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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随太极流淌
罗光毅

生 活 随 笔

喜欢去重庆百林公园的罗马广场练太极，那里是公园的至
高处，偌大的广场空寂辽阔，绿树环抱，鸟鸣悠然。四周环境清
幽，既无尘嚣的喧哗，也无人多的纷扰。一排高耸的罗马柱巍峨
屹立在广场南面，罗马柱的后面十多棵高大的黄桷兰树与之比
肩而立，满树的黄桷兰盛开，悠悠的香味弥漫开来，沁人心扉。
来到这里，就融入了自然，融入了天地间，舒展太极套路，抒发太
极情怀。

啥时候喜欢上的太极？我还真说不上来了。自小喜欢体
育，但一直都没有把太极放在眼里，总以为太极慢慢悠悠的，算
不上运动。前几年开始学习太极，由浅入深，太极彻底刷新了我
的认知，我常为以前的浅知薄识深感汗颜。

学习中，渐渐对太极有了认识，它是国之瑰宝，光耀中华。
太极独具特色，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而著名。然而，太极不仅仅
是一种武术，它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哲学，一种修身养性的方
式，是一种练习身体和心灵的艺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
和谐、平衡和美好。对我而言，太极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一
种生活艺术，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内心宁静的大门；让我跟随
太极的步伐，追寻内在与外在的和谐，成为更好的自己。

习练太极，人多有人多的乐趣，人少有人少的韵味。
三五拳友相约，友情荡漾在太极里，一招一式的起伏，交流

着我们的相遇相知。起势收势的转换，我们获得对太极的认知
和共鸣。从竞赛套路到传统套路，一套又一套的太极，拉近了我

们心的距离。感恩太极，感恩一段美好时光，感恩茫茫人海因缘
太极的相遇。

一花一叶一世界，一人一拳一太极。一个人时，不寂寞，有
阳光照耀，有晨风拂面。一套拳，只要打出了自己的努力，融入
了自己的心律，太极就有了韵味，就有了自己的感悟。

习拳小憩，喝一口热茶，看拳友行拳，拳至精彩处，暗喝一声
好，学会欣赏，学会享受。看到他人的优点和长处，既是对他人
的认可，也是自己涵养的升华，境界的提高。

我与同伴常去晨练的百林公园里，环湖步道上有一处用石
块砌成的装饰墙，上面有一条语录是这样写的：“几座挚友，席地
而坐，寻悟道之，循环往复，悠然自在。”每每从此经过，总要驻
足，寻思片刻：这不就是为我和我的太极拳友而写的么，我和我
的伙伴们不就是在践行这条语录的内容吗？太极有道，寻之悟
之，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有时一人坐在书房里发呆，纷乱的想象里，竟不时还能跳出
一些自以为有点意思的思绪来。譬如一个人能活在自己的热爱
里，是挺幸福和快乐的事情，犹如太极，喜欢上了，爱上了，不离
不弃，就很享受太极带来的温馨和静美。

爱上太极，浑身流淌着太极的精神，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
以拳会友，找到一起交流的拳友。太极的一招一式，就是无声的
语言，传递着震撼心灵的声音，懂太极的拳友，心里明了，知道每
一招的攻防含义，知道广交拳友带来的促进和提高。贵州的山
水间，无须更多语言，一套太极找到早晚练习的拳友；仙女山上，
双河的文化广场，太极为媒，与拳友切磋行拳技艺。避暑数年，
行路千里，以拳会友，珍惜太极缘分，敬重每一位太极人。

心中有太极，你就会发现，太极有时是很奇妙的。天寒地
冻，酷热难耐，四季轮回里，无论你远去还是归来，太极都在那里
等你，永远不会嫌弃你的迟到早退。太极都会平和地与你相聚，
静静地牵着你的手，走进你的心，与你相向而行，静待万物。尽
管生活里总有遗憾，但相信未来依旧美好。

心中有太极，更明白世间道理，没必要把过去的曾经，辉煌
也罢，成就也罢，失败也罢，落魄也罢，镌刻在已成为历史路途的
驿站。让如烟的过往，随风飘去，珍惜当下，最好的诗和远方就
是当下。眼前的风景是最好的风景，桌上的简餐就是最好的美
食，身边的亲人就是最好的亲人，身边的朋友就是最好的朋友，
生活就是简简单单的重复。悟透意义，不与影子逞强，不与浮云
攀附，心神通透，自然安舒。

品味太极，太极告诉我，行拳的过程，就是修炼人生的过程，
一程有一程的磨砺，一站有一站的风景，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
流水任东西，看山山是山，看水水是水，心有山水，还有什么不能
释怀的。太极里悟道，追不上的不追，背不起的放下，看不惯的
一笑而过，不是自己的不争不要，诸事如太极，拳起境生，拳落心
生。

既然选择了太极，再苦再累，也绝不轻言放弃，用时间用毅
力和坚韧不拔的耐心去坚持。太极路上，学无止境，我愿心随太
极，静心练习，提升自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巴山秋韵

风吹一夜雨来寒，
落得西窗梦幻般。
晨起掀帘凝望眼，
丹枫红脸醉巴山。

十八月潭

横生峭壁一丹枫，
掩映飞流胜彩虹。

十八月潭如画美，
欢情高咏入诗中。

十里画廊

五彩斑斓耀碧空，
层林尽染满山红。
天工巧夺神来笔，
十里画廊美若虹。

（作者系中国诗词学会会员）

文 艺 评 论

观川剧《梦回东坡》
苗勇

一缕秋风，百样情怀；一台川剧，陶醉开怀。苏东坡是四川
的文化标杆和代表人物，代表着四川深厚的历史底蕴。11月初
的一天晚上，观看了首场由好友陈智林担纲主演的川剧《梦回东
坡》，有一种酣畅淋漓、舒服至极的感觉，究其根源是向往、神往、
心往，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

川剧《梦回东坡》选题自带流量，名人演绎名家，令人心生向
往。苏东坡诗、文、词、画无一不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
成者，在北宋时期就是“网红”，魅力经久不衰。“说不尽的苏东
坡”早已成为四川千年以来“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骄傲和文
化精神图腾。陈智林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川剧”的代表性传承
人，“二度梅花奖”得主，四川省文联主席，省川剧院院长。他以
苏东坡为选题，让川人走进川剧，用川剧演绎川人，找准了发掘
四川传统底蕴、激活四川文化潜力的爆点，本身就令人充满向
往。光看选题、光听名字就忍不住给人一种先睹为快的冲动。

这部剧构思匠心创意，奇人讲述奇事，令人悠然神往。苏东
坡一生特具传奇色彩，正如他《自题金山画像》总结一生：“心似
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如何
才能讲述好东坡故事？这需要匠心独运，唐·张佑说：“精华在笔
端，咫尺匠心难”。《梦回东坡》采取以梦中追溯过往的形式，融入
了散文的叙事手法，用八场剧闪现了苏东坡人生中的重要事件，
重点讲述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故事，也讲述了他在四川的人
生过往。用与众不同的创意构思，用川剧特有的轻松幽默的形
式，再现了苏东坡令人敬佩的一生，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一个乐

观、豁达、幽默、有血有肉、有烟火气的东坡形象。让我们感受到
了他的独特人格魅力，看到了、读懂了川人独有的幽默精神和人
生特质。看完该剧，让人最大的感受是：苏东坡在文学上是天才
的，但没有天才惯有的极端性格，即便经历了宦海沉浮，他在生
活中仍然是鲜活的、可爱的，应该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有趣的
灵魂”。

该剧语言自带川味，川话塑造川人，让人神醉心往。台上台
下传承忙，戏里戏外乡音好。该剧的语言选择了讲川话，还不时
插入方言俚语，多重迷人的特异气息，让该剧呈现出了丰富的文
化意义和独特的审美张力。鲁迅先生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
界的。”我认为地方的才是大众的，有特色才能走得更远。《梦回
东坡》融入了烟火味儿十足的四川方言，地道的方言更加拉近了
川剧和观众的距离，让川剧更有川味，也让苏东坡更有川味。以
独特的川音给苏东坡打下了浓烈的四川印记，让川剧回归本
位。我想，这也更能让川剧走进更多老百姓心里去，让人在感受
到川剧独特的味道的同时，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苏东坡就是一个
四川人，让这个了不起的大文豪更加具有烟火气。这种舞台语
言表现，让观众深受感动。

剧中一些演员表演技艺精彩，表现手法、表演技法方面多有
卓越创造，充分体现中国戏曲虚实相生、遗形写意的美学特色，
感染力强。《梦回东坡》是成功的，既有底蕴，又接地气；既让观众
深受教育，又觉得好看好耍。

（作者单位：四川省总工会）

城 市 漫 记

义渡春秋
蔡有林

菊花绽放，桂蕊飘香。晚秋时节，我应邀来到大渡口区义渡
古镇一游。这天细雨蒙蒙，下了车，我打着伞来到渡口的待渡
亭。待渡亭居高临下，只见烟雨中波平水阔的江面，横跨大江的
钢管斜拉大桥，两岸的青山、绿野、高楼。已停渡的渡口，显得格
外的静谧和安详。古渡口解说员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了义渡的
由来，在义渡口演绎的铁血西迁、抗战抢渡、保卫重钢、钢铁献
国、环保迁厂、美德公园等等，让义渡口的春夏秋冬，在我们的眼
前一一呈现出来。

大渡口原叫马桑溪渡口，因有马桑溪水在此汇入长江而得
名。这里江水平缓，自古以来，两岸百姓选择在此渡江。明朝
起，有人义务摆渡。到了清朝，渡江人员增多，有爱心绅士，买了
几只船请人在此义务摆渡，方便两岸百姓及商客渡江。渡江的
人越来越多，在渡口待渡的人也越来越多，慢慢地建起了场镇，
这个行大义的渡口，便被更名为大义渡口，简称大渡口。后来，
重钢建在附近，因重钢而建了区，取名大渡口区。我看着雨雾中
已经停用的渡口，仿佛看到，挑箩背筐的人，成群结队地上船、下
船；还有的人，赶着骡马，登上了大船。突然，有一位妇女哭喊着

“我要上船，救救我的孩子！”已开出的小船马上返回，一位年轻
小伙子和几个姑娘即刻跳下小船，把抱着孩子的妇女扶着上小
船。因为超载，年轻的小伙留在渡口，等待下一只渡船。

时光流转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武汉汉阳铁厂
西迁大渡口，在大渡口炼钢、造枪炮支援前线战士抗战。抗战期
间，爱国商人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大部分运
送汉阳铁厂设备、炼钢铁用的矿石和煤炭、出川抗敌战士的任
务。我仿佛看见，成串相连的船只，在夜色和江雾的掩护下，在
大渡口停靠卸载煤和矿石；成串相连的船只，载着掩蔽的枪炮、
热血奔涌的战士，在渡口起锚，运送到抗战前线。大渡口源源不

断地向前线运送军用物资、战士，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迎来了
全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大喜日子！大渡口，为民族大义作出过重
大的贡献！

时光流转到重庆解放的前夜。国民党军队溃逃重庆前，曾
企图将重钢炸毁。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动员，18位重钢工人，
以生命护厂，把炸药全部转移出厂，从大渡口运往远处，使国民
党军队炸厂计划落空。重钢被保存了下来，这个重要的工业基
地度过了被毁灭的劫难。

时光流转到建国初期，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开建。重钢，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根铁轨，
铺出了蜿蜒千里的成渝铁路。此后，重钢创造了中国炼钢史上
数十个第一！

时光流转到新的时代，重钢实行了环保升级搬迁，搬出了大
渡口。大渡口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提出了“公园大渡口，
多彩艺术湾”的新的奋斗目标。经过十年的努力，建成了中华美
德公园等众多公园，十年再造了一个公园式的、生态环保的崭新
的大渡口。在中华美德公园里，有一个王红旭勇救落水儿童的大
型雕像。这个故事，在大渡口广为流传。大渡口的志愿服务队
伍，“感动义渡人物”“重庆好人”“中国好人”，如春笋般不断涌现。

古渡口的雨停了，我收回了回望大渡口历史的思绪，走下了
待渡亭。此时，我整理了一下思绪，禁不住赋诗一首，记录下这
一个个难以忘怀的义渡春秋——

马桑溪水汇长江，滚滚波涛浓雾茫。
几叶小舟承大义，千只重载救危亡。
钢花飞起军威壮，铁轨铺开志气扬。
艺术港湾藏美梦，美德高洁意轩昂。

（作者系永川区作协主席）

沙是沙滩的一部分
水也是沙滩的一部分

海水充盈沙滩的眼睛
直至淹没沙滩的身体

沙滩的每一个边角，被阳光打磨
人们的脚步，磨去沙滩的任性

有人翻遍沙滩的每一个角落

试图找寻去年丢失的海螺

一次次与帆影起伏，大海让沙
滩安静下来
身体在风浪里等待，在阳光下
放光

沙滩愿意在大海边居住
愿意用身体去丈量海岸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诗 绪 纷 飞

沙滩 左利理

光雾山行吟
程崇梁

（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