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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的冬天，邛崃籍诗人席永君与
我从成都出发，来到了他的故乡高何镇镇
西山下。

我指着白梅外的高山问他这是什么
山？他说是镇西山。我的少年生活中，曾
无数次听到过它的名字，却从不曾到过它
眼前。此刻，我与它迎面相遇。白梅花珠
玉般的粉白在黄昏里浮动，清风中，梅香
染衣盈袖。透过繁花盛开的梅枝，我深深
地看着眼前的大山，苍黑色的巨大隆起在
眼前呈一块高耸的长方形，平直的山脊线
上，是被山峰切割后的一线蓝天。哦，这
就是镇西山。其体量，其高拔，其陡峭，在
冷兵器时代，都足以阻挡那些觊觎临邛繁
华者。确可威镇着邛崃西部的安全。

我眼前的雄阔与柔美，在隆冬的西部
山区，在暮色里，两相对峙，又互相融合，
最后达成两相成全，缺了谁都将变得单
调，失了丰富。

以镇西山为界，山的那边是芦山县，
山的这边是邛崃市。此山以西，就是古书
记载的獠界，当年征羌的诸葛孔明，正是
在此驻兵西进的。这里三面环山，南宝
山、天台山、镇西山，藏风聚气，山水清明，
风光秀丽。诗人清贫而慢悠悠的童年，很
少有课外作业、不知道“减压”为何物的小
学和初中时代，正是在天府红谷度过的。
以前吃过的几碟咸菜，在眼前的清新澄明
里，也如一碟霞光、一碟朝露、一碟清风、
一碟鸟鸣似的唤起诗人对故旧的想念。

然后诗人又指着大山说，山下有一沟
水，澄碧如玉，这是布濮水，邛水南河的源
头就是它。濮水，即仆千水。《华阳国志》：
临邛县“有布仆水，从布仆来合文井江。”

“布濮”这个古意的名字，也从书里走出来，
给了我太多惊喜。就这样，我与邛水之源
开启了缘分。“源”是生发的代名词，“源”在
即是永生。来到这个河源之地，想必会带
来不一样的视野，收获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这个源头之于我，意味着一种建构和
补漏。我在这条河的下游地段生活和成
长，直到离开多年，都未曾到达过它的源

头，没有拜访过这个源头，与这个源头未
建立任何联系。好似一个流浪的孩子，活
成了无源之水。这次开启的缘分，必会引
领我进入另一个层面的故乡。

缘分初起的那个早晨，镇西山下，天
一亮我就醒了，清冽纯净的空气，神清气
爽的山间，我的感知似乎也灵敏了，顺应
了天地的节奏。穿行于天府红谷现代与
古意相嵌的院落，用目光向醒来的院子致
以问候。保有原有骨骼的院落，已完全是
另一副现代精神的魂魄，却也在焕然一新
里刻意融合了些古意。由此生出另一番
新意与韵味，既是传承，也是发展。与院
子行过注目礼，如同与散落已久的后世亲
人打过招呼，虽有陌生，但总有一种内在
的亲切与欢喜。但我真正要相见的是那
一条清溪水路。

自小我就对水有一种亲近，凡是有水
的地方，都易生长我的迷恋。小时我常常
趴在水缸边沿看幽深沉默的水，也会伸出
手指去搅动，看它突然散乱了的水面，散
开去的涟漪，及涟漪里闪动的波光。有时
呆呆地看天上落下的雨水，不明白天为何
哭得那样伤心？有时则流连在水田渠边，
好奇它们到底要去哪里？

水里，不仅有睡着了的云，还有穿梭
不息的小鱼。自小就爱上了水世界的神
奇与美。有水，必是要去亲近，有水，必是
会去探看。

水，总是在一种动态里，一动生万象，
动里总是有万千生机韵味，总会遇见意外
的喜悦。

背靠镇西山的大餐厅外，有长长的木
廊临溪，淡淡的雾气悬停在溪水上，溪边
静静站立着的植物还深绿着，而远处的水
杉已掉光了叶子，在深冬里沉默，不发一
言。我缓缓走在木廊上，看着天光山影，
听着潺潺流水发出叮咚之声，心里渐生喜
悦。川西的冬天，水仍是流动的水，与溪
石欢快相击，唱出动听的歌声，让我远远
就听出溪里有不少的石头。活泼的流水，
总是要搬运一些山的巍峨，山的坚韧，山

的魂魄，来佐证自己的出处。
顺着木廊，静听水响，穿过弯曲的水

杉林间石径，有竹站在岸边，竹后有房舍，
像是临水而居的农家，也可能不是。翠竹
掩映，小桥流水，鸡鸭成群的乡村生活场
景，大概只存在于岁月里了。穿过竹林，
镇西山下的清溪有了些开阔处，远处树影
丛丛，有烟云停驻。眼前，晨光里，是满沟
的石头，光线在浅绿澄澈的水面上起伏、
弯折，光与影都在石头上打旋、拂过，唤醒
了满溪的石头，来听流水弹奏的乐曲。我
来到小溪边，掬起一手心的水，送到嘴
边。清冽的水漫过我的喉舌，让我的胃打
了个激灵，但绵远的甘甜却在味蕾上久久
迷恋，让我心怀喜悦，再次掬起水，喝下，
细细品味，记忆那种旷远的甜与清冽之气
激荡之后，滑入身体时的冰爽和回甜的清
晰感觉。那一刻，我辨识到水与水的不
同，正如认知到人与人的不同一样。

这是源头的水，这是纯净的水，这是
水的标杆。

“源”总是流出一种深度，一种阔远。
这个源自镇西山的水，流出了火井

江。火井江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邛水
（南河）的正上游，还因为距离水的源头处
不远，就是一种“火”的发源地：无柴而自
燃的火从盐水井里冒出来，穿越了水的
火，在水井上方燃烧成耀眼的光柱。水与
火的天然共存，带给人疑惑，也带给人启
示。生活在这里的人，早早学会了使用天
然气，足足早于欧洲近 2000 年，也开启了
人类使用天然气的历史。征羌时的诸葛
亮还研究出利用这种火来煮盐卤的方法，
得到了洁白而晶亮的盐。从此这个深山
中的火井古镇，因为得天独厚的火与盐的
馈赠，成为川西的繁华城镇。在许多年
里，除成都平原四大古城之外，这里一直
是最为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也由此产生
过诸多历史文化名人。那个女扮男装的
女状元黄崇嘏辞官之后，就是回到火井她
的老家终老的。早在北周时水口就被设
置为“火井镇”一部分。“自古水口火井城，

天罡足下隐真名”，隋炀帝大业十二年，
火井镇升为“火井县”，县衙就在现今水口
天罡祠后面，著名大学者、星象学家袁天
罡就在这里任县令。

在水源所流经的邛地西部，从火井江
到火井古镇、油榨、南宝、水口、马湖、大
同、石坡流域一线，还曾是古濮人的家园。

这条发源于镇西山的涌泉清溪，顺着
山形走势，越沟过坎，弯弯曲曲，隐入远处
的两山间的峡谷，再流经高何、火井、油
榨、水口、马湖等乡镇，前后接纳 23 条山
溪水，河面渐宽，水势渐缓。在马湖场冲
积出一个大型扇面坡地，甩出一个大回
湾，待出齐口，过九里堤，这条古称邛水的
大河，翻越石河堰之后，咆哮着跌宕进葫
芦湾，在紧邻临邛镇西面的五面山山麓，
延宕出 300 多米的宏阔青波，如一面巨大
的光洁镜面，照出雪山与云霞，也照见几
千年里，聚散来去的时光。

水镜里走过的百濮人、氐羌人，这些
迁徙而来的族群，早就汇聚为蜀地的精
魂，水边曾经熊熊燃烧的邛窑炉火，也熄
灭在了时光深处，只有新时代的城市身
影，在古韵里生发出时代新韵。

我伫立水边，面对这辽阔春水，凝视这
水镜中的雪山与城市，云锦与倒影，在新生
态的城市美景里，忘却了自己和时光。

此处的邛水南河，早已失去建城之初，
隔离“番邦”的屏障作用，已成为现代城市
的内河。一边是现代新城，一边是古文化
遗址公园区。古与新，隔着宏阔河水，早夕
相守，深情相望。它们的身影，在宽阔的水
镜里，相融相嵌，在波光里摇曳生姿。

临桥处，几级拦水的石堰，延滞并抬
高了水位，越堰而过的河水跌落下一级石
堰，激荡出浩荡的水声。城的古意与新
生，在这里有了猛烈地碰撞与交汇，最后不
分彼此，相拥前行。只是有了这林莽水声，
现代的城一下就有了几分山野静气，有了
几分自然深幽，也有了难得的自然优雅。

而这无疑得益于布濮之源的灵动和
清冽。

日 前 ，中 共 成 都 市 锦
江 区 委 宣 传 部 与 成 都 日 报
合 作 策 划 设 立 首 届“ 李 劼
人·锦 水 文 学 奖 ”。《锦 水》
副 刊 有 什 么 特 点 ？ 如 何 挖
掘李劼人的文学成就？《人
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
中 国 作 协 全 委 会 委 员 、鲁
奖 获 得 者 李 舫 给 成 都 日 报
锦 观 新 闻 记 者 分 享 了 她 的
看法。

李 舫 和《锦 水》副 刊 颇
有渊源。对于李舫而言，成
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她 经 常 来 成 都 。 在 她 印 象
中，成都有“七张面孔”——
诗歌的面孔 、神秘的面孔 、
生态的面孔 、美食的面孔 、
安逸的面孔、财富的面孔以
及 创 新 的 面 孔 。 她 将 对 成
都的感受写进文章里，“我
曾写过一篇散文，叫作《成
都的七张面孔》，当时刊登
在《锦水》副刊上，后来反响
挺热烈的。”

多年以来，李舫一直在
关注《锦水》副刊。在李舫
看来，副刊是讲好中国式现
代化故事的重要载体。“副
刊具有永久的穿透力，很多
优 秀 的 文 章 都 是 在 副 刊 上
首发的，而且很多都成了意
味隽永、长久流传的文章。”
李舫说，“《锦水》副刊刊登
的文章里，有特别浓厚的成
都人 间 烟 火 气 和 活 生 生 的
现 代 化 气 息。可以说，《锦
水》副刊是讲好中国式现代
化成都故事的一个样板，而
作 为 党 报 副 刊 ，它 也 是 中
国 文 学 在 高 处 打 开 的 一 扇
窗口。”

一座城市的性格浸润着
其 独 特 的 文 化 特 质 。 在 李
舫看来，成都有独特的劈波

斩 浪 的 进 步 能 力 和 波 澜 不
兴的生活气量，让这座城市
充满包容性和张力。“而这
种 包 容 性 也 浸 润 在 了《锦
水》副刊中。这些年来，我
在《锦水》副刊上不仅看见
过很多新锐的观点和文章，
同 时 它 还 保 留 着 各 种 各 样
的题材和文体，这是非常难
得的。”李舫用“致广大而尽
精 微 ”概 括《锦 水》副 刊 ，

“《锦水》副刊的作者群体非
常广泛，全国各地都有《锦
水》的作者。另外，巴金、沙
汀、艾芜、李劼人、王火、阿
来等许多名家都给《锦水》
副 刊 投 过 稿 。 在 我 看 来 ，

《锦水》副刊广大而复杂，也
正 是 因 为 这 种 复 杂 才 塑 造
了它的丰富性，拥有多元的
魅 力 。 它 的 精 神 气 节 让 我
非常喜欢。”

将 李 劼 人 与《锦 水》副
刊 两 张 成 都 文 化 名 片 进 行
联动，设立首届“李劼人·锦
水文学奖”有何意义？“李劼
人 是 一 位 被 低 估 了 的 中 国
现当代作家，我认为他对中
国 文 学 发 展 的 影 响 非 常
深 远 。 他 是 成 都 的 一 张 文
化名片，应该把其贡献和价
值 更 好 地 、更 深 层 次 地 挖
掘 出 来 。”李 舫 表 示 ，“‘ 李
劼人·锦水文学奖’以李劼
人之名，《锦水》副刊为载体
开展，对于让更多优秀文学
作 品 、作 者 从 成 都 走 向 全
国，走向世界有积极的推动
作 用 ，这 是 一 个 非 常 好 的
文 学 活 动 。 希 望 能 以 本 次
活 动 为 契 机 ，将 更 多 文 学
爱好者 、阅读者 、写作者凝
聚 在《锦 水》副 刊 周 围 ，让

《锦水》副刊成为中国的文
学高地。”

李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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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文学的高地

谭平

：传承弘扬天府文化由中共成都市锦江区委宣
传部与成都日报合作策划设立
的首届“李劼人·锦水文学奖”
正在火热征稿中，自启动以来，
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本次征文活动以“城市气
质与人文气质”为主题，围绕成
都历史、天府文化、城市文明、
城市发展、锦江区历史文化等
关键词，面向全球华语作者公
开征稿。

李劼人生长于成都，在天
府文化的浸润下，他创作出了
多部经典佳作，影响了一代代
读者。天府文化与文学创作
有何关系？举办本次活动对
成都文学发展有何意义？记
者专访了天府文化研究院院
长、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副
会长谭平。

天府文化为文学
创作提供养分

“李劼人是现当代中国文
坛的一颗巨星，他将自己传奇
的人生经历都写进了他的文学
作品中。可以说，李劼人是将
天府文化融于艺术创作的代
表，他对弘扬传承天府文化，发
展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谭平表示，从古至今，成都都是
文学高地，天府文化为成都文
学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
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谭平看来，天府文化根植于农
耕文明，体现于都市文明，“天
府文化了不起的一点是，它既
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建构者，也
是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
者，在与多样文化的交流中，形
成了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外向性。一直以来，天府文化
都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张开怀
抱面对世界，这也是成都这片
土地孕育出了如此多的文学名
家和经典佳作的原因。”

另外，谭平还谈道：“值得说
的一点是，李劼人还是一名成功

的翻译家，他的一生中翻译了多
部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给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通
过他的作品，全世界的读者认识
了成都，了解到了天府文化。在
这方面，他生动地诠释了天府文
化的外向性特质。”

从不同的视角挖
掘天府文化内涵

《锦水》副刊创办于1962年
8 月 18 日，是全国影响力较大
的省会城市党报副刊之一。《锦
水》聚焦成都历史文化，发掘、
培养了众多文艺人才，发表了

《红岩》《清江壮歌》等永载中国
文艺史册的精品力作，作者群
体包括巴金、沙汀、艾芜、李劼
人、周克芹、马识途、王火、阿来
等著名作家，为丰富人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发挥了独特作用。

“我是《锦水》副刊的忠实
读者，以前也给《锦水》副刊投
过稿，它是陪伴我多年的一位
老朋友。对于成都文学发展而
言，《锦水》副刊的存在是非常
必要的。”谭平认为，成都从来
不缺乏文学爱好者，《锦水》副
刊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展示平台，挖掘出了许多
文学新秀。“众所周知，多年来，
许多优秀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从

《锦水》副刊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如果说文学是传承弘扬天
府文化的重要载体，那么《锦
水》副刊就是传承弘扬天府文
化的重要阵地。”谭平说，“此次
举办‘李劼人·锦水文学奖’非
常有意义，不仅可以让更多年
轻人关注城市发展，走近天府
文化，同时《锦水》副刊还能给
各地文学爱好者提供展示才能
的舞台。我很希望能在征文活
动中看到，大家从不同的视角
挖掘出天府文化更加丰富的内
涵，用文学的力量，记录时代发
展变迁，传承弘扬天府文化。”

（吴雅婷）

李舫画像

镇西山下布濮水
□刘馨忆

站在天府红谷由老木板房改建的乡村别墅二楼，清雅

的长廊外是一沟浅浅的清溪，隔着清溪就是高耸的苍色高

山，刀削斧劈，壁立千仞，是稳稳的背靠，却也有倾压之

感。一树高大的白梅，在廊外开得繁花似锦，把半树的梅

枝都举到了廊道之上。厚重的背景之上，满树梅花着珠玉

之光，阵阵梅香有丝绸的顺滑。不仅化解了大山的挤压，

更凸显出梅树的华彩。果然是诗人的地盘，他最得天府红

谷的精妙，专挑了这样一处有梅魂入梦的住所，不免被我

们一干人打趣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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