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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吴显果。男。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仪陇县作

家协会主席。仪陇县“两德”（朱德、张思德）文化、

客家文化资深研究者。教师、图书馆员、新闻记者、

新闻发言人、公务员经历。先后在各级各类报刊上

发表新闻、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多篇作品被《读

者文摘》《青年文摘》选载。著有长篇报告文学《血

热土红帅乡路》《十年方州》《笑问客从何处来》

《人民的光荣》《破茧之旅》《朱德的青少年时代》

等专著两百余万字。其中《朱德的青少年时代》被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第四次向全国

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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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作为四川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作家，我生在仪陇，长在仪陇，

对于家乡的文学视野基本是全景式的。但因为职业的原因，我一直

浸沉于通讯与报告文学之中。对于散文，却从未想着去染指。

大约是三年前的夏天，我参加了一个在四川作家协会创作基地

南部升钟湖举行的笔会。是日黄昏散步，但见夕阳之下，半湖瑟瑟

半湖金，满目青山夕照明。好得要命的风景使一路同行的作家们神

骛八极，心游万仞，洒落一路珠玉之声。无意中听到我的文友——

时任南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何永康先生说，南充很美，历史文化

积淀也很厚重，如果以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他要潜心为南充

的各个县区与景区都写一篇现实、历史与文化相糅合的散文。我当

时听了灵机一动，我虽暂时无条件去关注南充，但多年的新闻工作

经历，却使我对仪陇的历史人文、风俗地理烂熟于心，为什么不能

像永康大哥那样用散文去关注我的家乡仪陇呢？

说干就干。回到仪陇后，我就在电脑文档上打出了一张仪陇县

五十七个乡镇地名录，计划每写一个乡镇，就将其名字变成红色，

随时掌握写作进度。也许是乡愁使然吧，第一个下手的乡镇竟是我

的家乡凤仪，标题就叫《有凤来仪》。公开发表后倍受同乡、同行

的关注。这间接地鼓舞了我，增添了我将仪陇各乡镇写下去的信心。

仪陇是朱德、张思德的故乡。不但在中国近现代因“两德”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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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主旨的红色文化蜚声中国，还以其有文字可查的一千五百多年

历史雄居蜀北。所以我笔下有关各乡镇的散文基本都是在这个时空

间跳跃与穿越，在试图实现“现实、历史与文化相糅合”的过程中，

那些已落幕千年的乡村繁华，那些已散碎于岁月的文化印记，那些

已被现代生活无情同化的传统民俗，以及那些已风化于墓碑之上的

古今名人都在我的笔下重新复活。就像一坛坛窖藏千年的陈酿，馥

郁芳香，让我沉醉其间，不能自拔。

这是一个极为享受与愉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踯躅于仪

陇历史的荒原与现代的草甸上，孑然四顾，探寻的目光、思绪与笔

触一次次掠过家乡的山山水水，一大批仪陇人已经淡忘或并不知道

的独异风俗、曼妙人文、悲欢故事、壮丽场景重浮于水面，让读者

惊叹于我家乡的厚重与美好。而正在帅乡大地上徐徐展开的中国梦

那波澜壮阔的神奇画卷更使每一篇文章丰色耀眼。四川新闻网、南

充宣传网、《南充文学》《南充日报》与《南充晚报》等媒体陆续

推出了我的作品。家乡的《仪陇报》、仪陇新闻网与《离堆》文学

也不假思索地为我专门开设了一个叫“显果读乡镇”的专栏，每周

（期）都推出我的这些作品。不敢说什么为之纸贵，但《仪陇报》

在仪陇经常一报难求却是屡屡发生的事。至于仪陇新闻网上的栏目，

更是阅者如云。不但每篇文章的点击量都在成千上万，一些网友甚

至认为文章“发在这里，有点可惜哦。应该上党报头条”！一位网

名“南山客”的网友留言：“仪陇人写仪陇，情景交融，沁人肺腑！

愿作者走遍仪陇，为各乡镇都立一个别开生面的小传，作为乡土教

材，传承千古！”……网友们热切的乡土关注、善意的文学批评、

细致的知识更正、海量的转发点赞……正是家乡读者们不同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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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鼓励，才成就了我这个初写散文者文思的天马行空。

这也是一个极其漫长与痛苦的过程。仪陇是农业大县，五十七

个乡镇虽各有特色，但又大同小异，稍不留神，笔下就会千人一面。

为了万花筒一般地展现它们，我不遗余力地动用了既有的学识、才

情，熬红了审美的眼睛，疲乏了感悟的神经，在如履薄冰的叩问、

山重水复的追寻、移步换景的描摹与饱含深情的摩挲中，试图将历

史时空中那些若明若暗、时隐时现地摇曳于各个乡镇的文明灯火再

次一一拨亮，让文明的碎片与时代的七彩有机黏合。在区区二十余

万言的文字中，铺开了仪陇所有乡镇的文学长卷。

这更是一个让我感动、感恩的过程。就我孤陋寡闻的了解，将

一个地域的所有行政单元都用散文来表现，应该是前无古人。所以

我的创意一出，既得到了川东北文朋诗友的一片喝彩，也得到了家

乡从县委书记、宣传部部长到乡镇机关、普通干群的热切关注。特

别是县委及县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不仅是我这组散文的忠实读者，

更是让这组散文结集出版的鼎力支持者。而尤为让我难忘的一是仪

陇著名企业家兰阳先生。先生踏浪于天南地北之商海，播爱于桑梓

馥郁之故乡。不但对我的文章喜爱有加，还为我的创作采访与书籍

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二是我的文友卓君女士，我的每一篇文章出

炉，她都要悉心点评，并指正谬处……所有这些，我无法不去感动，

更无法忘却感恩！

时光如梭，转眼三年，文档上那张乡镇地名录已被全部涂红，

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实现收官。在确定书名时，

我曾想，仪陇，仪陇，就叫《有凤来仪》吧。后来有文友说我这书

名地域性太强，不利于宣传推广，我想我写的本是家乡山水、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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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将书名变成《笔触家山》可矣！

比利时著名诗人伊达·那慕尔笔下曾有这样的诗句：“我将穿

越，但我永远不会抵达。”作为散文天地里的一个初涉者，我既谈

不上有什么散文观，更没有在散文领域里通过穿越而抵达的本事。

我的基本想法是，在主题的天空里，信马由缰，兴之所至，兴尽而

归。于笔下既爱我所爱，也憎我所憎。既不像壮士出山，也没有剑

气如虹，只力求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土壤里生成出高于生活，但绝

不曲高和寡的文字。我不知道我做到没有，但爱过了就无怨无悔，

且让亲爱的文友与家乡的读者们评说吧！

是为序！

2015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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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家园的山水历史、风土人情
奉为诗歌一样热爱、倾诉和描摹

——评吴显果散文集《笔触家山》

◎邓太忠

吴显果君人品与文品兼修，我与他交往甚厚。显果君是四川省

仪陇县人，令人称羡的是，他是朱德元帅和为人民服务之楷模人物

张思德的同乡。作为荣耀的仪陇人，他是称职的。长时间以来，在

繁忙的政务且政绩斐然的工作之余，他夜以继日，勤奋有加，笔耕

不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显果君尝试着各种体裁的文字，而且深

得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三年前，他计划以文学的形式，全方位鸟瞰仪陇县五十七个乡

镇的山水历史、风土人情，这必然需要大量的精力、吃苦耐劳的毅

力和远离喧嚣甘于寂寞的心力，不仅需要通透而渊博的学识，而且

还需要对仪陇全县的地理人文了如指掌，谈何容易，我当时以为他

决心下得过大，老虎吃天，空口说白话，笑谈而已，哪知仅仅过了

三年之后，从他第一篇妙文《有凤来仪》的创作开始，一发而不可

收，到《遥远的桥》完美结束，显果君以默默地勤苦耕耘的姿态，

捧出了叙写家园颂唱故乡的大部头散文集《笔触家山》。纵观全书，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他这样，对某一个县的一

乡一镇一个不漏地全景式地倾诉，纵情高歌，放声歌唱，笔之所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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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真意切，关爱生命，关注人文，高标道德，山水田园、文化历史、

风土习俗、宗族寺庙、经济状态，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激情澎湃，

诗意盎然，令我倍加感动，令我拍案称奇。

仪陇县自然环境幽美，建县历史源远流长，人文自然景观相得

益彰，古往今来，在这块宝地上，人杰地灵，名人荟萃，英雄辈出，

民风淳朴，沉积了厚重的地域文化。这是作家吴显果君写作的不竭

之源和反复倾诉的原初动力。世界自然文学三部曲《瓦尔登湖》《沙

乡年鉴》《寂静的春天》在赞美人类精神家园、保护生态环境、反

思人类行径等方面成为自然文学的典范，同样，吴显果君在描摹家

乡仪陇县的山水田园，无不倾注自己的热爱之情与独具慧眼、超越

凡常的感悟，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情怀摹写家园，赞美自然，其集子

中的绝大部分篇什，都可以算是文字优美的山水游记，脍炙人口，

美如《水经注》《徐霞客游记》《浮生六记》；更有所不同的是，

他总是借助中国历史上流寓至仪陇的政务要员之行踪、文化名人留

下的佳篇美文，以及乡镇遗存的名楼古刹，故事传说，民间俚语，

信手拈来，深化了他对仪陇山河的酷爱之情以及给读者真诚地捧出

了他那颗赤子之心，对先辈无限崇敬与吟诵、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

生态迅猛发展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因此，集子中的

每一篇什，文字空间跨度很大，纵横交错，神游八级，思接千载，

无不彰显作家知识渊博、阅历丰厚、博览群书、情感激越的才华，

无不凸显出文化哲学散文美轮美奂的特点，耐人品读、咀嚼、感悟

和寻味；在描写每一乡镇独立成篇的文字中，作家总是以该乡镇的

历史为线索为基础，揽风土人情、饮食习俗、诗词歌赋于一怀，引

经据典，谈古论今，厚古而颂今，移风易俗，与时俱进，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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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性、资料性、新闻性写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三者熔为一炉，

高妙地施展跨文体写作的才能而又踏雪无痕，无不给人以深刻性和

新鲜感，很多篇什的一些内容，还在地方志形式的广度与深度上，

做了较大努力地挖掘、开拓以及延伸，而且，《笔触家山》在内容

和形式的文字表达空间上，是地方志的记录范畴和形式所难以取代

和囊括的，仅就这一点来说，显果君不仅在文学方面为仪陇县文坛

注入了光彩鲜活漂亮的一笔，而且也为仪陇县的地方新文化建设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其艰辛搜集资料、全面仔细掌握仪陇县地理人文

历史整体情况的诚挚客观真实态度，其踏遍仪陇县每一乡镇的山山

水水、村村社社的辛劳程度，其细心揣摩文字、畅游于历史文化长河、

日日夜夜敲击键盘、勇于责任担当的吃苦精神，其热爱家乡、歌唱

家乡、渴望建设美好家园的赤子雄心，均是我效仿和赞叹的标杆。

显果君《笔触家山》中的每一篇什，文字及思想表达有如黄河

之水奔腾不息，汪洋恣肆，流泻千里，力量甚为充沛，情感甚为饱

满，从文学性的角度讲，这既是优点却也是为文的些微遗憾。文字

珠玉挤得过满，激情过猛，有些地方热情胜过内容，巨细无遗，文

字干脆利落中也难免拖泥带水，飞白少了一些，留给读者想象和再

创作的空间也就相应地少了一些。文如其人，这是我这位好朋友美

好的人品所致。在现实生活中，显果君为人热情、忠厚、实在、诚

恳、纯朴、谦逊，不张扬，不虚华，待人接物总是客观公正，激情

澎湃，如春天般温暖，如夏天般火热。其文字因人品所影响所决定，

那些点滴瑕疵，在显果君的大作里毕竟是瑕不掩瑜，这终究算不上

什么憾事，也许也是《笔触家山》这类既具有史记性，又具有纪实

性文体所需要和所决定的。走笔至此，不必多言，不同的人会有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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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感悟，愿显果君佳作美文不断，文学创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15 年 12 月记于南部县城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南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南部

县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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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很老，其实也新

时下的人们，说起新政，总会用新城新韵新仪陇这样的句子去

点缀与包装它。其实新政已经很老了。老得像嘉陵江躯干上的一块

苔藓，只不过它千年生生不息、涅槃更生，所以郁郁葱葱、韶华长

驻罢了。

根据历史人文学家关于人类文明无一例外发源于大江大河的学

说，新政最早立足于世间的姿态应该是原生态的农夫垄作，渔樵江

渚。星星点点的几许茅屋与零零散散的几条小舟在风吹雨打中，飘

摇如萍。久而久之，嘉陵江中游这片不足二十平方公里的冲积扇上，

便在人类集聚而居的炊烟里衍生成傍水而居的河埠。桨声欸乃，帆

影幢幢，顺引秦陕，逆迎巴渝，新政的一片河滩上便有了街与市的

称谓。直至今日虽韶华已逝仍风姿绰约的米市街、布市街、盐店街、

油房街、铁匠街……以及满目疮痍的明清时期建筑与半截唐城墙，

不但是它上下千年作为川东北物资集散地之一的地标性物证，也管

窥了这块“苔藓”历久弥新的生命艳丽与物欲繁华。

白驹过隙，西汉早已矣，更遑论魏晋。南朝四百八十寺飘摇于

风雨之后，大江东去，隋去唐来。当高祖李渊雄才霸略的目光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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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惊鸿一瞥地跨过秦岭，盛唐帝国的版图上就有了一个叫新城县的

所在。只不过这个名字存在的时间不长，当李建成成为有唐第一位

太子后，新城就不得不避太子名讳而改为新政县了。虽然后来他在

玄武门事变中被李世民杀死，但新政依然还是新政。只是唐人没有

想到的是，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千五百多年的时光轮回。

统治者们看重的是江山与名讳，而文学艺术家们看重的却是才

情风雅与心情放纵。自贞观以降至南宋末年，不知有多少高人雅士、

墨客骚人或驭一叶扁舟或乘一骑毛驴徜徉在千里嘉陵秀色可餐的春

光里。而新政，天光云影下那堆出于岸、壁立江中的离堆胜景与茶

香袅袅、万头攒动的古埠码头，自然是他们流连忘返的首屈之处。

最先选胜登临的人大约是吴道子，这位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

以体会用笔之道进而渐成唐代第一大画家、被后世尊称为画圣的人，

其足迹踏遍了嘉陵江两岸的山山水水，新政的灵官庙与龙神垭的佛

龛里，都留下了他最擅长的佛道壁画创作。历千年而不改其色艳与

飘逸，后人视之为神品。惜乎多半毁于十年动乱之中，少数幸存下

来的，已被南部县文物部门加以收藏。据说当年唐玄宗听闻蜀中嘉

陵江山清水秀，妙趣横生，不禁心向往之，遂命吴道子在长安大同

殿壁上绘画。画圣凝神挥笔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里的旖旎风光跃

然墙上，玄宗看了啧啧称赞。如今唐已远去，大同殿早作灰飞，其

作品自然不能传之后世。但总是禁不住我常常痴痴地神驰遐往：那

上面一定有新政，因为新政有千里嘉陵江上唯一的离堆呀！

继之而来的应该是颜真卿，这位唐代中期杰出的书法家，其创

立了“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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