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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斯淇  邓雪梅  喻心倩     

罗梦瑶  吴大安清明新绿    任志文 （党委宣传部）

副刊

《梓州郪县兜率寺浮图碑》中云：“仙娥去月，

旅方静而忘归；宝婺辞星，攀圆珰而未返。”婺女

之星，空灵皎皎；《正字通》中说：“嫣，巧笑态

也。”有一美人，嫣然一笑。婺嫣街定是这嘉州古

城中，那片璀璨的婺女星海，而小屋则是其中最亮

的一颗星。

我认为这大概就是最具诗意的解释，有关婺嫣

街的，有关小屋里的。

再次踏上对称的七步梯，是在两年前六月的一

个下午。一步两步，耳畔间是悠悠的、舒缓的曲调，

似乎又夹杂着风铃的叮当脆响，玻璃窗上隐隐看得

见自己的身影，木门虚掩着，泛黄的灯光，书卷的

墨香，还有淡淡的茶香从里面传来。

还记得初来时的惊喜：原来在如此嘈杂的花鸟

鱼市场，还有一个如此诗意的小屋。可就是这简

简单单的小屋里，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诗意与宁

和……       

尘封的往事

“几年前，婺嫣街 64 号。这里还不叫小屋里，

它叫文瀚书店。它的主人也不是现在的主人，而是

一位名为王晓庄的长者。先生是一位有学识、低调

的人物。经营了多年的书店，渐渐有了情怀，着实

也‘笼络’住了一批同样有情怀的人。”书店中的

一位管理员如是说。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更多关于书屋的

往事。

比如王晓庄，也就是那位老人。他过去常常在

这里练字作画，从他那充满苍劲的字迹与淡色缀染

的画墨中，仿若看见了“一身诗意千寻瀑”——可

以如此形容那位在这里经营了 18 年的先生。

可是，那位文瀚书店的四月天，却因为身体以

及其他种种原因，不得不离开。

恰巧遇见了来买书的武叶，大抵就是冥冥之中

的注定吧！老先生的情怀得到了延续，书屋保留了

下来，武叶就这样成了书店的老板。他和一位名叫

李蓉的女士一起经营起了书屋。

第一次在来到小屋里待了几小时离开后，自己

就马不停蹄地搜集了许多关于小屋的资料。其中，

有一个人的名字突兀地映入了眼帘，引起了注意。

他叫李宗智，是一个喜爱雕刻的乐山师范学院的大

三学生，当然这是很多年前的介绍了。他的技艺被

书店的老板看好，于是小屋里就有了他雕刻的书签。

但当在第二次来到书屋问起这个人时，很遗憾，没

有书签，更没有他的消息。

 不过，转念一想，这是岁月的错过。尘封的

往事，不经意间被提起，是

否还记得？至少，曾经他们

栖息于此；至少，现在可以

掀开往事的帷幕。或许，这

也算是一种诗意吧！

 坐在一个名为“旧时

光”的小屋子里，偶然，听

到了一位客人与小屋里管理

员的对话，“欢迎光临，是

第一次来吗？”“不是，来

过很多次了，但是很久没来

了。之前……”

是的，之前的小屋里面

有很多故事。曾经有个老人

风骨独立，翰墨之下，“潇

洒出尘，古风荡漾”；曾经

有个叫李宗智的乐山师范学

院学生在这里雕刻木制书

签；曾经的文瀚书店，现在

的小屋里。

而今已然毕业，小屋里

大抵又换了模样，但是记忆里

这里却是不变的诗意情，不变

的栖息地，不变的忆曾经。

留下的痕迹

小屋开了二十多年，古

式的木椅，凹凸不平的墙面，

泛黄的书扉中，似乎见证着

岁月的痕迹。品着小屋里的

茶，看着小屋里的书，或许

你会顿感心的宁静，灵魂的

栖息。

徜徉在小屋里，暖暖的

灯光照在书卷上，照在布满

车票的墙上，照在有些掉漆的深绿色许愿箱上，照

在叠成不同堆的明信片的字迹上，沙发、暖灯、书

台、茶几……，这些都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厚重感。

“旧时光”里的岁月，“莲花心”内的佛经，

“回到乐山”处的历史，“原创手工坊”中的生活，

每一间小小的屋子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印迹与故事。

有人曾评价小屋：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不过，再次遗憾的是：这一次前来，并未再看

到那只白猫。还依稀记得，第一次来小屋里时，初

见它的诧异。顿感疑惑，这是老板的猫？不，它是

一只流浪猫。据小屋管理员描述，它常常到店里来，

不禁一笑，小猫也在小屋里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那日突发奇想的漫步，与小屋里的邂逅，也在

那一刻留下了属于自己记忆里的痕迹。

现代社会，书店可能不少，但小屋里却仅仅只

有一个。它的与众不同，不是在于书籍的多少，而

是那种内心的宁静，斑驳的痕迹，诗意的情怀。

无意之间，翻到书友们的话语：“愿你历尽千

帆，归来仍是少年。”这是诗意的祝福，还是留下

的痕迹？

我想，应该是诗意的言语，美丽的文字，记忆

的痕迹。

驻足的步伐

转身透过木门上的玻璃，再看着人来人往狭窄

的道路，自行车、摩托车的喇叭声，鸟儿的叽叽喳

喳，卖桂花糕和豆花儿的吆喝，还有叮叮当当的敲

打；甜皮鸭、老婆饼、豆腐脑、冒菜卤菜拌菜，应

有尽有……老爷爷穿着大白褂摇着蒲扇，老奶奶看

着小孩儿乱跑，笑眯眯地说：“幺娃儿，小心点儿，

莫要磕到碰到了哈。”这就是生活，普普通通，简

简单单的生活。一方食事，是人间烟火；一间书屋，

记人事沧桑。

外界是喧嚣，可有那么一个地方——静静的，

很是祥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它置身世外、处

之淡然，仿佛在说：不论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

里，不离不去。也正是书屋的这份淡然，让它又完

美地融入了这片喧嚣之地。

让人不经意间，就停住了自己的脚步，被书店

的这份身在红尘之中，又仿若处在尘世之外的宁静

与诗意所吸引。

想着，我们总在忙碌，忙着学业，忙着工作，

又忙着家里……时间匆匆，慢生活已经渐渐地被遗

忘。但在我们急促的生活中，也总需那么一份诗意

去点缀。不时亦或偶尔，一杯清茶，一本书，一个下午。

我们需要那份宁静，那份诗意的栖息，也需要

一本书，去温暖一座城。让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

共同分享的那一本书中被打破。分享一本书，你随

时都可以拿走，你也随时都可以拿来，只不过我们

都驻足在小屋里。

最后，那位图书管理员说：“素昧平生的人，

可能因为分享的一本书而结缘，只因我们都停留在

这里。”

小屋里，有人在，有书读，停下你的步伐，我

们邂逅于诗意的栖息。

（作者单位：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级新闻学

专业本科班 ）

年关将近，

大雪纷纷满覆着整片田野，

冰棱直愣愣悬挂在树梢上，

水珠子不时滴落敲出冬之韵。

念新年瑞雪兆丰年。

长街熙攘，

看游子归心似箭远赴年宴，

望华灯初上喧嚣人声鼎沸，

绯衣盛装慢哼小曲儿乐陶陶。

念新年乐事绵绵来。

新年钟声，

震耳欲聋响彻浓烈年味间，

思念悄无声息而掷地有声，

竹爆惊春除岁添新年年今夜。

念新年阖家团圆亲。

炊烟袅袅，

与家人闲坐谈笑遥夜迟迟，

看兰烛流光照取绮筵琳琅，

家人欢笑聊取年华笑声一片。

念新年至味是清欢。

烟火绚烂，

看稚童几俩燃放鞭炮几许，

看灿若繁星映亮朦胧夜空，

阑珊深处看取孩童笑靥如花。

念新年童趣妙趣生。

年即是念，

你我都是念的织者，

织出过绚烂光华，

亦织出过璀璨且动人的银河；

念亦是年，

你我都是年的渡者，

横渡过葳蕤光阴，

亦横渡过热闹且美满的新年。

（作者单位：特殊教育学院、康复学院 2022

级特殊教育专业本科 2 班）

阳和启蛰，品物皆春。在浓情春日，我们迎

着烂漫春色，怀抱着文学无边的美好，相约于此。

在此，我向参加《乐山师院报》绿影副刊一年一

度文学聚会的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2023—2024 年度《乐山师院报》文学作品征

文比赛已经圆满落下帷幕。经过评委和编辑们的

认真评选，本学年年度获奖名单最终出炉。首先，

我谨代表党委宣传部和《乐山师院报》绿影副刊，

向积极参加此次比赛的同学表示衷心感谢！向此

次获奖的同学表示真诚的祝贺！同时，对评委和

校报编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将对文学的真

诚与热爱倾注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中，他们精心

策划，构思主题，并积极征稿、选稿、审稿。在

严谨评选下，最终筛选出本次获奖作品。

时光知味，岁月沉香。《乐山师院报》绿影

副刊是我校面向全国发行、层次最高的文学副刊，

是我校大学生文学创作创新的重要平台。绿影副

刊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散发着香

气馥郁的文学气息，并在热切关注副刊发展的广

大师友、同学的见证下日益繁荣。绿影副刊坚持

以“擎守文学重地，培育文学新秀”为己任，发

扬“经典、文艺性、书卷气、大学特色”的风格

与特色，紧贴时代，大胆创新，在乐师大学文化

园地里独领风骚！无数乐师学子在绿影副刊这一

平台尽情展现文学才能，纵情唱响文学之声！

绿影副刊定期举办征文活动，并在年末举

办主题征文比赛。相关征文主题各具特色，各有

深意。然而这些主题意在抛砖引玉，讴歌我们的

时代、讲述我们的生活、抒写我们的心声，始终

是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不尽的动力。本次评奖

征文活动总共收到了 54 篇作品，它们来自乐师

各个学院的文学爱好者。不同的主题下，大家以

笔触记录了情感与生活的交织：有月光之下与家

人共话家常的喜悦与激动；有觥筹交错间沉浸

于美食的甜蜜；有绚丽烟火中探寻浓浓年味的美

好……

《星星诗刊》扉页上有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

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

一颗是诗歌（诗歌就是文学），青春多美好，爱

情多美好，文学多美好！文学之美也如天上星星

一样，在静谧的夜空，闪耀闪烁，永不消散。文学，

让我们看见大家生命生活中的跃动足迹，感知到

独特的心灵世界。大家用自己的笔墨迸发青春泉

涌的诗意，炽热地追逐着文学向上的生机！

如伍家蓬同学的《十七岁的印象》，以十七

岁为载体，沿着岁月的痕迹，寻觅离别生命的足

迹，探寻属于自己的十七岁的记忆，用真实而细

腻的语言触发人们对青春故事的追忆；胡欣同学

的《生之启示，死之委释》，以对新生命的感叹

起笔，用真实细腻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于生死的

感悟与体会，蕴含了她凝重而浓烈的情感；毛友

旎同学的诗歌《相遇》，构思巧妙，将相遇之景

具象化，在一步一景中诠释了相遇的情意。

在我们文学大家园里，还有一个个勤奋踏实

和执着热情的身影。她们本着对文学的热爱，积

极为大家服务，宣传《乐山师院报》，宣传绿影

副刊，认真策划征稿，联系文学爱好者，校对文字，

统计稿费，等等。她们，就是我们的编辑同学们！

在今年，我们评出了优秀编辑杨斯淇同学和邓雪

梅同学，在此向她们表示感谢和祝贺！

春风绽尽芳菲意，才子共话乐师情。希望大

家能继续保持对文学的热忱，积极加入到文学的

创作创新之中，以青春之热血梦引文学之远方，

于岁月的长河谱写文学的青春，在青春的沃土上

绽放文学之美！

（作者单位：党委宣传部   此稿为作者在

2023—2024 年度《乐山师院报》绿影副刊文学作

品征文比赛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我想借此机会来谈谈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心

路历程。我的获奖文章题目是《生之启示，死之

委释》，其实这篇文章，早在一年前就已构思好。

一年前我的大侄儿出生，现在我的小侄儿出生，

这更引发了我关于新生和寂灭的思考。恰逢现在

正值大三下期，可以说整个大学已经过了大半，

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节点之一。也是时候，给予我

前半段的学业和我的人生一个完整的交代，而本

次的征文活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在写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沉重

的，因为它揭开了我心里的一道伤疤。

在我高三的时候，我的母亲不幸患癌症去

世。那时候，我觉得整个天都塌了。一瞬间，仿

佛从天堂落入地狱，再也找寻不到人生的意义和

生活的激情。我整日神魂不济，彻夜失眠；上大

学以后也是浑浑噩噩，伤春悲秋。但是，在这所

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校园里，我渐渐感受到了温暖

的存在。这种温暖是无意识的渲染。无论是老师

们振奋的精神，饱含着对学术的热情在课堂上侃

侃而谈，在我需要帮助时的善良温柔，还是同学

们抖擞的生机，笑闹中分享生活的细琐，一起完

成小组作业时的默契配合；无论是在图书馆中静

静写着作业，伴着暖阳度过一整个下午，还是脚

踩铺着厚金似的银杏叶，漫步在校园的每个角

落……以上种种，都渐渐感化了我这颗僵冷的心，

让我重新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平时我也利用

大量的课余时间，看各种各样的电影和书籍，这

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也让我觉得，我的大学前

三年，并没有虚度，甚至可以说是，过得有滋有

味。但是这只是表面的风平浪静，其实我心底里

的悲伤还是像一条幽寂的暗河，隐忍不发。我几

乎从来不谈关于母亲的事情，说我是逃避也好，

说我是懦弱也罢，反正我把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像关在匣子里一般，不轻易揭开。但我知道，这

始终是我的心结，我始终有一天，要直面这件事。

让我直面这件事的，一是时间的消化，二是

我小侄儿的到来。我的两个堂姐已经相继结婚成

家，放假期间我便去看望我刚刚出生不久的小侄

儿。当我看到婴儿那圣洁的脸庞，我的心一下就

柔软了。从他们娇嫩的体态、嘤嘤的啼哭中，我

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和新鲜。母亲是最喜欢小孩

子的，一看到他们，我就想到母亲。想来，这是

现在与过去联系的必然，也是生与死的必然。也

许，生死，不过是自然的一种循环，生生不息、

循环复转。我的心结、我的痛苦，也是时候放下了。

人的一生已足够沉重，轻装前行才能活得洒脱。

是啊，人生哪里能没有遗憾呢？重要的是，

要学会释怀。释怀说得容易，但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也许是一步一步爬一座山，到达山顶看日出

的广渺；也许是反反复复听一首引起共鸣的歌，

直到那股浓烈的感情变得淡漠；也许是路过图书

馆看开得正好的梨花，像冬天的雪洋洋洒洒……

四年前，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万念俱灰之间，

能否用泪水浇灌出希望的种子？四年后，我能坦

然地回答：也许这颗种子长不出怎样美艳的花朵，

但至少也是值得期待的春天。

（作者单位：外国语学院 2021 级英语专业

本科 4 班  此稿为作者在 2023—2024 年度 《乐

山师院报》绿影副刊文学作品征文比赛颁奖仪式

上的获奖感言）

钟   

校

诗
意
的
栖
息    —

—

婺
嫣
街
小
屋
里

年即是念

卓如意

根植青春之土 绽放文学之美

姚志辉

释怀，是人生的课题

胡   欣

学生助理编辑

    外卖      摄影   杨斯淇（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