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郛堤古城，远始战汉，延至隋
唐，尚存当世。两千余载，苍然如
歌，默然而立，卓然不凡。斯城
也，四方形胜，六时气旺，八盘人
和，万民福佑。古有勇士剑戈舞
天，仙童枕瓮寻仙；今逢盛世遇机
振兴，俊贤承势雄起。此之谓：玄
灵之地，神伟之城，昌达之运也。

谓其玄灵之地者。一曰：先民
合力筑城以防猗卢，伏狄之说流传
于今；二曰：汉将公孙敖受封合骑
侯，畿辅封地乃成史证；三曰：史
载徐福求仙在此留住，近考瓮棺葬
群重大发现，东渡出海即为共识。
据史忆事，研物断真。是城也，逾
数代而无衰，历沧桑而挺立，不言
自身荣与辱，只留玄秘与灵光。

谓其神伟之城者。今渤海之
地，古齐燕辖区，史言：“太公至
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
之业，便鱼盐之利”，故人物辐
辏，天下归心，财畜货殖，世为强
国。今黄骅之名，因烈士而称。英
雄捐躯，热土血染，后人承志，慨
当以慷。神伟之力，古今贯通。

谓其昌达之运者。抚忆古迹，
瞻陈新颜。黄土温润，古藤斑斓；
环路平坦，绿树盎然；神木灵草，
朱实光灿；波光粼粼，芳菲芷兰。
此得天之佑，享地之福，人信而
昌，心诚则达。故城域盛旺，福德
无疆！

颂之，联曰：小城何奇？溯万
载荒海滔滔，源千代剑戈震震，历
百岁苦雨凄凄，奋十年笑语声声；
叹古今之巨变，感悠悠之民心；诸
君试看，黄骅境东临渤海，大运河
西接沧州，韩村界南极齐鲁，至津
门北望京都，赞秀丽哉美景，颂伟
伟哉壮志。

郛堤城赋郛堤城赋
许建国

在场

11月 18日，广西文联“寻访大
家故乡”采风团走进海兴。

采风团由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
席吕洁，《广西文学》主编、广西电
影家协会副主席覃瑞强，著名作家、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宁肯，著名编辑
家、《散文选刊》主编、鲁迅文学奖
评委葛一敏，著名小说家、批评家、
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浩等全国
著名作家、编辑家、文艺理论家、诗
人、批评家 21人组成。采风团来到
李浩家乡海兴县辛集镇辛集村，访名
人故居，寻大师踪迹，寻根溯源，走
进李浩从小居住的土坯房、农家院，
感受他的成长环境和家乡气息，参观
了海兴的非遗艺术展品根雕、泥塑、
绊草编、剪纸等。

下午，在沧州阿尔卡迪亚国际酒
店，举办了“文艺精品与树立新时代
地域形象”主题研讨会，摘录于此以
飨读者。

吕洁 （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
席）：这几天，在吴桥杂技大世界、
沧州博物馆，见证了沧州文化的深
厚。这个活动是《广西文学》“重返
故乡”栏目发起的，与更多作家结
缘，希望通过这个栏目，开出更多的
文学之花。广西与沧州各有特色，沧
州非常注重文化与文学的建设。广西

壮族自治区从 2018年，每年投入专
项资金400万元，为广西出精品、出
人才打实了基础。虽然奖不是衡量创
作的唯一标准，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
的方面。“十三五”期间，多措并
举、持之以恒地扶植精品创作。广西
作家有 300多篇在《人民文学》《收
获》等重点核心刊物发表，并有作家
获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今年骏
马奖，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
三部作品获奖。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需要更
多更优秀的文艺精品。创作出一批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
是作家的使命。

宁肯（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文艺作品与时代有密切的关
系，与地域也有重要的关系。在某种
意义上是超越时代性的。文艺与时代
密切相关，同时又超越时代，这就是
产生文艺精品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
地域再有一些特色，作家对地域有深
刻的研究，再对地域有深厚的经验，
那么地域、时代和文艺作品之间，就
达成了一个非常具有逻辑感的关系，
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是相互成为
条件的。

葛一敏 （《散文选刊》 主编）：
这是《散文选刊》与《广西文学》合

作3年以来，第一次到广西区之外的
小说作家故乡。《广西文学》的“重
返故乡”栏目一直在做，各门类的作
家都参与到这个栏目中来。与沧州还
是很有缘分的，几年前，我们与《沧
州日报》联合，共同推作家，在副刊
上推出了像王族、钱红莉这样全国的
散文作家。今后，《散文选刊》要与沧
州的散文作家建立一种编辑与作家的
互动关系，促进沧州文学的精品创作。

李浩（河北作协副主席、河北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沧州作协每年
会编一本精品集，所选作品都是发在
省级以上报刊的。省作协把抓精品
列入作协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推
介获大奖的作家，前有“三驾马
车”，现有“河北四侠”“燕赵七
子”。省作协一是大力推介青年作
家，召开青年作家作品讨论会，在
没有发表之前，会有一个会诊，提
出修改意见，打造精品力作；二是
为青年作家出版图书；三是组织改
稿会、文学下乡等系列活动。基层
写作者最大的问题，是眼界的问
题。这些活动，对开阔基层写作者
的眼界作用是很大的。

冯艳冰 （《广 西 文 学》 副 主
编）：中国的文化大省，河北在前十
之列。能通过这个活动，跟著名作
家重返故乡，去探求文学创作的源

泉，故乡是他们精神出发地，是他
们灵感的源头，我们大家走到那
里，找到曾滋养他们的文化基因，
发现他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的足
迹。

张柱林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教授）：沧州是文武之乡，地域大气
磅礴，在李浩的作品中就能读出这
样的气象。

王月周 （沧 州 市 文 联 党 组 书
记、主席）：作协换届后，首先集结
起了队伍，并努力挖掘文学新人，
然后静下心来创作精品。并以作品
研讨会促进精品创作，去年分梯次
举办了 3个研讨会：知名作家戴小
华 《因为有情：戴小华散文精选
集》研讨会；沧州中青年作家曹羽
散文集 《在二十四节气里细数日
子》研讨会；沧州新生代作家吴思
妤散文集《风情沧州》作品研讨会。
今年举办了80、90后诗人柳三春、阿
步、天天、祝鹏、李升志、蒲宝杰诗
歌研讨会，史丽娜《散步的路口》、
宋灵慧 《第 101 朵花开》、王福利
《诗经是一本故事书》、李莹《与更辽
阔的自己相遇》散文集研讨会。并
努力让作家走进新时代，8月组织几
十名作家“行走大运河”，创作出了
大量的优秀作品，在 《无名文学》
《沧州日报》与中国作家网发表。

苗笑阳（沧州市文联副主席、作
协主席）：沧州文学创作，有高原，
但缺乏高峰。李浩这座高峰的出现，
会对沧州作家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
和不可估量的意义。就像一个村上出
了一个大学生，那么这个村子，有可
能成为“大学村”一样。特别是这次
广西文联“寻访大家故乡”采风团一
行，李浩所代表的符号与地位，让我
们沧州作家备受鼓舞。近两年，沧州
作协组织了5次作品研讨会，推动了
沧州作家的成长。作协是一个平台，
推出名作家是责任。沧州不仅是武
术之乡，还是一个文化大市。地域
特色非常明显，具备出现文学高峰
的条件。

夜子（沧州市作协副主席）：中
华文明三次文脉的续接，关键性的人
物都是沧州人。尹吉甫采集了《诗
经》、刘德再生了 《诗经》《周礼》
等、纪晓岚编纂了《四库全书》。中
医药文化的源头性人物扁鹊、中西医
结合主张者张锡纯，也是沧州人。大
运河有 58个世界遗产点。河北有 3
个，沧州就占了俩：连镇谢家坝与沧
州到德州段。流经沧州的南运河九曲
十八弯，彰显了古人的智慧，滋养了
杂技文化和武术文化名扬天下。现
在，京津冀一体化、大运河国家公
园，给沧州带来了空前的文学机遇。

现场

人都是血肉之躯，生活在柴米
油盐之间，感悟着人生的酸甜苦
辣。有了感悟，有的人“茶壶里煮
饺子”，道不出；能写会写的，则不
然。你看——

想念父亲了，他写到：“我的老
家宅院里有一棵老枣树。树龄多少
年了？小的时候我问过父亲，父亲
说他小的时候院子里头就有，估计
总得有上百年了吧。而今，父亲已
不在人世了，这棵老枣树依然蓬勃
蓊郁，每年秋季都结出香甜的红
枣。”（《树的事》）

虽然物是人非，但会写作的人
寄深情于枣树，那份无奈的苦涩也
许能被这丝丝的香甜冲淡一些。

想念母亲了，他写到：“母亲八
十岁时在石家庄我的家里住过两个
月，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坐
在客厅茶几旁边的小凳上梳头。有
一天我起得早，看见母亲正坐在那
里，一条胳膊弯起来仔细地梳头，
安详端庄，娴静温婉。我心中一
荡，突然明白母亲也是一个女人
啊，年轻的时候一定很美……而
今，母亲去世已经八年了，她弯起
胳膊梳头的样子，永远定格在我的
脑海中。”（《头发的事》）

哦！原来母亲是女人！作为儿
子，竟然有这样惊奇的发现！这一
段，极像禅门里“眼横鼻直”那桩
公案。

入宋求法的日本道元禅师回国
后，有人问他：“你走了那么远的
路，在外游历十几年，回来时有什
么收获？”道元说：“经过这十多年
的学习，我领悟到‘眼睛是横着长
的、鼻子是竖着长的’这个真理，
就空着双手回来啦。”

若不是母亲把儿女带来这个世
界，此刻又怎会有这样的感悟！何
况，还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几年
前看一部韩国电影，其中的台词

“父母给你的最大财富，就是你的兄
弟姐妹”，令我心有所触，瞬间泪
目。来，看看他怎样写弟兄——

“在以前的冀南老家，父母最头
疼最棘手的事情，莫过于兄弟分
家。越穷越怕分不公，怕一碗水端
不平，引起兄弟们纷争。这时候，
往往请来舅舅坐镇主持，娘亲舅
大，吼得住。尽管如此，分家以皆
大欢喜结局的寥寥，满肚子怨气的
居多。据说，有一家分家，剩下一
个小板凳无法断定归属，兄弟们谁
也不肯相让，只好劈成劈柴分了了

事。”（《兄弟》）
他只叙述，不评论，也不结

论。这是怎样的人间？答案在读者
心中。然而，兄弟之间，关系都能
处好吗？也不是。且看，他笔锋一
转——

“有一家人，老大和老五不睦，
见面不说话，但老大和村里的一个
壮汉是好哥们儿。一天，老大背着
粪筐拿着粪叉出门拾粪，在街上看
见那个壮汉和老五打架，壮汉把老
五压在身下，你猜老大怎么做？老
大走上前，也不言语，用手中的粪
叉将壮汉从老五身上一下一下杵下
来，然后在壮汉诧异和不解的目光
中掉头走开。”

唉！人间世里，有手足相亲，
也有骨肉相残，然而亲情毕竟是亲
情。典范的兄弟之情，可看宋代的
苏轼与苏辙。苏轼因言获罪、身陷
乌台时，想起弟弟苏辙，写下了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
因”的动人诗句。

虽然上有父母关爱，中有兄弟
相伴，然而家只是世界的一小部
分。人长大了，就要走出家门，独
自面对这个世界。因为孤独，要寻
找生命中的另一半，组建小家庭，
从一个人、两个人到三个人……柴
米油盐的生活，琐碎又温馨。

“一天，奉夫人之命，我和单位
一个同乡，也是河北师大中文系的
师弟，去买大白菜。在路边，一个
菜农拉着一大车白菜，我们和他讲
价。我问：多少钱一斤？菜农说：
八分八。我和师弟合计了一下，

说，一毛吧，好算账。菜农看了我
俩一眼，欣然答应。回家后复命，
媳妇先是愕然，接着大笑，说，你
俩可真是中文系毕业的，有你们这
样讲价的吗？我想了一会儿才明
白，只好挠挠后脑勺嘿嘿一笑。这
事过去二十多年了，至今仍是媳妇
打趣我的笑柄。”（《数的事》）

读到这里，不觉莞尔。他寄深
情于笔端，自然打动人心。读他俯
拾皆春的文字，让人想到近年来颇
为流行的一个词：人间值得！

“他”，是谁？作家刘江滨！
这是本什么书？他的新作《当

梨子挂满山崖》。
一篇文章透露出的，是作者的

才情；一本书透露出的，则是作者
的学养、胸襟与见地。对散文《男
人孟轲》入选“人教版”九年级语
文课本的刘江滨来说，用文字再现
平淡如水的生活，绝非他写作的目
的，他要想方设法在笔下搅起波
澜。

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
“我知道，维纳斯是一件艺术品/
我，一个匠人，熟谙手艺。”写作时
的 江 滨 ， 没 有 把 注 意 力 停 留 在

“术”（写作技巧）上，他的心更贴
近于“道”（人文精神）——文以载
道。

拈提“生活禅”时，当代禅门
大德净慧长老讲“善用其心，善待
一切”。如果把这本《当梨子挂满山
崖》比作梨树，挂满枝头的这一篇
篇汁液饱满的文字，也是江滨“善
用其心，善待一切”结出的果实。

评论

地域地域、、时代与文艺作品互为条件时代与文艺作品互为条件
高海涛

日前刷爆朋友圈的《三十而已》
中，在上海受挫的王漫妮回到自己的
家乡，想三十岁之后在小镇结婚生
子，过平淡而幸福的生活。然而父母
的陪伴、邻里的关爱、闲适的工作却
不能让她的心安定下来。理发店的于
伯是一位睿智的老人，他知道漫妮是
逃回来的，他也懂得漫妮内心的挣
扎。他说“人回来，心也要回来。你
要知道，你的一生是活给别人高兴，
还是活给自己高兴。所有选择漂的
人，在走出家门那一刻就要知道：往
后你就是你自己的家了”。是啊，在
这个浮躁的时代，无论是身在家乡，

还是漂泊异地，都要记住，“此心安
处是吾乡”。

苏轼的好友王巩因受“乌台诗
案”牵连，被贬到岭南荒僻之地的广
西宾州，其歌女出身的小妾柔奴毅然
随行。元丰六年，王巩北归，途中宴
请苏轼，叫出柔奴为苏轼劝酒。苏轼
试探地问柔奴:“岭南应是不好?”柔
奴则顺口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
乡。”没想到如此一个柔弱女子竟能
脱口说出这般豁达之语，苏东坡大为
赞赏，立刻填词以赞之，于是便有了
足以慰藉千千万万人的那句“此心安
处是吾乡”。苏轼一生命途多舛，多

次被贬，但他都能用豁达乐观平息内
心的怨气，解除心灵的困惑，带来心
底的安然。他被贬岭南，却说“日啖
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被
贬儋州，“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
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
泉”。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
他依然写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
万里真吾乡”。东坡居士明白，灵魂
能够安放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乡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
在短暂的一生中，我们想要的到底
是什么。就像我，大学毕业之后，
回到了家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单调的工作早已磨平了我昔日的棱
角，销蚀了我曾经有过的雄心壮
志，又或许我从来就是一个甘于淡
泊、随遇而安的人。工作二十多
年，我从来没有争过什么、抢过什
么。所以，年近半百，我依然是中
职，但相对于那些为了蝇头小利争

得头破血流的人来说，我是幸福
的。我有被社会认可的幸福，有被
学生尊敬的幸福，有内心安然的幸
福。明代学者崔铣的 《听松堂语
镜》 中说“自处超然，处人蔼然，
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人的一生大多时候是平
静无事的，只有拥有一份澄然的心
境，才会给枯燥的生活平添一份美
好与期待。

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像他漂泊在
外的舅舅们一样，坚定地去了深圳打
拼。其实家乡的生活是安逸的，有家
人的陪伴，有热乎的饭菜，有温暖的
人情，可没有的是美好而开阔的大
千世界，没有为了理想而永不停歇
的澎湃的心灵。就像 《三十而已》
中的王漫妮回到家乡之后，灵魂竟
然无处安放。她不习惯小镇文员无
所事事的工作；不习惯连看场电影
都要顾及的人情；也不习惯在想要

独处的时候，被邻居的关爱打扰。
所以她毅然决然地回到上海，为了
自己的梦想重新起航。那些在大都
市漂着的人，他们做着普通的工
作，过着普通的生活，可能没有出
类拔萃、万众瞩目，终其一生，他
们大多会活成城市里毫不起眼的芸芸
众生，但只要拼搏过、奋斗过，每个
人都会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辰，他们
都曾经争取过最璀璨耀眼的时刻。就
像剧中一个小片段 《光》，华灯初
上，夜色斑斓，一家三口收摊回家，
小男孩坐在车上，伸出小手去捕捉忽
明忽暗的光线，脸上有着天真的笑
容，这是城市之光，也是希望之光，
跳跃在追逐梦想的年轻人手里，便有
无限的可能。

在外漂泊的亲人，愿你们心之所
向，素履以往，心所安处，便是故
乡。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安然地去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人间

大海是有根的大海是有根的
———感念刘海根—感念刘海根
亦谦

汉诗

必须相信
大海是有根的
大海的博大是有根的
大海的宽容是有根的
大海的咆哮与狞厉也是有根的

当太阳和月亮
交替照耀在大海上
他们和大海的交流全部集中在
海之根源这个话题上
因此，他们要么激情如久后重逢的

兄弟
要么安静如临别倾情的恋人

在可以追溯的既往空间
是吸足热量一步三回头的化雪
剩下来，卑微的脚步
丈量了千山万壑
无数曾肩挨肩的兄弟
要么渗入地下，要么飞升天堂
而他自己成为孤独的旅人
被迫和陌生的同属
结为同历甘苦的战友

当他们一步踏入大海
他们始终记着
大海只是他们的去处
而他们的来处
还在万里之外摩天的雪顶
那不可磨灭的存在

注：刘海根，献县八章村村
民，外出经商，小有收获。在八
章村，他并不是最富有的家庭，
但他给老家的捐献资金最多。八
章村的村小学是他个人出资 30万
元重修的，村里为了感念他的善
行，将村小学命名为海根小学。
凡村里修建集体项目资金不足
时，只要他得到消息，必慷慨解
囊。

一枚叶子，嫩嫩的
在春夏，陪衬鲜艳的花朵
一枚叶子，褪去年轻的色彩
在秋末，耗尽毕生所有的养分
让果实累累
一枚叶子，老了
在冬天的树梢，彻底老了
用金黄、鲜红、或者其他的颜色
做最后的告别
以一枚落叶的形式
告别自己的一生
以及这个世界
就像我，在老了的时候
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变成一枚落叶
回归故土

我的写真我的写真
马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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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
许凤华

人间人间值得值得
马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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