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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建华地理诗选（四首）

我爱眉山的三角梅

眉山的三角梅让我惊奇
灌木如乔木一般展翅欲飞
高出屋檐的猩红色花朵
千家万户春光明媚

眉山的人物更让我惊奇
三苏父子风光无二
两宋九百零九位进士
四海来宾皆为之低首敛眉

我来小城参加散文赛事
提前五年给东坡磕了三记响头
眉山的异乡客
从此梦萦着眉山的三角梅

晏家湾

深藏于大巴山中，常年铅灰色
天空下，几株珍贵的黄檀
迎宾村口，远山奔涌而来的
清溪，从拱桥下浅浅地淌过
长长的青石板道上，细雨斜风
总有匆匆而过的背影，披着一袭
如战袍的蓑衣，落寞如汉水刺客

遥远的早春二月，从这儿出走的
王姓青年，没有来得及回望
母亲的泪眼，远方的昆特依盐湖
在招手，许他一个天大的前程
多年以后，我提着骨灰盒
送他回到晏家湾，草木含悲
我与他的女儿跪在坟前：岳父！

白乐桥1号的笑脸

尽管再用花朵形容笑脸是拙劣的
但我还是要用它赞美
白乐桥1号的人们
赞美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
赞美晨雾缭绕中的绿树
赞美夜深人静时的灯火
赞美彬彬有礼的互致问候
赞美见了客人谦卑地让道
赞美绍兴和乌镇之行的导游
赞美每一声体贴入微的关照
赞美厨神所做的珍馐佳肴
东坡肉胜过了西湖孤山楼外楼
金华火腿蒸冬瓜的醇香和盐味
是我吃过最好的美食之一
而每天丰富多样的早餐
更是我们在外行走时的喟叹
当我踏上归程遥望浙江
耳中仍可听到白乐桥下的溪流声
眼前依然晃动着诗人白乐天
兄弟姐妹们亲切的笑脸
还有他们闲暇之余
捧读《收获》杂志的优雅神态

友人快递敦煌李广杏

味道还是那个老味道
蜜汁一般，香飘整个室内
色泽依然如古阳关
黄亮如金，光洁无茸毛
不惟是果中珍品
更应称之为瓜果之王

关键是友人的这份情谊
叫我如何消受得起
也不知杨家桥哪位仙女
为我在沙海深处
种下这株甘甜的杏树
种下汉将军李广的故事
种下我对远方的一片思念

在三千公里外的衡阳
细细地品尝敦煌的味道
想起那个著名的掌故
可敬的乡村教师
以纯朴的方言
指教班级里的学生
——杏，杏，恨子的恨
不由莞尔一笑

注：老敦煌人将杏子念成恨［hèn］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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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盐业博物馆出来，已是中午时分。穿过馆
前的小马路，向左沿着人行道前行八九十米，就
会走到一条小巷的入口。入口是在右手边。

这是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巷。巷子不
宽，五六米左右，两边是不规则的水泥建筑，不见
一棵树木花草，也没有任何的景致和特色，甚至
连基本的干净和整洁也谈不上。巷子是在一个不
缓的坡上，要走进巷子的深处须拾阶而上。也许
是怀着寻旧的想法，也许正好是时间多得不知道
怎么打发，我索性慢慢地向最深处走去。巷子并
不长，也就一百多米吧。然后就会上到一个平台，
平台后退十多米，是一栋五六层高的住宅，看上
去恐怕有些年代了，恰好也和这普通的巷子相
称。阳台上晾晒的衣物，随风轻轻摆动着，凌乱中
散发着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

这个平台大概有两百多平方米，水泥硬化的
地面上散乱地摆放着五六张木制的方桌，同样老
旧斑驳的分不清是棕色还是黑色。桌子被长的、
方的木凳和一动就发出吱吱呀呀响声的藤椅包
围着。凳椅上坐着的是几位有些年轮的老人。正
是午时，阳光热辣辣地照着，本来就没有多少精
神头的老人，大都闭了眼闲坐养神。桌上的播放
器还在热热闹闹地响着，眼前的杯子里还在冒着
热腾腾的气。这是这个年龄的老者的养身之术，
那假寐的样子看去有点像我年老时的父亲。

在台阶与平台的交接处，退后大约一米左
右，是一个小平台，高出路面有半米，平台上摆有
两张方桌，每张可坐四人。平台的入口处，是一个
灶台，灶台上是一口直径大约五六十公分的铁
锅，铁锅里白花花的豆腐浸泡在微微泛黄的卤水
里。灶台的旁边是一张低矮的漆了桐油的木桌，
鲜香的蘸水碟在上面一字排开。

对于街头的小吃，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没有
品尝的爱好和习惯，除非有朋友坚决相劝。这次
是一人，当然也没有意愿，一边看一边已经走过。
但今天的双脚实在有点奇怪，走了几步便再迈不
开腿，怪怪地停在了平台的边上，眼光早就投到
那咕嘟嘟的锅里和那香喷喷的碟子中。虽然我已
经吃过了午饭。

一位头发花白、围着紫红色围裙的、看上去
年龄六旬左右的老者满脸慈祥不慌不忙地问：

“吃豆花吗？”
“呃！”我无置可否。
富顺豆花有名，但不也到处都有吗？成都、绵

阳，甚至外省，我在想。但是开在这样一个偏僻深
巷里的，一定不是给外地人吃的吧！

“想尝尝，”于是便答，“不过还要等等，问下
我的孙子孙女是不是要吃。”

我返回停车场，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两个四岁
的孩子。孩子的天性是喜欢吃，哪管饱不饱。我的
话音未落，孩子们便高兴地异口同声喊着要去。

和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其中的一张方桌坐
下来，只点了一大碗豆花。随送的是米饭、蘸碟、
米汤。这些是不花钱的。豆花不凉不热，一会儿的
功夫，碗碗见底，大出我的意料。

“老乡，多少钱？”我问，在平时，我想我是要
喊“老板，买单”的，但今天觉得喊不出这几个字。

老者用两手的食指搭了一个十字架，那意思
是十元。

“多收点吧，要了一碗豆花，吃掉两碗米饭，
喝了三碗米汤，您做不出！”我发自内心地说。

“不存在，好吃就好，孩子爱吃就好。”这里的
人总爱用“不存在”这样一个词表达友好和豁达。

对于这豆花，我只能说好吃。为什么好，说不
出道理来。

回到成都几天了，一直忘不了这顿饭，其实
称不上一顿饭，有意无意地要和人说起我吃过的
这条小巷的富顺的豆花。

再一次说起时，是在自贡的一位文友处，他
告诉我，富顺豆花好在豆子、蘸水、卤水。豆子是
土生土长的。蘸水是几百年积淀的，有很多迷人
的传说，特点是辣而不燥、麻而不涩、鲜而不烈、
甜而不腻。这么个小东西，能被国家质检部门评
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说明确实好，也
成了来过富顺的外乡人必带的美味。自贡卤水丰
富得无地可比，千尺井下的盐卤至今汩汩不绝。
卤水点的豆腐，一定比其它点的要好哦。朋友一
口气介绍了富顺豆花好吃的秘密。

此时，我才猛然想起，自贡是个盐都。
没过多久，恰好受邀到自贡采风，看了一些

地方，听了一些介绍，翻了一些书籍，算对自贡有
了更深了解。

自贡产盐，历史悠久，无出其右。从古籍《博
徒论》和《华阳国志》的有关记载来看，自贡地区
的盐业起始，应该在东汉章帝时期，距今已有近
两千年的历史。在近两千年的盐业生产过程中，
自贡开掘了一大批古井。到1914年，仅自流井区
域内还有“水火两井共九百六十眼”，废井一万一
千八百多眼，流传有“自流井盐井多如麻筛”的说
法。

自贡盐井的发明创造、沉沉浮浮、影响贡献，
历朝历代多有深情而详尽的记录、书写，读之令
人感慨不已、赞叹不绝。许多人甚至因为对这座
城市了解甚少而抱憾。我是这其中之人。

这一听一看一翻，也尽然发现，这座有盐在
先的城市，如今依然在许多方面，无不或深或浅

地留有盐的印渍。
这豆花不说了。众人皆知，自贡还是一座灯

会之城，素有“天下第一灯”的美誉，多次荣获大
世界吉尼斯奖。自贡彩灯历史悠久，自然和自贡
盐业发达、百姓富庶这个大背景有关。但经久不
衰，而且越办越好，无论技艺、规模、影响国内外
首屈一指，到底有怎样更深层次的道理，多少年
了，从没有想过没有问过。

此次，陪同我们采风参观的是市领导谭豹先
生，也是老朋友，一路参观一路闲聊，自然也就聊
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现代、美丽、精湛、震撼
的自贡彩灯背后其实是一种与盐业有关的技艺
的支撑。他举例说，比如“群狮戏球”这组灯，如此
大气磅礴只有自贡可以做出来。这六只狮子是用
瓷器捆扎的，多少只瓷器呢？两万零四百八十件。
还有“百米瓷龙”，使用了杯、碟、碗、盏、勺、盘各
类瓷器二十多万件，重量就有五十多吨。龙头摆
动，龙嘴吐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自贡能把它做
成这样的规模、这样的结实、这样的活灵活现，是
有核心技术的。

和盐井同时诞生的天车是自贡的鲜明标志，
谭豹先生介绍，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贡市还
有天车上百座。随着盐业由传统工艺向现代工艺
发展，大批天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仅存十
八座，其中最高的达六十多米，负重近二十吨。天
车有六脚的、四脚的、三脚的，是用浸过桐油的麻
绳把无数根杉木捆扎而成的，这在当时是一项了
不起的技术。这一技术流传至今，就成了自贡灯
会的核心技术。

十多年前，我在紧邻自贡的内江工作时，有
幸年年在正月间前来观赏。因为那时也只有在春
节期间展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只能看个热
闹。现在，一年要展出十多个月，给人们留出了充
裕的时间，才有机会慢慢地观赏，详细地了解。更
重要的是因了老朋友的耐心和热情，才算摸了点
门道，补了点遗憾，知道自贡的灯原来也和盐分
不开。

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盐帮菜，以味重、味厚、味
丰为特色，据说起源于东汉时期，代表菜品有火
边子牛肉、水煮牛肉、粉蒸牛肉等。顾名思义，也
是和盐有关系的。盐帮菜几乎遍及天下，估计不
少人曾大快朵颐。其中为什么食材又以牛肉为
主？这也和盐业分不开。

采盐需要动力，当时的动力就是牛，几乎没
有替代之物。据民国二十年《富顺县志·卷五·食
货》记载：“自流井厂推水牯牛约十余万头，每年
老病倒獘及四乡因病宰杀者均由皮行收买，除销
箱店鞋铺小作外，无成荘制革者，由川渝商运至

重庆销售洋荘，岁出总额约八九千张。”这只是一
个自流井厂的量。全自贡是个什么数字？肯定比
这个数字大得多。所以牛肉成为盐帮菜的主打也
就不难理解了。

我曾经工作过的内江被誉为“甜城”，但翻看
自贡的书籍，发现自贡的糖业也很发达，《富顺县
志·卷五·食货》记载：“县境产蔗多在上游沿河两
岸上东下北两路及荣溪之仙滩沿滩等处，每年产
出总额约计三万万斤有奇，每一斤约得沙糖一
两。”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看来自贡真是座最有滋
味、最值得品味的城市了。

自贡的恐龙化石时间久远，品类繁众，规模
惊人，被称为恐龙之乡。自贡恐龙博物馆也是世
界三大博物馆之一，享誉海内外。每年来这里参
观的人不计其数，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此次
参观采风，广东的朋友就用视频给孩子做了个直
播，那高兴的神情也长久地感染着我们。这是自
贡的又一笔宝贵财富和一张响当当的名片，是不
是也和盐有关？我想应该有的，也是值得探究的。

漫步釜溪河畔，仿佛这汩汩滔滔的河水刚刚
从远古流来，还带着远古的气息。

因盐而设市。我第一次知道了自贡两个字取
自两口盐井的名字——自流井和贡井。有盐在
先，有市在后，这种因一种资源而建一城市的先
例并不少，但像自贡这样处处留下鲜明印迹的并
不多。从这清晰的印迹中，我们看到了这座古老
城市的分明经络，看到了它沧桑前行的不平凡的
轨迹。

一年比一年清澈美丽的釜溪河，储存着过
往，也映照着未来。

尤其令我没想到的是，在自贡盐渍浸泡的印
痕里，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和事一直深深感动着
我。

川盐济楚，自贡不辞。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
京，淮盐的运输通道被堵死，湖北、湖南陷入无盐
可吃的困境，在此之时，政府议准川盐摆脱控制
直达缺盐地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川盐济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破坏淮盐生产，两湖
食盐供不应求，甚至发生盐荒。国民政府令川盐
增产，供应川、康、滇、黔、湘、鄂、陕七千多万人
口。二次济楚，凛然大义、苦辣酸甜，自贡盐人不
知更记得哪头？

抗日捐金，天人可鉴。1944年抗战吃紧，四川
掀起献金高潮，全省五千多万人献金五亿多，其
中自贡二十二万人献了一亿两千万，震惊全国。

自贡，其他不说，就这两件事，就足以让人看
到它骨子里长着的雄性和大义，不能不叫人肃然
起敬！

品读自贡
□ 侯志明（成都）

蜀南胜地，星分参井；叙府东楼，鸟瞰
滇黔。北瞭天府路，南俯七星山。西迎雪域
水，东挈长江源。物华天宝，千秋史鉴；人杰
地灵，百代文传。

记秦汉以来，系军政边陲要塞；唐宋迄
今，领西南半壁雄关。凭水陆交通，物流集
散，僰道蔚成枢纽；扼丝绸南路，商贾往还，
市廛广纳俊贤。因缘际遇，世需优渥客；应
运而生，唐建兴会坛。人称杨使楼，位矗岷
江岸；光耀戎州境，名扬诗圣篇。其八面迴
风，花窗翼瓦；九霄垂露，凤角龙檐。促阆苑
宜宾，更宜山宜水；芳华醉月，堪醉酒醉仙。
登楼纵览九宇八荒，倾情遂愿；赏景漫寻三
江六岸，尽兴酬缘。引风雅文人，书香门第，
庶民骚客，显贵达官。皆常入阁听琴，倚栏
品茗；举杯斟酒，围席开筵。逢绿漫红娇，佐
食荔枝鲜果；仗绣堆锦簇，效颦妃子笑颜。

接风洗尘，时期虽异；贺喜添寿，风俗未迁。
故高朋满座，乐飞楼外；雅客如云，伎鼓樽
前。任历代名家，唾珠漱玉；各朝胜迹，下笔
留笺。

人世沧桑，涝灾卷地；风云变幻，洪水
滔天。记唐代马湖荡圮，城遭灭顶；惟旧州
古寺尚存，楼获重妍（1）。数朝赓建名楼，图
承宿志；谁料难防劫运，仍化灰烟（2）。

青史时空，星移斗转；宜宾风貌，地覆
天翻。万里长江第一城，扬今挹古；中华诗
酒无双郡，迪后承先。独地标建筑，尚须卓
荦；文脉丰啤，尤应昌延。问少陵诗，山谷
咏，五粮液，荔果盘。对妙吟佳酿美果，频思
三绝；宝塔岷流金沙，欲畅一瞻。趁繁华盛
世，政通人和；复岌嶪东楼，意定情坚。故辟
坡选址，南广镇畔；铸石奠基，大溪口边。

看七层楼宇，江滨耸立；四下云衢，蛛网

互联。楼阁恢宏，具大唐风韵；亭廊对称，成
巨构标杆。层殿轩窗，明光敞亮；回栏斗拱，
古朴庄严。框架嶔奇，丰姿雄阔；蕴涵厚重，
雅致高端。环顾周遭，辉映宜宾八景（3）；并
收四野，信酬名胜五山（4）。青云紫气，径囊
怀抱；白鹭银鸥，遥入眼帘。喜东西南北，百
族名流接踵；春夏秋冬，四时游客休闲。近睹
东楼风采，琼阁声蜚华夏；远迎四海朋俦，酒
都誉播瀛寰。藉叙府无垠神韵，长歌缱绻；与
长江三大名楼，联袂翩跹（5）。

注：（1）指唐代会昌三年，东楼遭水灾毁
殁，后于原址重建。（2）指东楼于1949年毁于
火灾。（3）宜宾八景，指郁姑仙踪、双江秋涨、
水帘奇观、翠屏晚钟、江楼秋月、大小漏天、
曲水流杯及天池晚照。（4）五山，指翠屏山、
真武山、登高山、少娥山及石城山。（5）长江
三大名楼，指黄鹤楼、岳阳楼及滕王阁。

宜宾东楼赋
□ 蔡长宜（成都）

刘道平诗二首

端午感怀

似看破红尘，临江叹暮春。
纵身沉汨水，几个醒来人！

室内藤萝

居地何其窄，凭窗幽梦长。
根愁肥水缺，叶恐小虫伤。
春最同情弱，谁能理解强！
出头知况味，人后泪千行。

生活在大城市，可谓置身繁华，朋友们
常聚会，喝茶、饮酒、聊天，幸福感满满。而
我在灯光璀璨的夜色中，遇见一些在城市
打拼的年轻姑娘，她们默默坚守、吃苦耐
劳，令人感动！

成都宽窄巷是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
护区之一，游客如云。在窄巷子一糕点摊位
上班的小梅，家在东北，二十岁出头，每天
她和同伴都笑容可掬地招呼游客买糕点。
糕点是大厂生产的，质量好，很精致，只是
价格有点贵。

去年寒冬时节，宽窄巷游客锐减，小梅
每天在寒风中伫立，仍完不成销售任务。一
天晚上，她在微信里发我一个视频，巷子里
游客寥寥，偶尔经过的行人也步履匆匆。她
说：“你看嘛，都没有人，怎么冲业绩呀？老板
很冒火。”然后发了几个流泪的表情。我于心
不忍，想起还从来没买过她的糕点，便主动
提出买两盒，一百多元。小梅十分高兴，连声
致谢，说：“嘿嘿，谢谢东哥今天支持我，心里
暖暖哒！”然后，她自拍了一张照片发来：“业
绩上不去，人都变形了，哈哈。”又说：“东哥，
我没时间给你送，就叫快闪送哈。”

一天晚上9点多，我正在家里开着小太
阳辐射式取暖器看电追剧，小梅发来一个
视频，是在公交车站等车，寒风呼啸，站台
没其他乘客，只有她一人在等待。我安慰了

她几句，她却打着哈哈说没事。我再也看不
进电视剧了，在电脑前坐下，情不自禁写下

《夜风中的身影》一诗：
“当时针指向 21 点/你捂了捂冻红的

脸/甩了甩头发/在青石板上轻松地几个旋
转/终于下班了，解放了//这条街，曾经熙
熙攘攘/引无数人打卡/如今门可罗雀/繁
华不再/但你，依旧在摊位上坚守/刺骨的
寒风/不会怜香惜玉/冰冷的霜露/休管他
人死活/一个月的口粮/只有用辛苦的业绩
去换取//你独自在夜风中前行/偶尔飘下
的落叶与你为伴/橘黄的街灯/好像妈妈的
眼睛/闪烁着温暖/可妈妈在远方/她看不
见自己的孩子/在另一个城市的孤独//站
台上/寒风一阵阵袭来/吹乱了你乌黑的长
发/但你仍然在语音中打着哈哈/ 一声“早
点休息，晚安”/让在家中守着炉火的我顿
生惭愧/我仿佛看见/你在寒风中的身影/
窈窕而坚强。”

今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天气寒冷，
我和朋友前往金牛区新打造的北门里·爱
情巷一游。这条小巷也就几百米长吧，围墙
都是统一的砖红色，墙体上凸显各种与爱
情有关的造型，由红心、520、1314、爱情锁
链等组成，到了这里，自己好像回到青春时
代，往事也历历在目……

爱情巷游人不多，徜徉中，不想在这里

遇见一位新认识不久的朋友梦雅，在格子
间摆摊卖各类茶叶。她穿着汉服，模样儿更
显俊俏。我问她春节怎么也不休息？梦雅笑
道：“哈哈，我们没正式工作，全靠自己挣钱
养活自己。再说，疫情期间，也不能外出，在
家里也没啥事，出来练摊还愉快些。还有，
政府鼓励我们拉动内需，不但不收摊位费，
每天还补贴100元呢。”

我说：“给你照张相吧，新春留影。”梦
雅摆好姿势，比着剪刀手，偏着头微笑着，
可爱而调皮。从她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她对
自己的信心和对生活的热爱！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经过网红之地
——望平坊滨河路，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街边一个格子间摊位上，一位很年轻的姑
娘正专心地给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美女“模
特”画像，画技虽然不十分纯熟，但不到二
十分钟，就给美女画好了头像。我看了看，
有百分之八十几的相似，还算不错。

姑娘画像时，一些游客围着观看，有的
还说什么地方画得不太好，但她很平静，没
有露出任何不悦的表情。美女“模特”也始
终是含笑的表情，全程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看得出，她很宽容对待画像的姑娘，也把被
画的过程当作一种放松与享受。最后，美女
手持画像，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笑容，那一
刻，夜色也更加美丽！

夜色中的感动
□ 何一东（成都）

巫山云雨

长滩十里洄

上下千年

舍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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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端午沐雨抒怀
□ 何远智（成都）

早起拎香艾叶鲜，安康祈福自心田。
推窗风雨沧桑后，号角龙舟鼓浪前。
诵读离骚穿岁月，情蒸粽子祭英贤。
驱邪正气新冠灭，抗疫华章耀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