叙述

与逃离情结”“身体、欲望及其隐喻”“乡村独特的人物

形象”“艺术技巧与技法的不懈追求”“西方文学影响下

的冯积岐小说创作”“权力批判与人性反思的力度与局

限”10 章，并附有作家简历及小说年表，是一部值得收藏

细读的研究专著。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楚秀月诗研会首“秀”西安
本报讯 我市诗歌新秀楚秀月的诗歌分享研讨会，

11月22日上午在西安六艺工坊社举办，来自宝鸡、渭南、

西安的 10 多位文朋诗友欢聚一堂，为其“把脉问诊”。

楚秀月笔名十月传奇，是一位生活在宝鸡的新疆

人。《拥我入怀》是她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诗人以女性特

有的视角、丰富的联想、真挚的情感、细腻的笔触，书写

关于爱情、亲情以及生活的别样感怀。分享座谈会由省

职工作协主席、著名诗人周养俊主持，六艺工坊社社长

黄付平、总编李战民等策划，我市诗人白麟、范宗科、寇

明虎、史凤梅和郝振宇、陈益鹏、白玉稳、袁西强、朱娟等

诗友，从《拥我入怀》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表现形式、

诗歌语言等方面各抒己见，普遍认为楚秀月诗歌直抒胸

臆、大气磅礴、诗画合一、凝练优美，但还存在炼意不够、

张力不足等问题，期望以后的诗写更上一层楼。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太白举办“红叶节”诗诵会
本报讯 冬已至，慢城秋意犹未尽。11 月 17 日晚，

太白县首届“红叶节”诗歌朗诵会在县影剧院精彩呈现，

市、县朗诵者和学校师生及文学爱好者近 400 人在诗歌

与朗诵的联袂“描绘”中领略家乡新貌。

此次诗会由太白县委、县政府主办，县委宣传部、县

文旅局、县文联、市朗诵艺术学会、县作协承办，分为“红

叶太白”“赋赞太白”“梦圆太白”“秋的恋曲”四个篇章。

朗诵会在市朗诵艺术学会会长刘进锁深情演绎著名诗

人白麟的《秋红》中拉开序幕，随后，市、县朗诵学会的会

员及太白中学、咀头小学的师生相继登台，演绎《叶儿红

了的时候》《黄柏塬赋》《脱贫攻坚太白情》等诗作，背景

屏幕上不断变换着魅力太白的如画美景和扶贫工作者

的忙碌身影，展示了新时期“慢城”儿女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王卉

杨广虎《在终南》付梓
本报讯 一座秦岭终南山，一部心灵成长史。宝鸡

籍知名作家杨广虎的最新散文随笔集《在终南》日前由

西安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与终南山相伴二十年的“真

情相拥”。著名作家贾平凹、萧云儒、高建群、陈长吟为

其题字。

出生于贾村塬的杨广虎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第三届签约作家，自

1989 年开始发表诗文以来，30 多年间已出版小说集《党

崇雅·明末清初三十年》《天子坡》《南山·风景》、评论集

《终南漫笔》、诗歌集《天籁南山》等多部著作，曾获中华

宝石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第三届陕西文

艺评论奖等。本书 30 万字，分 5 个篇章，收录其近百篇

文章，既有对秦岭人文风貌的深情歌吟，又有对故土的

一往情深，以及人间真情的深刻体悟，使人在感受其文

字魅力的同时，体会到人性的温度和心灵的安宁。

                                  （段序培）

西秦 诗 苑

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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