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 80 年代是文学的繁盛时期，诗
歌也不例外。 那个时候的人们，都喜欢读诗、
诵诗，我就订了《诗刊》，每期每篇都读，有的
诗须一气读完， 方可解馋， 有的诗要反复朗
诵，才能玩味。 为了多读诗，我还订阅其他诗
刊阅读， 凡是拿到手的文学期刊， 先找诗歌
读，有一睹为快的感觉。

不知从何年起，我不读诗歌了，偶尔看几
首诗歌，读着读着，如同嚼蜡，只好弃之。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诗歌咋就这么诱人？ 回想起
来，那时候的诗歌有“五性”。

人文性是诗歌的“骨架”。 诗歌一旦丢失
了人性和人文性，它就丢失了“骨架”，立不起
来的诗，就没有读者。 人性是个体的，也叫个
性，人文性是团体的，也叫普遍性，这就要求
诗人从自己的个体出发， 写出具有人文性的
诗歌，这样才能打动团体读者。看看古今中外
的诗人，凡是留下来的传世之作，都具备了人
性和人文性。 普希金、徐志摩、李清照等他们
的爱情诗， 无不体现这些特色：“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眼泪问花
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无不充
满人性和人文性，读起来让读者思绪万千，引
起感情共鸣，《诗经》中这样的爱情诗句，比比
皆是。这就是诗歌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只追
求个性， 忽视普遍性的诗歌， 读者只有一个
人，就是他自己一人孤芳自赏了。 没有人性和人文性的诗歌，就没
有了灵气，失去灵气的诗歌，就是一堆黢黑的泡影，叫人不悦。

大众性是诗歌存在的“肌体”。 没有“肌体”，“骨架”就不丰满，
就没有看头。大众性的诗歌，就是体态饱满、气质鲜活的诗。这就要
求诗歌创作，要站在人民的一面，为人们而歌、而喊，唱出人民的心
声，吟出人民的需求，这样大众性的诗歌才是人民喜欢的诗歌。《诗
经》中的诗，很多都是从人民的口中来的，都是在生活、劳动、交往
中吟唱出来的。 文天祥、辛弃疾、陆游、杜甫等他们的诗歌，替人民
说话，为人民隐恶扬善，人民就爱戴他们，就喜欢他们的诗，这些有
血有肉的诗歌，如同长河之水，源远流长。 唱个人小调，泄个人惆
怅，吟风华月柳的诗，终究不会赢得大众读者的。大众性的诗歌，倡
导诗人，走出“小圈子”，面向“大生活”，走进田间地头、厂矿企业、
菜市街头，向人民要句子，问人民讨诗歌。 安康的民歌《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
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就是从人民口中吟唱出来的句子，像这样创
作出来的诗歌，谁人不喜爱？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如果他
不深入南方的甘蔗林，北方的青纱帐，是写不出如此气势恢宏、动
人心弦的诗歌的，贺敬之如果没有一次次地回到延安，没有深入生
活，就不会有波澜壮阔、激情燃烧、感情奔放的《回延安》的问世。离
开生活、脱离故土、闭门造车出来的诗歌，是没有生命力的。 80 年
代的朦胧诗，就不是大众性诗歌，因此就失去了读者，所以，诗人们
请走出屋子，走进阳光，亲近时代，感悟生活，才可获取创作源泉，
流淌出源源不断、深受欢迎的诗歌。

艺术性是诗歌的“血液”。 没有艺术性的诗歌，就是“病态”的
诗，这样的诗其实就是分行的散文。 当然，散文的语言也要讲究艺
术美。 古今的优秀诗歌，可以说是个个都是语言大师，我们要向古
今的优秀诗歌学习，诗句要做到反复锤炼、反复敲打，达到“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境界，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
时照我还”中的“绿”字，就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最后落脚为“绿”字，
把江南的春色表现得淋漓尽致。读到这样的诗句，就是一种极大的
享受。 我们的诗人，就要学习古代诗人的锤字炼句，达到一语惊四
座的地步。 诗，也可以适当地用大白话，这种“大白话”不是“白开
水”话，必须是有“含金量”的“大白话”，能够让人思索的“大白话”，
能够给人启迪的“大白话”，人民群众口中的许多“大白话”就是诗
句。“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妹不开口，妹不说话妹心怎么
想”“近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像这些烘托、陪衬的“大白话”，也是很有诗性的。生活中
处处有诗情，人民群众口中时时有诗句，诗人们只要处处留心，再
经过仔细推敲出来，就是具有艺术性的好诗歌。

朗诵性是诗歌的“维生素”。朗诵性就是把诗歌作品中的情感，
通过朗诵者的声音、体态、表情再次向听众表达出来，是朗诵者在
原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的二次创作，声情并茂的朗诵，使诗歌插上情
感的翅膀，在听众的胸怀中飞翔，引起听众的共鸣。 这就要求诗作
创作，要具备朗朗上口的特点。 古人的“诗”都可以“歌”的，平仄对
仗押韵，是古诗词最基本的要求，今时的诗，不再押韵了，读起来拗
口了，看起来苦涩了，大多数诗，都是句子的排列与辞藻的堆砌，无
景、无情、无意、无韵，看了半天，不知所云。我曾经拿一首诗人自己
创作的诗作，请教他是表达什么意思，诗人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这样的诗作谁还能记住？ 更不用说朗朗传诵了。

哲理性是诗歌的“灵魂”。诗歌一旦有了“灵魂”，就会闪耀出迷
人的光芒，没有灵魂的诗歌，如同行尸走肉。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诗魂，这是宽广无边的哲理，无论用在生活的
哪个方方面面，都是可以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既是画面
美、韵律美，又是哲理性很强的诗句，读到这样的诗句，给人享受、
给人力量、使人向上。“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给人向
往、给人憧憬、给人能量，真是佩服这样的诗句，把平常的事、物、
景、气象注入哲理。

诗歌是文学中的重要一部分，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需
要诗歌，诗歌还有自己的位置。要坐稳位子，把好位置，需要广大诗
人共同努力，创作出不负人民、不负时代同时不负自己的诗歌来。
为人民歌唱、为土地歌唱、为时代歌唱，期待诗歌创作走出来，营造
宽广的诗歌天地，迎接诗歌昌盛的时代到来，我们大家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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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限智慧的生成与行为指向
———《西域英雄传》哲学思维分解

李茂询

超限智慧，在哲学家的认识论中未曾提过。 但在人类
社会里却确然存在。 我们在受教育中所学到的东西，叫知
识，知识的运用，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而在社会中体验到
的问题，叫智慧，智慧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智慧与知识发
生交集，那就是超限智慧。所以，聪明、有知识，不见得有智
慧；而有智慧的，必定聪明、有知识；具有超限智慧的，就有
难以表述的体验，以非常之举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
也可以称其为大智慧、大能耐。

而智商与智慧，亦有重大区别。区别在胸怀、视野与眼
界。智商有分别心，在和不同阶层的人群中各有针对性；智
慧无分别心，自我的原色始终不变。超限智慧是人格独立、
更有风骨，富有合作精神。

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西域英雄传》（以下简称《西》）
这部作品时，为了体现主要人物的这一要点，予以了细节
中沉浸式的升华。

逆境中超限智慧的发生

一切生灵，在生命存续其间，获取食物的能力，都有本
能与技能的差别。本能是天性，技能需要智慧。不管是陆生
或海生，都以族群的形式出现，合作精神使它们有更多机
会获得食物，并求得每一独立个体的需要。

人类社会要复杂很多。个体与个体，家族与家族，族群
与族群，国家与国家，友谊都建立在利益分配上。贪婪也因
对利益的追逐而滋生。 当欲望的追求无以遏制时，掠夺和
侵略便即发生。个体之间是侵犯，国家之间是战争（不仅在
热战，还有文化、科技、思想上的潜战）。如果这样的个体与
这样的国家智谋相一致，则必将借口选一弱者进行加害。

匈奴与西汉初期的情况，就是这样。不同的是，匈奴的
热战连借口都不需要， 先是对大月氏进行了灭族之战，完
全侵占了那里的土地， 回头又视边境汉民为圈中的 “肥
羊”，随意予以杀伐，汉王朝尽受其辱。

张骞率使节队出使西域，从小说第十五回开始，一直
到八十六回结束， 除了七十二回至七十六回境况少有挫
折，其他全是逆境中的险恶遭遇，需要超限的智慧智谋智
力予以应对，也即超限智慧的生发。

举一小例。
第三十九回 P565 页， 当小王爷布赫要将张骞当作马

儿使用时，对于张骞的心理活动是这样描写的：
看来，巴尔汗的话没起任何作用。给人当马儿骑，这是

张骞遇到的第一种屈辱， 但比起孙膑与庞涓在魏国的斗
智，孙膑忍辱装疯在猪圈与豕共食，又算得了什么？且对方
不过是一小孩，供其顽皮取乐，何尝不可？ 于是双手着地，
四肢齐动，做马儿奔驰状，向小孩爬去。

在这里，张骞的另一心理活动没有写进去———作为一
国正使，他的受辱，其实是汉王朝受辱。但他将这一心理摒
除了。 如果不予摒除，他将无法接受其辱，反抗的结局，是
重启出使大月氏的目的难以实现。他为此需要创造出一个
软环境，他的这种摒除，便是超限智慧的表现。这需要读者
在阅读时用心体察。

任何事情，包括对一个人、一部文学作品，有时候看到
了不见得就看见，看见了不见得就看懂，看懂了不见得就
看透，看透了不见得就能看开。

思想和情感，决定其纯度的是灵魂，而灵魂的外在表
现，是其超限智慧在处理事件中的过程。

一般地，凡功利主义者，难有超限智慧的发生。因为私
欲，使他们往往将愚蠢的行为认为是聪明。

张骞的思维是立体的、广角的，心理是强大的，他将外
在的改变用以保护内心的坚守，根据逆向的环境分析出适
宜的生活方式，重新调整与环境的关系。 这与逆来顺受的
懦弱选择完全不同，因为他不因挫折而失去对机会的坚定
寻求。

铁壶定律与精英智慧

一把铁壶，装满了核桃。在一般人眼里，它已经装“满”
了。如果捧来一些石子倒进去，结果石子都装进去了。它装
“满”了吗？ 再捧来一些沙子倒进去会怎么样？ 铁壶里已经
严严实实，什么也装不进去了。 不对，再端来几杯水，照样
都进去了。 这种超限智慧，也可称其为精英智慧。

这与《西域英雄传》有何关系？文学作品主要在刻画人
物，而非弄这些玄虚。

其实不是这样。偏偏，正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
人物要刻画得生动、深刻，尤其这样的历史小说，就得赋予
人物以特别的智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古至今，都需要精英智慧，更
需要拥有精英智慧的英雄。一个不崇拜英雄却去仰慕那些

所谓名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应该明白，古代英雄
与当代英雄同样珍贵，应该珍视和爱戴，他们是民族的魂
灵，他们才是我们的精神偶像。

张骞“陷落”托力鲁草原将近十年，秦自乐在匈奴各地
流浪了七年，杨柏在“念汉里”等待了七年，堂邑父前后奔
走了九年，英雄零落，终于聚首，去了西域，完成了使命。这
其中需要多大的智慧支撑和意志的坚守！

按照奥地利哲学家阿德勒的分析，即使在同样环境条
件下，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而刺激的因素也
因人而异。 总的类型只可仅作为智慧上所了解的相似性。
若要评定的更准确，则需在智慧的基础上分别研究其特殊
性。

使节队中的所有人物的共性， 是在身处逆境时不自
卑、不自弃。 而对于外部的刺激因素，又反应各异。 不明白
这个问题，这部作品就难以把握。 表面上的完整与实际上
的艺术完整，需要铁壶定律精英智慧的加持。

作品为此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情节和细节，以表述人物
动态中的状况和意义。 如第四十一回和第四十二回，描写
了张骞在都噶部落的生存情景，主要刻画了三件事：与共
处一帐奴隶的友谊建设，清理周围环境，使之圈厩整洁牢
固，杂物摆放有序；开辟菜地，使之生活得以改善；修建厕
所，使之男女回避了不雅（特别是年轻妇奴凡妮娅，生来首
次享受到如厕的愉悦）（P603—606 页）。 张骞以纯熟自觉
的智慧，很快融入了新的家庭。

第二件是狼口夺羊（P607—609 页）。 里边有一小段极
深刻且很有哲理的话：

弱小者被窥视、被欺侮，狼群与羊群是这样，异族之间
亦极相似。 但民族虽异，毕竟同类，故而有相互之间的融
合，如他与这两个牧民，素昧平生，却成一体……。

狼口夺羊此举， 奠定了张骞在新的家庭的主导地位。
智与力的结合，为即将发生的事件作了某种预示。

第三件是孤身斗杀草原匪（P612—P622 页）。 描写过
程较长，此处不便引述。读者只要稍加细心便可发现，斗匪
的全过程着力点在“智”的递进叠加（也即铁壶定律），“力”
只在辅助位置。 从作品总体布局观察，这是张骞在托力鲁
草原争取宽松环境的奠基之战。

超限思维在于准确的认识与认知

我们在分析社会基础时发现， 在自然状态的人中，从
其外在的行动表现，包括语言、表情、举止，可以看到思想
观念上的差别。 如果深入观察，其所属意识形态的性质即
可判别，并由此溯源到他思维的端点。

思维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动，行动决
定其执行效果。 所以思维的层次便是智慧的层次，人的个
性特点，因此而形成。

实践中，尤其在突发事件中，对问题是否处理得当，当
取决于思维智慧是否有用，办法是否能够实施。 逆境既考
验着人的韧性，也检验着人的智慧，锻造着人的人格。没有
普遍适用的智慧，只有适合特定条件下的智慧。 如果能用
外相（行动）有效遮蔽内相（目的），便是超限智慧。

仍以张骞孤身斗杀草原匪为例。第 619 页至 620 页有
这样一段描写（之前有张骞与土匪二头领的比武描写）：

……
张骞将箭袋略看了看，见其中尚有十多支箭羽，加上

兜中的卵石，对付二三十名匪徒，应该不成问题。又拈拈弓
身，心中暗道：此物绝不可给他们留下，连带匪徒手中的几
把，亦应予以解决。 于是道：“二头领，刚才是你承让，现在
可准备好了？ ”

大汉捏着一颗石子，却显得底气不足：“这玩意我还从
来未曾弄过。 ”

“没啥奇巧，与射箭一理，都是凭力道、看准头。 看好，
我可开始了。 ”张骞随即弯弓搭箭。

却听“咔嚓”一声，弓体断为两截。
“二头领，可否叫其他兄弟将弓拿来，让我一试？ ”
大汉有些犹豫，目视老匪首。 那“老酋长”早已暗自欣

喜，若得此人入伙，对付呼力泰及其他强手，胜算可谓大
矣。 遂道：“将弓都付与他。 ”

瞬间，六把弓齐集张骞脚下。
张骞将两弓一握，奋起神力，只三次，六弓成十二截断弓。
……
之后，在众匪追击张骞时，由于有箭无弓，无计可施，

只好硬拼，落得一个个被张骞斩杀。
这一断弓之计的超限智慧实施过程，从思维的开始到

确定，都建立在对客观形势的准确认识与认知：其一，老匪
首求张骞入伙的心情迫切，这种心理被他猜透；其二，下一
步对他构成威胁最大的人员武器是弓箭手及弓箭，弓箭手

一时无法消灭，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让弓与箭失其一则可。
阅读作品第四十二回，热闹的武打场景背后，却隐含

着另一重大的哲学思想，在敌强我弱的危急时刻，镇定的
心理气场才是脱困制胜的有力武器。 非如此，就没有位置
转换，变被动为主动；就没有超限的思维与智慧，自己的意
图与行动，不被人察觉是一种静水下潜流的力量。

镇定而强大的心理气场，证明着生命活力与智力两翼
的饱满度。它不是偶然性产物。张骞拥有这样的品质，作品
在这之前已做了大量的铺垫，进行了充实与健全，使第四
十二回及后来对张骞的诸多刻画元素，让读者感到非常自
然。

同时也可以予以推想，在如此危境之中，如果稍显惊
恐，心理必将坠入懦弱，从而命运易位，被敌方掌控。 这在
中外历史范例中，已被多次证实。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
间，皆是如此。

心理懦弱，必将一事无成，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都处
于下位。

天才与干才的界面

《西》这部作品写了三百多个人物，实际上只是三类人
物：天才、干才与奴才。 奴才不去说了，封建社会、奴隶社
会，自然奴才遍地。

除了天才与干才，当然还有非奴才守规矩的普通人。
按照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干才的思维比普通人

更敏捷、更精确，所以他们表达出来的认识会比直观的认
识更犀利、更敏锐。而天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是强化直观认
识，而是揭示别人看不到的一面。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天
才的头脑更客观、更纯粹、更分明，因此他们对眼前的世界
明察秋毫，进而发现普通人所不能发现的一面。

天才看问题用智慧，干才与普通人用智力，这是其重
要界面，或者说支点的位置。

那么智力与智慧的界面又在哪里？
智力的功能， 只是起到实现人们意识与欲念的作用。

以此观察世界及周围的一切，看到和想到的，只是事物与
意欲之间直接的、间接地与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
的认知系统仅限于与自己发生关系的事物上，思维没有张
力，是窄域范围内得出解决问题的结论。

智慧的人生则有一个共同点，对于与自己直接发生关系
的事物，只是其观察问题的出发点，而非终结点，在处理好眼
前的意欲时，更加关注未来事情发展的走向。 所谓超限智慧，
则重在解决现在与将来问题中的锁钥。 简言之，不但有远见，
而且有处理远见的适宜方式。 当然，在突发危急时刻，能予冷
静地作出决策。

张骞使节队中，有两个人物，被当作天才进行了刻画。
这里不说，读者也可以察觉，除了张骞，另一人就是由天
际。

张骞天才气象出现的最早端倪，是作品第二回，在韶
乐聚会上，以《竹丈夫》为题咏以为歌（P14）：

青青竹林，山斗其华，翠于子心，凤和其家。
青青竹林，山斗萌芽，笜于子心，苍茛无涯。
青青竹林，山斗虬螭，飞于子心，簟简其霞。
这首歌词在本部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张骞的

胸怀、志向、未来的作为，在此作了指标性的描写。
如果说《竹丈夫》是思维意识上的揭示，那么接下来第

五回“习剑收谷奇获异珍”，就是对“现在”与“将来”关系予
以天才处理的例证描述。

作品第 52 至 53 页，张骞无意间发现了奇珍黑米。 对
这一奇珍的处理，最后是这样表述的：

是年秋，张骞除留下一升黑米做种，一升黑米试吃外，
其余悉数配给了各个乡邻。

试吃黑米之日，张骞又请母亲以大锅熬成稠粥。粥起，
浓香四溢。阖家每人一钵，其味之美，竟难以言说。张骞道：
“如此美食，应与乡亲共味。 ”征得家人认可，将余粥盛入大
桶，而后逐户送食，一众人等，皆交口称赞：“有张骞如此，
是我等之福！ ”

超限智慧是以人性化、适用性为载体，服务于民族群
体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非其他。凡是利己独享者的智能，
其光芒永远只是月亮，而不是太阳。

关于由天际，这方面的实例需要读者用心揣摩的也不
少，如第二十五回“粥饭难炊杨柏煎急”（P340—341）里所
描写的，杨柏数人为在雪山无法置灶而无途径时，由天际
随口道出范佑铭携带的铁器，难题顿时得解。 其中语言的
调皮、戏谑，读来饶有趣味，进而忽略了文字背后隐含的指
向性意蕴。

由此我们得到一种启示，具有卓越智慧的人，会将恶劣
的环境变得卓有生机———张骞在小黄山的经历，便是如此。

现代人因为忙碌，经常忽略身边美景，去追逐
外面世界的精彩。 正好应验了越是熟悉的地方，越
容易被忽略这句话。

我无数次路过“金蚕小镇”，却没有在此停留，
直到上周末应友人相邀，才实地造访，真实感觉到
“身边的景色也不错！ ”

“镇绕河水南依山，一颗珍珠嵌谷川。自从金蚕
问世后，名扬全球人世间。 ”家乡陕南石泉县池河金
蚕小镇的夏天，万物蓬勃，“火”劲十足。

下高速，经池河岸边宽阔大道，两边矗立的“金
蚕”标示路灯。 走进“金蚕之乡展览馆”，听讲解，看
视频，国家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幕式上的演讲掷地有声。 千年“鎏金铜蚕”，就出土
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村。于是我们又探访文物出土
现场，走进献宝农民家庭，感受献宝家人浓浓的家
国情怀。

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的面世，标志着石泉
县早在 2000 多年前，就是一块兴桑养蚕的热土，蚕
丝产品通过古老子午道， 源源不断运往帝都长安，
再由古丝绸之路送往中亚和西欧各国。石泉县因此
享有 “中国蚕桑之乡”的美誉。

有着石泉县“白菜心”之称的池河金蚕小镇，得
天地之灵气，享日月之精华，境内峰峦叠翠，云雾缭
绕，稻菽千重，桑田遍布，葳蕤田园，如诗如画。

路边有百亩荷塘，荷叶亭亭玉立，荷花摇曳生
姿；千亩稻田散落于池河岸边，秧苗青春肥绿，禾叶
清香扑鼻；万亩桑园环绕，遍布田间山岗，桑叶碧波
如海……一蔸草一蔸禾一片叶，一河池水滋润万顷
良田。荷香稻青桑满园，村美人富展笑颜，一派欣欣
向荣景象。

近年来，金蚕之乡顺应时代潮流 ，把 “鎏金铜
蚕”故里的经贸金融生活不断做优做强，助推陕西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着更高、更快、更好目标一
路前行，让县域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进“一带一路”
伟业中，共享丝路经济繁荣。

来到池河镇明星村沧海桑田景区，站在天空之
镜玻璃板上，“中国醉美桑海”巨幅标语掩映在碧绿
层染的万亩绿丛中。白云生处，隐隐约约的山边，阳
安铁路好似横空巨蟒挂在远山之上。

我们一行 10 人，绕着沧海桑田核心景区，一会
在山岭，一会在谷底，一会在田间，一会在坡地，忽
上忽下，忽左忽右，上下缓行，左右逢源，穿梭漫山
遍野桑树间。 应该叫林，还应该叫森。 木、林、森，恰
如我们一行人，一人为人，二人为从，三人为众一
般。 人多木众树繁盛，万木成林桑海蓊。 竖看成行，
横看成片的桑树，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叶子有厚有
薄，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墨绿色的光晕。仔细瞅瞅，
枝叶间挂有一颗颗微红、深红转黑的诱人桑葚果。

人食五谷，蚕吃桑叶。 蚕为天虫，饲养礼重。 白
白胖胖密密麻麻的蚕儿，从出生到吐丝成茧，化茧
成蝶，都是在蚕农们虔诚、敬拜、祈祷中完成。 喂蚕
之前，先用生石灰、漂白粉一类的消毒剂，对蚕室、
蚕具全面消毒杀菌。进出蚕室，必轻手轻脚，不打高
腔，不说秽语，祈祷神虫安详。 小蚕初始出，喂养必
精心，温度湿度掌控好，桑叶清洁不染污，剪细如发
丝，薄薄撒在幼虫上，让细小若微粒的蚕宝宝食之
安全，成长有序。蚕儿经过“一到四眠”喂养后，方才
成茧，大约一个月时间完成蝶变。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人们对
于蚕虫的敬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理念，代代赓

续弘扬。兴桑养蚕，发家致富成为蚕农愿景。回眸家
中养蚕经历，总有一幅幅熟悉的画面在闪烁，凡是
春风走过的地方， 都生长着一望无际绿油油的桑
园。 田间地头一颗颗桑树站立，一片片桑叶迎风摇
曳，那是一颗颗亮闪亮闪的星星，如同星星一样亮
闪亮闪的金银，驻守家园。 因此，桑树也成为蚕农眼
中的“摇钱树”。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一片叶，一条虫，永远在
激励昭示着勤劳纯朴勇敢善良的中国人。

午餐安排在万亩桑海中的“明星山庄”。 这是一
处由废弃学校改造而成的民宿接待点。 山庄集古色
古香建筑和现代时尚元素为一体， 尽显乡村和美、
幽静高贵之品味。 一古树，两层房，四合院，一茶坊，
几本书，木桌椅，有盆景，有浓荫，有鸟鸣，烟火气满
满。 桑叶茶散发缕缕清香，鎏金铜蚕宴席，桑叶和当
地山野菜充当主角， 喝着时尚健康的桑葚饮品，观
桑海沧田、体验采摘乐趣、住特色民宿 、品特色美
食，在恬适、淳朴、优雅、静谧大自然中，觅一处生态
福地，徜徉诗意田园，享休闲惬意生活，乡愁也变得
有滋有味。

“金蚕小镇”因荷而美，因蚕桑而兴，因悠悠池
河而灵动。 人们到这里亲近自然的绿色、吹吹旷野
的风，看看飘忽在田野上的白云，美景、美食、美美
与共，在这方山水，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行走，
一起欣赏，醉在山乡，共享美好，真是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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