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卷《后山先生集》收录陈师道诗 681
首、词 49 首，但在大咖辈出，群星璀璨的北
宋晚期， 这些诗词显得逊色单薄， 平淡无
奇，影响力远不及他的诗论《后山诗话》。 清
代学者何文焕把它与 《诗品》《全唐诗话》
《六一诗话》《沧浪诗话》 等诗论集并列，汇
编成册，辑为《历代诗话》。

《后山诗话》共计 80 条，记录了诸如白
居易、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
坚等人的奇闻轶事和陈氏有关诗论的独到
见解。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及江西诗派
时多有引证， 足见其在文艺批评界的分量
和地位。

陈师道用美好言词颂扬为政者丝毫不
奇怪，他毕竟属于那个士大夫阶层的。 但这
篇描写 900 多年前的宋代安康， 给我们留
下了真实的文字资料———金州写照。 如今，
在烟波浩渺、 景色秀丽的安康瀛湖———灵
秀小巧的金螺岛上建有望归亭， 镌刻着陈
师道的这篇《望归亭记》。

两宋和元朝几百年间安康散文落入低
谷，其间几无值得称道的作家和作品。 原因
大抵由于天灾和兵燹频繁。 特别是金人入
侵，安康沦为战场，农村经济衰落，人户大
减。 《安康县志》载：“元因兵燹之后，地旷人
稀，遂废西城县，降金州为散州。 ”

笔者从李厚之、张会鉴、杨克三位先生
编选校注的《安康历代散文作品选注》一书
中梳理发现，所选 126 篇散文中，流寓安康
或文写安康的作者就达 46 人 60 余篇，占
了该选注一书的一半。 当然，这也绝不是古
代寓居安康留下足迹或写过有关安康散文
的全部真实情况，只是管中窥豹而已。

时光又到了明清时代， 安康几次出现
移民浪潮，几次大规模的开发，使地方经济
复苏，必推动地方的文化建设。 筹资办学，
造就人才，不少士子进入文学圈内，以文会
友，相互酬唱，著书立说，本籍作家和客籍
作家联手拓荒，开出一片文苑，种出一片新
绿，安康文坛成为实体。 仅就散文的发展而
言， 这块燎过的荒地竟也生长出一棵棵参
天大树。

这里， 重点搜寻客籍安康或描写安康
的流寓散文作者之踪迹———

普晖 ， 山东垣曲人 ， 明成化十三年
（1477）任白河知县。 任上以诗文与士子文
人唱和见长，所作《郑公祠记》一文《兴安州
志》《安康县志·文征乙》亦录入，两稿出入
较大，《兴安州志》 所载遗漏 42 字，3 字有

别，现今以《安康县志·文征乙》为标准。 塑
造人物形象非散文所长， 为祠堂作记更难
兼顾，然普晖的《郑公祠记》寥寥 600 字却
将郑福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 有呼之欲
出之感。 且文采斐然，语句畅达有节奏感。
此文堪称上乘之作。

从《白河县志·艺文》卷上我们看到普
晖所写的《兴安州志·序》，也是文笔畅达，
一气呵成。 为县志作序是历代官吏乐于为
之的事。 普晖为州志写序有创意， 从志之
“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别论述志之“道”
与“器”，不仅论理深刻，且视角独特，真正
达到了“文奇理正”。

安康明代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很不发
达，文人们多是遵命写些碑记、奏疏、序跋
一类文章， 构成了这个时期散文的主体。
但有少数篇什文情并茂，值得一读。 如万
历三年 （1575）， 汉中太守项思教撰立的
《善人桥记 》，镌于碑上 ，立于汉阴县蒲溪
镇红崖下。而关于项思教其人，《安康地区
志》《汉阴县志》 均无记载。 查百度获知，
项思教（1528—1585），字敬敷，号立庵 ，浙
江临海市城关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进士，授刑部主事、郎中、永州知府。 母丧
服满授汉中知府。汉中下辖 2 州 14 县，地
广政繁。 思教莅任后，修城池，劝农桑、兴
水利、修筑堤堰数百处，灌田万余亩。后调
湖广，升广西按察使。任上卒，年 58 岁，著
有《白云稿》《丹霞集》。

封建时代为某某人立德政碑蔚为风
尚，其文字多是罗列善举，堆砌溢美之词。
且不说项公的其他文章如何，单就《善人桥
记》这篇碑记就别具一格，引人关注。 全文
用两大段文字详叙“我”之所见：那个施粥
者果然“移作粥者修此道与桥”。 故事简短，
但完整有起伏。 “我”的感情变化也写得脉
络分明。 第四段的议论也不停留在泛泛溢
美，而是引出更深刻的结论：那些不读书不
闻道的普通人亦可成为道德高尚之士。 这
虽不是对孔孟之道的否定， 但也至少说明
孔孟之道并非修身的必经途径。

丁文先生在《安康文学史话》一书中评
价说，象《善人桥记》这样写得生动活泼的
散文实不多见。 有相当数量的碑记文字不
足取，但因是那个时代的作品，留有时代的
印记， 有较高史料价值， 亦为后代人所珍
视。

许尔忠 ，井陉人 （今河北省石家庄市
井陉县），明万历年间任兴安州刺史。 这位

先辈是个散文高手 ， 仅从王希舜修编的
《兴安州志·艺文志 》中 ，我们读到了许尔
忠所作的《虞帝庙记》《改建社稷坛记》《改
建风云雷雨山川坛记》诸文。 许尔忠的碑
记多用夹叙夹议之法，写得文情并茂。 这
三篇散文记载了安康明代的庙坛建修情
况和民情风俗。 特别是《虞帝庙记》更值得
一读。 这篇文章其价值不仅在文还在史。
虞帝庙在汉江北岸 ， 明隆庆中建正殿五
间，大门重门各三间，年久颓废，明万历四
十五年 （1617）守道吴愈 ，知州许尔忠重
建，今废。舜生何地？自古就有“舜生安康”
一说。许氏持此说，视舜为本土神祇。当今
社会为发展旅游业“抢名人”已成时尚，安
康人竟对“舜生安康”浑然不觉，抑或重视
不够。 地方学者有责任弄明此事，以确认
安康系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辉煌地位。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作为甘肃武威
人的张树，字时霖，嘉庆四年进士，任玉屏、
泸溪等县知县， 对西北地理较熟悉， 著有
《养素堂集》等书。 张树是个大学问家，名字
入了《辞源》。 虽然从他的生平中未查寻到
过安康，但他的一篇《姚墟考》的文章中，却
涉及安康。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明了用
典的作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 以
张树对西北地理的谙熟，也提出了“舜生安
康”的论断。 有关舜在安康的传说见于许多
典籍， 安康古文化考古发掘的成果又颇能
支持这一论断。 用丁文先生的话说，汉江流
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安康又居汉
江中游，实在是先民们休养生息的好去处。
大禹治水曾在此暂住， 补天的女娲又曾在
平利女娲山设立她的治所。 传说是历史的
影子，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 这些历史之
谜有待地方学者破译。 若三者确认其一或
其二，那安康人该值得骄傲自豪了。

闫博，北直滑县人，才学宏赡，多有撰
述。 万历七年（1579）以举人任山西浑源州
知州，未几被劾，调任紫阳县令。 卒于紫阳
江滨。 闫博笔力不凡，用了大量奇特的比喻
把紫阳的山水描绘得准确生动，活灵活现。
这在他的 《重修城垣碑记 》和 《紫阳堪舆
说 》中展现出来。闫博是个高明的作家和堪
舆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看风水，他认为人
乃山之灵，“发山川之秀者，乃在乎人，不徒
曰山川之胜”，这便无可指责了。 由地理而
及人事， 不仅无迷信家之嫌， 还深化了主
题。 真是妙极了！

（连载之六）

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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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山野醉醺醺的。 风是醉的，忽悠悠飘
过来飘过去。 树是醉的，总在那里拍手———哗啦
啦，哗啦啦。 花儿是醉的，有的绽放，有的举着含
苞待放的花蕾，摇头又晃脑。 在池塘边砌石坎的
根虎也是醉的，笑眯眯，嘴角向上拉，活像山林里
的憨熊。 根虎好手艺，一块石头，他想放哪儿，石
头就在哪儿妥妥帖帖，若有多余，他举起小锤敲
掉一小块，立马严丝合缝，再不行，就加个楔子，
然后给每块石头的衔接处抹上水泥，一个个不规
则图形就画在天地之间了。 他就像行为艺术家那
样，在长长的石坎上任意摆布他的作品。 砌上一
段，他就退后几步欣赏一下，左看看右看看，还眯
着眼睛照一照。 一起砌石砍的贵生开他的玩笑，
石坎又不是云樱，有啥好看的？

别胡说。 根虎嗔道，干活不行，耍嘴皮子有
你。

云樱是根虎藏在心里的女人。 根虎不愿意别
人在嘴上说道她。 贵生嘴贱，偏要说，你虚伪啥
呢？ 刚才咱们从云樱家门前过，你一步三回头瞄
人家哩，你当我瞎啊，没看见？

根虎不理他，埋头干活。 他不说话是生怕心
里的甜蜜溢出来了。 昨晚，云樱姐喊他去吃罐罐
炖腊肉，知道他今天出来干活要放石炮，就找来
针线，又找来隔年存放的预知子，密密缝在他的
衣领里。 云樱姐说，放石炮最怕排哑炮时炮又响
了伤着人。 如果有危险，这个预知子会蹦跳，提前
发出警告。 预知子是秦岭里边的一种藤生野果，
又名八月瓜，成熟时吃起来又甜又香。 根虎却不
知道它的籽实还有这样奇妙的用场。

云樱姐做针线的样子好看极了。 身子前倾，
微微低着头，手里举着一根针，牵着一根线，扎进
去，引出来，将针在鬓角的头发上磨一下，再扎进
去，再引出来，白炽灯黄澄澄的光罩着她，那模样
就像山野里的夏葵绽放在早晨的阳光里，有种安
然自在的美丽。 根虎看得呆了，没话找话，云樱
姐，你其实不用这么担心。 现在的炸药安全得很。
云樱停下手里的活，看他一眼，说道，山里干活，
小心一点总归是好。 除了放石炮，还有野猪呀、蚂
蟥呀、蛇呀，这个预知子就跟护身符一样的。 云樱
姐说完，嘴凑到衣领上咬断线，将衬衣递给他。

他欢喜地接过衣服，将衣领摸了又摸。 他觉
得，衣领里缝的不是预知子，而是云樱姐对他的
情意。

贵生没有说错。 他心里的确时时刻刻想着
云樱———那笑起来像野蔷薇般好看， 命却苦得
像苦菜花一样的女人。 十年前，她嫁给根虎的表
哥胡冬生。 冬生哥家里穷，她的娘家却是四乡有
名的富贵人家， 父亲和哥哥在城里开着妇婴用
品超市，家里修起大别墅，铁栅栏围起来的院墙
爬满蔷薇，五月来临，那叫一个灿烂啊，引得四
乡八里的乡亲都来看花， 城里游客来到山里农
家乐，吴家庄园也是必看的景点之一。 人们在花
墙前拍照留念，隔着花墙窥视里边的富贵，对院
子里的八角亭评头论足， 估算那些造型奇特的
盆景价值几何， 叹息如今的土豪比过去的土豪
文化品位可是高得多了。 云樱就在这样的家庭
环境里长大，可以算得上娇贵。 当村里跟她同龄
的女子都奔波在打工路上的时候， 她得以安安
心心上学读书，从小学到中学，从初中到高中，
顺顺当当， 看起来一直读到大学是没有任何问
题的。她却与高中同学胡冬生早恋了。两家境况
悬殊，云樱明知他俩没有未来，索性跟冬生私奔
了。 五年后她牵着儿子回来， 不声不响住到胡
家，朝夕伺奉胡家双亲，独自耕种土地，日日忙

得抬不起头。 娘家人明里不管不问，暗地里送钱
送粮，打听情况，她只字不提。 但总不见胡冬生
回家，人们还是打听到了，早在孩子出生不久，
胡冬生就抛下她跟一个川妹子跑了。 在云樱的
故事里，根虎是唯一的见证人。 他在云樱回乡的
当年十月也回到村里， 凭借瓦匠手艺在村里立
足，从此再不提外出打工的事。 好在他是孤儿，
没人管他，他得以自由自在逍遥乡间。 有好事人
劝他，你房也盖了，钱也攒下了，又有好手艺，该
早早娶个媳妇安家，你爹娘在地下也好安心啊。
面对好心人的提醒， 根虎笑而不答。 没有人知
道，他留在村里，是要守护他的云樱姐。

根虎不知道云樱姐是何时走进他心里的。 也
许是云樱姐私奔不忘带上他这个孤儿的情谊，也
许是在外漂泊的日子，他因为年纪小常常晚上哭
醒来，云樱姐像母亲那样哄着他、鼓励他；也许是
他遗失了老板的公文包遭老板痛打时，云英姐挺
身护着他；也许是找不到工作时，他们在桥底下
相依相偎的漫漫长夜，总之，云樱姐就是他命里
的守护神。 他仰望着这个守护神，心里安然，感觉
幸福极了。 他非常羡慕表哥冬生，不知他哪辈子
修来的福分，摊上了云樱姐这样的好女人。 在他
心里，冬生哥和云樱姐是神仙伴侣，是天底下最
好的夫妻，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冬生哥和一个漂亮
的川妹子偷偷来往，他才傻眼了：原来世上还有
这样混账的男人啊。 但是他不敢揭穿。 他怕云樱
姐伤心。 倒是那个川妹子自己找上门来，说冬生
爱的是自己，要云樱姐识相点。 根虎恨得牙痒痒，
抡起拳头就要朝那张得意扬扬的脸砸过去。 云樱
姐架住了他的胳膊。 当晚，云樱姐背着儿子，牵着
他的手离开了。 根虎知道，云樱姐不吵不闹，是心
里放不下冬生哥。 她离开时给冬生哥买了四季的
衬衫、秋衣秋裤、数十条短裤、四季的鞋子，还把
千辛万苦攒下的钱给冬生哥留下一半， 就是证
明。 最让他震惊的是，冬生哥的父母病了，他找种
种借口不回来，云樱姐扔下自己红红火火的小酒
店，毅然决然回乡侍奉双亲，直到他们安然离世。

他问过云樱姐， 冬生哥这样狠心背叛你，你
为何拖到她父母离世才跟他分手？ 云樱姐说，这
不明摆着嘛，他父母常年病着，活天天的人，又把
儿孙看得跟命似的，那时候提分手不是要他们的
命么。

云樱姐住进根虎心里的正是这种仁慈。 就像
山里的预知子，野生野长，天然地守护着山里人。

“预知子。预知子。 ”根虎摸了一下衣领，无声
地笑了。

这时候，秉山叔喊他去挖黄泥。 秉山叔说你
快来吧，以前这山上哪里有黄泥，我一挖一个准，
今天见鬼了，挖了几个洞都没掏出黄泥。

黄泥是筑坝必需的东西。 人行走的堤坝砌石
坎，靠山的一面筑黄泥，省工省料又省钱，关键还
结实。 秉山叔说，人家李艺术家到咱这山坳坳里
建艺术馆，是给咱子孙后代造福哩，咱们要尽可

能就地取材，给人家省钱。
秉山叔说的李艺术家在池塘的另一边干活

儿。 她手握电锯，刺啦啦将林子里的杂树和毛竹
锯掉，那劲头和他们这些下苦力的人有种说不出
的贴近。 每次秉山叔招呼他过来干活，他都很乐
意。 根虎喜欢给李艺术家干活儿，不仅因为她是
他仰望的艺术家，还因为她的行动力———原本一
座多年没人住的老房子，满院子荒草、满眼的砖
头瓦块，她硬是一片瓦、一块砖的打磨，生生整出
个艺术馆来。 馆里摆放的那些画着仙人、凡人，画
着鸟兽虫鱼，讲着雪天故事的汉江石头画是多么
神奇啊。 还有墙上挂的那些画呢，还有皮雕呢，都
是根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为根虎打开了一
个奇妙的世界。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李艺术家
和云樱姐一样善良美丽。 总是跟他们说，歇会儿
吧，喝些凉茶解暑。

好女人都是了不起的。 好女人总是把我们的
日子捂得暖烘烘的。 根虎这样想着，应声来到秉
山叔面前，两个人向密林深处走去。

贵生不忘调侃，小心遇到树精！ 根虎回嘴说，
树精就专门缠你这种人。

林中潮湿，正午时节，蝉鸣如鼓。 布谷鸟的叫
声宽广清越，偶尔掠过，既像在跟前，又像从很远
的地方传来。 秉山叔说，这鸟精怪，它一叫你就觉
得满田地的庄稼呼啦啦一夜之间全熟了，你就必
须黑明白夜地忙收割、忙插秧。 它就是个催命鸟。

秉山叔说话根虎一般不插嘴。 秉山叔是他最
敬重的人物。 秉山叔 70 多岁了，按说是享清福
的年纪，却因他的老伴瘫痪在床，他不得不四处
揽活挣钱。秉山叔和他的老伴也是苦命。年轻时
他们一起去山西挖煤， 刚去不到一年就发生了
意外，煤矿塌方，在千钧一发之际，老伴儿将他
扑倒身下， 他啥事没有， 老伴却从此站不起来
了。 根虎记得他们回乡那年， 山上还没有通公
路， 秉山叔硬是从山下路口把兰香婶子背上山
来。 那天，他跟着村里十几个大娃娃们到山口去
看火车， 无意中倒像是专门去迎接秉山叔和兰
香婶回家似的。 他们跟在秉山叔身后。 他走，他
们走。 他停，他们就一窝蜂涌上去帮着搀扶兰香
婶。落难的人眼泪多。兰香婶用衣袖擦着满眼眶
的泪水说，你们这些娃娃有情有义啊。 还是咱们
山里人好啊。 秉山叔是铁打的汉子。 以前，他在
山路上走， 隔山都能听见他咚咚的脚步声。 据
说，有一回他晚上回来，遇到一群野猪，他拔起
一根小树左冲右突，跟野猪对峙了一夜，黎明前
硬是把那群野生口吓跑了。 眼下的秉山叔，身上
那股虎虎生威的劲头没有了， 弯腰驼背的看起
来倒更像个老妈子———菊花那样挤在一起的皱
纹把一张脸占得满满的，所有的手指都弯曲着，
看起来就像老树根， 腿上暴起的青筋比指头还
粗。这是磨难太多的结果。当年他们夫妻双双出
去打工， 是一心想为生下来就脑瘫的儿子攒一
笔养老钱，谁知钱没攒到多少，却搭上了老伴儿

的健康。 都说这个家要垮了，秉山叔却把他的家
结结实实撑了起来。 他又当爹又当妈，既干坡里
地里的庄稼活，又做饭洗衣、喂猪喂鸡喂鸭。 关
键他还乐呵呵的，把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有
太阳的日子， 他把老伴和儿子抱出来放在竹躺
椅上晒太阳；花开的季节，再忙都不忘记采一束
野花插在空酒瓶子里捧到老伴儿跟前。 有时候，
干脆把老伴儿和脑瘫儿子轮番背到花架下，让他
们看花开花落的神奇，听林中鸟叫的声音。 秉山
叔还奇迹般地为儿子娶妻生子。 儿媳是邻村的哑
女。 儿媳娶进门，老两口像亲闺女一般疼爱，生下
孙子，更是捧在手里疼爱。 村里人都说，秉山叔遇
到的事，平常人摊上一件，就活不成了。 不知不觉
地，秉山叔在村里人眼里活成了神仙。 村里谁家
有了难场事，都找他拿主意。 根虎最喜欢跟着他
干活儿。 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心里踏实。

他们继续在林子里走。 忽然，根虎指着一棵
长满青苔的老树说，秉山叔，这地方肯定有黄泥。
说完，不等秉山叔发指令就挖了起来。 果然，挖了
不几下，黄泥就露出来了。 根虎掰起一块，在手里
捏了捏，欣喜道，是上等的黄泥呀 ，这泥筑坝，又
结实又好看。

秉山叔说，好是好，这么远，挖出来，怎么到
坝上去呢？

根虎说，我来背嘛。 有我呢嘛，你愁啥哩。
两人奋力挖泥，一会儿就挖出一大堆。 根虎

将带来的蛇皮袋打开，一个个塞满，拍拍手上的
泥，说道，叔，你在这儿抽支烟，我跑几趟就背完
了。说着，抓起一袋甩在肩上就走。山路崎岖，根
虎在林间跳来跳去飞速疾走， 那样子就像野山
羊。

秉山叔看着他的身影，说，呵，好后生。 就由
你背，叔可在这里享清福了。 他在树荫下的大青
石上坐下，取出娇子牌香烟。 这是他最好的享受
了。 劳作之后抽支烟，赛过活神仙。

根虎在山路上跑了 11 趟，黄泥基本就够了。
三个人一起动手，一会儿就将坝面拍好了。

李艺术家夸赞说，你们手艺真好，坝面拍得
跟艺术品似的。 又说，没想到，山里还有这么好
的黄泥。这黄泥完全可以做瓷器嘛。等忙完了手
头事，我就整个电窑烧瓷器，到时候还请你们来
帮忙。

三个人相视而笑。齐声说好啊好啊。根虎叫
得最响。 说实话，他喜欢来这里干活，除了上边
说的那两个理由，还有就是饭菜好，且是李艺术
家亲手做的。 这天也不例外，一桌子的土菜、洋
菜，香气扑鼻。 有家常的青菜黄瓜、青椒炒腊肉、
肥肉炒粉条、粉蒸肉、香肠、宫保鸡丁；还有一条
清蒸鲈鱼； 佛手瓜是水抄后摆在雪白的盘子里
的，那青幽幽的苍翠，使人联想到它们挂在藤蔓
上那铃铛一般的可爱模样。 佛手瓜是李艺术家
亲手栽种的，一棵藤蔓，缠绕在树上，结下几百
个果子。 根虎第一次看见，还以为是仙界的人参

果呢。
干活累了，吃饭香甜。 他们也不拘礼，风卷残

云，一会儿就把桌上的饭菜消灭光了。 李艺术家
收拾碗筷时说， 我最喜欢你们这种吃饭的状态
了。 这种吃法才叫吃饭。

饭后休息了一会儿， 李艺术家打开里屋门，
邀请他们参观石头画。 他们在这里干过很多次活
了，这是李艺术家第一次郑重地邀请他们参观她
的作品。根虎欢喜得直搓手掌。进到屋里，上千幅
石头画赫然呈现眼前，根虎只觉得眼花缭乱。 他
说，真神奇啊，真神奇啊。 这荷花就像在水里动
呢。可这是画在石头上的啊！他指着一副雪景图，
说，神仙姐姐，我可以摸一下吗？ 拿在手里摸一
下。

李艺术家说，可以可以，你随便看。
根虎就拿起那副雪景图，放在眼前看，又把

手伸得长长的放远看。 是的，一块普普通通的汉
江石，经神仙姐姐的手，变成了灵动的画。 根虎觉
得那白雪覆盖的房子就是云樱姐的屋子，而站在
红梅下的红衣仙女就是云樱姐。 他将那画抱在胸
前，结结巴巴嗫嚅道，神仙姐姐，我可以跟你商量
个事吗？

你说吧，什么事啊？
根虎一脸真诚地看着她，说道，我想用这几

天的工钱换这幅石头画，可以吗？ 哦，不，从今以
后，我给你干活都不要工钱，我，我，我特别想要
这幅画。

贵生立即起哄，他想讨好人家云樱呢。 李艺
术家你可千万别给他。

李艺术家问，云樱是谁？
贵生还要起哄， 秉山叔一闪身把他挡在后

边，说道，根虎是个倔巴头子，从不跟人轻易开
口。 他喜欢，你就成全他吧。 又说，我知道这些石
头画金贵，说白了，就跟你的儿女似的。 你肯定舍
不得。

李艺术家想了想，说道，秉山叔你说得对，这
些石头画的确跟我的孩子似的。 不过，我愿意送
给根虎。 又转向根虎，说，不为别的，就因为你是
真心喜欢。 我看得出，你是真心喜欢，对吧？

根虎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把头点得跟鸡啄米
似的。

山里的黄昏就像魔幻电影， 刚才还明亮着
呢，倏忽间就黑了。 李艺术家发动她的宝贝吉姆
尼，邀请道，都上车吧，今天干活太累了，我送你
们到家。

一听说有车坐，三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出
门干活的人，一到天黑，就归心似箭。 何况还真的
是疲累。 可是车到半道，根虎却大叫，哎，停车停
车。

李艺术家急忙刹车，问道，怎么了？
根虎说，我要在这里下车。
贵生撇嘴说，你看他那点出息。 恨不得生个

翅膀出来，飞过去给人家献殷勤。 李艺术家，听我
的，偏不让他下车。

秉山叔打了贵生一巴掌，说道，就你话多。 又
对李艺术家说，让他下吧。

李艺术家不解地说，离山顶还有很远呢。 一
扭头却发现，山腰那里，林间透出一束亮光。 她哦
了一声，为根虎打开车门锁。

根虎拉开车门跳下去，挥手作别。 李艺术家
看见， 他的左手将那副雪景图紧紧抱在胸前，满
脸的喜悦就像瀑布样四处飞溅。

山道边 ，蟋蟀在歌唱———嘀泠泠 ，嘀泠泠
……

全国券人瞩目的第二十一届全国旅游门券收藏展
览，今年六月下旬，将在陕南名城安康市举办。 网上信
息传来，令行内的人激动万分，此次征文，自感意义重
大。 开门办展，安康开明。 几天来，数位仁兄微信鼓励，
让我也“参政议政”。于是，有了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请展会领导和各地同仁参考。

一、期望本次展会，在前二十届的基础之上，有所
改变和提升。 走出开幕式→理论研讨→拍卖会→闭幕
式的俗套，真正办成一届国家级的展览盛会。

二、展览期间，举办“中国（安康）门券收藏高峰
论坛”，请各省、市、自治区与会代表上台发言，每位
限时 3 分钟。 现场还可安排互动环节，以活跃现场气
氛。

三、门券理论研讨会，应侧重学术交流。 重点论文
现场宣读 1 一 2 篇即可，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让与会
代表就重点问题畅所欲言，面对面交流，从理论的高度
上把所论问题理清。 研讨范围泛泛，不围绕着主题，效
果反而不好。 按照惯例，理论部每次研讨会后，都要将
征集到的研究成果成册，发给有关人员学习，以便慢慢
消化。

四、参展券集，组委会给每个省份都下发了指标，
我估计难以满足需求。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秉持宁
缺毋滥的原则。 严格标准，不破范围，精选而不充数，让
展品体现出国家级水平来。

五、改变开幕式就是闭幕式的沿袭模式。 往届全
国门券展览（省以下展会也类似），券商们提前几天

到会，入住主会场房间，在床上摆摊设点，开始营业。
到了开幕式那天， 除了继续参会的代表 （也卖票者）
外，基本上都返程了。报名参会的人很多，但开幕式人
气不旺。 怎么扭转这一局面，需要组织者把控展会全
程的时间和空间，营造一个券商自由，正式代表严谨
的应有氛围。

六、充分发挥中藏协票证委旗下的《门券收藏研究
网》的作用，由该网全程宣传报道安康盛会，让那些因种
种原因无法到会的券友，及时掌握盛会动态。

七、门券拍卖会，可安排在某晚上 18∶30———22∶30
进行。 这样既方便线上线下购买者参与，还节省了展会
白天的黄金时间。

八、展会结束后，由展会组委会牵头，将安康盛会
汇集成图文册，印制发行。想了几个书名，仅供参考：《永
远的安康》《难忘的安康之行》《安康， 券人的乐园》《券
旗飘飘安康城》等。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一场券人盼望已久的文化
盛宴，将在美丽富饶的安康市隆重开席，我和我的同
好们，都期待着早日到风光旑旎的瀛湖泛舟；到宽阔
迷人的安康广场走走； 观赏最大的长江支流一一汉
江；享受安康线鱼、紫阳富硒茶、宁陕香菇的美味、把
玩旬阳特产鸡血石……安康，等着我！

预预 知知 子子
张张 虹虹

安康 等着我
陶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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