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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成都
东郊沙河铺的四川省邮电学校（现为四川省
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工作、生活了十四五年，
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美好而飞扬的青春时
代，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有着一种难以忘怀的
回忆！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成
都地名掌故》载：“旧时设驿站，十里一铺（明
代称驿站为铺），此处原是成渝驿道上入成
都第一站，那城东第一铺，因靠近沙河，故名

‘沙河铺’。1952 年土改建政时，更名‘沙河
堡’，1981 年地名普查时，恢复原名，并经市
政府批准，颁布了标准名称‘沙河铺’。”

1981年，曾在四川省邮电学校任教的父
亲，离开该校10年后，再次带全家人返校。我
因此也由于邮电部门内招之故在学校工作。
当时的沙河铺属于未经开发的郊区，街道狭
窄，碎石土路，两边的民房，多为瓦房和一些
茅草房。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属于“穷乡
僻壤”，但美丽的田园风光却让人陶醉⋯⋯

我当时十七八岁，青春年少，虽有点文
学底子和爱好，但此时已没什么心思去充实
和提高，而是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昏耍。学校
大门外是一条一二百米的小巷，两旁是小饭
馆、锅盔摊、理发铺、干杂店等，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哥们几人，工资虽微薄，也常“打平
伙”。下班后，选一小馆子，切一盘卤或凉拌
的猪耳朵，一碟油炸花生米（或一把炒花
生），围坐一张油亮的小方桌，面红耳赤喝着
当时颇流行的散装啤酒，看女生们进进出
出，相互不时露出一点儿坏笑⋯⋯

中沙河铺有成都生物药械厂，算比较大
的工厂了。该厂经常放坝坝电影，我和好友
川平兄每周要看两三次。在这里，我一厢情
愿地喜欢上了一位身材高挑、瓜子脸、长发的
姑娘，她喜欢穿深色的衣裤，一双大眼睛盈盈
欲语，特别迷人！可惜青涩的我，在她面前，
略有几分不自信。除了痴迷地看她，咀嚼她
的一笑一颦外，根本无勇气“搭白”。有次在
川平兄的大力鼓动下，乘电影散场，我靠近
她，麻起胆子说了一句：“你好！你也来看电
影么？”她扭过头，仔细看了我一眼，含笑的
眼睛好美。我以为她会说什么，谁料，她胖胖
的同伴大声道：“你有啥子事？”我尴尬地顿住
了，大眼姑娘又看了我一眼，说：“对不起，我不
认识你！”然后，娇笑着，拉着同伴小跑而去。
望着她消失在夜色中的窈窕身影，我才体会
到什么是“多情却被无情恼”！

而紧邻邮电校后门的则是中国现代著
名文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原成都市副
市长李劼人的故居(因其屋傍“菱角”堰塘而
建，李劼人题名为“菱窠”)。

故居始建于1939年，主屋原为一楼一底

的悬山式草顶土木建筑，1959 年改为瓦顶，
木柱改成砖柱，并将二层升高。1983年经全
面维修。占地约4.95亩，主屋及附属建筑面
积共约2000平方米。庭院中有溪水、曲径及
屋主生前手植果树花木多株。

1987 年 6 月，李劼人故居正式对外开
放。当年，我们特别喜欢到李劼人故居去喝
茶。在这儿喝茶的有川师的学生，红旗橡胶
厂及402厂等厂的职工和附近的居民。大家
在这谈国内外大事，聊工作生活，家长里短，
十分愉快！其间，我也亲眼目睹了故居几次
的修缮扩建，愈来愈漂亮！

1987年，我的处女作——诗歌《灯光》在
《中国法制文学》发表后，写作激情倍增，渐
渐疏远了玩友们，在家里爬格子的时间多了
起来。加上父亲的言传身教，随后，我的“豆
腐块”文章在省市级报纸上不时亮相，喜悦
心情难以言表。我常常在下午三四点钟，跑
到学校大门收发室，去看各种大小报纸，一
学他人之长，二看有没我的文章发表。半夜
三更醒来，也在想稿子⋯⋯

那些年，还流行搞摄影小说，在杂志上
发表。即以小说为文字脚本，用摄影手段拍
成单幅照片，经过精心的编排制作，利用画
面之间的跳跃性和连续性，组合为连贯的小
说情节，用以塑造人物揭示主题。摄影小说
人物逼真、画面清晰、栩栩如生，更易于接受
与传播。我撰写了一个爱情方面的精短小
说，和两个好友进行拍摄创作。我们还正儿
八经地到大街上去物色演员。后来在四川
省展览馆发现了一位挺漂亮的姑娘，她的
气质很符合剧中的角色。我们便向她主动

“表白”，并拿出工作证以示乃好人。没想
到这位姓秦的姑娘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
要求。随后，我们在川平兄工作的西南民
院开始琢磨探讨小说情节，扮演角色，而另
一好友包兄则负责摄影。
大家完全沉醉在文学艺术
的快乐中。

当时我还是单身，毎
次聚会完毕，我便负责送
秦妹回北门大桥附近的
家。在夜色中，我俩并肩
骑着自行车，畅谈人生理
想，诉说我的文学梦。秦
妹都很善解人意地听着，
常报以温柔妩媚一笑。送
她回家后，我飞速骑车回
沙河铺，已是深夜！

后来，我们的投稿并
未发表，我有点沮丧。秦
妹安慰我说：“没发表没关
系，只要你喜欢就要坚持，

相信你今后会成功的哈！”
记得最后一次，我送秦妹回家，正是秋

季。那晩，我们在青龙巷的华协电影院看了
一场电影。夜空中高悬圆圆的明月，我俩在
一条小巷停下，她靠在墙上，似有几分心事
的样子。我凝望着她美丽的脸，一时竟无
语。最后，她说：“我在这里住不了多久了，
要到别的地方。谢谢这些时间你的相伴，我
的生活也很充实。希望你的作家梦早点成
真！”当她进去小院里很久时，我才怅然若失
地离开⋯⋯

多年后，秦妹居住的小街小院已拆迁，
我路过几次，再也见不到那美丽的身影了！

难忘1987年的暑假，我和好友去峨眉山
旅游时，认识了来自上海的梅。她端庄优
雅，气似幽兰，乃大家闺秀。我陪她在成都
玩了一天，游百花潭公园，逛春熙路、青年
路，在人民电影院(现西南影都)看了一场电
影(票价才 5 角一张)，十分开心！梅回上海
后，我们继续保持联系，鸿雁传书！

又过了两年，梅再次来蓉，我们在提督
街文化宫门口见面，我主动请她去比较高档
的“假日”酒吧喝酒。因我平时难得进这样
的场所，面子问题，误点了“马爹利 X0”，
两杯刚过杯底的酒买单时共 150 元。而我
当时钱包里只有五六十元，正紧张尴尬的
瞬间，梅拿出 2 张百元钞，在四周顾客不
知不觉间，解我之窘(此事，我后来写了一
篇《酒吧历险记》，发表在《华西都市报》“街
坊”副刊！

后来，我骑着“凤凰”牌全链盒自行车，
搭着来自国际大都市的她，从文化宫一直骑
到邮电校，我脚蹬酸了，梅坐累了，到了中沙
河铺的又长又陡的坡，我们只好下来走。但
两人却觉得特别愉快，梅的头靠在我的肩
上，称赞我说：“你的脚踏车骑得很好呢！”

为了躲避假日熙熙攘攘的人流，女儿在
网上搜索了一番，便领着我们到简阳。路上
她告诉我们说，简阳城中有圣德寺塔、魁星
阁摩崖造像与韦南康纪功碑 3 处历史遗存，
值得一览。

韦南康纪功碑？一时感到有些茫然。
在我的认知中，简阳始终停留在羊肉汤与三
岔湖上。好在网络可以帮助人解决许多疑
惑。上网一查才恍然大悟，韦南康就是唐代
历史上著名的人物——韦皋。

说起韦皋，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
不会陌生。生于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卒于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的韦皋，乃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唐德宗兴元二年（公元 785 年），40 岁的韦
皋来到成都，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总镇西
蜀，时间长达 21 年之久。韦皋在川为官期
间，干了好几件流芳后世的事情。一是捐
献俸金资助乐山大佛的修造。乐山大佛开
凿于唐开元元年（公元 713 年）。40 年后韦
皋到成都任职，不久他就打听到，乐山大佛
工程已经停工多年，于是他主动捐赠自己
的俸金资助修建乐山大佛续建。在韦皋的
鼎力相助下，乐山大佛终于在唐德宗贞元
十九年（公元 803 年）雕凿完工，为此，韦皋
还应邀撰写了《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
记》。二是扩修成都大慈寺普贤阁。韦皋
在川任职期间，根据僧众的要求，拨款扩修
了大慈寺普贤阁，并撰写了《再修成都府大
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镌刻于寺庙中。
三是为了解决城北、城东老百姓用水困难
的问题，他主持开凿了横贯城西到城北的
解玉溪。

当然，韦皋在四川任职期间最大的功
绩，还在他稳定了西南边疆，为唐王朝的延
续巩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也是能够出
现“韦南康纪功碑”的根本原因。韦皋所在
的时代，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除了藩镇割
据之外，还有就是外患不断。尤其是西南地
区，南诏、吐蕃经常侵扰成都周围。韦皋上
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后，他主动遣使，游说南
诏国王，让他消除对唐王朝的敌意，实现和
睦友好；在此基础上，韦皋亲自率领唐军出
征，多次击败吐蕃的进犯，收复了包括崔州

（今四川西昌）一带的广大区域。为表彰韦
皋建立的功绩，唐王朝敕封他为“南康郡
王”，并刻石竖碑曰——“韦南康纪功碑”。
据说，“韦南康纪功碑”的碑文是唐德宗李适
撰写，碑文 1200 余字，并由太子李诵书写凿
刻的。随着岁月的流逝，简阳城中的这块唐
碑逐渐被人遗忘。直到清代才被发现，但字
迹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时任简州牧贺
星斋为残碑修筑了碑亭，并将碑上能够辨认
的 96 字重新书写刻碑；同时，延请资中县州
牧刘炯撰写了一副楹联：“镇剑南廿有一年，
冀复孤寒，白叟黄童尊姓氏，想当日石镌牛
革卑，齐夸绳武贤孙，益知颂德兴歌，陆畅原

非曲笔；考碑图千二百字，禽俘莽热，青宫紫
殿锡纶章，迄于今亭护龟趺，幸遇好文邑宰，
将现拓书著录，欧阳犹愧遗珠”。这样，一处
融合唐、清两代历史、书法、镌刻及建筑艺术
的珍贵文物就此诞生。

后来，担任成都府办科试提调事、补官
丹棱县、署简州的江苏淮安人高延第，也撰
写了一篇《唐韦南康郡王纪功碑记》：“天宝
失御隳乾纲，四海摇荡无完疆。西南门户
恃巴蜀，吐蕃些蛮长称强。绳桥西山几挞
伐，泸戎邛笮烦边防。南康秉钺布威信，臣
服南诏降西羌。官军深入维保路，婴笼执
缚同驱羊。烽火衰息振彫敝，置渠修堰勤
耕桑。当时功名推第一，赐以异数称勋
王。至尊亲为染宸翰，纪功勒石词辉煌。
此邦自昔号难治，错杂夷夏参伧荒。年来
盗贼起闾里，跳刀走戟纷螟蝗。贯穿城郭
谒长吏，牙纛避道人走藏。幺 鼠子已如
此，洪流忽溃焉能当。摩挲此碑重叹息，救
时之才亦难得。豺狼塞道狐夜嗥，未暇作
诗歌乐职”。

2002 年，简阳市拨出专款，按原貌将此

碑迁建入城，供游人参观。
有 了 这 些 知 识 点 打 底 ，我 开 始 了 对

“韦南康纪功碑”的寻访。不过，寻访的过
程却有点曲折。从网上知悉，这块碑坐落
在简阳人民公园内。按照百度地图的提
示，我们在人民公园兜了一大圈，也没看
到碑的影子；向在公园散步的人打听，也
没有一个人知道；就在感到泄气之时，突
然，在一片茂密绿植遮掩的地方，露出了
一个古香古色的碑亭模样。凭借经验，这
大概就是了。拨开层层叠叠、密密匝匝、
错落无序的各种绿植，一座单檐庑殿顶碑
亭赫然矗立。在埤亭的外墙上，悬挂着一
块标志：不可移动文物：韦南康纪功碑。
碑亭内嵌有一石碑，碑文多已风化，好多
字也无法辨认；更让人感到不悦的是，由
于碑亭周边的绿植过于茂盛，碑亭基本被
挡住了，如果不下一番功夫，是无法一览
这处胜迹真容的，更不说去仔细欣赏碑上
的细节与文字。站在历经沧桑的韦南康
纪功碑前，我想：政府花钱将文物移到公
园保护，这本来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但仅仅局限在对文物的保护上还是不够
的，最好的做法，是要让文物“活”起来，让
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文物背后的故
事，才是对文物真正的保护，也才是文物
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回成都的路上，一个疑问不断在心中
翻滚：韦皋既不是简阳人，又没在简阳做过
官，为何唐王朝要在简阳建造一座“韦南康
纪功碑”呢？通过查找资料才知道。原来在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唐王朝在简
阳设置了一行政机构——清化军。清化军
隶属于剑南道，清化军成为韦皋“服南诏、摧
吐蕃”的根据地。当年，韦皋率大军攻打吐
蕃时，简阳成为保证唐军兵员补充的基地、
粮草供给的后方。从某种意义上说，简阳也
是韦皋“功烈称最”的发迹处之一。所以，当
唐王朝授予韦皋“南康郡王”荣誉不久，时任
简州刺史丁公俛就接到唐德宗的圣旨，要求
在简州建造一座“韦南康纪功碑”。这既是
唐王朝对韦皋有功于国的至高褒奖，也是对
在维护国家统一大业中作出贡献的简阳人
民的一种肯定、一种鼓励吧！

在映秀镇参观地震遗址

地震时抖落的石头，仍在岷山脚下
山下已是沧桑人间
讲解员的讲解饱含深情
未完成的诗句被晨照浸染

羌人用咂酒黑茶，打开感恩的门栓
再生的脚步和精神，谱写新天地
瞬间中断的歌谣，重新站立起
在青青柳叶上拔弹⋯⋯

夜宿漩口镇樱花里山居

云里雾里樱花里，有倦鸟栖息
我们与山居，保持一段羞涩的距离——
她怀揣一只浪漫主义的蝴蝶

飞出肺腑，带着语言徘徊
看烟火升迁，村庄发生巨变
架构幸福生活的基础部分

半坡吊瓜下架，采来饱满瓜籽
伴煮茶的文火，调控岁月的凉热

没有樱花的季节，小木屋热烈搭建
星月辉照茂密修竹
蝴蝶深藏：鹰的心思

汶川威州镇布瓦村

布瓦村的樱桃熟了
打马经过的人，驻足
枇杷、核桃、女贞树下
安享时光的馈赠和归还

龙溪碉楼已修复，登高处
望眼欲穿。引进江南的吊瓜
掀开羌绣宽大的门帘
古老的骨笛踩踏着节拍
白石与篝火碰撞歌声
把故乡他乡点燃——
尔玛人握住杂谷脑河的湍急
跨越英雄的千年梦幻

一笼笼樱桃熟了，一片片李子甜了
粉红的苹果走下枝头
送往运河岸边，送去这方水土的甘甜

在九寨沟

在预设的框架内
色彩再三出逃，成为新的利器
这个星球的九寨蓝
压住世态炎凉和情感的宣泄

一茬茬瀑布：前赴后继的白衣战士
像并蒂莲绽放
簇拥植物万年不朽
远古抖落的尘埃，接续宇宙的隐秘

昔日林场，被低调的奢华覆盖
历史的故事不再重新贩卖
唯海子金光四射，照彻原住民身躯
酒盅作为神圣的器物，践行启明星的智慧

那些垦荒者没有惊诧——
思想的芳华胜过自然之美：
保持纯净的祖先和祖地
一切时间才能言说，也有了归期

“唰——唰——唰——”的扫地
声总在每天黎明前，透过卧室的窗
户从楼下传到我耳朵里，不论酷暑
与严寒。它打破了黎明的宁静，撕
开了晦暗的夜空，更扫走了上早班
人的睡意。

我总在 6 点左右出门上班，哪怕
是寒冬。曾经值班的时候，常常是
晚上接近 12 点到家，早上不到 6 点
起身。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发现
对面的包子店已经灯光满屋，老板
来来回回的身影和利索的动作，似
乎在告诉早行人，他已经忙碌了有
一段时间了。然而在小店周围，目
光所及之处，皆是黑暗。包子店就
像被装在一个大大的黑皮袋里的萤
火虫发出微弱的光，为黑夜里的早
行人指引着方向。路过小店，才发
现里面已坐着一个正专注地吃着早
餐的人，原来比我早起的人不只是
小区环卫工人和包子店的老板。

我一路前行，虽然眼前的一切
依然在黑夜的掌控中，但经过身边
的人和车却渐渐多起来。在黑夜里
穿梭的人们，有的是为了活在当下
并积淀未来，有的只是为了活在当
下。但无论怎样，不都是在寻找人
生的黎明吗？如若不是，谁会愿意
披星戴月、凌寒历霜？

在寒冬时节，每次路过三环路
的人行天桥时，还处于黎明前最黑
的时段，幸好还有善良的路灯为起早
摸黑的人们照亮前行的路，目送着他
们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天桥下疾驰
而过的车流，形成一条条光的河流，
滋润着这个城市，也装饰着这个城
市，为黑夜里的城市增添了色彩与活
力。这河流似乎从来没有过断流的
时候，因为无论我多晚或多早经过这
里，来往的车辆都是络绎不绝。不禁
感慨，总有人睡得比我晚，也总有人
起得比我早。在这座城市里，虽然没
有“鸡声茅店月”的感受，但多少会有

“人迹板桥霜”的经历。
所以，每当我慨叹自己起早贪

黑很辛苦时，便想起那环卫工人，想
起那包子店的老板，以及穿梭于路
途的人影和车辆，于是情不自禁地
对自己说一句：“莫道君行早，更有
早行人！”

阿坝的阳光（组诗）
□李铣

早行
□刘平

感
情情

简阳韦南康纪功碑

成都平原沙河上之水磨房。[英]伊萨贝拉·露西·博德
《长江流域旅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