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站在彩虹桥上
□独远程

我在地球上走了一些地方
把一个城市两岸用彩虹样的桥
连接起来
德阳彩虹桥算是一座
那溢彩波光闪耀眼前
丝丝孤线似琴弦
仿佛远古的伯牙在弹奏
旌湖边的睡雕就像钟子期在倾听
有了彩虹桥
东西轴线上的长江路
才载着人们登高直上钟鼓楼
当然德阳不只有钟鼓楼
还有年画晒烟三星堆神奇和剑南春酒
还有东方汽轮巨无霸
还有震惊世界的万吨水压机
还有东电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大国重器中国智造名扬国内外

每当我走在这气势如虹的桥上
四十一年的辉煌灿烂就历历展现
德阳人民在改革中奋进新时代
无数过往皆成序章
无数奋斗奏响新曲
那湖水迎来的远方鸥鹭
那与朝霞牵手的晨跑者
都是我生态的德阳年轻的德阳
美神的德阳魅力的德阳
碧水蓝天一幅画
彩虹桥是画中画

清明节五一节端阳节
中秋节国庆节和春节
我都喜欢携亲朋走在彩虹桥上
远望绵远河南流
流着九顶山的白雪和森林气象
近看车流如织
高质量发展如彩虹一般瑞丽向阳
我听见了许逊上任的脚步声
我听见了仓山大乐的鼓点
历史通过彩虹桥继往开来
现实在彩虹桥上又把未来镌刻
灯火通明夜不眠的德阳啊
起步就是开跑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德阳
我要与远古的河神一起欢呼
我要化为一朵浪花与你一起静静流淌
今天的旌湖两岸天桥凌空绿树茂盛人鸟同城
已经是一个十里画廊
我站在彩虹桥上
成为了一个幸福的画中人

致明月
□罗心秀

我在月光中做自己的梦

我想，有没有人仰望
你依然明亮
有没有人关注
你并不在乎
只要每月十五
晴空一片宝蓝
远近稀星几点
你如我一样，也是一个孤勇者
高举明灯，执迷不悟
一路夜行

守护人间的安宁
照拂众生的眠与梦
遥远的柔光
辉映人间灯火
我在这样的月夜与你互相
你抚慰了人间多少失眠者
也有人说，月光是恒古的恋情
我就是地上的嫦娥
永远做着奔月的梦

筑巢集
□杨 雪

1.
幸福的人期盼花开
有爱心的人传递芬芳
2.
晨跑的人追逐黎明
沉思的人远离喧嚣
3.
内心阴暗者排斥光明
群星辉映时夜空最美
4.
飞鸟衔枝筑巢
是为了家的温暖绵延
5.
小小的生命放飞风筝
有了蓝天翱翔的向往
6.
跑得远不远，自己去实践
不要幻想别人背着你飞翔
7.
灯亮着，温暖就在
太阳升起，希望就在
8.
参天大树，非一日之功
智慧巨人，非一日之学
9.
流动的萤火给人无穷的想象
点亮自己才会照亮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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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国画） 葛禄生

自2004年歌曲《情系人民》首登央视春晚起，陈道斌
一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包括《万家欢乐》《因为有你》《天
下一家》《把心交给你》《走在小康路上》《中华手拉手》《请
放心吧！祖国》《决胜》等，迄今已有九首歌曲在历年央视
春晚频频亮相，成为引人瞩目的“央视春晚达人”，受到部
队官兵和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和广泛好评。军旅词作家、
国家一级编剧陈道斌，是活跃在当今文艺舞台的领军人
物。其作品多次在央视春晚及国家、军队重大活动中上
演，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全
军文艺创作评选一等奖等。细品陈道斌央视春晚系列歌
词，能够带给我们良多的审美启迪和享受。

有意境则自成高格。中国是诗歌大国，自古以来，“诗
言志，歌永言”的优秀传统就深植于华夏儿女的呼吸和心
跳间，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生命阳光、情感纽带和精神养
分。风雅颂的基因、楚辞汉赋的高标、唐诗宋词的韵致，像
川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汇成中华民族诗情浓郁、歌声飞扬
的心灵海洋。纵观陈道斌的央视春晚系列歌词，犹如一朵
朵皎洁晶莹的浪花，淋漓尽致地折射着“风雨同舟”“大爱
无疆”“生死与共”的意境美。陈道斌创作的歌曲《情系人
民》《因为有你》《把心交给你》三首作品，可谓一脉相承、大
气恢弘而又深沉婉转。“老百姓的安危，揪紧了你心田”“是
你把生死置之度外，告诉我不要放弃”“多少风雨生死相
依，你的冷暖时刻挂心里”……我们从苦难中走来，我们从
忧患中走来；我们从未忘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示；
我们经历了“抗击非典”、抗击特大地震；脱贫攻坚、全民抗
疫……我们走出阴霾困苦，只因有你，与我们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让我们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
量。宏大的立意，开阔的境界，兼以朴实真切的抒怀，字字
句句，将生生不息的人间大爱烘托得悲壮而又豪迈。

万家团圆夜，举国同庆时。诞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央
视春晚，是时代进步、祖国繁荣、人民祥和的记录者和见证
者。四十多年来，每一个除夕之夜，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乃至七大洲四大洋的全体同胞和国际友人，无不将殷殷期
盼和浓浓情谊寄托在央视春晚舞台。多少激情振奋，多少
泪水欢笑，早已凝聚成天下一心、大道之行的共同记忆。
歌曲作为最能展示时代风情、缔结心灵之约的轻骑兵，无
疑是这一精神需求最好的升华剂和纾解阀。陈道斌所作
的歌词，通过“看万家欢乐，汇成春天的祖国”“相亲相爱，
天下一家。万水千山，传递友爱的佳话”“走在小康路上，
一路歌美花香”“中华手拉手，让爱汇成海。走在民族复兴
大道上，我们拥抱新时代”等词眼和金句，切中了时代脉
搏、人民心愿和举世牵念，把人们共同渴慕的欢乐祥和、温
暖喜庆的春意撒满人间。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我
们今天的和平安宁，不过是有人替我们枕戈待旦、流血牺
牲。作为一名军旅词作家，陈道斌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深入连队和边关，深入海洋和云天，将新时代的绿色长
城、钢铁雄风尽收笔底，内化于心，谱写了一曲曲招之能
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铁军颂歌。在《请放心吧！祖
国》和《决胜》两首央视春晚军旅歌曲中，作为军旅词作家
陈道斌写出了“请放心吧，亲爱的祖国，当我在战场上倒下
请别难过。那鲜血染红的大地，明天会开出最美的花朵”
这样侠骨柔肠催人泪下的词句，也呈现了“攥指成拳，合力
铸剑，捍卫和平，我们枕戈以待；强军有我，光荣豪迈，逐梦
疆场，我们决胜未来”这样铿锵有力热血亢奋的警言。一
种剑胆琴心、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阳刚之美，定格成青春
中国、强国有我最生动感人的画面。

一曲新词一度春，神州万里总关情。意境美、和谐美、
阳刚美，是有效介入陈道斌央视春晚系列歌词的切面之
一。歌词作为音乐文学一脉，既有与其他文学艺术共通的
审美追求，又有其独特的审美彰显。由于篇幅限制，歌词
需具备诗一样的凝练之美。既要有丰厚的内蕴、鲜明的形
象，又要有明白的话语、晓畅的传达。这就要求歌词作者
在致力于构造格律诗般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同时，
不断深掘词章的主题宏旨，不断推敲琢磨，以期用最俭省
的笔墨，吟咏最浓厚的情愫。陈道斌的央视春晚系列歌
词，无论是在选材立意、遣词造句，还是在意向铺排、节奏
音韵诸方面，都体现了丝丝入扣、别出心裁、大气磅礴的工
匠精神。同时，他的词作，又有一种举重若轻、春风化雨、
潜滋暗长的轻灵感，给曲作者和演唱者留下了二度创作的
巨大空间，也给读者和听者留下了醇美的想象空间。

陈道斌央视春晚系列歌词综合表现的主旋律、正能量
之美，无论以民族、通俗还是美声的方式切入，都有很丰足
的延展回味余地。与其说是陈道斌的歌词受到了音乐人、
央视春晚和广大受众的青睐，不如说是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为我们贡献的最可爱的情操和品格，赢得了人们的聆
听与凝视，赢得了永远的礼赞和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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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词作家陈道斌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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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书房，就有了牵绊，有了依
赖，有了难舍难离。从另一个角度考
虑，书房，会收拢文人放野之心，狂野
之旅。从直观到主观，升华成透过文
字看大千、参人生的境界。

第一次去张先生的书房是带了一
张琵琶去的。张先生的书房有两张琵
琶，那时候我的琵琶入门不久，生涩得
很，但交流并无障碍。我说我学得杂，
张先生说，写小说的人就应该是一部
百科全书。

书房进门，左右两边是书墙，书架
是他自己制作的，他自称张木匠，家里
的衣柜、书柜、桌椅、床……都是他自
己打造的。他的书架内进深，可以放
两排书。左右书架占据了不少空间，
两边书架的间距不过一个二人沙发的
宽度。正好，在对面窗下，张先生特意
摆放了一张二人沙发。

张先生有两个大音箱，放在进门
左边书架的最上层。张先生从乡镇学
校走进县文化馆，成为县文化馆文学
辅导干部，兼调音师，对音箱的制作、
修理十分专业，他的大小音响都是自
己做的，书房隔壁的木工坊，是他张木
匠生命特色的表达场所。左边书架前
靠着一张木制书桌，上面放着修理电
器的设备：万用表、电笔、电烙铁、钳
子、镊子、改锥……这些工具陪着他走
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在特殊时期，他
靠着给人修收音机修广播喇叭维护着
自己对小说的敏感之心，同时赚取小
钱资助他认领为干女儿的十多个女学
生上学，直到参加工作。为此，我对张
先生的崇敬是无法用语言可表达的。
在与他一起参加会议活动的时候，我
会自然成为他最亲近的那个人，又还
不只是以上原因。“天下之姓张者，共
出清河一脉”（ 见《张氏宗谱卷首<清
河堂>》），天下张家是一家，我既是张
家媳妇，自然又更近一层。

张先生的妻子邱氏是县城中地主
家的女儿，温文尔雅，进退有度。她滋
养了张先生一辈子，吃穿用度，一应照
顾周全。张先生除了上班就是待在书
房想小说、写小说，邱孃以她传统女性
的体贴温柔，顾全着四个子女及丈
夫。邱孃待我，亦如亲人。书房里的
二人沙发，是专为我与我家先生准备
的。每次到书房，邱孃都会送来一盘
点心，或干果或水果，像母亲惯宠孩子
一样，临走，还带些。张先生说，冬梅
老师来，就像女儿来了一样。张先生
称呼我，总带上“老师”两个字，他对于
晚辈的尊重，从来都这么一丝不苟。
我知道，他和邱孃是发自内心地待我
好，我在心里是叫邱孃为“邱娘”的。

张先生书房的书多，书架上就不
必说了。右边书架前还有一张旧书
桌，上上下下堆满了书。张先生说：

“我的书房乱，但我自己有数。”走进张
先生的书房，我会径直走到对门窗下
的沙发上坐下，屋里的空间，也仅够一
人走过。为此，张先生把木工房移到
四楼楼顶上去，把原先的木工房改装
成一个附书房兼茶室，但我以为，张先
生这个小书房容得下他一人转身足
矣。他喝茶，用左边书桌上的一只烧
水壶，一只茶叶冷藏小柜也小巧得合
适，至于隔壁打造的附书房兼茶室，只
为待客而用。

电脑桌靠着进门这面墙壁，桌面
架子最上层放着他的奖杯，奖杯旁
边是一个时辰钟，我已习惯进门坐
下就看一眼时间，然后在心里定下
一个时间点，一般不超过两个小时
就起身告辞。

电脑是长期开着的，我们谈论文
章时，张先生可随时点开一个文档翻
阅资料。有一回，谈起写关于苏舜钦
的作品里，要不要重点写一写苏舜钦
第一任妻子郑氏做莲笠的细节，我身
后窗外的鸟儿竟抢先“可以，可以”地
叫起来，张先生也忍不住笑起来，问它
可以吗？它还是回答“可以，可以”。

窗外有山，山是魁山，山体有“魁”
字。据清乾隆版《中江县志》载，学人

“以宝城之魁字为卜。字镌石崖，方正
五尺许，山势耸拔而尊严，故字迹高悬
而显著，占卜瑞者于五里外视其点画，
倍觉鲜明，则是科列名虎榜者必多”。
张先生的书房大约沾有魁山文气。“5·
12”地震后，在魁山上又建有魁星阁，
夜夜灯亮如昼、五彩闪烁。他常说：

“魁星点亮了，中江要出人才了。”
张先生的长篇小说《苏舜钦》写到

中途卡壳了，因为写苏舜钦“治易有所
得”，而张先生当时未曾“治易”，于是
这十多年来，张先生每隔一晚就与国
学大师涂继成先生在老地方约茶交流
易经之学，逐渐“有所得”。

涂继成先生总说，你写，我可以为
你提供素材。很多写作者得到过张先
生的扶持，过筋过脉地告诉你怎么写。

张先生的书房像极了他这个人，
外型上普通，朴实，但腹有诗书气自
华，他八十岁的身体，有着三十岁的心
性。他好学。读他的小说，完全读不
出作者年龄，不但常常读到新潮的词
汇，甚至语言表达都透着朝气。他始
终以学生的态度坚持学习，称比他年
龄小的涂继成先生为老师。每每写出
一篇小说，他就发过来让我读了提提
意见。写好《二弦琴》的那天，张先生
第一时间发给我，读后，我直接说：“张
老师，前面部分写得有点紧。”张先生
回答说：“好，我改。”张先生是真改，第
二天再发给我，改得是气韵生动，随类
赋彩。

张先生物质上节俭，买书，读书格
外舍得的。他网购书籍不亚于女人网
购服装的热情，他说，写小说，要有闲
笔。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写到一种手
艺。除了买书，他还泡在网上查阅资
料，学习养蜂、制琴等技术。读了《蓝
旗袍》，有不少人问他是不是会裁缝手
艺；读了《犹抱琵琶》，问他是不是会弹
琵琶……张先生刚刚写好的短篇小说
《六弦琴》，把吉他的玩法写得亦十分
专业。

张先生的书房，既有物的小，又有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大。做人，就
要像张先生的书房那样小，又要像张
先生的书房那样大，在器与道之间，通
而达之，是谓德，即心灵境界。

君子格物，然后有知。一爿书房
或书斋，最能滋养一个人的气质和学
识。它无关奢华，无关形式，只关乎文
人与书的共鸣共赏。梁实秋曾说：“我
有一几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不
复他求。”

在我心中，书房之于文人雅室，一
如世人心中的桃花源，可学，可思，可
乐。耕读之间，雅趣横生，喜悦自知。
志士之娱，清养之乐，其间可予也。

张先生的书房
□梅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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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宗政在书房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