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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夏天过了一多半了。不过这天气忽
阴凉忽燥热，像个说话没谱的二愣子。因此，
大多时候人们都觉得这夏天不正经。

我中午从梦中抽出身来，恍恍惚惚去上
班，才发现这时候的天气才是正经的夏天。
浓绿的樟树、黄葛树，碧绿的柳树、石榴树，墨
绿的玉兰树、泡桐树，还有那些四处蔓延的木
香、紫藤、蔷薇，都凝固了一般，没有任何动
静。太阳主宰了一切，像一团发着白光的焰
火，烤得大地明晃晃的，高楼上、树木上，甚至
草地上，有一层热气噌噌地冒着，似乎随时都
会被点燃。

一年四季，一季四时。在大城市里忙生计
与乡间不同，所有的节奏都与这时令没什么瓜
葛。我正试图从内心深处挖掘一点过去的东
西，忽然一声熟悉的叫声从对面的杉树林中传
来：“嗻——嗻——”很显然，这是第一只醒悟
过来的蝉。但这叫声明显底气不足，想大声宣
泄又怕惹出是非，絮絮叨叨欲言又止，像乡下
耳根子下发牢骚的老妇人。而且，这蝉的叫声
不干脆，遮遮掩掩、犹犹豫豫的，似乎在怀疑这
是不是真正的夏天，自己该不该叫出来。这蝉
鸣持续不到十秒钟，便戛然而止了，周围所有
的物体又迅速凝固，只剩下焦灼的阳光，疯了
似的炙烤，火烧火燎，又了无生趣。

这声蝉鸣，让我想起了乡下的夏天。乡
间的夏至，稻禾秾芳，河柳苍翠，就连田埂上
的牛筋草都长成了树的气质。这是农忙季节
里难得的短暂空当。少时常和一伙小娃儿去
宜阳河里，耍水、玩沙，从岸边水底掀起河柳
细软的根须，看长着锯齿的沙鳅翻出白色肥
嫩的肚皮来。大多时候，去河边抓蝉最好。
宜阳河岸全是低矮密集的红柳，那蝉贴在柳
枝上，笨得出奇。将柳枝掰下来，将手掌盖下
去，竟然毫无知觉。待抓握手中，那蝉才睡醒
了一般，“嗻嗻”地叫几声，极不耐烦，又无可
奈何。很多时候，也抓到一些哑巴蝉，如何挑
逗都不吭一声，很是没趣。后来听人说，这是
母蝉，身形修长些，是不会发声的。从此，我
见这类蝉，都一并放过，总觉得没点态度对不
住这火热的季节。

宜阳河岸除了红柳，便是高大斜逸的枫
杨树。那上面的蝉多，叫得最欢。那上面的
蝉似乎知道天高皇帝远，逮不着，叫声轻快流
畅，得意时还带着腔调，低八度起调，然后立
即进入高音区，C 大调、G 大调、D 大调，最后

是声嘶力竭的 A 大调，此起彼伏，叫得整个村
野都是热血沸腾的，仿佛整个夏天都是它们
的主场。

大人们对蝉不感兴趣，只关心稻田里禾
苗的拔节、扬花、抽穗，最后一串串弯下腰
来。其实，田地里的收成，全靠这火辣辣的日
头，一点点将青苗晒成绿苗，烤成淡黄，最后
烧成一片金灿灿的火海。蝉的单调叫声，在
乡农耳中除了聒噪，便是焦心的时令催促。
放水晒田，把镰刀磨快，给打稻机上油，修复
旧箩绳旧扁担，所有细节都和抢收抢插时刻
的速度与激情息息相关。

蝉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只是在这个发烫
的季节里无聊地呐喊，谁也不清楚它们在传
递一种什么信息。

我在后山的杂木林里见过另一种蝉。与宜
阳河边的黑蝉不同，这山里的蝉瘦长，全身黄褐
色，拖着长长的透明蝉翼，像一把锋利的剪刀。
这蝉的叫声没那么尖锐，“知啦知啦”的，总在中
低音区发声，一起一伏，不疾不徐，没有一点脾
气。但是，这蝉声好听，像瓮罐里敲出来的声
音，有回响，有共鸣，也有金属质地，是夏天炽烈
氛围里最有情调的艺术。小时候，我总想抓来
一只山里的蝉一探究竟，但这蝉太过机敏，不等
靠近就倏地飞远，只留下干燥的杂木树干，空荡
荡的在日头下又裂开一层来。

后来才知道，蝉有几千种，故乡的蝉不过
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走南闯北，道听
途说，也知道了蝉在各地有很多叫法：知了、
蜩、知拇吖、哔蝉、海咦、蛭蟟、蛣蟟、嘟了龟
儿、大嘟了、知了龟、知了猴、蛣蟟龟、爬杈、梢
潜、蠽蟟、蠽蟟龟，所有的名称都是当地人对
蝉的亲近方式。蝉壳是一味中药，我爬上宜
阳河边的枫杨树上时，隔壁村的小伙儿告诉
我的。他会抓蝉，在一根长竹竿上，用细铁丝
套一个网兜，在蝉的头顶上轻轻一挥，惊慌失
措的蝉就落网了。我觉得这样抓蝉有些机
械，少了过程，就像生吞了一颗成熟的李子一
般，没味。

故乡的蝉鸣成了记忆中的幻影。城市里
的四季时常模糊了边界，即使是棱角分明的
夏天，也是凉热交替，晴雨无常。况且，工作
生活都被空调调控，对夏天火一般的热情早
就变得迟钝了，就像这午间短暂的那声蝉鸣。

不过，时序难易，岁月有痕。城市里的夏
天，应该很快就会听到响彻天地的蝉鸣的。

盆地画弧，锦江成滨。
芙蓉似人杰，铸就繁花海；蚕丝若史笔，撰

为蜀锦心。担担小面，交子之春；红星长路，大
慈之根。武侯祠边，坐看锦里流云；宽窄巷里，
细听清江贴金。浣花溪畔，清流不竭杜甫之
仁；九眼桥下，星辰长荣薛涛之文。文君典酒，
救赎青春琶音；相如书赋，唤醒诗歌灵魂。

西岭雪山，犹望东吴万里船；东郊记忆，

历换西蜀千秋颜。金融双子，契自阴阳同源；
国贸环球，蔚成元宝壮观。天府大道，一线通
天；川剧中心，万世循环。金沙飞跃古今，动
漫城连九天；青羊德道百草，文殊院诵箴言。

风霜雷电，演练山川，人间精彩自天然；离
合悲欢，海味甜咸，成都故事又千年。山海之
城，莫厌历史旧景致，笑付杯盏边；辅国之都，
须看时代新气象，腾飞蓉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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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巴蜀历史学者彭邦本教授

锦江历史可追溯2000余年

彭邦本介绍说，锦江的历史可往前
追溯2000余年。早在李冰治水时期，开
凿郫、捡二江。司马迁在《史记·河渠
书》中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
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
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这里的

‘二江’便是郫江和捡江。”他说，这两条
江最初是从都江堰流出，由西北向东南
延伸，在成都城南呈二江并流之势；到
唐朝后期，又将郫江改道绕成都北城
墙-东城墙流过，并在今合江亭处与捡
江汇合，从此形成两江抱城的格局。“郫
江又叫府河，捡江又叫南河，所以合称
府南河，由此形成了金城汤池的护城河
格局。”彭邦本如是说。为何府、南河又

叫锦江？彭邦本解释道，之所以这两条
河叫锦江，是因为成都城是著名的锦
城，历来就是蚕桑织业非常发达的地
区。“相传成都所在的四川盆地是黄帝
妻子、蚕桑织业的发明者嫘祖的故里，
是蚕桑织业的发源地之一；三星堆最新
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成都平原蜀地丝
绸织业发生、发展很早，有很高的水
平。”他进一步介绍说，秦汉以后，史书
明确记载，在成都城南捡江一带，汉代
设置了锦官。它既是政府管理部门，
也组织生产印染丝绸。“丝绸印染以
后，需要用清水来漂洗。汉代锦官城
正好在水质非常好的捡江边上。夕阳
西下，江水波光粼粼，织女们把丝绸拿
到江边洗涤之后，丝绸特别鲜艳。所
以锦江之名就此得来，成都进而获得
了锦城的美誉。”

四大功能 锦江为成都赋能

众所周知，锦江是成都的母亲河。
彭邦本说，水是生命之源，文明之母。
2000 多年来，锦江滋润、繁育了蜀地文
明、巴蜀文化。他指出，作为都江堰大
型水利工程的主体部分，锦江对于成都
的意义有四大点：第一是使成都平原免
受旱涝之苦，极大地消除了自然灾害；
第二是为成都平原广大城乡生产提供

了足量的水资源；第三，从都江堰修筑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锦江在历史上发
挥了强大的水运功能；第四是锦江发挥
了生态功能，其树谱状的无坝引水渠系
铺展于广大平原和周边浅丘陵地区，将
岷江的水引向了更多缺水少水的地区，
为成都平原的生态提供了良好保证。

彭邦本进一步解释道，历史上锦江
为成都平原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清洁的
饮用水。“成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茶馆，
由于江水的水质好于井水，这些茶馆的
用水就是来自锦江，由此还催生了一种
专门从锦江挑水的挑夫行当。”锦江的
水，滋养滋润了成都平原的人民。

他强调说，值得一提的是，唐后期
以来两江抱城的优美格局，大大地美化
了成都的生态景观，为成都提供了优良
的城市风貌。“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
龙舸下扬州⋯⋯”锦江是历代诗词歌
赋等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灵感。“两个黄
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水绿天
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这
些流传千载的古诗佳句，让美丽的成
都名扬海内外。

在彭邦本教授的精彩解读下，我
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锦江畔
的千年古都，让我们一同感受锦江的
韵味与魅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老版

《锦水

》副刊

记者：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
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李劼人有很多
身份，也有很多标签。作为研究者，您多年
纵横在有关于他的文本里解读他。在您心
里，李劼人是怎样的一个形象？有没有哪
些侧面不为人所知？

张志强：我首先感觉到李劼人是一个
生动可爱的人。他对生活充满热爱，他富
于生活情趣，他有正义感，他胸怀坦荡，他
非常无私，他乐于助人。在李劼人与师长、
同学、朋友、亲人等的交往中，我们可以深
切感受到李劼人的人格魅力。

同时，李劼人是对自己的人生使命充
满自觉的人。短篇小说《游园会》发表之
后，李劼人就立志当作家，这是他一生的追
求，他从来没有停歇过。每个人被时代夹
裹，被生活所迫，可能身不由己，李劼人也
是如此。即使在如此情况下，李劼人也从
不会忘记自己的人生追求。无论是当大学
教授，还是经营实业，写作在他心里占据重
要地位。各个时期，他都不停地写，他写小
说，他翻译文学作品，他写成都历史，他写
美食，他因对生活的观察和热爱而不断地
写作。

另外，从李劼人身上可以感受到非常
强烈的家国意识，就是对国家的热爱与担
当。1914 年，李劼人在自己的一张单身照
上题写道：“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
公。”这是李劼人家国意识的体现。一个
人不仅是家庭的一员，也是社会的一员，
要承担社会的责任。

李劼人不是书斋里面的知识分子，他
是一个实干家，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总
是挺身而出。这一点，我非常欣赏他。一
个人的价值，很重要的一方面还是在于为
社会作出贡献。

记者：作为李劼人故居纪念馆负责人，
您认为当人们走进纪念馆，了解李劼人时，
会收获什么？

张志强：可能会对李劼人的生命境
界有一些认识，收获一些感动。首先，李
劼人是很无私的，根据他的遗嘱，亲属把

他历年收藏的书籍 28225 册、字画 1000 多
件捐赠给了国家；李劼人一生以各种形
式帮助过很多人，主持嘉乐公司的时候
还设立了一个公益基金——“文化事业
补助费”，无偿资助了大中小学、孤儿院、
文化团体、贫病作家等；其次，李劼人是
一个非常有情趣的人，他好吃，他热爱美
食，他对成都的描写那么丰富和生动，也
是因为他发现了成都的美好，他的生命
会给我们一些有意思的启发；再次，李劼
人给我们留下了 600 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从中总可
以有所体悟。

记者：您认为“李劼人·锦水文学奖”的
设立对于报刊文学和城市文脉的传承有何
特殊意义？此次文学比赛以“李劼人”为
名，在您看来，文化名人 IP 是如何影响并推
动城市文化发展的？

张志强：李劼人的中短篇小说、散文、
部分翻译作品等最初也是在报刊杂志上发
表的。报刊是传播文学的重要媒介。“李劼
人·锦水文学奖”会鼓励创作者继续通过报
刊发表文学作品，传播真善美，丰富人们的
精神生活。

巴金先生说，李劼人是“成都的历史
家 ，过 去 的 成 都 活 在 他 的 笔 下 ”。 李 劼
人 是 书 写 成 都 的 高 手 ，成 都 的 风 土 人
情 、名 胜 古 迹 、方 言 俚 语 、美 食 文 化 、茶
馆文化、服饰文化等在他的笔下绘声绘
色，李劼人发现并书写了成都的日常之
美 。 李 劼 人 树 立 了 书 写 成 都 这 座 城 市
的 榜 样 。“ 李 劼 人·锦 水 文 学 奖 ”将 启 迪
后来者继续书写所生活的城市，传承历
史文脉。

李劼人作为文化名人，他有非凡的人
格、品格力量，这是后人可以学习并继承
的。李劼人受教于校长刘士志先生、国文
教师刘咸滎先生，形成正直、淡泊、独立、
进取、厚爱的美好品格，这些美好的品格
应该代代相传。成都之所以是历史文化
名城，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座城市孕
育品格高尚的人。文化名人的美好品格

又反过来滋润这座城市。
李劼人作为文化名人，他还留给我们

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以欣赏的眼光发现了
过去的成都之美，他也启迪后来者继续去
认识这座城市的魅力。

李劼人作为文化名人 IP，他奠定了基
础，将起着引领的作用，带来城市文化的更
新与发展。

记者：成都日报《锦水》聚焦成都历史
文化，发掘、培养了众多文艺人才，李劼人
便是《锦水》的重要作者之一。您怎样看
待报刊文学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
的作用？

张志强：人们需要报刊文学，借着文
学，人与人进行思想精神情感交流。文学
可以安慰人心，文学可以激发美好的想象，
文化也可以启迪生命的智慧。一个温暖的
故事，会让人泪流满面；一句直抵人心的话
语，会让人有所领悟；一个生动的场面，会
让人兴趣盎然。人需要安静下来，需要阅
读，需要文学，人心就不容易在现实中迷
失。是的，借着文学，生命可以安详地发出
微笑。

记者：我知道您也是《锦水》资深读者
和重要作者，手头还收集了很多《锦水》珍
贵的资料，能谈谈缘起和分享一些关于此
的趣事或者是发现吗？

张志强：整理单位旧剪报的时候，我
发 现 ：1986 年 9 月 ，李 劼 人 先 生 的 女 儿
李眉女士在《锦水》发表了回忆文章，题
为《菱窠杂忆》。1984 年 2 月，李劼人嫡
孙李诗云写的《忆“菱窠”》分上下两期也
发表在《锦水》上。这两篇研究李劼人生
平的重要史料，我查找了所有相关李劼
人的书籍、公开出版物，均为登载。我打
电话将此事告诉了诗云老师，并把这篇
文章放入即将出版的《老骥：李劼人的生
活、工作和创作》一书中。李眉老师的那
篇长文章计划放入下一期的《李劼人研
究》。《锦水》提供了一个载体，让这些重
要的史料流传下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张志强，李劼人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李劼人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从事李劼人相关史料整理研究多年，参与编辑有《李劼人研究：2016》

《李劼人珍藏书画精品集》等。

1937年，郭沫若翻开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中的《死水微澜》后

深受触动，随即挥笔写下了万字长文《中国左拉之待望》，将李劼人比

作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大师左拉。

时光流转近百年，除了看见其身上众多头衔之外，还能“读懂”怎

样的李劼人？带着问题，记者与学者张志强做了一次深入对谈。听

听他如何看待“李劼人·锦水文学奖”的设立对于报刊文学以及城市

文脉传承的意义。

《锦水

》副刊刊发的李劼人女儿李眉的文章

1962年8月18日，成都日报以其独特的视角，以“天府之水”为名，创办了《锦

水》副刊。这一命名深受成都的母亲河——锦江的启发。锦江，这条流淌千年的

河流，不仅是成都人民生活的源泉，更是承载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记

忆。今日，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为读者们解读锦

江的悠久历史，讲述锦江的前世今生。

李劼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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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邦本：
解读锦江历史 展现古都脉络

张志强：
李劼人记录了最鲜活的成都记忆

张志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