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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修元、王波所著的《罗江乡村
记忆》，深度挖掘罗江区的乡村传统
文化素材，激发了传统文化在乡村振
兴中发挥积极引领性的活力。

《罗江乡村记忆》7章34节，共22
万字。该书以罗江的历史为横切面，
以万安镇白马关、李调元故里、略坪
镇等地为视点，单线、复线叙述，循
环、婉转于历史与现实的交错间，全
面、立体、多元地呈现了罗江的蜀道、
三国、江水、诗书、浅丘、民俗等文化，
发掘出罗江以乡村文化建设作为兴
旺、繁荣乡村的重要传承，为基层治
理提供了参考。

罗江的“耕读传家”文化延续数
百年，该书是怀乡思远的情感倾诉，也
是为助推乡村振兴作出贡献的历史智
慧和财富。文本所呈现的历史价值，
为时代提供了以文化振兴乡村的经
验，也激励着人们对乡村振兴的热情
与信心。

书中，罗江“文化立县”、鄢家“诗
歌立镇”的理念，罗江近20年来每两
年一届的中国·罗江诗歌节等，都体
现了罗江人一直在固守自己的文化
基因和禀赋，提炼出具有罗江特色辨
识度的文化符号，打造出乡村原味的
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一是各地方管理者可以阅读此
书。罗江经验告诉人们，充分发掘乡
村传统文化能量，是乡村全面振兴的
助推器。鄢家镇重点打造“云峰诗
社”，以诗歌立镇，引导农民诗人参与
中国·罗江诗歌节；同时，组建镇级

“嫂子歌舞团”；规范、管理好有几百
年历史的“鄢家鸽子会”，利用每年十
月鄢家柑、蜜柚成熟季节，举办“柚
来，鄢家嗨”活动。略坪镇2008年建
成的中国现代诗歌博物馆，充满了现
代气息，成为全国各地诗人及游客到
罗江的网红打卡点。

二是家风建设者和传承者可以
阅读此书。罗江高度重视历史名人的
精神价值，深度挖掘李调元故居、醒园
等人文资源。以“一门四进士三翰林”
的传统经典，塑造“耕读传家”的乡村
灵魂；以范家大院的“廉俭家风”等，倡
导、引领、弘扬社会正气，培育良好家
风，改善农村的精神风貌。

三是追根溯源的巴蜀人民可以
阅读此书。《罗江乡村记忆》深度发掘
出的文化资源，蕴含着巴蜀地域特色
和地域精神，是巴蜀人的身份认同和
文化多元化与同质性相统一的重要
呈现。

罗江是川菜、川剧之父所在地，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找寻到川菜
与川剧的文化源头；通过阅读书中罗

江白马关、鹿头山、庞统祠、落凤坡、
换马沟等章节，增强了读者对巴蜀人
民忠勇精神的崇敬与景仰。

有人说，一部罗江史，就是半部
巴蜀史。相信《罗江乡村记忆》一书，
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文化之力铸乡村振兴之魂
——读《罗江乡村记忆》有感

□黎二愣 近日，本土作家周中罡的新书
《槐乡偶书》作品研讨会在旌阳区东
湖街道高槐村举行，我市文学界代表
及相关人士参加了会议。

据悉，《槐乡偶书》由浙江工商大
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是德阳市
2024年度主题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扶
持项目。该书分为“乡野景致”“舌尖
味道”“闲情逸趣”“日常琐记”“村居见
闻”五个章节，描写了乡村振兴大背
景下，新时代德阳的新村农居、山野

美景、四季风物、动物植物、村居生活
和人事变迁等。与会人士认为，作者
以入住乡村十年的所见所闻为素材，
以精短日志笔记体形式记录，精心裁
剪，以小见大，见证了一个村庄从省
级贫困村到文旅名村的发展巨变。
2025年初，该书入选了浙江省委宣传
部 1 月精选浙版好书榜（文学艺术
类），认为该书“作者择取山乡景致、
餐桌美食、村中见闻等，勾勒城乡融
合发展下的时代风貌与人情世态。”

研讨会上，高槐村党支部书记陈
波介绍了高槐村近年来发展及本书
作者在村中深入生活的情况。作者
周中罡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并向
高槐村捐赠作品。诵读爱好者现场
朗诵了书中的部分章节。 刁平

用文字记录高槐村的巨变
《槐乡偶书》作品研讨会举行

小时候上学，班上一个同学，头发花白——
现在想来其实也不是有多白，应该是黑发里掺杂
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白发。对此我们都很惊讶，
像看到了稀奇古怪的事情。后来解释说那叫少
年白。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白发也可以少年。

但除开那个同学，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对
于白发的人几乎就没有印象——好像就没看见
过白发的人。包括我的父辈祖辈，亲戚邻居。

虽然在古诗词里或者外国文学里经常能读
到关于白发的句子，但我总觉得那是个例——在
我的意识里，非大德大贤之人，他应该不好意思
顶着一头白发到处作嗯嗯啊啊声的。

第一次对白发有印象，是之前的一个邻居老
太太，80多岁了，一头银发，根根闪亮。见着我就
不让走，拉着我絮絮叨叨叨叨絮絮。从儿女不让
她多出门不然要批评她，到家里的针丢了一颗找
了三天才在枕头底下找出来；从她的狗有多通人
性，到刚才那个卖菜的原来是她上八代亲戚……
我的脚趾头都把鞋底刨出洞来了，她还喋喋不休
没完没了。

自那之后我有了一种白发恐惧症：见到白发
绕道走。

然而年岁渐长，忽然发现身边白发的人多了
起来。一位老大哥，每周都要去县上理一次发
——他说他在那个理发店师傅手里理了几十年，
习惯了。但后来才知道，习惯使然固然是一个原
因，还有一个原因，他觉得那家店的染发剂质量
不错。

这是他无意间说出来的。
另一个朋友，退休之后再见面，赫然一头雪

花。他哈哈一笑：以前是染过的！
男人发白似乎理所当然，如果还留有一部雪

白美髯，那几乎就可以流传在故事里，印刷在画
册里了。但女人，尤其是少女，头发花白，还是让
人不可思议。

有一天在街上，看到前面一个推着电瓶车的
女子，头发几乎白了一半，很是引人注目。女子
的身材极好，无论咋看都不像老人。于是好奇心
就压不住了，赶紧追上前去，扭头一看，还真是一
个二十来岁很漂亮的姑娘。一个二十来岁的姑
娘，头发怎么就花白了？

当然，仔细想想，自己认识的头发花白又还
年轻的女性似乎也有——至少有两个，还都是读
了一肚子书，就着杯茶能从民国聊到当下的那
种。对于发白，都态度坦然。一个说，这不叫白
发，叫外婆灰好不好？

……好吧，这个词不错。另一个更洒脱，白
就白吧，还能咋的？

对于她们的心态，我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蓝幽老师疫情期间曾经进过医院，出来后满

头银白，我们都以为异事。但按他的说法，头发
原本早就白了，再经那么一折腾，加上女儿一劝，
泄气了，那就不染了吧！

——在他这种老派文化人的意识里，故意
顶着一头白发，刻意拉大代差，对年轻人有不尊
重感。

在他面前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倒没觉得
他染不染发跟对我们尊重与否有关系，但他就怕
自己不染发之后我们因此礼数太过周到繁琐，造
成彼此之间的隔阂，不好玩。

说着说着自己也生白发了——这话听着好
像有点悲凉，但眼见得身边白发者越来越多，刺
激倒也并不像以为的那么深。这算主动承受也
好，被迫接受也罢，反正抵抗不了，就当享受了。
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祖宗——父辈祖辈没一个
白发的，偏生我就白了。

有了白发，首先引起理发师的关注。理发师
傅在镜子里端详了好一会儿，问，染过没？我说
没。问，要不要染一下？我说不。她说你这人咋
拒绝得这么干脆？然后又思考了片刻，说，那就
剃了吧，两鬓都剃，剃得勤点，看不出来白发。而
且这种发型好看些。

从发现第一根白发起，到如今两鬓开始斑
白，已经有好些年了，已经麻木不仁破罐子破摔
了——白发就白发吧，还能咋的——但听到她最
后那句话，意志还是动摇了，说一声：剃吧……

顺便说一句，好几年了，我一直有个疑问，到
底是过去的人真的少有白发，还是因为少年时候
身边都是年轻人，视野窄了，难以看到发白者？

于是突发奇想，问了一下DeepSeek。发现回
答还算全面，有种答申论题的感觉。简单归纳一
下，就是现在白发的人确实在增多，不是我出现
了错觉。至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进入老龄
化社会、人的寿命延长；比如现代人普遍的慢性
压力与氧化应激、环境污染的生物学效应、营养
失衡的潜在影响；比如染发习惯的代际差异、媒
体传播的认知偏差……此外，还有医学视觉的问
题，比如疾病谱变化、基因表达的代际差异……

忽然想起当时那个理发师还感叹了一句：不
看到自己的头发白，就不觉得自己这辈子没出息
啊！现在想来，感觉她好像有“宿昔青云志，蹉跎
白发年”的意思？

蹉跎白发年
□杨轻抒

凉山首府西昌的气候很温暖，而我在西昌感觉到温暖，
却不仅仅只是这里气候的原因。一群从德阳警校毕业的学
生，或者说，一群从德阳警校毕业的监狱警官，在他们身上，
让人一样有暖乎乎的感觉。

退休前的我曾经是警校领导，而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
学生评价说我没有架子。当我这次去西昌，几家监狱与强
戒所曾经的警校学生知道后，约着要给我接风。他们要这
样做，我不好拒绝，这似乎与我不摆架子或摆不来架子有
关，师生关系特浓嘛。

圈一张圆桌谈笑风生。如果不看年龄，真还没高低上
下之分。桌上有七八个菜，围一圈有七嘴八舌。学生们对我
说，他们想向我汇报工作，而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倒让我迟
钝了的感知感觉受到了再教育。

最先发言的是一位姓Z的还不到30岁的女警官。她
说，校长，说真的，我真该感谢警校教给我擒拿格斗知识。
去年我夜里巡逻时居然徒手制服了一名暴力抗改的女犯。
也可能就因为这事吧，监狱同事对我刮目相看，说我一个长
相秀气的女子居然有男人的勇猛之气。也可能与这件事有
关吧，她说，全省新入警的培训，她还被抽出去当了两个月
的教官。说到这儿时，她说她真没想到，过去她曾经想读师
范，毕业到学校去当老师，可如今她没读师范也当上老师
了，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教官。

桌子上的他们都在说自己。听他们讲的那些话感觉都
有滋有味，而且有些话还上升到了哲理。女人如水，聚餐的
这群学生女警官多一些，她们讲，水与水融在一起于改造女
犯最有优势，可能都是母亲，是女儿，以女人柔柔的手段敲
打女犯心头软处的恶，几句“想娃娃了吗？”“想爸妈了吗？”

“想你心头的那位了吗？”“那你就认真改造，争取减刑！”好
多女犯在谈话时流泪了，那淌出的泪水未必不是洗心革面
的过程。她们还办了一个叫“索玛花”的微信文刊，索玛花
很美丽，但有刺，这倒还像是我们监狱的女警察。

监狱警察的职业如同在开摆渡车，摆渡过程就是引恶
往善。聚在一起的一个姓W的男性警察是一家监狱的特
警队长，一看就感觉他很威猛，可这威猛看怎样看。他刚一
发言就被一桌人的声音把他给抬起来，W队长厉害着呢，罪
犯见他就怕，而我们却最喜欢他。

而我更想提及一个L姓的女警官，在话题扯到家长里
短时，她突然在发言时哭了。她四十出头的年龄，是女监的
一个监区的教导员，她很有人缘，也经常帮人顶班，她说，她
经常代人顶班不是她高姿态，而是……她就是说到这时哭
了，她说她爸四十来岁要的她现在身体不好，她想通过顶班
集中点时间，好经常回去陪陪他。家与监狱所在地相隔一两
百公里，不顶班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回家呢。她哭得最伤心处
是，她爸因病住医院了，大小便失禁，哥姐不同意请护工，就
让她给她爸洗身子，换屎尿片。哥姐在一边还对人说，妹妹
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让她做没得啥……这话听起来很不
是滋味。

L姓女警官发现她这时说这些话似乎不合适，便举起酒
杯一口饮了，她说，她认罚。

这次相聚很有味道。不仅是桌子上的菜肴让我这样感
觉，更因为浓浓的师生情，还有大家更多的是谈与自身职业
相关的感受。我夫人和她一个闺蜜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借
夫人闺蜜的一句话作这篇文章的结尾吧。她说，“我参加过
不少朋友聚，同事聚，师生聚，像今天你们这些学生吃饭也
一直在谈工作，真让人感动……”

警校同学聚
□沈前祥

前几天，胖子打电话给我，喊我拿出当初到处帮垚子借
钱的劲去帮她借钱。能借多少算多少，实在借不到，就贷
款。他们要在成都买房子了，小明的父母拿出了70万，还差
一半。

借钱我是可以的，因为我脸皮厚嘛。但是，我还是弱弱
地问：“幺儿，当初我四处去帮垚子借钱，是他的父母在还。
现在我去借钱，哪个还？”

胖子说：“我们大家还嘛，小明的父母那边也有借亲戚
的，我们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立马，我给刘哥转达。年前，他刚刚把车贷还完，听说
又要去借钱，就不安逸了，说：“到哪里去借？找哪个借？我
不去借哈。”

我说：“买车子借钱，你积极得很，跑得飞快，娃娃要买
房子了，你就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一点都不帮一把？”

他才松口说：“你去借嘛，等我发工资帮忙还账嘛。”
这才差不多，像个亲爹的样子。
过几天，胖子又打电话说：“妈妈，我们定金都交了，下

个星期就要交房款办手续了，你们搞快去借钱哦。”
我马上就忙开了，一会儿工夫就打了8个电话，还好，有

三个朋友答应借钱给我。后来又打了几个电话，就不尽如
人意了。没得办法，理解理解，各有各的难处。

借钱才知道朋友少啊。刘哥去找了他的徒弟和战友。
我们一共借了6家，我的同学在10分钟之内就打来3万元，
徒弟晚上下班回家之后打来两万元，战友打给刘哥3万元，
好友姐姐接我电话之后，拖着感冒的身体去银行给我转了
几千元过来。朋友第二天开车送了6万元到家里。最终凑
到了16万，感谢亲们鼎力相助。

胖子胆子小，又打来电话说：“不要借了，借多了，到时
候如果人家急用，催我们还账，我们拿不出来，也是头疼。
先交部分首付，剩下的就贷款算了。”

我说：“幺儿，怕啥子嘛，到时候把家里的旧房子卖了不
就有钱还账了么。”

胖子笑说：“你那个旧房子不好卖，两年了都没有卖出
去。算了算了，少借点，免得压力大了，晚上睡不着。”

我就听胖子的了。
她不知道，我向朋友借钱的时候，都提前给他们打了

预防针的，请他们不要催账，容我按脚板（按摩）挣钱还他
们，大概估算一下，我都不晓得我要按好多个脚板，才能挣
十几万。

胖子笑了说：“爸爸把50万打给我之后，他的卡上就只
剩下29元了，也是倾囊相助，倾其所有了。”她嘴里的爸爸是
小明的爸爸，是一个好爸爸，也是我们的好亲家。

不经意，想起去年3月初，和刘哥一起去新疆打工，在路
上，我说：“大爷，今年因为你买车，欠了5万元的账，我才出
来打工的。等今年挣钱把账还完了，我明年就不得做事，天
天耍，躺平。”

他许诺说：“好嘛，等还了账，你就不上班了嘛。”
没想到，今年胖子在成都买房子，我们又借亲戚朋友十

几万，比去年还多，这下，我们又有了奋斗的动力，更不敢躺
平了，加油努力！争取早点把亲戚朋友的钱还了，才可以无
债一身轻，睡好觉，做好梦。

我的朋友说：“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么辛苦干什么？你
傻啊，自己辛辛苦苦挣钱，舍不得自己花一点，帮老公买车
子，帮女儿买房子，有什么意思？你自己攒两万元钱，漂亮
裙子都可以买好几条了。”

我慢吞吞地说：“帮我的老公，帮我的女儿，都是我最亲
的人。完成他们的梦想，有什么不可以呢？裙子嘛，将来还
完账之后，还是可以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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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对诗歌有真诚的爱，才能
真正去写作诗歌。”近日，在江苏省
无锡市举办的“春天里在路上”诗歌
分享会上，德阳籍诗人汪贵沿动情
说道。分享会上，一首首由他创作
的“诗电影”通过短视频的形式播
放，通过多重媒介，人们对于诗情画
意的美之共鸣到达了顶峰。“春天的
快乐仿佛具体可感起来了”“充满着
诗意，情感很浓”……现场的诗友们
纷纷表示。

当天，诗人汪贵沿带

来了他的新诗集《在路上·诗电影》，
其中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重要诗
歌作品近三十首。对诗人而言，这本
诗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他对于“诗电
影”的创新。“这本诗集内的每首诗歌
都是配乐朗诵的，并配上了画面，我
将它们刻录在U盘内，这是一件让我
觉得尤其开心的事情。”

诗人汪贵沿是德阳人，现居江
南，近年致力于“诗电影”创作，作品

《太湖是一朵莲》在央视“电视诗歌散
文”栏目播出，《太湖是一朵莲》和《月
亮是乡愁的影子》被编入中学生视频
教材，多首诗歌被改成歌词，诗电
影《春 天 来 了》荣 获“2024 年 度
十佳华语诗电影”奖。 刘亚

拥抱一个“诗电影”的时代
德阳籍诗人汪贵沿举办诗歌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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