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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评论

往 事

□荆卓然

一

胸膛里装满矿石的人，都是唐宋遗风的墨客。
你听，他们那平平仄仄的，走路的节奏，
也是“大江东去”般豪放派的风格。
他们是三线精神的有机成分啊！
横竖撇捺，竖折弯钩，
组成了一组组，坚不可摧的群雕作品。

二

清晨，采矿者随手把太阳挂在东边的山头，
万吨大爆破，
是岳飞的《满江红》，泼墨如滚烫的铁流。
钻杆是一只大鸟长长的喙，
是一把可以打开钢炉与佳人心脏的钥匙。
每一次撼动内脏的爆破，
只是如春节燃放了一枚花炮。

狮子山，只是三线建设者胸膛里的，
一小块钢铁。

我亮出十八般武艺和二十四番花信风，
想用攀枝花人潜藏在骨头里的铁，

浇铸出一座城，喂养百万盏人间灯火。

三

我不知道这群开山问路的人，
是不是和当年开山的愚公有血缘关系。
他们把大山当作一块积木，
用小小的手，打开尘封多年的家门。
我把思绪从冬眠的记忆里拔出来，
借高炉巨大的威严，
冶炼着心中的顽石。
我想用攀钢的铁，制作一只海螺，
遥听当年三线人开天辟地的回声。

四

我是一个拿汉字当饭吃的痴人，
胸膛里没有矿石，也没有阳光的火种。
我只能以楷体风格的手印，
为火红的高炉，喂几吨星星与月光，
让它们在高炉的身体里翻箱倒柜，
提炼三线建设者们的脊梁，
浇铸出一截三十六度体温的长城。
是的，三线建设者们的汗珠子里，
都有一座深藏不露的故乡。
那么多的钢铁在他们的手掌里生根，
却没有一个人喊出一声疼痛。

五

在中国地图前，
我轻轻地抚摸着这座城市，
内心有一只铁蛹，正在蝶变为会飞的花朵。
这座地处中国西南川滇结合部的城市，
这座永远生机勃勃、永远不生锈色的城市，
有一条粗壮的根须，叫三线精神。
这座“车轮上的工业基地”和“象牙微雕钢城”
有一盏可以照亮我们内心的明亮的灯啊！
电源来自龙族人生生不息的血脉，
动力源自攀枝花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
勇于创新”的精神

□吴克安

因为热爱和感恩，我清晰地记得，今年5
月 1 日，是《攀枝花日报》创刊 60 周年纪念
日。在这可喜可贺的日子里，我想对你说些
心里话。

首先，说说订报看报。1975 年 6 月 17
日，我从车间班组调入原攀矿三公司机关从
事政工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全公司每年
的报纸杂志订阅。记得每年的11月，我就着
手查阅报纸杂志的国内统一刊号和邮政代
号，深入到各工程队、机关各科室详细统计订
阅种类、数量和金额，将全公司订阅计划以

“一览表”的形式呈报公司党委。《攀枝花日
报》年年均居“一览表”之首，订阅的数量最
多。退休后，我加入社区老年志愿者队伍，分

管社区阅览室报纸图书工作。这样，《攀枝花
日报》的订阅工作在我手中延续至今。也是
这一工作带来的便利，数十年不中断，天天阅
读《攀枝花日报》。

其次，谈谈“充电造血”。1975 年，记不
清是哪一天了，一条不足百字的简讯，将我的
名字铅印在当时的《渡口日报》上。也是从那
年起到 1985 年，10 年之间，我向《攀枝花日
报》投过一些稿件，但绝大部分稿件都是“泥
牛过海”。有其果必有其因，那时，何谓新闻、
怎样写新闻，我连一知半解的水平都未达
到。面对“投稿不见报”的困境，是放弃还是
坚持，我用了很长时间深入思考。是日，我突
然发现，从汉字笔划来算，“放弃”二字是 15
划，“坚持”二字16划，这一划之差，跳起就能
摸高，顿悟之下，我暗下决心选择了坚持。既

然选择坚持写稿投稿，就必须想方设法补足
写作上的弱点。我自费购买《新闻与写作》

《通讯员新闻写作问答》等书籍，认真阅读学
习；自费参加企业媒体单位周日举办的写作
培训班；有幸被单位组织部门选派到企业党
校学习两年；在宣传科工作时，主动向党委打
报告，请攀枝花日报社来单位办新闻写作速
成班，资深编辑连续两天给我们30名学员上
课等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充电造血”，
我的稿件见报率有了微小的上升。

再次，聊聊投稿收获。数十年来，我向
《攀枝花日报》及国内一些报纸投了不少稿
件。1990年10月17日，《攀枝花日报》头版
头条刊登了我采写的稿件《攀矿三公司决心
全面完成今年生产任务》。此外，《攀枝花日
报》的多个版面和栏目也多次发表过我的作

品。其中有 3 篇征文获得
一等奖，6 篇获得二、三等
奖。

最后，讲讲编辑记者。在
与《攀枝花日报》编辑、记者接
触中，我得到他们热心热情的指
导和帮助，我为有这样的良师益
友深感荣幸。同时，我看到了一
代又一代“报人”专心专注的敬业
精神，看到了他们以知识作帆、行动
为桨，披坚执锐、敢作敢为的拼搏精
神和奉献精神。从而让我相信，他们
已把办好每一期报纸的崇高责任融入
了自己的血液与生命中。正因如此，你
自始至今可亲可信，深得读者信赖和喜
爱。

如烟。 (易红梅 摄)

内心有一只铁蛹，
正在蝶变为会飞的花朵

（组诗）

致敬60年坚守！我想对你说……

□曹晓燕

从第一部《皮囊》到《命运》再到《草
民》，蔡崇达以东石镇为原点，构建了一个充
满生命力的文学故乡。从 2014 年到 2024
年，蔡崇达书写了十年。三部作品不仅展现
了他独特的文字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
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对人性的细腻描绘。
它们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连结，共同探讨了
人性、命运、家庭与文化的深层命题。

蔡崇达30岁生日那天在伦敦参观大英
博物馆一个展览，带给他深深的震撼，最终
的结果就是——“他觉得自己必须抓紧时
间以文字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路过他生命中
的每一个人，他说这件事若不赶紧去做恐
怕就不及了，他觉得还应该看见更多的
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
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

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
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
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也从那时候开始，写这几本书，就不仅
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须做
的事情”了——我和他一样，在写作非虚构
小说《青叶》时才恍惚明白写作的意义——
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更是让自己
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
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所以，我们才有幸读到蔡崇达用十年
心血凝结而成的这些文字，从“逃离”到“回
归”的文学重构，从个体记忆到集体精神的
升华，人性的复杂与救赎……三部曲中的
人物多处于生存的夹缝中：《皮囊》中的父
亲因病致郁，《命运》中的阿太历经战乱与
饥荒，《草民》中的各个角色则在现代文明
的冲击下坚守传统。作者通过他们的人生
故事，揭示了人性中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矛
盾性，以及苦难如何转化为前行的动力。

当我合上《草民》的最后一页，我仿佛听到
蔡崇达发出的“人究竟为何而活”的终极追问，
从《皮囊》的个体解剖、《命运》的史诗叙事到《草
民》的草根群像，他以故乡为镜，映照出人类共
通的生存状态——在命运的狂浪中，每个人都
是“草民”，但正是这种卑微中的不屈，构成了生
生不息的力量。

蔡崇达在《后记》
中说，“《草民》之后，
我即将开始自己写作
新的远游，但无论我去
到哪里，我知道的，其实
所有去处，终究是我们的
来处。谢谢你，那个被命
运卡住的黑狗达、那个跳
脱于肉体之外的阿太、残疾
的父亲、顽固坚韧的母亲、文
展、张美丽、厚朴……站在命
运入海口的蔡屋楼、嗑着瓜子
的神婆、和神明吵架的阿母、在
海那边呼喊着‘吾妻来’的杨万
流，以及蔡屋阁、杨北来、杨西来、
杨百花、杨先锋村长、地瓜爷爷、芋
头奶奶……背着观音的曹操、在海堤
跑道上奔跑着的父亲和黑昌、猛虎一般
的祖母们、看着台风的蔡耀庭、许安康、体
面的应莲阿姨……我如此幸运，可以代表
自己和许多人，用文字挽留你们，自此，我永
远有家可回了。”

三部曲分享完了。回首书中故事和人
生往事，其实我最想和书友们一起共勉的
一句话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

愿书香永远伴我们去追寻人生的真谛。

□赵龙

在大峡谷的臂弯，阳光倾洒大地
攀枝花，一座被岁月点燃的城
钢铁的脉络，在大地延伸
那是开拓者的坚韧，编织的雄浑华章
金沙江的波浪，日夜吟唱
诉说着往昔的奋斗与沧桑
高炉的火焰，映红了天际
多少英雄建设者，浸渍出钢花飞溅
多少青春和热血，把三线精神烙在历史里
苏铁静静守望着，见证四季的更迭
凤凰花热烈绽放，如霞似火
六十年前铮铮铁汉的铸造者
使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故事
每一次呼吸，都饱含希望的气魄
从荒芜到繁华，汗水浇灌出奇迹
开山机械的轰鸣，奏响发展的旋律
在时光长河里，我们砥砺前行
梦想永远熠熠生辉

□仇宝德

在我的新闻宣传工作生涯中，写的两
篇新闻稿件，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一条
是攀钢鸿舰公司职工自愿戒烟行动，在中
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播发；另一条是东区瓜
子坪街道“长桌宴”文化活动，在中央电视
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

2018年，东区瓜子坪街道聘请我为三
线建设工作顾问。我帮瓜子坪街道策划了
三项活动：一是听老一辈三线建设者讲故
事，传承三线精神；二是重走矿山路，感受
创业者艰辛建设历程；三是开展“长桌宴”
民俗文化活动，融入浓浓三线情意。

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
来到攀枝花，不同的身份背景，不同的家
乡文化，却有着相同的理想信念，铸就了
独特的攀枝花三线文化。瓜子坪街道策
划举办包容团结的移民文化活动——“长
桌宴”，女主持人是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男
主持人是辖区消防队的一名队员，两个人
都没有主持经验，从没登台主持过，我和
瓜子坪街道一名干部，利用三天时间，帮

着两名主持人修改润色主持词，直到他们
主持流畅。

2018年9月29日，瓜子坪矿山俱乐部
大舞台人头攒动，欢声如潮。瓜子坪街道
在此举办了以三线精神永相传为主题的民
俗文化活动---长桌宴。这次民俗文化活
动分为岭南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和三
线建设文化四大板块，有舞南狮表演、秧歌
表演、旗袍秀表演、川剧变脸、东北剌秀展
示和书法、绘画作品展示。“长桌宴”上，社
区居民现场制作了具有岭南特色的枕头粽
和打油茶，北方特色的猪肉馅饺子和韭菜
盒子，巴蜀特色的四川钵钵鸡和特色小吃
凉粉、凉面，大家还品尝了攀枝花的芒果和
石榴等水果。400 多名街坊邻居聚在一
起，观看精彩文艺演出，享受各地美食，畅
聊美好幸福生活。

家住三公司的莫素全老人自幼喜爰制
作打油茶，参加攀枝花开发建设后，逢年过
节少不了制作打油茶，当天莫素全制作的
4锅打油茶，人们争相品尝。

舞南狮代表人物温昭元，十几岁参加
工作，从广西来到攀枝花，单位里的同事来

自五湖四海，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经
过多年的交往，南北习俗已融为一
体，大家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不断增强。当天，温昭元的儿子和
孙子也一起来舞南狮，祖孙三代
舞的不仅是狮子，还是浓浓的家
乡情和三线情。

三线建设者、兰尖铁矿退
休副矿长徐守道说，参加街道
的长桌宴活动，思绪一下拉
回三线建设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心情非常激动。

2018年10月2日17
时 52 分，中央电视台新
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
出了我写的“天南地北
长桌宴，共度国庆佳
节”新闻。写的新闻
稿件能上央视，我感
到十分高兴，非常自
豪，这也是我从事新
闻宣传工作的一大
收获。

□杨正毅

那天看到《四川散文》的征文公告，我才
知晓：自 1990 年破土萌芽，四川省散文学会
始终以翰墨为犁，深耕于天府沃野，与时代同
频，与山河共舞，2025年迎来四川省散文学会
35周年华诞。我也想提笔写写我与《四川散
文》的故事以及彝乡故事。

我是一名普通的彝族教师，生长在以花
命名的攀枝花市。1994年，我在四川省阿坝
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读书时，开始写散文，也
开始在《攀枝花日报》副刊“金沙水拍”发表散
文作品，处女作《彝乡之子》被《攀枝花日报》
采用，《阿坝师专报》也转载该篇散文，编辑还
加上“编者按”采用。

1995年，我从阿坝师专毕业后，分配在米
易县麻陇中学任教。我开始动笔书写麻陇的
山山水水，好人好事，麻陇的故事开始经《攀
枝花日报》“传开”。《攀枝花日报》、《攀枝花文
学》以及米易县文联主办的《安宁河》，经常采
用我的文学作品。《攀枝花志》《民族》《中国当
代散文精选 300 篇》《文采中国》等杂志也采
用过我的作品。我也积极参加各种国家级的
文学征文比赛，创作的《失去的书香味》《麻陇
凉粉》《节约》《那年那月，红军从这里经过》

《梨儿坪》等作品曾获奖。2000年，我加入市
作家协会；2022 年，我有幸加入中国散文学
会；2023年，我加入四川散文学会。我采写的
散文《谷克德杜鹃花美极了》《彝族“库史”》被
中国散文学会排行榜作品采用。

我喜欢写故乡和童年的故事，《难忘的彝
乡小路》《少年往事》《记忆里的味道》《童年
的味道》《裂谷深处温暖的故事》等作品被各
级报刊杂志采用。我也喜欢写教书育人故
事，《彝乡新风尚》《红色安顺场》《走进拉鲊
古渡》等作品也被各级报刊杂志采用。彝乡
的山、彝乡的水、彝乡的人，始终在梦里出
现，每当晚上梦到彝乡的往事，第二天就想
提笔写写。我在《难忘的彝乡小路》一文中
写到：在牧场高山处可以远望米易与会理交
界处的三南坡以及盐边、盐源的群山，还可
以近看麻陇乡红岩村的鸡公山、马颈村、云
盘村的多彩的彝族寨子。在牧场半山处一
群群山羊、绵羊在吃青草，一头头肥猪在寻
找野果，肥壮的黄牛在草坪上觅食，优哉游
哉地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牧场“美食”。低
矮的茅草房下彝族阿普、阿嘛在冬季明媚的
阳光下辛勤劳作。森林环抱着村子，泉水在
静静地流淌，萝卜在默默地生长，悠扬的牧
笛声在半坡响起，一幅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展
现在自己眼前。

2023年，我申请加入四川散文学会，在四
川散文群中熟悉了唐小瑭、芳芳、张大春、画
虫子等一批喜欢散文的文友。开始拜读《四
川散文》杂志、微信公众号上文友的散文作
品，取文友的精华，弥补自己的不足。

时光漫漫，走进彝乡，叮咚的泉水声、呼呼
的山风声、小鸟呼朋唤友声、清脆的牧笛声、姑
娘轻轻拨动的口弦声、彝族小伙的歌声……声
声入耳，句句动听，时常唤醒我的写作灵感。
通过我的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攀枝花彝乡，
让攀枝花走向世界，是我今生的追求。

□普光泉

一棵树的年轮简史

八百一十年，或许
更加久远，深褐的根系
是穿过光阴的手指
凝固的尘埃，成为了
平地历史的一部分
一座板栗园
从岁月沧桑的沉默里渗出
一圈又一圈的琥珀
尽情表述着高原清晨与黄昏
如你所见
粗糙的树皮正在剥落，露出
新的年轮。你怎么也看不见
却能听到的，是板栗的方言

再如我所见
你今天穿着的衣服更加靓丽
你说是配合了春天的颜色
而泥土上的那些亲戚
仍然沿着沟壑迁徙，年轻的农具
一直跟紧他们的步子

八百一十

八百一十圈
是一棵树的顺口溜
在糯巴沟，在一道向阳的坡上
一直游动。泥土编纂的根须
又一次穿越火把节与新的春分
粗糙的树皮上
依然嵌着洪武年间的风景
枝桠，高高地挂着去年的板栗

与银河昨夜的星辰。每颗
都蜷缩着一个时代的声音
在这里，山脊是琴弦
一直演奏彝调与谈经
当风掠过八百一十岁的嫩芽
整座板栗园都迎来了新生
在你我所拥有的时间里
酿成一个时代的名词：共富共美

糯巴沟

山那边与山这边
板栗在斜坡上滚动时
秋风推开了粮仓的木大门
那么多刺壳咬痛黄昏
我们在灯下随意剥开宁静
籽粒一瞬间便流出了乳白的心情

“匍匐在大地”的人性光辉
——读蔡崇达“金色故乡三部曲”有感

彝乡故事

梦想永远熠熠生辉

我写的瓜子坪“长桌宴”上了央视

糯巴沟之春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