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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芳

与钱塘江共度私人时光，历时近
二十天的潮起潮落里，原本淡静的心
都被触摸到柔软处。常常怀揣感动
或沧桑，和钱塘江坦诚私语，水波送
情，流水藏怀。这抒怀，从未如此地
有明确对象和充足理由。蜿蜒江河
古今说道，无论哪个章节，哪处细微，
忽然就触到了敏感心尖，使人聊发少
年狂，使人赤足欢喜向海，使人伤痛
潸然泪下。钱塘江，举动有风华。岁
月更替，江河不老，终有应答。

站在钱塘江前，我试图与她握

手言和，为曾经的怠慢和不恭；站在
钱塘江前，我希冀与她相拥共舞，为
许下的诺言和心愿。这些念头是那
么自然而然和顺理成章。我们，实
在没有权利不追随她，守望她，呵护
她，不仅仅因为钱塘江是浙江人的
血液，浙江人的衣食。

历史漂浮河面，拍起清和正声
的惊涛，激荡悠远宏壮的骇浪。我
们在江河寻找记忆，那就是永远的
钱塘江。

【感悟】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
品，必定来自民间，来自历史，来自
大众。

永远的钱塘江永远的钱塘江

大江情怀·散文篇大江情怀·散文篇

林海蓓

在千岛湖，当地人最引以自豪
的，是新安江的水。

他们说，信不信由你，这里的
水，四季恒温。即使是炎热的夏季，
你在水中也很难站二十分钟，因为
水的刺骨。而寒冷的冬天，因温差
在水面上则会出现升腾的热气⋯⋯

我并不想去探寻它的源头。这
么多的水聚集在一起，自有它的包
容。

我相信，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每

一段江水都会是最美的。就像人的
一生，苦乐哀荣，如幻似梦。

暮色中的水，月光下的水，晨曦
里的水。

春风吹的水，夏雨浇的水，秋阳
照的水，冬雪飘的水。

沉默，寂静。不波涛汹涌，也不
澎湃四溢。因浩大而安静，因沉稳
而深长。

这里的水，好像没有沾染过人
间的尘埃，能让时光慢下来。

【感悟】感应时代脉搏律动，为
民抒写笔耕不辍。

水，让时光慢下来

陆 原

这里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曰：仙
霞湖。它地处衢州市衢江区岭洋乡，
是一个年轻的人工湖。1979 年，衢
江支流乌溪江上耸立起华东第一高
坝，蓄数千平方公里山水。于是，一
湖碧水，平地升起，吻天抱日，蔚为壮
观。

正是绿肥红瘦时节，看天际蔚
蓝，疑是湖水所渲；看群山青翠，恍若
蓝天所染；看湖水澄碧，仿佛青山所
映。处身青、绿、蓝浓郁的山光水色
里，谁是谁染，已无法厘清。

乘一轻舟，在碧玉般的湖面滑
过，到湖对面的溪东村，入住一家农
家乐。房东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
名叫曹养禄，他说农家乐是于去年初
夏开起来的。

曹养禄原是村里养猪大户，每
年有几十万元的收入。去年上半
年，衢江区、岭洋乡两级政府着力整
治库区生态，严禁农户规模养殖畜
牧业。曹养禄积极关掉养猪场，他
觉得养猪场的污染对水库水质和生
态环境的确有影响。他说，我们在
钱塘江上游，保护水质，要作点贡
献。他乐观地说，只要把这里的生
态环境保护好，开农家乐也会赚钱
致富。

晚霞漫天，满湖耀金，落日醉红，
情浓神迷；那叠叠群山间，雾色漾起，
起伏的山峰简约如画⋯⋯在白墙黑
瓦勾人乡恋的山村里，我感到春意盎
然。

【感悟】作家只有沉下去，才能采
撷到生活的浪花，才能切身感受到时
代脉搏的律动。

满眼湖山满眼春

张巧慧

开化的美在清澈，明净。
我所住的民宿就叫“听泉”。听

泉，是日常中多么奢侈的事情。平
素偶有听雨，亦在闹处。一下子到
了山间田间，夜籁寂静，水声便丰沛
起来，飒飒满耳。初时以为是雨，渐
渐听出些不同的曲致来。流泉是富
有音乐性的，时而嘈嘈，时而切切，
时而叮咛作响，你便可想象何时御

风，何处遇石，何处适逢落花。迷糊
间，又会想起很远的伯牙与子期，一
个抚琴，一个聆听。高山，流水。今
夜，我便是溪的知音，听了一夜的
琴。

在开化的山水间走过，想到那
句感人的话：一江清水送出开化。
这清澈，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感悟】如大江一般，做一个开
阔的写作者，展现时代风景和人性
之美。

开化听泉

朝 潮

我相信一座城的人文气息，跟
山水紧密相关。山主骨，水养心。
兰溪山水交融，滋养诗文，也作育人
才，出现了以宋代婺学宗师范浚、明
朝诗人胡应麟和清朝戏剧理论家李
渔为代表的一批兰溪大家。

雨中走访，弄堂，窄巷，厢房，会
馆，砖雕门罩，飞檐翼角，它们在雨
色中像一幅幅水墨画，古朴而灵
动。百年前，英国作家罗安逸在《我
眼中的中国》一书中说：“乘船从杭

州到兰溪，顺风需三日。”现在，乘汽
车去兰溪只需三小时。

兰溪在下雨，滴答，滴答。这
是 兰 溪 指 针 的 新 节 奏 ，稳 健 ，饱
满。雨声的语法构成，多了一些内
敛和淡定。同行人说，隐隐闻到了
香味。但穿行于城中，我一直找不
到香的来源。兰溪古城的幽香，大
概是一种渗入到内部的人文兰香
吧。

【感悟】走读钱江流域，梳理浙
江人文，是对创作者自我的一次重
新认识和升华。

人文兰溪 马 叙

我们看的是穿越整个村庄而过
的湍激流淌的芹溪。

当秀水码头热闹起来，“东风
号”、“梦想1号”、“绿城1号”、“民生
1 号”等游轮启锚，缓缓地开向各个
岛屿。而千岛湖的万顷湖水，仍然
是安静的，清澈的。此时，我记着，
千岛湖的万顷湖水下的古城与二十
万大移民，是他们，为千岛湖作出了

常人无法想象的付出与牺牲。这段
记忆，几乎是一个关乎人类伤感心
境的核心话题。

当一阵清风从湖面吹来，再次
想起一个有关时间的情景：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千百年来，又有
多少事物随流水而去，永恒的只是
不改的青山绿水!

【感悟】质朴的村民，纯朴的民
风，这是生活的源头，也是文学作品
清澈的活水。

清流不改

黄立轩

跨入跨湖桥遗址，它犹如一只
舟停泊在湘湖。我跨过石桥而来，
看到梅花鹿的角，弓箭，水牛的头
骨，一艘碳化的独木舟，一只海豚的
喙⋯⋯

八千年前的某个时刻，发生了
海难。跨湖桥这只钟表停滞于六七
米的泥土里，我一寸一寸地触摸过
去，我的手指抚摸掉一条直线的颗
粒。直线的一点在二十一世纪，另
一点则在八千年前的地底。

这一层一层的堆积里有多少树

叶、花粉、果实，多少动物的脚印，人
的呼吸，多少宇宙的尘埃，还有雨
水，河滩的卵石。

我在八千年前的地层抠取了两
块泥土。它们已经坚硬得迥异于地
面的凡尘，近乎石化，没有了任何的
浮华。即使上面的腐殖质，也被挤
压成拓片。

我要将其带回去，放进书房，时
时瞻仰这从地下获取的历史。一块
像船，一块像湾。

【感悟】河流是文明的载体，水
述说历史故事，作家的职责就是用
文字和形象传递文脉。

生动在八千年的时空中

杨新元

钱江源头的水，从开化流到衢
江区，浇灌着莲花镇的现代农业
区。我们来到了老爸果园。好客的
主人已采好了新鲜的草莓请大家品
尝。这些刚才还长在大棚里的草
莓，那么新鲜、水灵，尝一颗，又甜又
香。老爸果园有连栋大棚 10 万平
方米。种植草莓、枇杷、葡萄，主要
实施休闲观光农业。现在已名声在
外，来度假的人越来越多，既发展了
农业，又促进了旅游业，前景十分看
好。

随后，我们又来到九九红玫瑰
生态园。这里，是一个玫瑰花的
世界。主人介绍说，种玫瑰花，好

处多多。结婚的年轻人，可以在
这 里 亲 手 采 摘 象 征 爱 情 的 玫 瑰
花，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浪漫；喜欢
用鲜花装扮生活的人们，可以到
这里亲手采摘芬芳的玫瑰。玫瑰
还可以提炼和加工。公司专门从
事欧洲香料玫瑰的繁育、种植、开
发和加工，已引进玫瑰精油生产
线一条，建成了玫瑰精油的加工
车间。徜徉在总面积达三万多平
方米的玫瑰主题广场上，我们深
深感到，现代农业园区的魅力和
当代农民的气魄，这种观光休闲
农业，既少污染，又保护生态。我
想，真是多多益善！

【感悟】作家不能成为“坐家”，
走出书斋，自有源头活水来。

衢江之畔花果香

赵健雄

什么时候起，连呼吸和饮用也
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了？

称为现代文明的潮流，喷涌而
出，一往无前，自然有它伟大的理
由，所以才几乎征服全社会，如今我
们却不能不感受到它的缺陷。如何
治理留下的恶果？如何超越眼前的
利益？

还是得追根溯源：思想的根源，
生活方式的根源，治理与管辖的根
源。至少需要调整态度，换个角度
来考虑一切。

应当有一种用来平衡与制约的

力量，应当把我们的心重新洗干净，
应当像母亲河钱塘江一样，永远处
于再出发的旅程，有时候更需要回
头深情地望一望。

站在山脚下那个小小的村头，
看着端了饭碗在道路中间享用早餐
的乡人，那种快乐而简单的样子感
染了我。

他们一直留在源头，蓦然回首，
那儿不正是我们辛苦寻找的地方？

【感悟】水，渐为稀罕物。这与
日益增多的人口有关，也与生活方
式普遍的改变有关，动员更多的社
会力量来试图缓解与改善，正是希
望所在。

源头的思索

但 及

我们在雨丝中走进了上包村。
上包村，是包公包拯的故里，里面有
包氏宗祠。一弯小池塘，在村口迎接
我们。细雨里的垂柳，新鲜的空气，
还有湿润的大地，让上包村的容颜变
得尤其清新。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喜
欢上了这个村庄。

雨丝，好像拉开了我与村庄间些
微的距离。正是这合适的距离，产生
了一种独特的美。村庄静谧，静得连
鸡鸭都不作声，也很少看到人。家家
户户贴着对联，红纸，黑字，让朴素的

门框成了大雅。有人在水边洗涤，红
衣，白桶，斗笠，细雨飘在河面，微波
荡漾。我站在远处，一直凝望。发光
的石板，青亮，透明，远处的山峦郁郁
葱葱。这个洗衣的农妇在不经意间，
带给我了意外的一种醇美。

实际上，我知道，我爱的是洁
静。只要村庄清洁，村庄里没有一丁
点垃圾，这个村庄就会产生一种美。
上包村的洁静，让我产生想要拥抱它
的欲望。在安静与整洁之中，蕴藏着
无以言说的大美。

【感悟】感恩这条江带给土地的
润泽，感谢这水带给生命的滋养。

醉在上包

桑 子

那么多早逝的春光
稳坐在一袭宣纸中
今晚月色大好
富春江
卷起十里纹银
收拾丹青万千 私奔来
就坐船
从上游到下游
再从下游溯洄上游
好时光要在水里修行
节气 农事 打铁 耕种

富春枕在方言里
收在江南的腹地
日子过得温和坚忍
背井离乡的人告诉我
多好的水啊
这里的稻花与大海接壤
这里的大河能追上落日
或者什么也不说
就像是创世初的安宁
诸神繁忙 龙娠中流

【感悟】钱塘江哺育了沿岸的
人民，人民又哺育了我们。诗人当
为母亲河歌唱，为人民歌唱。

夜入富春山居

潮涌东方·诗歌篇

俞 强

一条江河，如果没有广袤与深
远

就会在肤浅的坐标里，越走越
窄

深层水域，目力难及的地方
一些水和另一些水汇合
一些水和另一些水分流
只有磐石，锚和大鱼的鳍
带着金属的重量
带着一棵树轰然倒下的声音
继续下沉或者飞翔，平静的水

面
看不见一丝涟漪
澄澈，一项漫长的工程

浮躁，另一种污染
膨胀的泡沫 容易被放纵
而泛滥成灾
就像知道真理的人 总是缄默
就像找到源头的人 来自低谷
就像诗歌，为了过滤内心的屈

辱
值得一辈子沉潜
一条真正的江河
需要海的容量与溪的耐心
漫长地等待 一滴水穿过石头
将透明 返还给与生俱来的声

音
【感悟】从生活中锻造作品原

创力，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态度，更
是一种品徳的体现。

一条真正的江河

高鹏程

一个宁静的小镇。一条江水
穿镇而过。

村口，几个闲散的人。一棵古
树。一个埠头。流水

晃动着一些古老或者
新鲜的光阴
伊甸说，这个村口，符合中国

人
乡愁的法则
我扭头看江面，看山气。又看

村口。然后
点头称是
这乡愁很快会转浓。如果有

人从这里走出。很多年
如果山岚转淡，江面上的雾气
能散去一些，如果那艘来接我

的船已经抵达埠头
如果这乡愁要刻骨铭心，那么

上面的第一
到第二行诗
要这样写：埠头下的船
已经走远
江水继续流淌。村口，只有一

棵老树。
已没有人

【感悟】用诗歌之船溯流而上，
去寻找并守住我们古老的乡愁，这
是一个诗人的天职。

刻在水上的乡愁

慕 白

钱塘江流到桐庐，我四下望了
望

应该是富春江，雨后云雾，水
流千里

听说这里的风光很好，琴溪香
谷

有点武陵的味道，值得喝醉
我们刚从淳安来，与海瑞道别
扯扯了富春山居图的一角
诗友置酒，绿水作伴
桐君，严光，章八元，方干，叶

浅予
这些桐庐古人，无论哪一个，

足够下酒
请原谅我一下子记不住瑶琳

仙境，通天河
芦茨湾，江南古村落，这些历

史的沿革
和县名的来历
一路上已看多了绿水青山
我以民间的姿势
走进今日桐庐，歌以咏志
我希望看到，五水共治之后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最美县

城
仙境与尘寰都高尚其事
值得我再次喝醉
在一个水皆缥碧，美丽的乡村

【感悟】水选择低着头的姿势，
把波涛藏在深处，我们还有什么理
由不融入生活的洪流？

在一个水皆缥碧的乡村

张德强

当我的目光
被村口巨大的水碓木轮吸引

时
周围大片结荚的油菜田
已把春风染成粉绿
绕村而过的小溪
唱着儿歌在我的指缝间欢快

地流淌
老村长说，四年前也是这条细

流
却陌生得让人以为是排水沟
锈迹斑斑，恶臭阵阵
烂菜叶塑料袋狗屎鸡粪在水

中沉浮
我问，水也会生锈吗
他狡黠地笑答

是村民的习俗脏惯了，生锈了
牛栏猪圈里的污水到处流
草灰纸屑随风飞
观念的锈可不是一早一夕就

能除尽
向城里人看齐，外出打工的子

女回家乡
带回来讲卫生的良好习惯
慢慢地，从第一只垃圾筒
到第一篇村规民约
道路变洁净了，小溪变清澈了
从锈水到秀水
跨越的何止是习俗的门槛
我看到，晚霞映照下的农居
披上了一身金色的新衣

【感悟】从钱江源头到入海口，
一路采风，一路感怀，每天都会灵
感喷发。

从锈水到秀水

陈章寿

富春江的南岸
有一个城市阳台
我撑着雨伞北望
在雾气渺茫中
看见一位白发的老人
他童颜鹤发
着一身绿色的长袍
端坐在山的悬崖
似把一双修长的脚丫
伸进了江的中间

清水在他的脚边流淌
他测试着水的体温
享受着水的抚摸
潮涨潮落，水清水浊
他不语地端详了几个世纪
只是此刻
他把银白的胡须
蘸了蘸一汪清水，洒向天边
富春江上，白云如絮

【感悟】深入生活，就是把自己
全身心融入生活，而不是在生活的
岸边观望。

富春江上，白云如絮

柯 平

夕光里当年的威仪犹存——
一座宏伟宫殿

但你看到的只是它的物质部
分

那些恢弘的学说、未展的宏图
深藏于城市的血液与心灵
御匾、家谱、牌位、寂寞的旗杆

石
曾经有过的辉煌，并不因时代

变迁
而改变其原有的本质

夜晚江面，当年的韶乐尚清晰
可闻

雨水从灰黯的庙檐顶端滴下
来

我斜倚廊柱看着它们，而另一
个自己

此刻正在雨后松软的田野上
飞奔

仿佛运动场上接力赛的踊跃
参加者

【感悟】寻找生活、精神和力量
的源头，并且铭记。

孔氏南宋家庙

沈晔冰

风悄悄穿梭轻掩的村落大门
阳光透亮村口那老树的新芽
一抹温情翻耕水田的波光
一条若现的银练
勾勒出兜兜转转的线条
一方翠盈盈的清凉轻拢浓意

的雾气
贴着脸颊亲吻石头叠嶂的小

桥
鸭，相互追逐的影踪
鸡，蹲立在门槛上守家

阿婆的捣衣声，斜依水畔
抡起历史的回音
一群群蓬勃的云雀，欢喜靠岸
一瓣瓣醉色的月季，醇美流经
浸出一方水灵灵的柔媚
回眸处，谁的一脸娇羞
轻盈地飞扬在芹川的曲径处
芹川，总是微笑中带着抽芯的

希望
点缀溪流一寸一寸的繁华

【感悟】作品要有泥土味和生
活芬芳，作家就要离百姓人家近
些，再近些。

芹川剪影

嵇亦工

当你的第一滴源泉之水
自天庭的指缝间滑落
我萌发出一个姑蔑古国
山水磨砺的俊秀种族
如同一条欢快的游龙
流淌的水波穿越过
起伏的丘陵和沉睡的田野
你用股股玉液琼浆
滋润着无边的黑暗与荒漠
奇谜的石窟伫立于你的左肩
在你右肩之上 是姜席堰动人

传说
我用手轻轻摇响舍利塔的风

铃
让荷花山沉睡的故事
渐渐为你复苏
多情而多泪的亚热带季风
赠予你无穷活力与思索

你把暴雨和山洪的爱
交给我——
一个敢为天下先的骁勇舵手
任太阳和月亮耕耘岁月播种

祈福
我赤裸着灵魂匍匐于桑林之

泽
编织出第一片春色
绿色永远是美丽而丰富的诱

惑
激荡起又葬埋过多少先哲
于逝者的歌声里我开始选择
有关创伤与痛楚的音符
续写满江红破阵子清平乐
在历史走向自己永不回首的

潇洒里
令你蓝天白云世代明洁清澈

【感悟】当我们捧喝着甘甜的
钱塘江水时，胸膛间怎能不涌动着
感恩之情？

衢江之歌

施立松

生在芹川村是有福的。
六七米宽的溪床，清澈鲜活的

水，活泼泼哗啦啦的，妩媚了古村苍
桑的容颜；三十几座桥，石拱、独木、
木板，水泥，如一行行诗句，让村庄有
了平仄有了韵律，更有了人间烟火的
温暖和生气。

三百余座建于明清的古民居，雕
梁画栋上，处处流露着低调的奢华和
贵气的温婉。斑驳的粉墙上，岁月的
风霜，以苍劲却不失柔和的笔力，镌
刻下沧桑。青石路伴溪蜿蜒，把芹川
人的生活轨迹，画得缓慢而悠然。门

前的青石条平滑如镜，多少衣物在它
们身上，涤去污迹，带着清溪和阳光
的香味，重又伴随人们走进平常而温
暖的日子去。蓝衣的老妪在洗衣，红
衣的少妇在洗茶壶，清溪在她们的手
中，流出优美的生活秩序，和平实温
润的生活品质。

在芹川，生命是一场随着清流奔
涌的欢喜，一朵浪花的开落，一片落
叶的跌宕，都因了水的清澈而有无穷
的美意和脱俗的静好。

【感悟】文字是花，情怀是花香，
有情怀有使命感的文字，才能打动
人，才能滋润生命。

生命的欢喜

本报记者 刘慧

文艺如河，串起人类精神记忆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

作家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文字被
人认真阅读，并在读者的心灵里引起
共振，因为文学作品是直接与人的感
情和心灵呼应，人的内心是天生需要
温暖、温情和柔软的。但是这些温情
和柔软，生活并不会直接产生，文学的
魅力就在于此。这种荣耀，亦是一种
责任，要对当下发生的事情发出自己
的声音，要提醒社会并帮助它变得更
完善更和谐。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坐标
上，以鲁迅领衔的中国新文学“浙军”，

曾是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个作家群体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突出之处就在
于：不只阵容整齐、声势壮观，可以载
入新文学史册的作家就多至百余人，
更重要的是许多作家还是一种文学思
潮、一个文学流派或某种文学体裁创
作的开创者、领衔者，往往是他们引领
着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悠久的文学
传统哺育着一代代作家的成长，美丽
的中国梦激励着文学工作者描绘多彩
生活、谱写新的华章。

在当下浙江文坛，无论是作家队
伍的精神状态，还是作品的数量、在全
国的影响力，都处在新时期以来的最
佳状态。沉下去，融进去，写出来——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新时期浙江作

家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
“我是谁”的关键所在。

到乡村去，到工地去，到海岛去
⋯⋯浙江的作家们，聆听着大地的声
音，灵感接踵而至，手中的笔变幻出千
姿百态的文艺样式，反哺大众。今年4
月，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作协组织
20名作家历时 18天，途经钱塘江水系
主干流域的 8个县（市、区），总行程近
3000 公里，沿线考察 20 余个新农村、
10余个文化礼堂；与基层干部、基层作
家、村民代表召开20场次座谈会、恳谈
会，创作了文学作品 325篇（首），并编
辑出版了《钱塘江抒怀（三辑）》作品
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首次组
织作家从钱塘江源头到入海口全程采

风的一次壮举，是文艺工作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的一个范本。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
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浙江作家
倍感亲切和振奋。

到人民中去，到生活第一线去！
这是时代的召唤，是人民的期待，是作
家的天职，也是文学创作的必由之
路。有汗水、有感慨、有沧桑，来自人
民生活的作品带来第一线饱满的激
情，深深打动人。今天，本报特刊发20
名采风作家作品，并附上他们的感言
心声以飨读者。

沉下去 融进去 写出来沉下去 融进去 写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