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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刘长江

张家川古称阿阳，地处陇右要冲、丝路重镇，是先秦文化的发

祥地之一，历史上曾人文蔚起，古韵流芳。 巍巍关山积淀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我国古代著名诗人卢照邻、骆宾王、杜甫等都曾翻越陇

坂、途经张家川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文学逢盛世，近年来，随着

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张家川的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文学

佳作不断涌现。出版《阿阳流韵》一书，初衷是收录县内外张家川籍

作者的一些作品，为大家提供一次相互学习、交流提高的机会，进

而为宣传张家川， 推动张家川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阿阳流韵》全书分散文、诗歌、小说三大类，作者遍布县内外

各个行业，年龄差异较大，作品内容丰富，表现手法各异，既有对县

境内自然风光的精心描绘，又有对勤劳朴实、淳厚善良的张家川人

民辛勤劳作的激情赞美；既有对阿阳大地历史变迁的无限感慨，又

有对张家川回汉儿女团结奋斗、共促发展的深情讴歌；既有对物象

的写意，又有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 收录的作品虽体裁不一、长短

不等，但都是作者用心体验生活、感受大自然而辛勤耕耘的丰硕成

果。 尽管有些作品还有一些瑕疵，但作者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这

本作品集，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全方位、多层面展示了张家川县文

学创作的可喜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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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乘着这一强劲东风，古老的阿

阳大地也吹响了传承文化底蕴， 建设陇上特色文化大县的号角。

《阿阳流韵》的出版，必将为张家川文化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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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马中奇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伊斯兰风情浓

郁。 近年来，一批以张家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编辑出版《阿阳流韵》，对加快建设陇上民族特色文化县，宣传张家

川，推介张家川，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编进《阿阳流韵》的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各种形

式，从不同角度描绘了这片热土的变迁、繁荣与进步，反映了人们

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有在外游子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与热爱，有辛

勤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对家园的赞美与守望， 有在社会转型期作

者对人生的思考与追求，作品纷彩异呈，展示了张家川这方水土的

厚重与深情，抒发了张家川儿女的感恩与期盼。

在张家川县即将成立 60周年之际，把张家川籍作者讴歌张家

川变化发展的作品集呈现给大家，旨在扩大宣传，加强交流，凝心

聚力，共建和谐。 我相信，《阿阳流韵》的出版发行对推进陇上民族

特色文化建设和加快全县小康社会建设， 必将产生有力的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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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自然（外二篇）

妥国保

自然，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不加雕饰，是什么就是什么，很简

单、很单纯。然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又不是孤立地存在着。那么，

在其一生中，若遇到外界或其他事物的影响怎么办？ 那就是：影响

就影响了，就按影响了的办，也很简单。 一句话，顺其自然。

于是，除了人以外的自然界，就显得五彩缤纷，静而美丽，博

大深邃，气象万千，有时，不可思议。 在一个大森林里，我看见一棵

松树与一棵白杨树共同拥有一个根！ 尽管在使用着一个根，但两

棵树都长得非常高大茂盛，在林中并排站立着。 真是“君子和而不

同”。 当地人称它们为“爱情树”。 我以为它们是“狭路相逢”。 起初

它们的根都生在同一个地方，怎么办？ 于是它们商量:“生就生了，

没啥了不起，就放在一块儿，长吧！ ”于是就这样和谐地完成它们

的一生。

人要真正感受自然的真相， 必须贴着它的皮肤， 与它一起运

动。

比如，河水流淌的感觉是什么？ 必须躺在水上才能感觉到。 我

在松花江上游乘坐皮筏进行过一次漂流。起初，我面向河水流动的

方向，坐直身子，拿着浆向下漂流。刚开始还比较兴奋，但过了一会

儿，感到流水太慢，想急速前进（这是人心浮气躁的通病），于是不

停地划着桨，身体前挺，终于累得满头大汗。 这时我想，既然是漂

流，就要体现一个“漂”字，就要真正感受河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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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放下浆，索性睡在橡皮筏上，任水随意载着我向下游

走。果然，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漂流，什么是河水流淌的感觉。首

先，我感到无比惬意、舒服。背部切切实实是翻滚的水的拍打，似在

按摩！更重要的是，我不用出力，让水推着我走，一股发自内心的悠

然自得的快乐包围了我。我闭着双眼，优哉游哉，全身放松，感觉好

极了。 这时我想到，人的快感，是否有时是建立在侵占之上呢？ 其

次，我又感到人与自然是有距离的。河两岸是青山和茂密幽深的森

林，头顶是蓝天白云，周围很静，只闻鸟叫，不见一人。 我们坐在船

上，此时真想喊两声。 于是我们大声喊着。 然而，大自然却无动于

衷，等我们喊完了，它面无表情，没有任何回应，我们感到很尴尬，

感到很失望，于是就不喊了，索性改成唱歌。 躺在船上，紧闭双眼，

大声唱起自己熟悉的流行歌曲，但唱出来后，自己总感觉到不对劲

儿，主要是与周围的环境和河水流淌的感觉不协调。我们的歌声太

重感情，太浮躁，太不飘逸，太直白，总之，很浮浅。似乎在大自然面

前，像个不懂事的孩子或者很不成熟的人似的。

唱歌使我们感到不合时宜，于是，我索性闭上眼睛，改成想一

些心事。 但是，想心事同样让我感到不协调，不适合。 没办法，于是

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想，头脑一片空白，睁开眼睛，望着茫茫天空，

似睡非睡，只感受着流水，呼吸着周围的空气，任由船向下游漂去。

终于，我感到只有这样，才与自然和谐统一，才与水、周围的森林、

环境合上拍，一起运动了。这让我强烈地感受到：自然，原来是不需

要情感的，是非得失不需要评判，躁动与不安与它格格不入。 人的

寿命为什么比不上一条河流，是不是我们有太多的欲望、太多的情

感、太多的躁动呢？

在森林里转悠了大半天，我有急于逃出来的欲望。因为我感到

人家是一个世界，自成体系，我们人又是一个体系，两者融合很难，

特别是心要融进去更难。 林里太安静，太自然，太随意，太无为，而

我们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何其难也。 人从城里跑到林里，得到了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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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自由，又从林里跑到城里，得到了热闹与享乐，为什么我们总

是跑来跑去在不停地追求享受和占便宜，但却活不过一棵树、一条

河呢？ 到底怎样做才能得到永恒的力量？

深入在自然里，我只有哑然。走出自然，我只是在旁边看它，或

者偶尔想想它。 然后，进入到我的生活里。

感知春天

关于春天，最早感知到的是我的肌肤。厚衣服下肌肤的突然的

放松与舒坦，让我感到春天来了。于是，心里便像卸去了什么似的，

又像终于熬过了什么似的。 仔细一想，原来是把冬天给卸了下去。

冬天像个沉重的包袱，现在总算卸掉了。 春的到来和冬的过去，让

我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什么事都能过得去。

与我的肌肤几乎同样感知到春天的是小草。 这是我第一次感

觉到春天到来时，刻意去寻找春时发现的。 我漫步于山野间，突然

发现在向阳的避风的角落，有几颗或几簇绿的脸孔，在笑在闹抑或

张望，这让我惊讶不已：怎么就这么准时呢？ 我感到小草是春的精

灵，我感到与自然相比，人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春是季节的童年，我一直这么想。不信，你瞧那小草，尽管稀稀

落落的，且多数潜藏着。他们是排着长队的，是呼之欲出的，醒了的

探出头来，没醒的正睡在大地母亲的腹内；醒了的除了嬉戏，也在

呼唤着同伴：“快出来，把这世界绿了! ”一股强大的生命的力量震

撼着我的心。 再瞧那雨，轻轻的、细细的，是那么的新鲜，又是那么

的可贵，这是春的乳汁吗？ 还有那风，似一个调皮的男孩，一会儿

高，一会儿低，一会儿暖，一会儿寒，它让孩子们的风筝一会儿高一

会儿低，又让孩子们一会儿在外面疯跑，一会儿又不得不躲避到屋

里。

深入在春里，就像深入在孩童的中间，让我想起了童年。 然而

004· ·



阿
阳
流
韵

我的童年又在哪里呢？ 它已经一去不复返！ 看着春天，看着季节的

童年，我感到季节是幸福的，因为它每年都有一次自己的童年。

绿了的树

树开始绿了，才知道时光已过了很久，但我似乎并没有干些什

么。 这一点，好像时光并不关心，它是负责万物的。 树绿了，像是小

学生要开学了， 又像是某月某日定下的什么行动， 开始如期实施

了。

树变得痛苦而繁忙。 一入这个季节，就身不由己，每天都要完

成绿的任务。 这让我自惭形秽，因为我今天的事还没有完成，要等

到明天，可人家树的叶片却明显大了一些。 我感到树是忠实的，是

不虚度时光的。树静静地站在那里，站成一种姿势，完成这一年、这

一生。 她不挑地方，随便什么地儿，一旦立住脚，就不走了，就这样

了，她永远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又生根、又发芽、又开花、又结

果。 她一般比人长寿，因为她静，并且有一种来自于静的巨大的力

量。坐在车上，看到路边的树在拼命地飞跑，但我跑了半辈子，还是

跑不出树的范围，停下来，却是长粗了的静静的树！

一棵瘦小的树也站在那里，同周围的树一起，也在发芽，并且

不断放大其绿的叶片。她似乎不管别人怎么说。她是个完整的独立

体：孤立、严肃而又不卑不亢。 她像接收了什么命令似的，一旦绿

了，就停不下脚步。 就像我们人，一生下来，注定要因为生存而努

力。 树积极地争取阳光，吸收养分，默默地、独立地走她自己的路，

这是谁安排的？ 这也许就是自然规律和生命规律吧。 我们都在“规

律”中生活。

一棵树绿了，原本光秃的枝干上有了叶片；所有的树绿了，原

本荒凉的山丘有了生机。同时，绿了的树，到秋天定有果实。这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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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有”，什么是“无”。 所谓“无”就是“有”，所

谓“有”就是“无”。从“无”到“有”是有条件的，从“有”到“无”也是有

条件的。 “条件”至关重要！ 你瞧，树若要绿，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

件：一是树根必须活着，即所谓“心不死”；二是必须有适宜的气候

条件及温度，即“春到了”；三是必须有阳光、水分、养料等，这样，就

产生了“芽”，也就自然有了“绿”。 所以，我们看到的绿，是这几个

“条件”共同形成的结果，有了这几个条件，“绿”注定要形成，（当然

除过人为的破坏。 有时人为的破坏也是条件）。 所以，要想“有”，就

要使“条件”有，就要努力地创造条件。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东风一到，事情办成，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同样，从“有”到“无”也

是“条件”所致，严寒一到，树叶枯死，绿色消失，果子也自然落了或

被吃掉，剩下的只是一个光秃的树，上面什么也没有。有时想，人生

万物，时刻都处在“有”与“无”的循环往复之中，其中的各种“条

件”，决定这我们兴兴衰衰，成长死亡，作为人，我们无非不断地在

变换创造者各种“条件”，从而也使自己的命运更复杂，更不同罢

了。

一日，拿一果子吃了，感到果子很温顺，很容易地就被我吃了。

舒坦之余，又一想，我终究是要死的，死了，化作泥土，不又被果树

吸收了，又结成果子。到底是“谁吃谁”？是我吃了果子，还是果树吃

了我？ 看来，人类万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与谁有关系，我们

不必自大。

绿了的树，是一种命运，是一段历程，是一项任务。她像一面镜

子，照着你，照着我，照着万物。

妥国保，男，回族，生于 1968 年 12 月，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人，有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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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怀恋

张志荣

一

岁月把我的心拉向往事的日子，时光就顺着我的记忆流过来，

淤积成喜悦的心情，流淌着晶莹透亮的憧憬。

这是因为，故乡，汇着游子的眼泪，浸泡着慈母的一颗心，是每

个人留下第一声啼哭的地方，是一枚生死印章，永远印在游子的心

上。我从张家川北上银川，辗转到玉门，迁移到新疆哈密的时候，一

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

很久以来，和我差不多的农家子弟先后跳出农门，成为吃“皇

粮”一族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常说张家川山大沟深条件差，人是

心毒手黑窝里斗， 每每这个时候我对这种看法都保持沉默。 1992
年，在我大学毕业时，我可怜的双亲千里迢迢来做我的工作，希望

我回张家川。 回还是不回呢？ 磅礴的山，浩浩的岭，满脸的皱纹，沉

重的锄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贪黑地劳作……

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收入。 憨厚的张家川人面对赤黄赤黄的

山丘，面对蔓生摇曳的野草，他们的眼泪流淌在寒山瘦水之间，就

像我的双亲对我一样，又有什么过高的祈求呢？

说实在话， 到今天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轻薄嘲笑这些

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 工作两年后的一个早晨，母亲患病

住院，我直赴家乡。家乡变了，一切变化都在我的幻想中。和儿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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