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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漫 记

轨道赠我一颗糖
合唱团的训练结束后，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立即赶往轨道

交通站点，登上了驶往江北机场方向的轨道交通3号线回家。不是高
峰时段，列车上人不多，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座位。

坐定之后，一阵心慌突然袭来，头也有些发晕，我猛然想起自己
还没有吃晚饭。紧接着出虚汗、饥饿、四肢乏力的症状相继出现。我
知道自己出现了低血糖症状，离正常饭点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了。
要命的是我是一个有糖尿病史的人，如果不及时补充能量，随时可能

发生意外。最近我就遭遇了两次低血糖，因为都是在家里，及时吃了东西以后就平安
无事了。可现在在这高速行进的列车上，我身上没有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越来越
严重的低血糖信号需要我尽快思考出解决办法。斟酌再三，我决定就近下车去买吃
的。

还好，下一站就是重庆北站南广场。拖着有些沉重的步子，我向3号线出口走
去。因为对南广场不熟悉，在出站口我问工作人员，出去以后怎么走才能找到吃的。
在出口值班的小伙子回答说出去以后要走一段路才有小吃店，我准备刷卡出站的手
犹豫了。我知道南广场很大，对南广场的陌生和身体的不适，让我对自己能否支撑着
找到小吃店产生了疑问。

我的犹豫引起了小伙子的注意，那带着疑问的眼睛让我不由自主地解释说自己
因为没有吃饭，出现了低血糖，有些难受。小伙子立即从左胸上衣口袋中掏出一颗糖
递给了我，并解释说自己身上经常都带着糖果。我迟疑了一下——不是每个人都能
够接受陌生人的馈赠，哪怕只是一颗糖。我抬头一望，那张年轻帅气的脸庞上面的真
诚、坦荡、自然，将我的迟疑一扫而光。我接过糖，说了一声“谢谢”，转过身，迅速扒掉
糖纸，将糖塞进嘴里。

一丝丝甜蜜的唾液带着温暖进入胃里，那甜蜜的味道和着浓烈的薄荷清香瞬间
通过味蕾抵达全身。像服下灵丹妙药一样驱散了心慌、头昏，饥饿、乏力也神奇消
失。我精神一振，随即返回向3号线入口走去。轨道交通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颗糖，
我知道这一颗糖的能量足以支撑我回到家中。这一颗糖带着陌生人的善意和真诚，
更温暖了我的心，给了我平安回家的信心。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张俭

往 事 回 首

方斗山没有黄山的奇峰突起、险峻秀丽，也没有泰山的雄壮大气、高耸云端。
但方斗山是我一生的牵挂，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位于渝东长江以南的万州、石柱、丰都境内的方斗山，属巫山大娄山区，沿长江
自东北向西南绵延起伏，像一条涌动的巨龙，全长约140公里。其主峰在石柱境
内，平均海拔1200多米，山体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古称“倚天峰”。我的老家就在石
柱境内的方斗山麓，那里承载我思念的东西太多太多。

春天，雪融了，冰化了，一群阳雀飞来，叫醒了方斗山，叫醒了村庄。绿色是方
斗山的主角，松树、柏树、水杉，林下野花野草，郁郁葱葱，一片生机盎然景象。一望
无际的草地荡漾着绿波，像一块闪烁的绿宝石镶嵌在方斗山脉。雨后天晴，那些飘
然如仙的雾比云更媚，从长江边飘然而来，又从方斗山悠然而去，浓淡梳理着山峰，
山峰时隐时现，露出它的开阔地——千野草场。

千野草场景区位于方斗山脉岩口至瓦屋沿线，这里可举目远眺长江，江面像一
条绿玉带。回眸千野草场，地势宽广平坦，区域面积约6600公顷。每到夏天，不少
人到千野草场避暑。在千野草场的入口处——岩口，远眺森林景观，水杉像大地手
中的画笔，它们俯身向方斗山脚东去的长江，饱蘸江水，再伸向山脊的轮廓线与天
际相连，去索取那些让黑夜逐渐褪去的黑灰色，返身将这色彩涂抹到各个山岭。于
是青草坡水杉林、人工林……一齐挥动画笔，让连绵起伏的方斗山，去迎接太阳的
第一缕曙光。

近观千野草场，开阔的草地上裸露出怪石嶙峋，千奇百怪的石芽、石笋、石林组
成的十里石山，犹如波浪滔天。那一片茂密的森林，一片潮水般的岩石，一片绿色
的草地，一群黄、白、黑相间的牛羊悠闲地啃着青草。漫步走进麻坪石芽景区，只见
成片的石芽汇集在一起，构成一幅生动有趣的石芽丛景观、牧草景观、火棘景观。

火棘景观是最具象征意义的。火棘是它的学名，当地老百姓喜欢叫它土名“红
籽”“红军果”。九十月，火棘果实成熟后，像玛瑙一般，漫山红遍，久缀枝头，一串一
串的，绿叶托着小红灯笼。摘一些品尝，那种淡淡的甜中带酸的滋味，深藏我心底，
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忘记。我小时候，方斗山一带，火棘不是稀罕物，一出家门，伸
手可触。当火棘红了的时候，我们背着小背篓，手里拿着一个小圆盖，选颗粒又红
又大的火棘。左手托着圆盖，右手用小棍敲打一串一串的火棘，拿回家用大圆盖摊
干，然后同干红薯丝一块用石磨磨成粉末。再用温热水搅拌，像做馒头一样，或蒸
或煮，能解决活下去的大问题。据资料载，红军长征途中，也吃过火棘，所以又赋予
它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果”。

如今人们把眼光投向纯天然绿色食品，尤其是山林里的野生菌类备受青睐。
每到春夏之交，方斗山回馈给人们最好的礼物就是纯天然的绿色菌类“九月香”。
它们大多生长在落叶丰厚、土地肥沃、空气清新的松树林里，姿态各异，它们的共同
点就是像撑开的一把小伞，由菌盖、菌柄、菌褶、菌环、菌根等部分组成。有的一身
幽绿，有的金黄，有的色彩斑斓，舒展不同的身姿，展示不同的韵味。本应出现在每
年的九月份，才无愧它们“九月香”的大名。可它们偏偏早早来到这个世上，每到阳
历六月左右，却是生长九月香的黄金时节。尤其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时，更是生长九
月香的最佳时机，人们或背上背篼或拿着提篮到松树林里采九月香。东瞧西找，一
朵一朵的，有的裸露在地面，有的半遮半掩羞涩地躲在松针下，用食指和中指夹住
菌根，然后一朵一朵小心地放在篮子里。

时间如划指的清风，转眼间我由南到北，离开方斗山十多年了。其实，我并没
有走远，那满目青山绿水的方斗山，时时涌进我心里，是我永远的牵挂。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方斗山之恋 高兴兰

文 艺 范

诗 绪 纷 飞

致忠县农民画工
石春雷

握锄的手与握笔的手耳鬓厮磨
力道与姿势恰到好处
不管是季节的芳香还是温度
即便是遥不可及的远古
在这群人手中
生活被打磨得流光溢彩
岁月留痕的挥舞全是艺术

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震撼和颠覆
怀疑自己的眼睛短路
在色彩交融的画室中走火入魔
栩栩如生的意境
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故事
被注入生命和灵魂
悦耳的强音内外翻腾

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啊
流转着时光和年轮
性别与年龄都不是问题
职业更不会随往事定性
只要执念拿起心中的那支画笔
未来的世界一定五彩缤纷
不朽的笔就能绘出时代的倩影

假如，借你一粒尘土
从此你便是大地山河
而今和远古都是你凌驾土地的故事
假如，借你一缕春风
从此你便绿意满怀
村村寨寨都是春光无限春意盎然
只有你才是使者，才懂花开的声音
握锄握笔的手见证一切

（作者系重庆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诗化的重庆和眼前的母城
——观电视节目《诗行长江·重庆篇》渝中之旅

许大立

因为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在参加这档
节目初期调研时，我内心是抱着怀疑和忐忑的。以地方电视台的一
己之力，似乎没法去挑战经典。何况诗行重庆，用古诗词引出这座
城市的来龙去脉，去展现它的无穷魅力，一些报媒也做过，这个节目
再做一遍有意思吗？

直到观看了这档60多分钟的节目，方晓得我的担心多余了。
这是一档用诗引路但不拘泥于诗情画意的节目，也不仅仅用诗去诠

释历史和当下的故事。编导别出心裁，请来了大名鼎鼎、学富五车的故宫博物院前院
长单霁翔先生、城市历史文化学者何智亚先生、重庆籍演员熊乃槿和喜欢中国文化的
青年老外阿雷，再由著名主持人何苗苗带着他们开始了最具代表性的渝中母城游历。

渝中母城的故事从朝天门开始。这是合理的，因为农耕时代陆路艰难，多数人借
助于水路，把朝天门作为登临重庆的第一站。笔者也是，无数次离开或者回归，朝天
门必定是起点或终点。何苗苗作为重庆本地人，这次没带大家去脚下的朝天门零公
里，而是带领“团员”登临来福士大楼的绝高处，远眺大江东去，俯瞰时代巨变。古诗
词从这里开始，新时代就在脚下。因为有单霁翔先生在，所有历史文化的探讨都是一
碟小菜，而且这位先生幽默风趣，有他，一盘棋都活了。笑谈中和他以及他的搭档，一
起去了山城巷、湖广会馆、通远门、巴县府衙和时尚的解放碑，最后结束在闻名遐迩的
洪崖洞。编导用独特的视角和巨大的信息量，讲述了一个更具烟火气的渝中母城、重
庆新城。

作为一个出生在李子坝长在新华路的重庆人，对于渝中母城的故事可谓耳熟能
详，故我更关注节目中新的发现和挖掘。比如太平门与巴县衙门、余玠帅府遗址等。
这些著名的考古挖掘现场我十年前就来参观过，一直对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非常期
待。比如解放碑的历史变迁和它蛛网般的地下通道，无论用于救命或者经济发展，都
显示了悲壮与华丽的两个极端。所幸此片都有涉及。重庆母城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
明太过丰厚繁茂，这一版的采撷与组合并没有面面俱到，着重于九开八闭的城垣之
内，有选择有侧重，无疑是有见地有眼光的。而且，剧组对于重庆的文化不仅仅固化
于既往，固化于经典，还有新的意外阐述，比如洪崖洞，引用了郭沫若先生的名篇《天
上的街市》，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当然，个人以为，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沿袭以往大片的铺排和格局，用60
多分钟推出这档节目，似乎稍长了些。因为各种打扰，我分三次才看完这个节目。它
的好看不必赘述，可否将之一分为二或者三，学学短视频和短剧的作派？再有，单先
生是国家级文化大师，可否让他的衣着外表多一些学者风度，而女宾的服饰似可更时
尚明丽一点。还有，诗说重庆，不一定拘泥于古诗词，古诗词的语境毕竟离我们太远，
是先古洪荒，是农耕时代，应该插入一些现代的诗话了。

总体讲，此片制作精良，慧眼识金，景色绝美，故事灵动，诸多人物，活泼有趣。编
导跳出固有的叙述模式，探索新时代的镜头语言，无疑是有个性是成功的。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