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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王棵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桑田日
暖》，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南水乡的何家园为
背景，讲述了普通农户醒兰、凰桃一家在联产承
包责任制初期所经历的悲喜遭际，再现追梦路上
憧憬与阵痛交织的现实，让人感受到上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嬗变的沧桑历程。

《桑田日暖》是一部通过小角度展现大主题
的作品。何家园，是江南水乡一个普普通通的自
然村落。醒兰、凰桃一家，则是一户极为普通的农
户，长期过着“抓一把米，再掺了麦麸、玉米渣、
糠”来煮饭的艰辛日子。1983年，联产承包的曙
光，让他们第一次经历了水稻丰收的喜悦。醒兰
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笑容，并提前借了稻谷，“打
了一袋米回来”，做了一顿白米饭让全家人享用，
同时规划着“天天吃米，顿顿吃米，想吃几碗，就
吃几碗”的未来幸福生活。天有不测风云。意想不
到的打击不久就降临到这家人头上：醒兰的丈夫
凰桃与18岁的大儿子春锦夜间在运河里扒螺蛳
时，小船被拖船撞翻沉入河中，父子俩丢了性命。
凰桃与春锦这两个家庭顶梁柱的离世，无情地摧
毁了醒兰的梦想。然而，倔强的醒兰不愿意向命
运低头。她迅速从丧夫丧子的痛楚中走出来，“身
体热络起来了。那个因凰桃、春锦父子之死而冻
结的愿念，又重新燃起。这一次，它比先前燃得更
激烈。”她发誓要“盖新房！盖新房！”。有了这个梦
想，她开始一步一步实施计划。为了攒钱，她决定
不再做白米饭给家人吃了，而是恢复将麦麸等掺
进饭中的方法，从而将“缸里的稻谷尽可能多地
省下来，去集上卖掉，变成钱放到兜里”；同时，她
还用掷硬币的方法，迫使品学兼优的女儿秋锦辍
学回家务农；为了攒钱盖房，她甚至与自己的妯
娌厉金香一道，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以一次巧
合的事件为由头，将计就计，借死去的丈夫与儿
子可以“显灵”的方式来骗钱以筹措建房资金；后
来，她遇到了丧妻的赵瓦匠，看到赵瓦匠可以帮
助自己早日实现盖新房的梦想，她冰封般的心扉
敞开了，很快便与赵瓦匠结合在了一起；幸福的

生活没过几天，赵瓦匠却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了。赵瓦匠没了音讯，家里反而来了几个要赌债
的人。醒兰的梦破灭了，人生坠入了低谷，只能眼
睁睁看着厉金香一家盖新房。就在她感到绝望之
时，赵瓦匠又突然出现在醒兰面前。这一次，他带
回了从上海挣得的大把钞票，还承诺过几年盖一
座何家园最好最漂亮的楼房。醒兰心中又重新燃
起了希望，并催促赵瓦匠再去上海挣钱，下半年
就回来盖新房，实现心心念念的愿景。

《桑田日暖》所讲述的醒兰一家的经历，其实正
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中国农民家庭共同的经历；发
生在醒兰一家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无数个村庄农家
的故事。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之初，农民们心中
只有这样的愿望：自己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以后可
以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为了这样的目标，他们
除了在责任地上拼命挥洒汗水之外，还试探着外出
打工、贩卖蔬菜等，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当最初的
目标渐渐实现后，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
地，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并实现从温饱走向小
康，进而向富裕的生活阔步前进。当然，中国老百姓
在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也与醒兰一样，常常会
遇到不期而至的阵痛与折磨，前进路上总是充满着
无尽的坎坷与曲折。醒兰一家的故事，既是千千万
万普通农民的故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嬗变故
事。无疑，《桑田日暖》借助醒兰这个普通人的故事，
完成了一个重大主题的深度呈现。

《桑田日暖》一书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散
发着诱人的泥土芬芳，让读者仿佛回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的中国，看到那些在农村流传多年的思
想、风俗、行为、习惯等，既让人忍俊不禁，又倍感
回味悠长。作者对农户之间为争夺土地面积而采
取“移垄、挖垄”的方式，进行了生动的再现：土地
承包到户之后，何家园人劳动热情倍增，他们都
想自己的土地上多产出一些粮食，过上天天吃白
米饭的好生活；为了自己目标的实现，潜伏在内
心深处的私欲也自觉不自觉地萌生了。与醒兰承
包田相邻的何兆玖，欺负醒兰的丈夫凰桃忠厚老

实，居然将两家分界的田垄移了位。面对这种霸
凌行为，醒兰进行了反击。她“用手去刨那垄，同
时将手里的泥块扔出去。泥块准确地飞向了何兆
玖父子”，最后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打斗；即使与
醒兰要好的水芝，也采取另外的手段，把两家之
间的田垄“从头到尾裁薄”，从而扩展自家的地
盘。这种“移垄、挖垄”，损人利己的方法，在上世
纪的农村，可谓司空见惯。

《桑田日暖》一书塑造了若干丰满鲜活、活力
四射的人物形象，读者透过这些人物可感受中国
乡村的风俗人情，感受中国乡村在改革开放春风
吹拂下渐进的发展与变化。醒兰，是小说的主角。
她性格多面矛盾，古怪多重。首先，生活的磨砺，
让醒兰个性显得执著专一，对于自己与家人的生
活，总是显得有规划，有主见，有担当。醒兰这种
执著的性格，在“盖新房”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强
烈。为了攒钱盖新房，她不顾老师的劝告，一意孤
行，剥夺女儿秋锦上学的权利；她拒绝母亲的好
心提议，不回娘家住，坚持自己攒钱盖新房；为了
盖新房，她原谅了赵瓦匠的不辞而别。为了心中
那盏理想的灯，醒兰可谓奋不顾身，赴汤蹈火。理
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面对无奈的现实，醒兰又
变得相当脆弱、敏感。一次，她在打扫卧室卫生
时，发现墙上有一个洞，正对着自己的床。于是，
她心中的怨气、怒火一股脑爆发了，不管三七二
十一就开始号哭、咒骂，把满腔的愤懑发泄到厉
金香家人身上。类似这样脆弱、敏感的行为，在书
中还有许多段落。当然，醒兰性格中也有隐忍智
慧的一面。当面对强硬对手而一时无法撼动时，
她选择避让三舍的办法，委曲求全，从而为自己
赢得周旋的空间。通过多个小兰的展示，作者将
醒兰这个对生活充满憧憬、不懈追求幸福日子的
农家妇女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让人
感到可亲、可近、可信。小说中出场并不多的凰
桃，也个性突出。他既憨厚但又内秀。对于纷纭的
外部世界，他充耳不闻，不喜欢争斗；特别是对于
自己的妻子，他总是事事忍让，尽量讨好。但他的

内心世界却相当丰富，有内涵。所以，大凡遇到好
事、喜事或者不开心、不顺心的事，他都会用漂亮
的毛笔字，在“门背面”记上一笔，以永志不忘；凰
桃的性格，也有另外一面，质朴又敢于冒险。这样
的特点，在外出抓螺蛳这件事情上展示得淋漓尽
致：一天晚上，他想趁别人不注意的时间，前往运
河里抓螺蛳。这次冒险的结果，不仅自己丢了性
命，而且还连累了自己的儿子春锦。

《桑田日暖》一书不但主要人物形象生动，即
使是非常次要的人物，作者也通过匠心独具的细
节，塑造得鲜活生动。民办教师厉茨仙就是一例。
这个厉茨仙，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总是以居高
临下的态度对待普通农家的子女。她不喜欢那个
作风不端的妇女于丰秀，当于丰秀央求她为上学
的女儿取名字时，在知道于丰秀夫妇不识字，没
文化后，他居然歹毒地将小女孩取名为厉仲淫。
一个取名的情节，让厉茨仙这个尖酸刻薄的人物
形象跃然纸上。

每年秋末冬初，成都到处一片金黄。公园、校
园，青羊宫、文殊院，大街小巷、府河两岸……金灿
灿的银杏叶漫天飞舞，让人流连忘返，沉醉其中。
点开朋友圈，也是一片金黄，一好友发银杏图还配
文道：这个季节不发几张“黄片”都不好意思在成
都混！

可见，银杏树的粉丝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表
达对银杏的喜爱。冬天，在难得下雪的成都，盼
不来银装素裹，银杏黄就是锦官城最美的冬韵！

还记得十年前，第一次见到银杏的情景。那
是在西北桥的府河边，一片有很多竹林的绿化
带里，我骑着车子从这里经过，抬头间，突然发
现一棵挺拔的大树，全身金黄，像一把撑开的大
伞，正欣然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惊叹让我顿时驻足，连忙问路人，才知道是
银杏。原来这就是白果树啊！这树名我打小就
听说过，但却从未如此近距离靠近它！

小时候，离我家几十里的佛来山上也有两
棵银杏树，天气明朗的时候，坐在家门口就能看
清树的轮廓。听大人说佛来山上有间建于唐元
和年间（公元806年）的寺庙叫西明禅寺，相传这
两棵树是建庙时僧人们目睹佛光而栽，已有
1200多岁了，树干要三四个成年人合手才能围
住。还记得当时母亲念叨，若能捡到那里的白果
来炖鸡，吃了好得很！这些年离家在外也没机会
近距离去观赏，更不用说捡到那掉下的果实。如
今这两棵银杏，有一棵前些年被雷劈后死掉了，
另外一颗也差点死掉，当地人说这棵是得了“相
思病”，因为银杏有雄株雌株之分，被称为“夫妻
树”，剩下的这棵后经林业部门及时抢救，至今
枝繁叶茂。

自第一次认得银杏后，慢慢地发现成都的
银杏是越来越多，走在城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
会有它的影子。而且我发现街道两侧的银杏是

一株一株并排着的，株距以两株为一组，很难见
到一个区域只有单独的一株，我想这两两相伴
的银杏是不是就是“夫妻树”呢？之前的这些年
我怎么就没发现银杏呢？而现在行走在街上，眼
光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捕捉着银杏树。这正如喜
欢上一个人了，你的视线就会随时去捕捉他！

锦水澄净，碧空暖阳。正逢周末，怎肯错过观
赏银杏的最佳时间？虽然年年都在看，但还是停
下脚步仔细慢赏，拿出手机拍几张自以为不错的
照片，才可以算是今年看过银杏了。那几个人气
旺盛的银杏打卡地，依旧是人来人往，拍照留影
不亦乐乎。金黄的银杏被淑女们的红衣白裙点缀
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画卷，五彩斑斓！忍不住
驻足轻问：这究竟是冬天还是秋天啊？莫非是在
梦游？

银杏叶的黄在冬日里是明亮的，安静的！阳
光穿过，树叶更显金黄耀眼。这黄明而亮，既没

春日的媚，也没夏日的艳，却是灿而不俗，入眼
入心，不躁不张扬。

我五行缺金，黄色应是我的尤物，可至今就
没有一件黄颜色的衣物。但对银杏黄偏爱有加，
不曾生厌。从春天的嫩芽，到夏天的浓绿，秋冬
的灿烂，到最后的萧索落尽，银杏都是那么端庄
整齐，干干净净。叶落成殇，叶落成诗！此刻，填
首小词是否诉一诉某种情怀与不舍呢？

浪淘沙·银杏
银杏锦城黄，十里长廊。可怜风叶蝶飞扬。

褪去华光寒浸透，翘望冬阳。
离散只当场，落叶街旁。枯荣一载两相亡。

来岁新芽穿绿锦，知与谁忙？
正如银杏有四季变换，人生也有春夏秋冬。

历经了年轮的春夏，到了秋冬，内心自会沉淀出
那一份灿烂和不张扬。这灿烂是历经风雨后的淡
定从容，这不张扬便是植根在内心的谦卑善良！

辛丑冬月雅集
应省诗词协会会员丁信才邀会众诗友十三

人于心为心茶室雅会，群贤荟萃，逸兴遄飞。由
其发起倡议，众声附和，蔡长宜选以苏东坡《念
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十三字制阄，各人拈得一字为韵，
吟诗填词玉集如下：

李小白（乱字韵）
蝶恋花·雅会有感

解尽千金君莫管，大笑相逢，饮醉歌楼畔。
眼底秋光花占断，年来心事风吹散。

拟把诗情抛两半，半入斜窗，半入深深院。
又道吟怀容易乱，不如差取云来看。

刘舒（石字韵）
如梦令·雅集拈韵作

一盏清茶相识，墨客诗人冬日。树下叶儿
黄，话语热情洋溢。珍惜，珍惜，再约赏花观石。

孟大川（穿字韵）

茶楼聚俊贤，雅趣结诗缘。
多有鸿儒智，惟求野老篇。
友情须把酒，意境可忘年。
头脑经风暴，迷蒙已洞穿。

郭定乾（空字韵）

城西陪雅集，素手访丁公。
地接东坡路，人怀北海风。
偶逢诗兴逸，不让酒杯空。
醉后归何处，寻梅拟放翁。

蔡长宜（惊字韵）

蜀诗麾下聚群英，香茗室中论雅情。
司马扬雄先辈仰，唐风宋韵后贤赓。
拈阄漱玉藏奇巧，寄兴构思彰大成。
娴熟才华文萃荟，铿锵律吕咏坛惊。

丁信才（涛字韵）

纵步山河成幻梦，雁过留影念尘劳。
乐于闲处冲茶盏，荣以醉时崇俊髦。
研习蜀诗铺锦绣，传承文化亦英豪。
人间福报终归尽，心为心安荡碧涛。

孙和平（拍字韵）
拟塞外曲

西疆羁旅孤烟白，自古天涯多睽隔。
谁寄幽情寸寸哀，塞外胡笳十八拍。

贾智德（岸字韵）
归自谣·辛丑仲冬雅集

银杏岸，落木萧萧金满院，风云聚会诗词宴。
兰亭遗韵文人羡，而今见，吾侪赓续谁能冠？

李祖惠（卷字韵）

平生自愧诗工浅，提笔沉吟终腼腆。
欲览成都锦绣图，临风试把珠帘卷。

丁信友（起字韵）

蓉城诗友聚，相识众亲喜。
满座尽方家，一堂皆雅士。
品茶话赋词，饮酒咏苏李。
阄韵唱流觞，任他霜色起。

伍蔚冰（千字韵）

奉茶逢旧雨，分韵结新缘。
见解超凡俗，襟怀容大千。
识荆屏幕上，晤面盛筵前。
再作花溪约，同温野老篇。

殷明辉（堆字韵）

落叶金黄铺满阶，华轩喜见故人来。
盍簪列坐集高士，践席飞觞骋远怀。
日暖花溪尘虑净，风临水岸佚云堆。
同声相近饶谈兴，何日沧江共赏梅。

李德明（雪字韵）

冬日暖阳好，序时临大雪。
踏街飞叶黄，擎酒共情冽。
分韵索枯肠，望梅思劲节。
当怜楮墨香，勿使风骚竭。

憧憬与阵痛交织的嬗变时代
——读王棵长篇小说《桑田日暖》

□ 贾登荣

“唐哥，你养的花终于开花了！”
刚进单位打卡，就听同事小妹满怀雀跃

之情地跑来告诉我喜讯。
我莞尔一笑，脚步匆匆来到单位走廊拐

角处，可不是，它怒放得如一簇燃烧的烈火。
望着眼前的木槿，想念起那时夏秋季节，

在湖南株洲我们乡下人家的院落旁，也开满
了它们。印象里，更多时它是乡亲们用来做菜
园篱笆的，它易养活，随便就长成一大蓬，且
密不透风，在菜园子周围栽一圈，比竹篱笆牢
固多了。鸡、鸭、鹅这些家禽怎么也钻不进去，
在外面干着急。有一回，邻家的猪崽跑出来，
围着菜园只转圈，园子里上好的白菜硬是一
棵也没拱到。哼，不是所有的好白菜都能让猪
给拱了，只要篱笆扎得牢。

记忆深处，木槿的妙处是它可以用来洗
头发，效果还特好。那时的农家贫乏，马头牌
肥皂洗衣还不够呢，更别说什么洗发液、护发
素了。这时，木槿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用
它的花叶搓烂洗头。

这其中，我最关注的是我的邻居兼同
学朱江峰。她是我们班的小美女，公推直选
的文娱委员。我发现，她洗头时只采木槿的

嫩叶，且在清晨。我不明就里，好奇地悄悄
问她原由，她羞羞地告诉我：“清晨时采的
木 槿 嫩 叶 富 含 日 精 月 华 ，一 如 …… 你 和
我。”我听后，咯咯坏笑，托着下巴，看她很
认真很仔细地用她那双脆藕般白皙的手将
嫩叶带露搓揉出汁，滤渣，再郑重地将那呈
墨绿色滑溜滑溜的汁，涂抹在洗了头遍的
湿发上直至揉搓出泡泡。保留一段时间后，
只听她柔声唤我帮忙从井里打水，负责站
在青石台阶上用勺往头发上轻淋清水漂洗
干净。洗后，她又娇红着脸对我说：“你摸
摸，咋样?”我就会很自豪很得意很放肆地
在捋她乌黑发亮的长发，那感觉像瀑布泻
过千峰，又像丝绸滑过指间，柔顺熨帖，而
心跳一时骤然加速，仿佛万马奔腾于辽阔
的草原……

眼前绽放的这盆木槿，又勾起我人在他
乡心回故园的万千乡愁，因而在紧张忙碌的
工作之余，总要盯它几眼。

早晨上班时，总是看见它们静静地立在
阳光下，大朵大朵的红色花儿缀在绿枝上，薄
如蝉翼的花瓣簇拥着，宛若几只红色的大蝴
蝶落在了枝桠上。

傍晚离开时，只见木槿花落了一地，没有
落下的蔫蔫地立在冬日的晚风里。等第二天
上班时，又是另一番景象。红色的木槿花儿像
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完好无损”地重新绽开
在枝头，在晨光里笑意盈盈。

我惊叹于木槿的朝开夕落，败了，再开，
循环往复，任岁月的风，光阴的尘，浅了颜色，
萎了花瓣，就那样清喜相守。

一如它的花语：温柔的坚持。
继而，又发现白居易有首诗写它，首句

是：凉风木槿篱，暮雨槐花枝。像极了我小时
候家前屋后的场景。最后一句是：城中与山
下，喧静暗相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无论我
身处于喧闹或寂静中，都会怀着一丝想念的
心情，去想念一些人，或者一朵花吧。

哪怕已记不起她（他）的名字，要什么紧
呢？那深藏于心的容颜，以及有关的记忆，总
是忘不了的。耳边传来袁泉《木槿花》的歌声：
朝开而暮落的木槿花，记忆着已经流逝的那
一段时光……

听着听着，我禁不住泪流满面，一声长
叹，化作悠长九字——

韶华苦短，流年莫轻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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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官城里一片黄
□ 罗显容

木槿花开
□ 唐雪元

资中罗泉古镇赋
□ 曾令琪 顾建德

珠溪流淌，虬龙蜿蜒；九岭环绕，古镇罗泉。
承先辈之余荫，以茶以盐；开后世之鸿业，或卷
或篇。帝子胼胝，史载资水；诸葛功勋，名留营
盘①。扼三县之要塞，启蜀盐之肇端；洗千载之暮
雨，幻世事之云烟。考之简册，先秦其源；见诸方
志，三国韦编②。隋唐宋元，可圈可点；明清以降，
享誉全川。

君不见乎？群丘叠翠；林海苍茫，峰绕青
岚。古街五里，宛若龙卧；客家风情，遐迩名
传。岁月不居，板桥有履霜之苦；时节如流，松
柏经后凋之寒。闽赣两粤，迁徙辗转；聚族垦
殖，再兴市廛③。管仲端坐，因规制以成神；豆
腐全席，借良方以开筵④。九宫一寺八庙，灰墙
黛瓦⑤；拱桥短亭长巷，莺唱燕翩。民居隐秀木
之下，鸡犬鸣村落之间；溶洞藏大山之腹，驿
道响车马之喧。东升西落，日月轮回，晴耕雨
读，四季循环。

君不闻乎？木柱穿山；浑身披褐，古貌斑斓。
秦并天下，故有开凿之井；三国争战，乃遗蜀屯
之峦。历代相因，超越前俦；文脉相续，薪火绵
延。云贵川陕，风雨漂泊寂寞；三湘三楚，天地跋
涉艰难。通百物之有无，慰民生之疾苦；叩官家
以通券，逐什一以合欢。千人万人，成村成镇；分
州分治，聚财聚贤。茶酒商肆，鳞次栉比；交易集
市，接踵摩肩。天赐福地，时光偏自为慢；若无板
荡，斯处可享长年。

君不叹乎？百年风雨，桑海沧田。逮至清
季，积贫积弱；老大帝国，腐朽不堪。炮船冲
撞，国门轰然崩坠；鸦片入骨，华人东亚病残。
川汉路权，岂能遽归国外；匹夫担责，乃至众
志移山。攒堂会袍哥振奋，盘破神勇；藏书楼
心忧天下，志士毅然。福音之堂，气冲川汉；巴
蜀之野，星火燎原。龙镇举事，锦城请愿；各地
起义，武昌当先。牵一发而动全身，凭一隅以
倾帝天。缔造共和，助推民主，彪炳史册，天下
美谈。

嗟夫！
四井清流，看山水之瑰丽；世易时移，喜时

代之变迁。由来名位功业，谁高谁下？唯有利国
利民，乃动心弦。精心擘画，巨资打造；跻身名
镇，文旅加鞭。街道规整，管理有序；基地参学，
新知勤研。张灯结彩，客似云来；珠帘高挂，锦簇
花团。宝马香车，停车漫步；游人香客，合十诚
虔。享时蔬与瓜果，自然馈赠；推名优与土特，三
农大观。此文化之名镇，乃西蜀之罗泉；越唐宋
之盛世，绽时代之芳颜！

注释：
①帝子胼胝，史载资水；诸葛功勋，名留营

盘：故老相传，帝尧之第九子名资，以治水之功，
分封于此，故名“资中”。诸葛亮南征孟获，曾驻
扎于今罗泉之营盘山。胼胝，老茧，喻劳累奔波。

②考之简册，先秦其源；见诸方志，三国韦
编：罗泉最早见诸史籍乃秦代，建制乃三国蜀
时。

③闽赣两粤，迁徙辗转；聚族垦殖，再兴市
廛：罗泉民众，主要由今福建、江西、广东迁来的
客家人构成。

④管仲端坐，因规制以成神；豆腐全席，借
良方以开筵：罗泉盐神庙，供奉春秋时齐国之贤
相管仲。罗泉因产盐，所以出卤水，豆腐特别味
美。其豆腐全宴，巴蜀知名。

⑤九宫一寺八庙，灰墙黛瓦：罗泉旧时号称
九宫、一寺、八庙。

周啸天书：欣慨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