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安
一个人的生活历程给她的创作留下的痕迹有多

深，是可以从她的处女作中找到答案的。马万里的中篇
小说《红沙场》，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了。

“我”是一个家庭里的老三，上面的哥哥和姐
姐，下面的两个弟弟都是各有各受宠爱的理由。而夹
在中间的我，是“老大娇，老小娇，中间夹了个现世
报”，活该是所有孩子中最苦最累的那一个。从小就
受了娘的各种指派干活，男孩的活也干女孩的活也
干，屋里的事娘严格要求，外面的事也慢慢地都是

“我”来出头。终于，我长大了，到了一家子出个事
都能找到我的分上，也到了家里的大事来的时候。因
为房屋的纠纷，当初父亲和母亲出手帮忙过的老乡丑
家，后来成了原告起诉了“我”家，此后的十几年
里，一家子就都耗在了这个事上。直到父母、大哥都
死了，小弟也出了事。直到最后，“我”在等待判决
的过程中和律师到深山遇到了狼，经历了精神上和肉
体上的巨大折磨后，终于把多年来的压抑释放出来，
做回了自己。

这是个中山狼的故事，被帮助后如何忘恩负义到
极致的活表演，就是小说中的丑家一家人。但是作者
没有从这个故事入手，她从人物的成长史开始，从家
族史说起，她记忆中的家里人都有着美好的过往，尽
管开始部分有许多情节并不太美好，但是也没有让读
者读来难受，那些发生在“我”懂事前的事情，也
多，但是都一掠而过，重要的事都发生在这之后。这
个家里的母亲不知道是从什么角度看出来“我”是这
个家庭真正的可造之才。

从“我”被母亲进行的各种严厉教育开始，小说
就进入了真正有活力的部分。母亲的严格要求促使我
最终一步步发展到家务方面的全才，而随着读书的增

多，见识的提高，甚至勇气也随之增大到比家里的任
何一个人都强的地步，于是许多需要壮大胆子鼓起勇
气做的事情，都变成了“我”的任务，而“我”也从
来不让家里人失望。这些都是伏笔，为了后来要写的
和丑家进行的战斗而做的准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纠纷的起因比较奇怪，和通常意义下的纠纷相比有点
太简单化了。虽然可能确实有这个事情的原始线索模
板，且就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一篇小说，这个线索的
设置仍然显得不是很成熟，或者说，成熟的小说家在
设置起因的时候，往往要更谨慎也更周全，让主人公
被起因折磨并无法摆脱，十几年都这样暗无天日地过
着，是需要一个能说服读者的充足理由的。但是让读
者可以接受的是，这和房子有关，对现在的中国人而
言，房子的位置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有多少人是被房
子改变了命运的。尽管小说中的事情发生在许多年
前，但是对于房子的关切仍然让许多人可以自行脑补
因为有可能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房子而进行的抗争，
这是个好看故事的心理基础，也是这篇小说的主要脉
络，作者选取了这个事情作为从此绊住“我”人生的
引子，是非常有社会观察力的表现，也是作者能抓住
读者心中痛点的表现。

红沙场是小说中“我”家的所在地，也是让一家
人牵扯时间精力十几年的案件的发生地点，同时也是
一家人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地方，对“我”一家人和这
个小说中的故事来说都是有着难以代替的作用和地
位。像这样的地点，往往会被作者反复地描摹，而在
本小说中，只是在开头部分讲述事情起因的时候简短
地提过，后面再提到都是片段和只言片语式的，是作
者很俭省文字的主观意识的体现，说事情到清楚的程
度可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小说中的
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和缘起，到底该给什么样的笔墨，

或者说这笔墨应该到什么程度才叫合适呢？对这个程
度的把握应该是区分一个作家成熟度的有明显标志的
区分。这里小说家对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的发展有了
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补充和延展的成分，只是在延展过
程中，有其他的事情夹杂进来，大姐的离婚，大哥的
车祸，父母的去世，小弟弟的出事，这些都和房子拧
在一起，成了需要作者将故事进行下去的要素，每件
事情都是家庭里很大的事情，时间在改变的同时也改
变了人物的命运，而“我”的命运始终如一，都是这
个家起顶梁柱作用的那个人，所有的事情都是负面的
承受，和周围的亲人也不能和谐共处，直到把“我”
压抑到频繁地想爆发的程度。鲁迅说过：“不在沉默
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
说，也是一样的。沿着人物的发展脉络写下去，同时
也给故事一个合理的结局几乎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天然
任务。所以，当“我”在野外遇到狼且经历了巨大的
精神折磨后的爆发，才是合乎情理的，尽管从创作的
角度看，可能稍显突兀了些。人是复杂的动物，有时
候，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取舍到底是什么标准。

整篇小说如果按照一个处女作的标准来要求的
话，应该说完成得很不错了，而且，可以明确地感觉
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自己心中的各种限制的突破的
勇气，她的勇敢、她对生命的不屈服，都在这篇小说
中展示出来了，甚至展示得都有点过分了。但是如果
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开头部分的长篇叙述的必要性，更接近散文化的
笔致以及整体结构上的可以商榷的地方，都还有要提
高的空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更何况这是一个诗人往小
说转型的一个好的开头？值得继续下去，期望能看到
作者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写作中逐渐突破自我
——读《红沙场》有感

■特约撰稿人 乔聚坤
近年来，广场舞发展迅猛，连乡镇各村都搞起

了广场舞。我到农村采访，看到几乎每个村都建有
群众活动广场，且有活动器材。我曾思考过群众为
什么喜爱广场舞这个问题：一是因为广场舞贴近现
代生活，所选的曲子大都是群众喜爱且流行的歌
曲，舞蹈本是思想情感的体现，“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能够表达群众的心声；二是因为广场舞既美体
又健身，学起来难度不大；三是广场舞参加人员
多，大家齐聚一堂，何其欢乐。近年来，我市文化
部门加大了对群众广场舞的辅导力度，演出水平也
越来越高。

这不，文化馆办广场舞比赛，邀我当评委，我
欣然前往。比赛就在黄河广场举行，颁奖结束后，
得一等奖队伍里的那个领舞者很有礼貌先走向我，
面带笑容、恭恭敬敬地喊我：“姥爷，你不认识我
么？”

我一惊，仿佛见过，可不知道在哪儿，更不知
道为什么叫我姥爷。她马上道：“我是刘庄王霞的女
儿刘佳啊。”哦？王霞，是我大妮姐的女儿，没想
到呀，她们一家人都喜爱文艺。

想起大妮姐，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她的秧歌队。
那是 1950 年，大妮姐是我们村土改运动的积极分
子，后来当上了村妇女主任。在庆祝农民翻身得
解放的时候，她带头向从延安来的女区长蔡大姐

学秧歌。秧歌简单好学，鼓点简单，男的头上勒
个白毛巾，女的剪短发，腰里束个彩绸用手舞。
她们的秧歌队常常从村东扭到村西，不仅给村民
带来了欢乐，也表达了翻身农民当主人的愉快心
情。

就在那年，我们村办起了小学，我也上了学。
村里有秧歌队，我们学校有腰鼓队，腰鼓队也是蔡
区长教的，我不仅参加了腰鼓队，还当了领队。

高中毕业后，我先是回村当民办教师，后来调
县文化馆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戏剧比赛
时，我见到了大妮姐的闺女王霞，那时，她是她们
村业余剧团的演员。王霞像大妮姐，性格泼辣，唱
戏她唱反串、唱黑头、唱红脸，且唱得好。后来，
她被县剧团看中了，就调到了县剧团。

我奇怪的是，有一次我到剧院看戏，发现她饰
演的不是包拯而是秦香莲。演出后，我到后台问她
怎么改了行当。她笑着说：“舅，作为一个演员，什
么都得学。”我说：“行当好改么?”她眉头一扬说：

“人不能怕困难嘛。”她扬头说话的样子和神情，活
生生一个当年的大妮姐再现。

大妮姐姓乔，叫乔大妮，是我福大伯的女儿。
福大伯无儿，只有她这一个女儿。那时的农村，无
儿户被称为“绝户”，说是后继无人，被人看不起，
所以福大伯一家常受到一些村人的欺辱。福大伯为
人实诚，不喜惹事，大妮姐就不同了，小时候像个

假小子，敢上树，敢和男孩打架。到了谈婚论嫁的
年龄，她不听媒人言，自己找了个对象不说，还在
结婚时倒插门，娶了个女婿回家。她的女儿王霞，
在县剧团干得一直很好，后来当上了业务团长，直
到2010年退休。现在虽然是60好几的人了，但仍然
组织一个民营剧团到处奔波演出。

看到站在我面前的刘佳，我问她怎么也学跳广
场舞。她说，她是他们村的村主任，这两年，驻村
第一书记不仅带领村里脱了贫致了富，修了路，安
了路灯，还给村人建了文化广场，在村里成立了腰
鼓队、广场舞队。她是村主任，自然得积极参加。
她恳求道：“姥爷，你到我们村看看吧！俺知道你能
编能导，要给我们辅导辅导。”

我说：“你们的舞蹈真是不错，大气、构思新
颖、表现独特，让人看了觉得眼睛一亮。要说辅
导，我还得向您学习，你们自己就有高人。”我问这
舞蹈的导演是谁，她说：“啥导演，那是我的孩子，
他在北京舞蹈学校读大三呢！利用春节给我们排练
的这个舞蹈。”

我吃了一惊道：“你的孩子?”刘佳道：“这孩子
随他姥姥，爱唱爱跳，所以当初就报考了北京舞蹈
学院。”

从大妮姐到王霞、刘佳，再到刘佳的孩子，他
们一家四代人都喜爱文艺，这种文艺情结，不正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代代相传的最好见证吗？

一家四代人的文艺情结

■马 军
郾 城 区 第 一

实验中学内有一
形 状 像 塔 的 石
碑，因下面雕刻
有蟠龙立柱，也
叫龙塔，塔的四
周 曾 刻 满 了 篆
文，当地人称之
为“龙塔古篆”，
被列为旧郾城八
景之首。唐宋时
这里有一座规模巨
大的寺庙——彼岸
寺，龙塔正是为纪
念北宋时重修彼岸
寺而立的。说起彼
岸寺，当地人娓娓
道来：杜甫在这里
观看过公孙大娘舞
剑，韩愈与李正封
联句作诗，其诗被
刻 在 寺 庙 墙 壁
上……

提起历代名人
与彼岸寺，不能不
提及北宋“三苏”
之一的苏辙。崇宁
三 年 （公 元 1104
年），66 岁的苏辙
从汝南前往颍川，
路过郾城，游览彼
岸 寺 后 写 了 两 首
诗。一首诗夸赞寺
中的古柏，另一首
则是《武宗元比部
画文殊玄奘》，比
部全称为尚书省刑

部比训司，属尚书省刑部四司之一，北宋前期定员
一名，为从六品上。此诗是苏辙观览了寺中武宗元
所画的文殊菩萨和玄奘壁画而写的，前四句大意
是，画佛道教题材的，前朝顾恺之陆探微并称，盛
唐时则是吴道子和他的弟子卢棱伽享有盛誉，到了
本朝时，只有武宗元可相提并论，所画的画将长留
人间，成为范本。诗中提到武宗元，则是有着“宋
代吴道子”之称的大名鼎鼎的画家。

武宗元，字总之，原名宗道，河南府白波人，
白波就是今天的洛阳市吉利区白坡村，北宋时河清
县县治所在地。武氏家族世代学习儒学，偏偏武宗

元喜欢绘画。童年时，随父亲武道拜访河阳人王
随，被王随大为赏识。成人后，王随把外甥女许配
给武宗元。王随后来官至宰相，按照宋代的规定，
高官享有子弟、门生不经过科举考试就授予官职的
特权，称为荫补。武宗元就因为王随的缘故被授予
太庙斋郎这一荫补官中最低等的官衔。

武宗元走进官场靠的虽是关系，却是有真才实
学之人，尤其绘画才能绝非一般。17岁时，王随让
他给洛阳北邙山老子庙画壁画，颇为精彩绝伦。大
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下诏修建玉清昭
应宫，此宫工程浩大，历时七年才建成，房屋达三
千六百一十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
的道教宫殿建筑。为给这座规模空前的宫殿绘壁
画，朝廷下旨向全天下招募画师，当时有三千多人
前来报名，被选上的只有百余人，武宗元独占鳌
头，这百余人被分为左右二部，王拙为右部之长，
武宗元为左部之长，总领壁画创作。

登封嵩山的中岳庙建成后，朝廷下诏让武宗元
前往画壁画，当时有十余个名家一同随行。到了庙
宇，武宗元一人独占东边的墙壁，其他的人画西边
壁画。十余个名家高手还没商量好，只见武宗元画
了一个长脚、头戴包头软巾、手拿鼓槌的人，这些
名家按捺不住，笑开了：“皇上下诏让你前来，就画
一个人？”武宗元回答道：“这就不是你们所知晓的
了。”等到武宗元画完，只见上至大大小小的臣僚，
下到干各种杂活的奴仆，分布得恰如其分，形象飘
逸生动，名家们这才心服口服。

武宗元曾在西京洛阳上清宫画三十六天帝壁
画，因为赵宋王朝为五行中的火德，武宗元就动了
点小心思，有意把赤明和阳天帝画成宋真宗父亲宋
太宗的模样。大中祥符四年 （公元 1011 年） 三月，
宋真宗祭祀完汾阴后土祠经过洛阳，来到上清宫观
看壁画，忽然看到赤明和阳天帝画像，惊叹道：“真
像先帝呀！”赶快命人摆几案焚香再拜，伫立了很
久，连连惊叹画笔之神妙。北宋诗人、三度为宰相
的张士逊为此写下诗句“曾此焚香动至尊”。

武宗元并不常常作画，即使贵人名臣经常奔走
其门下，向他求画，武宗元也不轻易许诺。京师富
商高生有画癖，与武宗元交往十余年，想得到水月
观音一轴。武宗元答应了，三年后才画成，拿着画
去拜访高生，这时高生已去世，武宗元只得焚画哭
泣离去。宰相张士逊过生日，武宗元献上消灾菩萨
二轴，张士逊特意把画挂在千岁堂里，格外珍视。

北宋的刘道醇与武宗元多有交往，曾在其家欣
赏过五代后梁洛阳画家张图画的《十王地藏》、南唐
画家郭权辉画的鹞子。刘道醇著有 《宋朝名画评》
一书，内容为五代末至北宋初的名画家小传并予以
品评，其评价历来被认为公正得当。在此书中，刘
道醇把画作分为神、妙、能三品，每品又各分上、

中、下，武宗元的画被列为神品下。北宋宣和二年
（公元1120年）编撰而成的《宣和画谱》也说武宗元
“笔法备曹吴之妙”，曹吴是谁？曹仲达、吴道子。
“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二人可是绘画史上响当当
的人物，武宗元的画作兼具二人笔法之神妙，可见
评价之高。元代的汤垕则直呼武宗元为宋代的吴道
子，而武宗元为模仿学习吴道子也确实费尽了心
力。武宗元曾在洛阳广爱寺看到吴道子画的文殊菩
萨、普贤菩萨大像，就杜绝人事十多天，专心刻意
模仿，将其绘成小幅，最终画出的与大像相比，无
论神采，还是细节，都惟妙惟肖，不差毫厘。

武宗元最后官至虞部员外郎，皇祐二年 （公元
1050年） 去世。虞部司员外郎属尚书省工部，为从
六品上，此职衔仅为发放俸禄的依据，用现代的话
说是虚职，并不理事。北宋一朝，官制共有九品。
有些画家终其一生仍在八九品的位置上徘徊，如此
说来，武宗元的官职并不太低。

让我们再一次提及苏辙。写下《武宗元比部画
文殊玄奘》这首诗两年后，68岁的苏辙又写下《画
叹》。苏辙由衷的感叹，武宗元学吴道子画佛、菩
萨、鬼神，北宋的另一名画家燕肃学王维画山川水
石，颍川的寺庙里常常可以看到，而世俗之人并不
珍视，却独独看重赵生、董生。殊不知，这二人的
画虽工而俗气，并无古代名画之意趣。哎，武宗元
燕肃仅仅离世五六十年，可谁人还知道呢？庸俗的
赵董二人却浪得虚名，真乃可惜可叹！

除了上面提到的寺庙道观，武宗元还在洛阳南
宫三圣宫东壁画有十神太乙真君，每幅都有一丈
多，在河南府广福院画回廊壁，许昌龙兴寺北廊有

《帝释梵王》，经藏院有《旃檀瑞像》，都称得上是神
奇绝妙。北宋宣和年间，宫廷御府还藏有其《观音
菩萨》《天王图》等十五幅作品。

画作真迹因其唯一性流传下来难上加难，壁画
则会随建筑的损坏、消失而了无痕迹。苏辙在《武
宗元比部画文殊玄奘》一诗中就曾惋惜，当地人对
武宗元所画壁画不够爱惜，风雨侵蚀，颜色已接近
于无，而此时不过距武宗元离世五十余年。“画圣”
吴道子一生杰作无数，但无一幅流传下来，有着

“宋代吴道子”之誉的武宗元是否也难逃此厄运呢？
流传至今的绢本《朝元仙仗图》，内容是东华与南极
两位帝君带领众仙官、侍从、乐伎去朝拜老子，老
子为道教最高的神，唐朝时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
朝拜老子也称为朝元。画中有八十七个神仙，姿态
各异，神采飞扬，最初传为吴道子所画，后经元代
大画家赵孟頫鉴定为武宗元的作品，是为壁画粉
本。所谓“粉本”，就是为画壁画所绘的底稿小样，
但是否确为武宗元所画，至今仍有争议。“风流总被
雨打风吹去”，武宗元如无真迹流传下来，这才是真
正的可惜可叹呀！

﹃
宋
代
吴
道
子
﹄
武
宗
元

■■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2019年6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陈思盈 7本版信箱：siying3366@163.com 水韵沙澧

■■
文
化
漫
笔

文
化
漫
笔

■牛 娜
婚礼过后，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包括您这一生的悲喜荣辱
父亲，有那么一瞬
我企图透过炫彩的灯光
在斑驳的时光里
找寻您曾经俊朗的身影
光阴略带伤痕，喜悦与不安嵌入太深
以至于无法分辨。只听见

岁月的河
从您纵横的皱纹里淙淙流过
您该明白
这是一场不得不赴的时光之约
原谅我的去意已决
宴席散后，让我们高举酒杯
把往事统统饮下
请扶我跨上生活的战马
即使明天，阴晴难测

婚礼

■王占恒
翰墨溢彩书写着字圣精神
文采飞扬流淌着沙澧古韵
丹青印象描绘出城乡新貌
梨园春秋演绎着天地古今

七音骨笛协奏出天籁之音
公孙剑舞激发出诗圣妙文
缤纷荧屏编导着人间悲欢
多维靓照记录着时代脚印

曲苑笑星乐坏了双拥军民
杂技绝活震撼了国际友人
民间故事诉说着历史内外
文艺批评升华了文心艺魂

文心艺魂滋润着人心气韵
明德风尚催生出德艺双馨

“三名工程”孕育着无限希望
漯河文艺迎来了明媚新春

漯河文艺之歌

■纪凤枝
这段时间，我每天读 《山楂树之

恋》 这本书，不仅仅是书中的故事吸
引了我，更重要的是，女主人公静秋
所经历的一切，我都有深深的体会。

静秋无论是从形或神都有我当年
的影子。特别是毛衣编织，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末，我停薪留职，开了家毛
线店专营高档马海毛，我把五颜六色
的毛线，用不同的针法每色编织成巴
掌大小的样品，用大相框装起来挂在
店堂，像缤纷盛开的花朵，既美丽又
另类，方便前来的顾客挑选。我教顾
客如何编织，吸引了很多年轻漂亮的
女性来学习，有时店门前都坐满了顾
客，大家有说有笑很热闹。我既经营
了生意，又经营了美丽和快乐。经过
几年的努力打拼，我把那间不足十平
方米的蜗居小屋拆掉了，并在临街盖
起了600平方米的四层楼房。

书中的故事情节，让我想起了自
己的初恋。那是“文革”中期，因父
亲有工伤，我在家待业，没有下乡，
在社区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
示，并经常手拿毛主席语录上街游
行。在社区学习时，我认识了他。他
与我同岁，且长我三个月，是个十足
的帅哥。一天，他给我一张纸条，上
面写着喜欢我，要和我交朋友。我对
他也有好感，我们就开始交往了。

那时，人们的观念非常保守，我
们也像静秋和老三那样不敢在公开场
合接触，甚至连话都不敢多讲，只是
彼此心照不宣。我那时爱看书，喜欢
书中那些美好动人的词汇，我们就以
相互写信的方式传递双方的心情和感
受。信一般都是晚上写，有时太晚了
开着灯怕父母责备，就趴在床上靠窗
的地方借月光写。我喜欢上街刷写标
语，他的毛笔字写得也很好，这是大白
天我们近距离接触的最好方式。

有一天，他通知我上街刷标语，
我正在练习写大字，他兴趣大发，要
和我比。我拿来一张信纸般大小的白
纸，写上当时我最喜欢的毛泽东诗
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
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
峰。”我写的是草书，一气呵成，他看
了看，没有单写，而是在我写的字上

照模照样地描画了一遍，使原本轻
盈、飘逸的字迹，变得浓重、浑厚起
来。

我性格开朗活泼，喜欢音乐和唱
歌，他就买了一架中山琴送我。后来
参加了工作，才想到，他没有父亲，
母亲一个人带着他们兄妹三个过，生
活过得很艰辛，不知他是如何省吃俭
用才为我买了琴。

沙澧河东西穿城而过，把小城分
为沙南沙北两大区域；京广铁路线南
北贯穿，让小城有了铁东铁西之分。
我们都住沙南、铁西，去沙北玩，不
用像静秋和老三那样担心河上封渡，
美丽的沙河大桥无论何时都耐心地等
待着我们。

记忆深刻的是我十八岁生日那年
的8月26日，我们相约晚上去铁东沙
河岸边的大椿树下见面，他买了两个
甜瓜用网兜提着。那是夏天，街上人
很多，我们不能靠近一起走，我在前
面，他随其后。我们坐在河岸边的草
坪上，有说有笑，吃着香瓜觉得无比
甜美。我们还幼稚地把每年8月26日
定为我们的爱情纪念日，那时，根本
没有想到，初恋会如昙花一现般凋落。

同年十月底，我被市国营化工厂
以两个月的合同制招工进厂，进厂后
受到各种教育和制约，两个月合同期
间表现良好的留厂工作。上班后除了
工作，还要参加很多政治活动，我们
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许多，久而久之，
也就淡了许多。那时，不知我是怎么
想的，好像也没怎么想，就提出和他
分手。他感觉很愕然，就像静秋误会
老三那样，完全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分手后有段日子，我上下班从他家门
口经过，都会看到他站在路边张望。
我知道他在等我，不忍心看他满眼的
不舍和眷恋，以后的日子就改道而行。

那时，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真
正握住他的手，是在25年后，他和朋
友到我开的酒店消费，出于礼节，我握
了他的手。从那次见面至今，我们又有
近15年没见面了。

看了 《山楂树之恋》 这本书，又
让我想起了这段青涩而纯真的爱情往
事。有生之年，我盼望着，有朝一
日，茫茫人海，能与他不期而遇……

爱情往事

其一
■特约撰稿人 鲁锁印

捻一段草绳系住往昔
氏族的血在汩汩流续
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皆有秘籍
仓圣目光如炬一一点化隐喻
夜鬼哭，怪力乱神丧尽伎俩
天雨粟，华夏自此生生不息
指事象形画原始的姿态
形声会意写孳乳的彩色
方方正正构筑家族的品格
走过漫长的龟甲诉说着
时而低沉时而激越
信徒们忠诚的泪水汇流成江河
穿越深厚的青铜在吟哦
时而柔情时而欢乐
膜拜者坚韧的骨骼堆积起山岳
无韵《史》和思无邪的《诗》
庄重交织感伤，放射
从天地洪荒到礼乐春秋的荣光
银河系缀满屈贾李杜三苏
借你的蓝焰燃放各自的璀璨
装点在唐宋元明清的门楣上
如今，古老的部首在键盘上起舞

宁静致远，澎湃如潮
传递着新时代东方的智慧和力量

其二
■特约撰稿人 沈进华

一从龟甲和兽骨潇洒出尘
你便摇曳生姿、鳌头独占
平平仄仄，吟唱着一首诗
方方正正，挥写了五千春
你横竖撇捺
勾画炎黄儿女的耿直方正
你排列组合
展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
挥洒得苍老遒劲且挺拔雄浑
诗言志、词缘情、文载道
唱遍上古歌谣乃至明清话本
鸿蒙时代的仓颉
打造了你粗犷豪放的腰身
一代字宗许叔重
把你演绎得淋漓尽致
中华文字啊
你是如此丰满滋润
惊风雨、泣鬼神，迭春秋、载乾坤
延绵着中华民族的厚重底蕴……

同题诗·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