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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湖电站首台机组充水调试庆祝

大会。
中央领导人在部队首长和西藏自

治区领导的陪同下剪彩， 电力工业部
部长宣读“授予武警水电第三总队‘世
界屋脊水电铁军’”的光荣称号。

欢快的锣鼓，喧天的鞭炮，热烈的
掌声……建设者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
之中。

然而，丰盛的庆功宴尚未开始，却
传来了隧洞塌方， 电站不能正常发电
的消息！

所有人都惊呆了！
贺贵成把这一巨大的悬念悬置在

那里并按下了暂停键后， 这才从容地
为我们讲述建设者们如何在生命禁区
建造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羊卓雍措抽
水蓄能电站的动人心魄的故事。

在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一半，人
即使躺着不动， 其体能消耗也相当于
在内地负重 20 公斤从事体力劳动的
自然环境中， 来到这里的武警官兵无
不经受头痛、胸闷、恶心、呕吐、流鼻
血、掉头发的考验。何况生活条件也极
其艰苦：住帐篷、睡地铺、烧牛粪，很难
见到蔬菜， 经常以冷馒头、 方便面果
腹。而这支铁军，不仅要在这里顽强地
生存下来， 还肩负起了艰苦卓绝的工
程任务。

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写这样
的电站建设工程，如果一味地铺陈血
与汗，苦与难，开山放炮，攻坚排险的
宏阔场面，我们读到的将会是一份工
程进度报告。 贺贵成没有这样写，在
交代清楚背景后，他把笔墨集注到了
以总队长石方竹为代表的一批人物
身上。

女主人公石方竹，身高不足一米
六，体重不足 40 公斤，然而，这位性
格刚毅，办事雷厉风行的女性，内心
却十分强大。 参加了前期工程不到
一年，项目突然叫停。 按说她就此退

下来，虽不是功臣，也不是逃兵，就
此可以在成都过安稳的日子， 家人
也可以团聚。 但执拗的她却给自己
布置了一项新任务： 力争电站早日
复工。 她不顾心脏、肺部、关节等多
处疾患，携带各种报告，数次进入西
藏，再考察，再论证，再设计，数次往
返于拉萨、 北京， 找武警水电指挥
部， 电力工业部， 国家计委陈述情
况，终于羊湖电站复工。

家在成都，总部也在成都，石方竹
理应经常回成都。 而她却因工作繁忙
数次过家门而不入。女儿裴婧，医科大
毕业后分配在令人羡慕的华西医院。
石方竹却去请求把女儿调到了只有
26 名医护人员和司机、设在羊湖工地
的总队医院。女儿愤怒，不满，怨恨。到
羊湖工地后， 耳闻目睹了妈妈所做的
一切，逐渐地对妈妈由理解到崇敬，自
己也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 成为了一
名坚强的战士。

石方竹不为功名利禄， 不贪恋安
稳舒适的生活， 只因为她心中有一个
美好的愿景： 尽快改善西藏电源结构
和供电条件，促进西藏经济发展，造福
西藏人民。 “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上走一回，就要走得灿烂辉煌” ，这便
是石方竹的生命观。

小说塑造了月玉成、 萧山然等一
批硬汉，同时也描写了宁林，高祥这些
大学毕业生由慷慨激昂到动摇徘徊，
再到坚定不移的过程。 可贵的是作品
写人物写出了他们的刚毅坚韧， 也写
了他们的一些思想杂念， 这对人物的
形象不仅没有损害， 反倒显得更加丰
沛。 让他们在置身的环境中蹉跌、磨
砺，直至走出困惑。

在这部 42 万多字的长篇小说
《涌动的羊湖》中，贺贵成在设置的事
件中推出一个个人物之后，用倒叙、插
叙、书信等手法，把这些人物的身世、
经历、情感展现出来，既丰富了人物形

象又使小说得以扩容———由工程建设
工地扩展到了纷繁的现实社会。

苏明出生在军人世家， 祖父参加
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获得过勋章；
父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功受奖。
他入伍后，决心秉承前辈之志，在新的
战场上建功立业。然而壮志未酬，牺牲
在了正在建设中的隧洞塌方的工程
中。 父亲带着女儿苏妍参加完苏明的
葬礼后又把女儿交给了部队。

写血书主动请缨参战的新战士张
顺， 到羊湖七天便因患脑水肿牺牲在
了工地上。 从他短暂的人生经历和他
尚未写完寄出的信中， 我们看到了一
个农村少年的梦想和底层人民生活的
艰辛。

房东的女儿文静，虽着墨不多，但
可爱、可敬的形象已跃然纸上。萧山然
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 与孙莉两地婚
礼的场面更是令人感动感慨。

和平年代， 人民需要的地方就是
中国军人的战场。抗洪排险、地震救援
……军人总是奋战在最前沿。 而基建
工程部队的战场则在天南海北， 并且
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 贺贵成以一
个典型“战例” 为素材写成的《涌动
的羊湖》， 充分展示了这支部队的风
貌和特质。

在极地、 严寒、 缺氧的严酷环境
里，在机械设备无法到达的地方，三千
官兵用钢钎、铁锤、十字镐、手推车等
原始“武器” ，坚持战斗。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用鲜血和汗水直至牺牲生命，
创造出了辉煌的人间奇迹。 作者不仅
书写了奇迹， 还对何以能创造出这样
的奇迹做了探究。同我们一样，他们也
是肉身凡胎，是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
念，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使他
们成为了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坚忍
不拔，不胜不休的中国当代军人！

《涌动的羊湖》，一曲礼赞英雄的
壮歌！

□ 王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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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初夏， 永生君为 《泸水书
魂———余安中集》与《余安中先生年
谱》约序。 我欣然应允。因为安中先生
是我尊敬的同乡长辈。况且，我与安中
先生颇有些渊源。

安中先生之先父良弼公， 是清末
民初泸州著名拳师， 是我的先考何白
李的小学、中学体育老师。先考八十岁
后撰文追怀少年学生生活曾专门忆及
良弼公。良弼公长于国术和中医，诗词
书画棋也颇有造诣， 几件事颇让后人
感怀： 曾为泸州籍画家蒋兆和少时
（1915-1917）拳师，其为世家邻居。 民
初（1916-1920）曾为朱德驻泸城防司
令部拳术教员。 1927 年曾参加刘伯承
领导的泸州起义， 任参与守城民防大
队拳术教官。 时先考也以川南学生联
合会主席身份参加泸州起义。 2000 年
初冬，先考九十岁时，安中先生撰并书
联为贺：“学富如君真雅范，德高若子
是良师。 ” 2013 年秋，我应邀为泸州所
撰《张坝桂圆林赋》，后为安中先生挥
毫， 勒石泸州长江南岸张坝桂圆林生
态公园，皇皇巨制，堪称其晚年行草书
代表作。

世纪之初， 当代书家何应辉誉安
中先生“泸水书魂” 。 先生深孚此誉。
先生于泸州一域文化事业之功德，于
泸州书坛之地位作用， 诗文道德人格
及其影响，周正举、李锡炎、叶怀祥、游
瑞林、杨正康诸先生均有的论，不赘援
引。

先生生前以书法名世，享誉泸州，
蜀中也为名家。 一代斯文，仙逝五载。
余氏门人黄月桂、李在兵、兰永生等为
其师编辑出版诗文书画选集， 此斯文
之幸也。 秋冬之际，拜读《余安中集》
样书及《余安中先生年谱》文稿，得以
较为全面了解先生。 一般人多只知先
生为书法名家，而未识其笔底蕴藏。先
生祖籍江苏武进，曾祖宦游入蜀，家学
渊厚，幼承庭训，深濡国学传统，饱饮
家国衰败忧患，伴随新中国诞生，三十
载奉献于泸州地方基础教育、 群众文
艺事业；“拨乱反正” 伊始，十余年间

致力于泸州文博事业， 曾为泸州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出诚实努力，迄
辞世前对泸州地方文物古迹保护与研
究仍念兹在兹。退休后，先生诗词联赋
文与书法创作步入鼎盛期， 书法教育
推陈出新而枝繁叶茂。 先生存世书作
当以千计，是集所选书作二百余件，绝
大部分内容为其自撰诗词联赋， 约为
其一生千余首诗词联赋的六分之一。

先生之诗词联赋，久经磨砺而雅正
高华。 古风近体，无不工严，铺陈议论，
尤以风神情韵见长；不避世，不追风，不
媚俗，力主雅在气骨，扬善鞭丑，发真躯
邪；不拟古，力主写今世之诗，抒时代精
神；力主人性关怀，出心声，见性情。 凡
诗词，雅在气骨者难求，俗在气骨者不
治，其晚年多次书写之“葆真，守默，惩
愤，删繁；崇善，维新，扬长，集美” 联，
实为其诗词联赋文创乃至书学之神髓。
一言以蔽之，先生之诗，所历世道之治
乱得失，家邦之沧海桑田，人事之真善
美新，以一己之精神意向，外饶神韵，内
遒风骨，高格雅言，清音隽响，历久弥
馨，往往令人频频回头。

先生之书法， 泸州谢守清有论：
“笔触方圆，纵横随意，酣畅流走，如落
花水面，映照天光，是二王苗裔，而又
别具町畦者。力倡自撰自书之风，使读
者见书见人。 点画之间，得之自然，尺
素之内，抒其灵性，此所以其书法动美
术之感受，音乐之移情也。 ” 谢公，乃
余公知音也。今通观先生之书法，九十
载旁搜远绍，效法先贤，旁征博引，继
晷焚膏，入之汉魏，出之晋唐，晚年不
断变法，风格老渐趋成，七十岁后随心
所欲，恣意汪洋，愈晚愈佳。 人论余公
书法，以行草、以清隽妍媚独步书坛，
而以我观，余公篆隶真行草诸体皆擅，
可谓贯百家而融己一体。余公书艺，最
难效仿、最具个性、最为珍贵者，为自
撰自书，为字外功夫，为诗人之笔墨，
为学者之风骨，为文人之卷气。禀赋可
以灵异，技艺可以生猛，而性情、思想、
学养、气骨则须日积月累，久久为功涵
养，“先器识而后文艺” 方能致远，地

老天荒之际方能地久天长。 是也，余公
书艺，即孙过庭之“通会之际，人书俱
老” ，平正而险绝，清超而俊朗，更风神
摇曳、绵邈蕴藉而气象万千。 放眼先生
晚年所处世纪交替之数十载蜀地书
坛，挥毫聚墨成家者众，若论诗词联赋
书水乳交融而自如自在者， 余公风神
独具，当为少数，必随时光醇醺后世；
更兼晚岁三十载开门课徒，以“崇德、
尊传、博学、创新” 之理念，以“因材、
引路、示范、正字” 之方法，孜孜矻矻，
解惑传道，含弘彰光，使问学追随者蔚
然成风；其倡导践行之“江阳书风” ，
不是流派胜似流派，朗月清辉，泻照长
河； 其八十岁后论书三文乃毕生书学
菁华，言简意赅，语重心长，个性鲜明，
主张果敢，必能经得住岁月沉淀。

《余安中集》所附《余安中年表》
及《余安中先生年谱》为余公门人永
生君所撰。《年谱》历时两年，十万言，
承继传统而未拘旧路，钩沉往事，铺陈
经纬，不慌张，不夸饰，知节制，寓情理
于不动声色，寄清响在字里行间。 尤重
以诗纪事，以诗证史。 既为谱主编年辑
要，又细节索隐，还素描数十交谊者，
衬托谱主形象，愈见生动丰满。 谱末综
论“是书法家，是诗人，是文博学者，是
书法教育家，是君子” 有洞见。 让我想
起泸州先贤倪为公弟子杨宗鸿为师撰
《倪为公书传》，手法虽异，而均有眼
光、见性情、聚文气、嗣文脉。

君见否，当今浮世，大师倍出，层
峦叠嶂，波诡云谲。 君莫忘，文艺自古
高难问。 殊不知，有一种素养源自厚度
而不言高度，有一种品质叫厚度。 当今
书坛，若余公之厚度者鲜有几人？ 欲洞
悉余公其人其艺之厚度及余公厚度是
怎样炼成者，请读《余安中集》《余安
中先生年谱》。先生虽去，斯文长在。掩
卷思之，遂成四句：

从来书味岁月知，
况历家国沧桑时。
扫却媚俗酸腐气，
亦歌亦史指间诗。
是为序。

有一种品质叫厚度
□ 何开四

收到周苍林老师刚出版的诗
集《大地，有天空一样的辽阔》，
便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 我读得
很慢，像品茗饮酒一般，一口一口
地轻啜细品，所以读了很久。 读完
后很是感概， 于是就有了想写点
什么的冲动。

诗歌是生活的反映，更是诗人
情致和心境的精准画像。整个诗集
视野开阔，内涵丰富，情感细腻，没
有堆砌大量华丽的辞藻，写作手法
灵活、巧妙，用朴实的语言说明深
刻的道理，给人以启迪。 诗人有着
常人少有的敏锐与智慧，用诗的眼
睛看世界。 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日
月星辰、花草虫石等意象，都赋予
了生命的力量， 用不同的视角，托
物言志，意味深长。 既有浓厚生活
气息，又充满了哲学思辨。

他笔下的春天，油菜花铺天盖
地，大海和扑面的海风都变成了金
黄色，连浪花都有了香甜。 “要是
在冬天 / 你胸怀的世界 / 永远有
一个春天 / 你将发现满天风雪都
是春天的呼唤 / 满地阳光都是春
天的温暖”“要是把轻重缓急的呼
吸藏起来 / 叹息藏起来 / 眼里的
明暗和泪水藏起来 / 表情藏起来 /
你的天空没有打开的缺口 / 你的
身上就不会漏洞百出” 。 贴切的意
象，丰富的联想，朴素的感情直击
读者心灵，使人豁然开朗。

他的世界如雪一般洁白、纯
净。“一线阳光、一丝清风、一缕花
香 / 一滴露水、一声鸟鸣 / 就可以
把他带走。 ” 他希望风把“所有的
咆哮和尖叫都听成犬吠 / 把所有
的脏话、废话都听成是鸟鸣。 ” 听
见一切不和谐的声音 “就当是来
到了森林 / 走进了鸟的世界” 在
面对伤害时，他愿意“放下内心的
刀斧 / 收起情感的虎豹” 。 这是多
么崇高的境界。

他心怀彩云，低如尘埃，如浩
瀚星空的一束光。“风经过的时候
/ 草木都低着头 / 遇见风一样的
人 / 我也和草木一样 / 唯一的区
别是 / 低下头的草不能避让 / 我
可以低着头走开 / 从草木身边经
过的风很多 / 但草木的眼里没有

它们 / 抬起头，草木看见的 / 只有
阳光。 ” 对于侵犯，应该像小草一
样，选择忍让、避过锋芒，抬头看
见的仍然是阳光。

诗人对平和淡泊的人生，拿
捏有度。 他坚信，“在夜里 / 还有
许许多多看不见的光芒与我们同
行……所有的奔赴都赋予了光明
的力量” 。 内心怎样，他的世界就
怎样。 在我心中，他就是那一束看
不见的光芒。

他的视线不断与生活现实进
行摩擦碰撞， 从中生成出批判的
力量。 对于人们过度开采，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他痛心疾首。 “每
一次在山上开采、爆破 / 都会听见
巨大的呜咽 / 每一次撕开山的皮
肉 / 都会看见山在流血山在哆嗦
/ 每一次从山的身上取出 / 一块
一块冒着热气的骨头 / 山的脊背
就会弯下来，矮下来……” 这是大
自然对人类血淋淋的控诉， 每一
个字就是一块石头，一颗子弹，重
重地砸在读者心坎上。 在他眼中，
“山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 山也
有人的伤口和疼痛” 。
“不要向花朵说 / 过几天就来看
你 / 不要对树叶说 / 我们会再次
相见” ，“放生的人还没离开 / 钓
鱼的人又把放走的鱼从水中钓了
回来。 ”“群星都在沉默……谁要
是听见说话的声音， 谁就是一落
地就深陷孤独的陨石。 ”“我” 的
表演很精彩，学什么样的鸟鸣，就
有什么鸟展翅飞来； 学什么样的
野兽发声，就有什么野兽回应。 是
啊，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人们要么
不发声，要么违心地附和别人，否
则就会招来麻烦，被排挤、孤立。
诗人以清醒的笔触，明查秋毫，对
现实生活种种不良现象进行了无
情地鞭打，抨击。

他以善良为生命底色， 不仅
是对个人经验的反思， 也是对普
遍人性的探索。 对于弱者，他有一
颗宽容、悲悯之心。 在他眼中，万
物都是有生命的。“每一块石头都
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 每一块石头
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生命” 他呼吁
人们平等对待并热爱每一块石

头。 “看见别人哭 / 我脸上有泪
……看见无辜的动物被人追赶得
东躲西藏 / 我就希望逃生的动物
千万不要被追赶者发现 / 看见施
暴者的棍棒落在别的人身上 / 我
的口中就会响起无助的惊叫和哀
号……” 他觉得“所有的摧残和
折磨 / 都是灵魂不能承受的痛” 。
《岸上的手机》 以精湛的白描和
陈述，暗藏汹涌，还原了河岸边一
个令人揪心的故事， 使文字具有
了强大的张力。“户主鱼一样沉落
水下 / 再也没有浮上来 / 户主的
手机在岸上 / 一次次拨通 / 一次
次无人接听 / 给手机短信或电话
的人 / 不知道人机分离 / 不知道
焦急的手机 / 也在一次次呼叫户
主 / 一次次等待回复。 ” 主人到底
遭遇了什么？ 以这样的方式离别
世界。是事业还是爱情的失败？诗
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命的敬
畏、惋惜，使文字有了疼痛感，给
读者留下深深的思考。

其实，在去年岳池桃花诗会以
前，我并不认识周苍林老师。 在今
年三月的岳池桃花诗会上，我怀着
忐忑不安的心情朗诵完自己写的
《桃花缘》后，台下一片安静。可坐
在最前排的一位陌生大哥却对我
点了一下头， 微笑着说：“写得
好！ ” 他的声音很轻，但对我却如
雷贯耳。 怎么可能？ 我估计他不懂
诗歌。不过，这让我感觉很温暖。通
过打听，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 于
是通过诗会群，我加上了他。

两个月后， 在高竹新区新时
代文学实践点授牌仪式上， 我们
又不期而遇。 他送给了他的诗集
《回到》，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著名
诗人，难怪他的名字那么熟悉。 看
来诗会上他夸我， 是出于对诗歌
新人的安慰与鼓励。 写诗几十年
来，周苍林老师不忘初心，笔耕不
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散见
于全国各大报纸杂志， 还出版诗
集数本他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
真诚、豁达的人生观，无处不闪烁
着耀眼的光芒。

红
马
于
我
是
一
种
生
命
状
态

———评贺贵成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

一曲礼赞英雄的壮歌

以以善良为生命底色，
用诗歌点亮人生

□ 涂朝晖

———读周苍林诗集《大地，有天空一样的辽阔》有感

如肆意欢跃的野马，似深爱
独行的恋人，如浅酌轻饮喃喃细
雨的柔软女子，又像讲述着人生
至理的哲人……像一个苦吟诗
人，从一月到十二月，从春天到
冬天， 在冬日的暖阳里唱着梵
音，如丝竹般清脆悦耳。

在这个冬日午后，当我翻开
浓玛诗集《红马》时，一种说不
清、 道不明的别样情愫久久萦
绕，心头总是闪过一匹跃动的红
马，久久挥之不去。 作者将所有
的寄托都献给了红马，形成了一
种精神层面的寓意与镜像，让人
为之震憾和感动。

诗歌之美，美在遐想。 《红
马》之美，美在空灵。 我以为，好
的诗歌应该给人以充分的想象
空间，如美酒般余味悠长，甘醇
流香，回味无穷，给人以想象和
发散的空间，在悠美的文字中找
到灵魂的寄托与归宿， 触动内
心，引起共鸣和思考，所表达的
情感也应该是真实而深刻。“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 之所以被称
为海子的天才创造，我想，也就
是这个道理。

诗人以“红马” 为意象，文
字空灵，句式灵活，每节诗中的
诗句多少不一，有的甚至只有两
三句， 颇有随意任性的味道，但
就是寥寥数字的随性短句，却给
人以幽远的想像和无限遐想，让
人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诗歌的
美感和节奏感。这样的句子诗集
中随处可见：我在每一个动人的
面容里 / 看见你；夏天的歌如雅

歌 / 歌里流淌着蜜和油 （《红
马》181）； 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物
/ 已令我颠倒半生 （《红马》
232）；你远了的时候 / 我就残缺
了一块 / 风起时 / 寒意从残缺处
悲号而过。

诗歌之美，美在意境。 《红
马》之美，始于灵魂。 有一种美
叫意境美。意境美是中国传统美
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艺术形象
中意与境、情与景、心与物交融
契合的审美境界。 《红马》以其
独特的语言和情感，为读者呈现
了一幅幅关于人生、自然和情感
的生动画卷。 季节是变化的，诗
人的情绪也是变化的，时而“春
光绚烂 / 如同祷词” ， 又时而将
自己置于高天之下，以悲悯之心
看待世间，如“缄默的严寒来临
时 / 我要煨着悲悯的炉火” ……
红马已成为作者心中人间的美
景和所热爱的种种事物的化身，
是对生命的深刻反思和自我救
赎，更是一次对生命、情感和希
望的深度探索。通过红马这一意
象，浓玛成功地将自己的情感和
思考融入了文字之中，为读者提
供了一次与自己内心世界的深
度对话的机会。在阅读这部作品
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
浓玛对人生、自然和情感的独到
见解，更能够从中汲取到对生命
和希望的深刻体悟。

诗歌感情细腻，有着女性诗
人的独有味道。 诗集别出心裁，
分为 12 个月、365 个篇章， 长短
不一，像是一首长诗，作者在这

365 天里进行抒情或者倾诉和
感悟； 又像是一条很长的路，诗
人在这里的走了很久很久，探寻
世界本源。 这是时间的感悟，亦
是灵魂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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