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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周刊

纵 目 静 观 天 地 更 宽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不能没有阅读，一座城市也不能没有写作者，否则，城市文明将如何世代延续？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确定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阅读和写作。今年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推动全民阅

读、建设书香德阳，德阳本土作家责无旁贷。他们理所应当是全民阅读的推广大使，也是地方文化的发掘者、书写者和传播者，他们出版的书籍，或许难以成为书店
里的畅销读物，但于赓续德阳文脉、留住德阳乡情、繁荣地方文化而言，具有不可替代、难以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德阳本土作家公开出版的书籍有：散文诗歌集《芳华旌阳》、诗歌集《紫陌》、长篇小说《蜀女记》、李调元文化研究专著《四李诗
选》、散文集《隔夜听雨》、散文集《旌城四友》、德阳饮食文化散文集《味之道：德阳天府旅游美食与新派川菜》、长篇报告文学《霓裳逐梦》。从内容上看，既有
以抒情言志为主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个人化表达，也涵盖调元文化、地方非遗美食、民营企业琪达集团的艰辛发展史等，无一例外的是，所写的都是德阳人、德
阳事、德阳的风土人情、德阳的历史人文，阅读他们的书，我们总能从中找到一份特别的亲切。

特别要提到的一本书是《探秘三星堆——孩子们最想知道的三星堆秘密》，虽是2021年底出版，但去年以来数次加印，如今已是第7次印刷，销量当
在10万册以上。纵目文化周刊特邀本书作者陈立基撰文，讲述过去20多年来他的三星堆系列书籍的写作之路，以及这本畅销书背后的故事。另外两篇
读后感，或许可以作为走近德阳本土作家的一种导引和走进他们精神世界的一种管窥。

从德阳作家的文字中读懂德阳，在这个最美人间四月天，我们一起读书吧！
——编者

——从德阳作家的文字中品味书香德阳

三星堆博物馆倏忽已走过 26 个年
头，开馆那天的盛况仍历历在目，我害怕
买不到票，早早地来到售票口排队，当时
优惠广汉本地游客，凭身份证就可买到
十元一张的门票，当我作为头两名游客，
踏上腥红的地毯走进博物馆时，听到馆
内响起悠远神秘的音乐声，那一刻莫名
的兴奋激动，热血上涌，脚步都有点轻飘
飘的。

作为第一批进入三星堆博物馆的观
众，看到很多游客迫切地询问何处有资
料，当时博物馆刚开馆，还没有资料介
绍。一位市领导对时任广汉作协主席的
我说，你们作协何不用通俗的文字提供
点资料，从文学的角度推广宣传三星
堆。我不知深浅懵懂承诺下来，当时的
作协既无经费，又无阵地，更不要说在民
政局注册，迫切需要市上的支持。

通过半年多的努力，《日落三星堆》
写出来了，自己充满希望地抄了几份寄
出去。结果大失所望，除了一家退稿外，
其余均石沉大海。怎么办？已无退路，
总不能颓然放弃。经过一段时间郁闷，
事到万难需放胆，随即自己花了几千元，
找到广汉一家印刷厂，将《日落三星堆》
先印出来。托三星堆巨大影响力之福，
居然连卖带送全脱手了。记得博物馆建
馆一周年，感谢博物馆的领导居然将那
本小册子摆在了展柜里展出，自己惊喜
地看到时，眼睛都潮湿了。

几经曲折，不知不觉坚持弘扬三星

堆文化已三十年，先后出版了数本有关
三星堆的图书。《三星堆的故事》，社会各
方面反映良好。《趣说三星堆》由四川文
艺出版社出版，印刷11次，发行数万册，
被评为2001年“四川省优秀图书”，荣获
德阳市第三届“五个一工程”奖。脑海里
曾深深镌刻着一幕场景，自己到西南书
城买书，没想到进门就看见《趣说三星
堆》以一个圆环状摆成一个小书塔摆在
门厅处。一想起这件事就后悔没拍下
来，要是带了相机，或像现在手机有摄像
功能，拍下来该多好。

三星堆如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泉源，从热爱到敬畏写作，又促使自己不
断地深入开掘。2003 年，为了讲好三星
堆的故事，用文学发掘三星堆，自己和作
协同仁一道，自筹资金，创办了《三星堆
文学》，后来争取到财政支持，杂志现已
坚持二十年。

创作需要认清自己的条件和位置，
“守住自己的一口井”。2021年11月《探
秘三星堆》又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
版了，走向全国的新华书店，网上有售，
两年时间现已第七次印刷，发行量当在
十万以上。该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为
充满好奇心的小朋友打开了一扇窗。没
想到的是在2023年，该书竟荣幸入选中
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走向
千山万水的广大城乡。

六一儿童节，带着《探秘三星堆》走
进多所小学送文化进校园，签名送书的

一幕幕场景让人永生难忘。在光华小
学，孩子们排着长队等候签名，上课的铃
声响了，小同学呼拉一下围上来，围着叫
着“给我签一个嘛”“给我签一个嘛”！不
顾老师的叫喊舍不得走，一个十多岁的
小男孩竟紧拉着我的手掉泪了。我答应
他们，将名字写在小纸片上夹在书里，我
全部签好后请老师转交，小同学们才高
兴地离去。年龄隔空一个甲子，还有什
么比这种场景更让人欣慰的呢？在金鱼
二小，我认真准备，给同学们讲三星堆人
的衣食住行，讲完后签名送书，当时教室
里坐满了学校三年级以上每班选出的五
个同学，书却只有二十本，老师抓阄确定
受签的同学，书签完了，没抽到的同学竟
全拿出小本子作业本排着队要求我签
名，我如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就在几天前的 4 月 14 日，自己应约
到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为成都的几十名
小同学签送《探密三星堆》，我一丝不苟
在书上先签上他们的名字，再落下我的
名字，每个小同学都跟我合影留念，几个
小女孩合影前还真诚地先望望我，然后
将书抱在胸口给我躹了一躬，纯真的童
心让我心中一颤，不禁脱口而出说了声

“谢谢”！这种交流超越了代沟，成为人
生中不可多得的缘分，自己年近耄耋，那
一双双亮晶晶的目光镌刻在脑海中，甜
丝丝的又沉甸甸的，鼓励着自己继续努
力写下去，将三星堆文明的种子播撒进
孩子们的心中。

近日，得文友梅冬散文集《隔夜听雨》。捧卷在手，就被
那淡雅的封面所吸引。迫不及待翻开，扉页上那清丽的题
字，让人顿生见字如面之感：一个人淡如菊，眉清目朗，举止
温婉的女子就像站在我面前，如兰的气息直拂胸臆，令人如
沐春风，窗外萧瑟的寒风也减去了几分肃杀。

我这人读书不多，但对于所读之书，却有点挑剔。如
拿到一本新书，必先快速浏览前十来页，如其内容能勾起
我继续读下去的欲望，我会从头细读并陷入作者所写的意
境中，与之产生同频、共鸣。读《隔夜听雨》的前十几页，就
带给我这样的冲击，有了沉下心来、细细品读的愿望。

开篇《云外山居》，从一枚古印章入笔，勾扯出染云山
房的云及云里的书香。那香，是淡淡的，但沁人心脾，染云
女子的形象亦是淡淡的，素雅的。她染云洗云晾云，在作
者笔下，宛如苎萝村浣纱的西施那般清丽可人。作者笔锋
随之一转，又不着痕迹地带出了高槐书院的书香。这书香
不再淡然而转为醇厚，皆因藏书人曾是一位数十年煎炒烹
炸，被油烟酱色熏蒸透了、五大三粗的壮汉。他的藏书百
味杂陈，丰富醇厚但又诸味调和，勾勒出一个被书香浸染、
渗透的书痴形象。一篇短文，能将清丽的浣纱女及粗壮的
掌勺人轻松带入，并写出两人长居高槐村的“云外山居”，
形似小隐而实乃大雅且不违合，作者是高手。

与书名同题的《隔夜听雨》，虽是写景，但实则写人。写
乡愁，道情怀，显本真。读过不少写雨的文章，但大多是春
雨缠绵，恨摧花入泥，秋雨清冷，伴落红成阵，令人顿生伤春
悲秋之颓感。用泼辣女人形容夏雨，还是第一次见到。“夏
天的雨极像泼辣的女人，干净利落，哗啦哗啦……”有声有
色，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阿庆嫂形象的当家主妇。这接
地气的描写，足见作者观察之细致，描写之生动，遣词用字
之贴切。作者亦为女子，平时言谈皆轻言细语，行动如弱风
拂柳，给人的外在形象是吟风弄月，抚琴调弦，笔墨横姿，
不食人间烟火的文艺范。但这篇《隔夜听雨》，字里行间都
透出悲天悯人之意，山野清新之风。夜虽暝，但心不愁，反
牵出思慈恋旧的女儿情怀。在春雨绵绵秋雨潇潇中，夏雨
的英气出场，大有“初经一雨洗诸尘”的畅快！都说“文如
其人”，梅冬对夏雨的描述，显出了她骨子里亦有英姿勃发
之气。

辑三《白露为霜》中，作者前两篇均写了中江铜山苏氏
一门。写这样的文章费时费事，须查阅不少资料，其中包
括铭文、史志、典藏……在文学娱乐化盛行的当下，还能潜
下心来，翻阅故纸堆，耐心求证的写作者，已经是凤毛麟角
了。难得作者为发掘、宣传故乡人文历史的厚重感而写出
这般翔实且可读性强的文章，让我顿生拜谒铜山三苏故里
之念。

梅冬的集子里，不光描写琴棋书画、春花秋月，文人雅
士，也有市井生活，底层民众。在《一个三轮车夫的精神世
界》及《古店石林的守护人》中，她用饱含深情的质朴文字，
以仰视的角度，把两位普通劳力者富足的精神层面呈现给
读者。作者笔下李其武和邓大哥这两位真实存在的人物，
使人感受到，即使如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这样的卑微者，也
能在生命的某个时段焕发出伟大的高尚！尤其是李其武，
他除了蹬三轮以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外，还通过读书，
寻求精神寄托及灵魂飞升，这正是我们当下应追求的人生
价值。

梅冬的集子共76篇文章，如她在《后记》中所述：“在这
喧嚣尘世，读书与写作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她笔耕不辍几十年，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所悟汇集成这几十万字的精美集子，读者的情绪也必将在
这引人入胜的文字牵引中，感受到她对文学的挚爱及正确
的人生观。从她的文字中，我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韵
味及精神享受，她身上那种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学习态
度。这样引人向善向上向美的文字及品格，是我所学所求
所敬的。

第一次收到由多人签名相赠的书，
我并不感到奇怪，反而觉得这一天有点
姗姗来迟。翻开天台、彪哥、如风、思域
无疆联袂出的书《旌城四友》，我生出些
许羡慕。全书分为“初见”“时光剪影”

“诗意远方”“引入书笺”“花舞云上”五个
部分，诗歌、散文混搭穿插，每一章都是
人间烟火中流淌的真情，是喧嚣中难得
的一份清静。

“初见”缘起五年前几十个文友自娱
自乐的一个线下活动，旌城四个大男人
组成的三句半节目第一次亮相就惊艳全
场，赢得现场掌声最多，四人友谊的小船
就此起锚，一路走来相扶相携，彼此成
就，在文学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把写
作的业余爱好发挥到了极致。

“挑战做一回不可能的自己，即便不成
功，我认为也很值得尝试，因为它让我看到了
自己的另一种可能，也让我更加有理由相信，
毛毛虫蜕变以后，是天空中最美的蝴蝶。”

这是四人对初见的美好回忆，也是他

们对友谊以及对文学执念的诠释。四人台
上结缘，台下开枝散叶，成立了专属于他们
的朋友圈、文学圈，一周一小聚，文章是聚
会的邀请函。每次见面，文章是最先呈上
的最硬的菜。别看兄弟伙平时嘻嘻哈哈，
插科打诨，可一面对文章，所有的脑细胞
都变得活跃而严肃，对文不对人，写得好
可以捧得天花乱坠，浑然不顾摔下有多
疼；写得差能够批得体无完肤，也不管颜
面是否挂得住。脸红了，心动了，行动
了，文章数量在增加，质量也一天天发生
着变化。天台可以把一次小聚写得缠绵
悱恻：“如风出了桃花，这便酿出了一台
特制的桃花酒。酒香顺着桃花飘下露
台，飘向遥远，此情此景，又岂止一枝
春？”彪哥的文字总是灵动得如山间清
泉：“于是乎，那山川草色间无尽的诗词
佳句奔涌而出，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天
籁之音萦绕耳际，似高山流水一般自然
质朴，幻化成人间四月优美的章节。”四
兄弟中块头最大的如风，诗歌却细腻得

如枝头初冒的花骨朵：“一场桃花雨/迎
着风的回旋/邀枝头梅朵、李蕾、桃蕊/梨
花雪/合诵一曲苍劲的绵州巴歌”。浑身
都是音乐细胞的思域无疆文字也自带韵
律：“纯白色的皎洁，桃粉色的羞涩，淡紫
色的高雅，像极了成熟绰约穿着合身旗
袍的女性，凹凸有致，款款婀娜，让人目
不暇接，惊喜不已！”与其说他们单个的
文章在量变中质变，不如说是他们围炉
煮字齐头并进，阳光入了炉、雨露入了
炉、书院入了炉、擦肩的每个瞬间入了
炉，文字也就走了心。不得不说，旌城四
友用纯纯的友谊与对文学的执念慢慢熬
煨出来的《旌城四友》，自带了一份让人
怦然心动的节奏，捧起书，也就捧起了一
份沉甸甸的兄弟情。

也许，旌城四友的那份兄弟情谊会
一直纠缠不清了；也许，旌城四友对文学
的那份爱会一直放不下了。初见如初
恋，四个男人一本书，不，也许说四个男
人N本书更为恰当。

梅芬馨郁透纸香
□仇昌惠

四个男人一本书
□唐雅冰

把三星堆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陈立基

赓续文脉
留住乡情

陈立基与
小读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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