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讲讲 述述

责任编辑：黄尚恩 电话：（010）65005101 电子信箱：xinzuopin@vip.126.com 2015年11月11日 星期三新作品

北
方
雪
村

北
方
雪
村

□□
陈
有
仓

陈
有
仓

■■现现 场场

乐平里是极普通的村子，也是极不普通的村

子，它默默无闻，又声名斐然。一个小村儿，却诞

生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在这位诗人的影响下，村

里一直活跃着一个著名的诗社，叫做“骚坛”。

骚坛始于何年，渊源究竟有多长，汉代？唐

朝？宋、元时期？这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始于明

代是有依据的，这依据就是“黄氏族谱”的记述。

乐平里的黄氏一族都是江西人，洪武年间奉旨移

民，由江西至湖北，又从荆州到夷陵，“怀秭归屈

左徒灵均之高风，慕骚坛之古迹，落业三闾”。三

闾，是地名，就是乐平里，历史上乐平里也曾是三

闾乡。黄氏来三闾，是“仰屈原高风，慕骚坛古

迹”，看来他们是颇有诗人情怀的家族。在他们

看来，骚坛已是古迹，证明骚坛存在久矣。由此

可推，骚坛至少始于明代，甚至可以朝前推很长

一段时间。600多年的历史，可以算一个很古老

的诗社了。

因为时代久远，明代骚坛没有留下什么诗

作。

清代骚坛繁荣，诗人众多。杰出的诗人要数

向国庠、向鸿翥父子。向国庠著有诗集《笔山诗

草》，录诗百首，还有许多诗作散失民间。谭启文

写得也很好。谭启文，号炳轩，生于清朝同治年

间，写诗颇丰，但留存也甚少。他有一首诗流传甚

广，这首诗背后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州学训导李

香斋，自诩“香山九老”，听说乐平里有个骚坛，执

意要去见识一番，他请刚从省立师范学堂毕业的

周陶卿一同前往。谭启文也邀约骚坛诗友们迎

接。两方见面，真有切磋一番的味道啊。李香斋心

里是瞧不起人的，骚坛写诗的几个泥巴腿子能算

老几？诗能摆上桌面吗？于是先发难，要谭启文先

写首诗，然后他再以诗作答，一唱一合，看谁来得

快、写得好。谭启文略加思考，晃脑吟道：“忽逢大

敌战骚坛，风雅宜人眼界宽。愧我抛砖卿引玉，劳

君说项共瞻韩。青莲逸韵千秋在，白雪阳春一曲

弹。只恐江郎迷五色，行间珠玉等闲看。”

谭启文秀口一出，骚坛诗友们也七嘴八舌，

纷纷作诗。李香斋和周陶卿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了，怎么能用诗歌一一作答呢？乐平里人有良好

的诗的基因，从小就在诗的氛围中长大，说话有

韵味，吐词是平仄，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州学训

导哪是对手，他们小瞧了这些拿锄头的人。周陶

卿虽学识博渊，但诗青涩，味寡淡，意韵薄，怎是

骚坛诗人的对手？周陶卿见势不妙，绞尽脑汁，匆

匆应对：“香山高会气如虹，五岳归来眼更空。羡

君才艺推倚马，愧我技小似雕虫。曾经沧海难为

水，甘向骚坛拜下风。觅得诸公佳句在，呼童收入

锦囊中。”

清代，骚坛诗人们写诗无数，现在留给我们

的还有一千多首。

民国时，骚坛薪火相传，诗歌仍然兴盛。活跃

的诗人有黄家驹、谭有章、李东原、谭光旭、谭光

沛等。1948年，又正式成立了“骚坛文艺月刊社”。

凡是会员，一月一聚，不得旷社，聚时必吟诗修

文。黄家驹，是此时骚坛的领军人物，曾读私塾十

年，后又教私塾多年。他熟读《离骚》，也能信笔骚

体，性格开朗，幽默健谈，其诗自由豪放，不拘一

格。可惜，我在翻阅骚坛的档案时，只读到他两首

诗，都是骚体。谭光旭，村里人叫他“木腿子诗

人”。辛亥革命时期，他走出大山，在北伐战场扛

过枪、打过仗。木腿子诗人走出乐平里时，还是一

个胳膊腿儿健全的热血男儿，20多岁回到乐平

里，却少了一条腿。他安了一只木腿。他藏于自家

阁楼上，苦读《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两耳

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书读够了，他便

在村里办起了私塾，招三四个学生，收五六石粮

食，这样就可以谋生了。教书之余的全部精力就

用来写诗。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屈原，是屈

原给了他力量，是《离骚》给了他意志，是这片诗

的沃土给了他创作的冲动。木腿子诗人一生写

了几千首诗，1962年，这位诗人饿死了。“文革”时

期，儿女们害怕这些诗歌会招来祸端，便秘密地

焚烧了。

“文革”期间，骚坛停止活动，诗人纸笔高搁，

嗓子嘶哑，整个村庄也没有写出一首诗作。诗不

仅与诗人们的心境有关，与经济有关，也是与政

治有关的。诗要表达思想，思想禁锢，诗人们也难

有诗情。

季节总是轮回的，春天还会再来。1982年，谭

光沛、杜青山几个写诗的农民，发起恢复骚坛的

倡议，响应者众多，这就像一棵树上的鸟鸣，会唤

起了众多的回应。是鸟，就会鸣叫。

五月初端午节这天，骚坛正式恢复成立了。

选举乡村篾匠谭光沛为社长，通过了章程，发展

了24名会员。章程规定，社长必须是农民，会员也

都是农民，确立骚坛是农民诗社。这是从古至今

一脉相承的。每年都要举办骚坛诗会，诗会地点

就是屈原庙。

骚坛重建诗友安，屈子遗风今又传。

五月初五端阳节，就是屈原故里诗人节。五

月，端阳花举着火红的喇叭，也在屈原庙前绽放

了。

这一天，泥腿子诗人们从山包包上，从山凹

凹里，来到屈原庙，聚集一堂，比文赛诗，共吊孤

忠。诗人们将带来的苦艾，用红纸红布条系扎后

插在庙门之上，接着在屈原的塑像前叩首焚香，

祭祀一番，再唱上一曲招魂曲。然后，大家都掏

出自己的诗作。赛诗会上，说不好普通话的，就

用土腔吟唱。吟唱的，都是凭吊屈原的诗，主题

精纯不杂。

诗人们在屈原庙里唱和，互相欣赏和品味，

不吹毛求疵，不卖弄炫耀。为纪念屈原，诗人们的

吟唱都发自肺腑，都源于诗人的血液、骨髓和最

纯洁的灵魂。例如，“读罢《离骚》掩卷思，屈公何

故不适时。忠心一片付流水，越想越悲俨若痴。”

赛诗会后，自己动手，将各自从家中带来的

腊肉、豆腐、小菜、糯米做成家常便饭，还特意做

一些粽子，然后在庙里的天井里围坐聚餐，吃自

己煮的饭食，饮自制的包谷酒，还余兴未尽地谈

点诗，优哉乐哉，脸上洋溢幸福的笑容。原本幽静

凄清的古庙，顿时烟雾氤氲，艾粽飘香，诗语喧

哗。诗人们把诗稿交给守庙人徐正端，然后举着

火把归家安歇。一年中，隆重的骚坛诗会就这样

结束了。

1982年，全国一百多位诗人、作家、学者在秭

归参加屈原学术研讨会。期间，大家到乐平里考

察。为迎接他们到来，骚坛诗人们放下锄头，拿起

笔头，挑灯夜战，搜索枯肠。他们还自凑“份子”，

购买纸笔，请来村里的“书家”，将诗稿搬到了墙

上，办了一份“墙上诗刊”——骚坛诗刊，这成为

乐平里的一道亮丽风景。之后，骚坛举办诗会后，

便将农民诗人们的诗抄誊到土墙上，在村头又一

次发表，让全村人欣赏，让行人们玩味。诗人们的

欲望膨胀了，他们觉得乐平里的阵地小了。两三

年后，他们把诗歌墙刊办进了县城，一时也引起

了山城的喧嚣。真是很难理解：他们收获的有用

的粮食运进县城，总是没有声息，而他们笔耕的

无用的诗歌，一搬到县城的墙上，引来的却是躁

动。在城里的墙上办了几年后，一份油印的《骚坛

诗刊》诞生了，于是又多了一种与外界诗社进行

交流的媒介。

每年端午，农民诗人是怎样过节的，是怎样

准备诗会的，又是如何在台上露胳膊伸腿儿的，

大小媒体感兴趣，纷纷来采访。当然，媒体看重的

也不全是诗篇，更看重诗人的精气神儿。乐平里

是一方沃土，土壤的底肥是屈原的文化，骚坛世

世代代不衰，是根扎进了底肥。骚坛传承屈原文

化的信念永远不会改变。

乐平里的“骚坛”
□□周凌云周凌云

总会在一场淋漓的夜雨声中醒来又睡去，雨城的冬日，像

暮年和归处。

日渐陈旧的楼房、街道身陷碧水青山而云遮雾绕。太阳一

出，就被青衣江面的锯齿山峰割伤。天，终日落泪，用所有的湛

蓝和明丽为太阳疗伤，一次次听风说起，青衣江是个胸襟宽广

的女子。

接连数日小雨，等不到放晴。姑姐撑开三把雨伞，一片晴天

就在我和雍贝头顶上方盛开。这趟，我们要去登距离雨城不远

处的一座青山，传说它林木葱茏、四季青碧。在旅游车站搭乘开

往景区的白色商务专车，半个小时，我们就抵达了。因为是雨

天，又过完了年假，游客稀少，宽敞的观景车只载了我们三人就

往山上驶去。公路两旁用铁丝网围栏隔着密匝的阔叶林、竹

林。车窗玻璃外层沾满雨水珠子，不时滑落成线。导游是位年

轻的女子，一直埋头玩微信，她自说自话：“凉山那边发生火灾

了，说是一个疯子放的火，禽兽！”迎面，一道高大紧闭的铁门，随

景观车临近分别朝左右两边自动打开。导游依旧埋头说话：“车

已进入猛兽区，不要拍打车窗玻璃，以免惊吓猛兽。”我们屏住呼

吸，随一道道自动打开的铁门，看着车窗外密林中缓慢掠过的老

虎、狮子、棕熊、野狼。它们体态轻盈，不急不躁，在林间走动，站

立，抑或蹲身歇息，早已习惯了头顶缥缈的细雨及车窗内注视的

目光。

进入可行走观赏的动物园林区，我们便下车步行，由一路

的指示牌导航前行。

一处假山环抱的土院中，几只驼羊和一匹小马驹站立雨

中，见有人来，驼羊就围拢上来。淋湿的驼毛光滑柔顺，如卷

发，一绺一绺垂下。一位管理人员手拿几个小纸袋阔步朝我们

走来，说是卖饲料，10元一袋，买下可喂食它们，驼羊的嘴唇就

已经凑到了我们手上。饲料是用水浸泡过的饱满的玉米籽，放

几粒在掌心，一只驼羊就热爱地食用起来，其它几只便知趣地

走开了。小马驹则躲到不远处机警、敏锐地观望。

斜坡，拾级往下。眼前出现了一头白牦牛，仿佛电影《转

山》中的一场梦境。一位五十开外的男人，手牵住从牦牛鼻孔

穿出的麻绳，见到我们，便立马祈福般的地念叨：“观音的坐骑，

牛魔的妹妹，路过的神仙要不要骑上去留影。”它来自海拔

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相比黑牦牛，实属珍稀。它秉性豪迈

不羁，此刻却温顺，眉目低垂。一对角上扎满了红红绿绿的绸

子，通体的白毛被梳理得丝丝缕缕。经主人耳畔这么念叨，白

牦牛似乎早已淡忘了自己原本是谁，身在何处。

山路起伏，转折，通向一个宽阔平台。一股刺鼻难闻的气

味迎面袭来，接着两峰高伟的骆驼就立在前方了，一峰见着有

人靠近就朝空旷的平台边沿走去，身影孤独。另一峰不停地来

回走动，地上的稀泥合着它的粪便，不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

味。游客从旁路经，脚步匆促，掩鼻而过。我走近它，它那么孤

傲，一座山一样的冷峻。我们是第一次相见，它目空一切。我

却暗自纳罕它突兀的驼峰和仰望的高度。

门口，一块糊满稀泥的小牌写着猜谜语：骆驼的驼峰用来

储存什么？我想，是水。答案就在背面，写着：脂肪。骆驼的

眼、鼻、耳，睫毛、平足等所有一切，似乎都是为在沙漠生存和远

行而生长的。

离开骆驼，一条小径，逶迤穿竹林过去，偶然一只五彩鸟雀

从路上扑哧飞过。一只深红羽毛的鸟儿在小径中央走走停停，

也不飞离。路人经过，要为它的美丽轻轻绕行。静静凝听林中各

种鸟雀鸣唱，陌生而恬噪。这时，手机来电的蝉鸣也跟着响起，

一只蓝色孔雀从身后的一棵树旁忽然冒出，然后拖着长长的金

翠尾巴隐没于密林深处。走出林子，通过一方人工岩洞，洞口设

置了一处木雕长椅，椅子的左右把手上分别停落着两只蓝色孔

雀，它们一动也不动。拍照要付钱，与孔雀合影要加双倍的价

格。姑姐说，你那么喜爱孔雀，去合影吧，不然遗憾了。爱孔雀是

因为它洁净的品质，与它靠近，希望是三只孔雀的相遇。只是，

我忽然到来，那么仓促，没来得及整理好蓝色的羽毛。

时值正午，我们观赏到了动物的行为表演。

在一处绿色雨棚遮风挡雨的小型表演场地，一群鸟儿分别

栖落于几位管理人员臂弯，整齐登场。一只被称作公主的白色

鹦鹉尤其出色，爪子和嘴壳并用，随不断变幻的音乐缓缓升起

彩旗，有节奏地滚动小球，展开翅膀轻轻舞蹈，识别游客递来的

钞票。其它鸟儿安静等待，主持人报出它们名字时，它们就拖

着系在脚部的长长细链，从管理人员臂弯依次纷纷飞出。

等到鸟儿们退场，两头庞大黑熊分别挽着两位驯兽师的

手，摇摆登场。它们骑单车、翻筋斗、跳恰恰，模样憨态可掬。

每次完成一项表演，它们都会卯足劲地奔走到驯兽师面前索要

食物，吃完继续尽其所能。那些食物会激发一股强盛的欲望，

为此，它们险些都要开口讲人话了。

七八只小猴登场时，场面凌乱而热闹。它们表演走钢丝，

双手举着花束、头顶小球，也顶碗，动作伶俐。一只小猴在走钢

丝途中拒绝走完最后一程，就翻身下去了。管理人员用力一

拉，套牢在它颈上的绳子，小猴被迫滚到了他面前，他发怒朝小

猴的腹部猛踢一脚。小猴双手抱头护着，我心就痛了。那刻，

我站起来了，后来又坐下了。我无力为小猴做点什么。管理人

员接着又一拉套牢在小猴颈上的绳子，小猴便顺从地爬上钢丝

继续表演，极其认真。表演完毕，其它小猴都站立钢丝上将手

中的花束和小球巧妙抛向管理人员手中。而那只被踢的小猴

却伸长了手臂，亲自把花束和球递到管理人员手中。它还幼

小，却要学会忍耐和讨巧。小猴的经历触到了我的记忆。原

来，我是个胸襟不宽的女子。

主持人报节目，猛兽表演。在另外一个通道口，一群老虎

和两头狮子带着自身的英武和威猛傲然上场。它们登梯，瞬间

越过时空一样的距离，越过驯兽师设置在高空中的一道独木桥

及桥上紧密的梅花桩。我心随它们穿行，它们偶然会张大

嘴，露出锋利的牙齿，面朝观众，完成一次意味深长的喘

息。它们已被驯服，与所有登场的动物一样。我想，那驯服

的过程不是靠近它们说些感心动耳的话，也不是用手抚摸它

们的毛皮，一定不是。

一曲葫芦丝《月光下的凤尾竹》响起，一头庞然大物就登场

了。主持人说，它是来自缅甸的大象姑娘。它怀念家乡，只要

听到葫芦丝的乐曲，它就会翩翩起舞。果真，大象随曲子登上

一条方凳上，一起一落，体态笨拙而富有节奏地为大家展示舞

蹈。背井离乡，这个词汇用在此处，如此相投，也如此心酸。表

演结束，主持人说，有爱心的观众可买下管理人员手中的苹果

亲自喂食大象。我与雍贝买了好几袋子以犒赏大象姑娘，大象

见到苹果就把长长的鼻子温柔地伸向我们，展开杯盏大小的鼻

翼，吸住苹果后放进嘴巴，接着又伸来索要。

表演是在几声零落的掌声中结束的，雨还在落。

这一路到头，我行走，沉思，自省，仿佛自己就是一只与山

林失散许久的禽兽那样无措。登上山顶就是出口了，漫天瞬间

飞舞轻清雪花，回望眼下青山，一派缥缈迷茫。时光静止，你有

在听吗？

北方的乡村雪后倍显神奇、魅

力和诗意。

立冬过后，人们总是翘首以待，

期盼着一场沸沸扬扬的鹅毛大雪如

期而来，让劳累了春夏秋三个季节

的大地盖上厚厚的棉被，舒适地休

整上一个冬天。今年的雪来得真

早，立冬后就下了一场厚厚的雪，小

雪之后的第二天，雪花又漂白了大

地。真是瑞雪兆丰年。当雪花迈着

轻盈的舞步，踏着舒缓的节拍轻轻

走来，点缀着树枝，覆盖着大地时，

整个村庄更加宁静、美丽、悠远。那

朴实无华的乡村雪韵，原汁原味的

雪域风情，憨厚质朴的民俗民风，犹

如冬季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冬日乡村的生活单纯，但不寂

寞。每到飘雪的日子，哪怕雪下得再大，早晨

起来，男人们总是拿着扫帚木锹，开始清除院

里、房顶、门前和附近巷道里的积雪。还要到

场院去清扫，场院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早起

的孩子们，也跟着大人一块儿出门。或是和

其他的小伙伴在雪地里打雪仗，抑或从家里

拿来旧衣、旧帽、木棒等道具，穿梭在大人们

清扫的空隙里，堆雪人，肆意地玩耍。最有趣

的是，把雪人当成坏人，拿上木制的刺刀浑身

乱戳，嘴里不停地叨叨：“你还干不干坏事？”

“还来不来欺负我们？”大家玩得那样开心快

乐。饿了肚子的胖乎乎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在

清扫了的场院里飞来飞去地觅食，有的混在

孩子们的行列里，没有一点恐惧感，或许为了

觅食，连命都不顾了。

明晃晃的太阳出来了，像一张硕大无比

的网，将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璀璨的五光十

色的光芒中，村庄仿佛掩映在银色的海洋里，

荡起祥和、欢乐的气氛。快到中午时分，大地

蒸腾起白色的烟雾，缭绕在村庄的上空，宛若

仙女身上的飘带，在袅袅飘动，把村庄掩映在

如梦似幻的仙境中。

这雪的到来，好似特意给男人们放假，放

假了的男人们也闲坐不住，就三五成群地相

约到家里，盘腿围坐在泥土炕上，开始喝酒。

乡下人喝酒不管酒的好坏，下酒菜也不那么

讲究。一碟酸菜粉条，一碟嫩黄的炒鸡蛋，外

加一碟狗浇尿油饼，算是最好的吃食了。然

后，主人给每人敬上六杯，意为六六大顺，便

开始轮流划拳。酒过三巡，天花乱坠地侃大

山，开怀大笑，开怀畅饮，个个脸上洋溢着笑

容。一个个喝得满脸通红时，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的喜悦，其中，就有两个人开始比划着唱

起了酒令《数麻雀》：“一个嘛就（麻

雀）一（呀嘛）一个头呀啊，/两只眼

睛明（呀嘛）明啾啾，/两个爪爪扒

（呀嘛）扒墙头呀啊，/一个尾巴丢在

个后（呀）头……”他俩的表演刚结

束，又有一人唱起了打搅儿《寻鸡》：

“了，了，了嘛了/你的曲儿下来了/

我的搅儿上来了/搅得好了嫑说好/

搅得不好担待着/要唱唱得干干的/

要搅搅得乱乱的/涎水淌下两罐

子……”刚唱罢一段，喝酒的人们齐

声喊：“唱得好，来，敬你一杯酒。”唱

的人客气地说：“不好，不好，大家

来。”拿起酒杯送到了每个人的面

前，相互碰了一下，喝干了。接着，

演社火的老把式王五在众人的提议

下，手拿小碟子和一双筷子，便敲打

着唱起了民间小调《王哥放羊》：“正月里到了

是新年，/东庄的社火西庄转；/娃娃老汉往后

站，/我和王哥遇个面。/二月里到了二月

八，/亨堂峡里种胡麻；种上胡麻干什么，/王

哥给我抿头发……”王五正尽情唱着，有人已

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便跳下炕头，手舞足

蹈地扭起来。

主人家的女人给喝酒的男人们炒了菜，

便约来喝酒的男人们的媳妇，坐到房的另一

头的热炕上，相互挤在一起，主妇端来菜、馍

馍，倒上滚烫的熬茶，上炕和其他的女人们一

起边吃边做手里的针线活。她们有的衲鞋

底，有的绣花，一边扯线，一边调侃几句从别

处听来的开心话，让大伙儿不时地捧腹大

笑。被说到要害处的女人满脸通红，害羞地

攥住说者的大腿或是胳膊使劲捏。下雪后，

屋外寒冷，坐在热炕头上，会有一种别样的暖

意。一年积累下来的闲话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说出来，才能感觉到有滋有味，才能更加让人

感受到欢笑的氛围和特别的雅致。

当男人们的歌声、器乐声荡起，做针线

活的女人们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跳下炕

去，举起酒杯给男人们敬了酒后，附声唱起

来，用头巾做道具，跟着扭起来。一曲完

了，又来了一曲。“东方哎动了（者）大亮了/

东海里闪出（个）太阳来/太阳哎上来（者）照

山川/绣阁里闪出个兰玉莲……”这是民间

小调 《兰玉莲》。热闹的气氛一浪高过一

浪，期间，老把式们悄悄溜到家里，拿来了

笛子、二胡、板胡、弦子，吹拉弹唱，嘹亮

的器乐声、歌声从房屋里飘荡出去，回旋在

村庄的上空，寂静的山村顿时像过年一样充

满了欢乐和喜庆……

时光静止时光静止
□□南泽仁南泽仁

■■行行 走走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对成

都的赞美：天府之国、休闲之都、

美食之都、娱乐之都！而在我由衷

的感慨里，冠之以“智慧成都”。

四川是我的故乡，阔别40年

来，不知有多少次到过成都。尽管

每一次到成都都是过客，但每一

次都有一番新的感受。

成都名小吃，最是令人难以

忘怀：担担面、钟水饺、龙抄手、赖

汤圆、川北凉粉、夫妻肺片、棒棒

鸡、红油兔丁、水煮肉片、回锅

肉……到成都时间再短，公务再

忙，亲朋好友都要邀约去吃一餐才安逸、过瘾，甚至来

了就不想离开成都。

当然，成都平原海拔低，四周群山环抱，江河川流

不息，蓝天白云少有。自古已有“蜀犬吠日”之说，近些

年来，城市规模膨胀，人口快速发展，汽车数十倍增加，

工业制造也数十倍增加，水雾加人雾，使成都的阳光更

显珍贵，冬天不见太阳是常事。如果哪一天阳光灿烂、

天空湛蓝，成都人不说振臂高呼，起码都会从内心发出

一声感叹：今天真爽！老人们、孩子们都会走出家门，沐

浴阳光。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正因为成都的阳光珍

贵，很少紫外线的强烈辐射，养育了成都妹子美的皮

肤、美的容颜！美人、美食、美景的美轮美奂，让世人慕

名而来成都；而李冰父子、李白、杜甫、苏东坡、巴金、郭

沫若等古今名人大家，更是让世人崇敬。

今年中秋，是我工作40年来第一次休假半月，携

夫人回成都，以陪伴90多岁高龄的慈母。我们居住在

清水河畔，相邻于杜甫草堂、四川博物院、文化公园、浣

花溪公园，还去游览了天府新区、黄龙溪古镇、宽窄巷

子、清源际艺术中心、巴金和郭沫若纪念馆、四川美术

馆、金沙遗址、浓园国际艺术村，以及众多的美食

街……白天惠风和畅，夜晚熙熙攘攘，谈天说地，悠然

自得，悠哉乐哉！

感受很深的是，成都人在变。我陪同母亲去医院看

病，医院有为老人免费提供的轮椅；为了减少看病排

队，有便民服务中心，还为病人提供开水。这些点点滴

滴的小事，很体现人文关怀，展示城市的风貌。由此我

体会到，成都人更文明、更有追求了。此外，成都数以千

计的时尚高楼、无数宽敞的大道，让人感受到成都的经

济繁荣。据了解，世界500强企业已有两百多家落户成

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处处显示。

我在思索，我在发问：成都之变源自何处？

我在网上看到一份报告，报告以就业收入增长、经

济产出、外资以及高附加值产业等情况为指标，将中国

城市分为三档：34个大城市被列为第一第二档，232个

中小城市进入第三档。成都名列前茅。报告指出，成都

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理由是成都是理想的

科研教育基地，善于培养吸纳人才，航空、航天以及电

子工业发展突出。除此之外，成都还在利用低税收吸引

外资等方面享受中央政策的支持。我是川人，看到这一

消息，为成都的发展而高兴。

“智慧成都”，是客居他乡的川人对成都最诚挚最

深情的赞美：“人杰地灵老天府，耍都食都誉五洲。千楼

万苑似锦绣，智慧创造新成都。”

智
慧
成
都

智
慧
成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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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

藏原羚 奚志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