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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人家（油画） 陈益鹏 作

安康籍知名作家胡君，笔名是愚公，
取这样一个笔名，当然是有深意的，它预
示着一种精神， 一种矢志不渝的探寻和
坚守。 想想看，一个作家以十年之功沉潜
岐黄，为学习中医知识，积累生活素材，
深入秦岭山谷追随民间中医， 甚至在民
间诊所打工数年， 十年之后终于完成中
医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青囊》《当归》
《重楼》，“愚公”精神不言自喻。

我平心静气读完“三部曲”，老实说，
很震撼。 我的震撼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
是作者对中医的认知之深，让我惊诧，这
不是一日之功， 更不是翻读了几本医书
那么简单，而是作家对传统中医的理解、
感悟、探究，完全融化在了艺术的情感之
中，故事的建构与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
让你丝毫看不出植入抑或是黏和的痕
迹。

在“三部曲”中，中医不是抽象的、生
涩的说教，而是可感的、生动的，有血有
肉的一种艺术存在； 二是在中医这个领
域表现中医，人既是支撑点，也是媒介，
它不但要传递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还要
传递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医道。 医道
是形而上的，但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却被
作者牢牢控制在了人的灵魂中。 “三部
曲”中那些精于岐黄之术的行医者，在作
家笔下个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 作者以
深刻的艺术感知， 鲜活地为我们呈现了
作为国粹文化的中医， 深深扎根于华夏
大地，以自己丰厚的底蕴、精湛的技艺，
悬壶济世的悲悯情怀护佑中华民族健康
繁衍的宏大历史。

愚公的“三部曲”不只是讲中医的传
承，传承是我们应该秉持的一种态度。 中
医走过几千年， 它强劲的生命力不是外
在的形式和躯壳， 而是它自始至终都遵
循道的规律、道的属性，中医的这种“遵
循”，是将自己纳入到了一种哲学的视域
中，即顺应自然而不悖逆自然，辨证施治
是其核心。 学者戴建业在他的 《精读老
子》 一书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取法自
然就是要人们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
不无端扰乱世事的进程， 不无理干涉事
物的变化，不蛮横破坏外物的特征。 ”这
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诠释，其实也是
中医理论建立的根基。 如何评说 “三部
曲”，我想从三个方面慨而论之：

传承中弘扬高尚的医德

《青囊》与《当归》讲的都是中医传承
的故事，只是传承的方式不同。 前者是师
徒传艺，后者是讲家族医学的赓续，两种
方式皆是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中医传
承最重要的古老形式或习俗， 这种习俗
在民间、在家族中，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
着，或许正是这样的存在，才使得一些秘
不外传的技艺得以存活、延续下来。 《青
囊》中的徐长卿，一个淳朴忠厚的农家子
弟，机缘巧合，被避难到秦岭南麓的蜀地
名医凌朴子一眼相中，认为其资质堪造，
可传衣钵， 徐也亲身感受到了凌朴子深
藏不露的精湛技艺，欣然拜其为师，潜心
学医。 一年后凌朴子被迫害致死，徐长卿
的命运也是几经波折，但困厄不改其志，
他一边刻苦钻研师父留下的医书， 一边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徐长卿时刻牢记师父临终前的教
诲：“竭自己所能挽救生命”，技艺上精益
求精，以师父为楷模，不追名、不逐利，谨
言慎行、低调谦虚，视患者如亲人。 小说
结尾，徐长卿出走，我以为很有咂摸的味
道，这是一种境界的升华，是觉悟。 徐长
卿要效仿师父凌朴子云游四方， 踏访名
山大川，于云游中体悟医道的真谛。 在留
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凡大医治病， 必当
安神定志， 无欲无求。 若有疾厄来求救
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穷， 亦不得瞻前顾

后。 ”“一代代中医人传承下来的，不仅仅
是术，承载医术并惠泽世人的，最根本的
是道。 ”道才是中医的根本归途，有道，术
才有根，才有营卫的土壤；有道，术才站
得稳，立得住。

《当归》讲的也是一个关于中医传承
的故事，但这是一个家族技艺的传承，小
说在广度和深度上，显然超越了《青囊》。
《当归》中的郭守正是一个医道精深的老
中医 ， 他晚年创建了一种中医独特疗
法———郭氏圈疗， 为了验证这个疗法的
医理药理，他毅然辞去公职，开办私人诊
所，十几年如一日，用自己独创的“郭氏
圈疗”，治愈了数以万计的西医皆束手无
策的疑难杂症（包括癌症），赢得了“郭圈
圈”的美誉。 郭守正 73 岁那年，突然只身
离家去了终南山，他留信给儿子，说自己
进山只是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 思考一
些没有时间思考的医学问题。 儿子郭柏
川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过了
郭氏外治疗法的衣钵，成为第五代传人，
他辞去药厂公职， 组建了郭氏圈疗传承
推广中心。

《当归》 讲的是一个家族技艺的传
承，但它拓展了传承的边界，深化了其内
在意蕴。 “郭氏圈疗”虽是郭氏家族的独
门技艺，但从郭守正开始，已打破了家族
的门规限制，让圈疗公开化、普及化，最
大限度地造福更多的人。 郭柏川组建郭
氏圈疗传承推广中心以后， 更是不遗余
力地践行父亲的这一做法。 郭柏川虽没
有医师资格，但他生活在中医世家，从小
耳濡目染， 父亲的言传身教使他领略了
圈疗医理的奥妙和其中的精髓。

“从曾祖的父亲追随吴尚先大师开
始，郭氏几代人就固守中医外治一隅，在
按揉、香灸、膏贴手法和制剂上下功夫锤
炼，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郭氏外治法，代代
相传。 父亲是第四代传人，他不仅完美地
承继了家族医术， 还把郭氏手法配伍组
合， 创造性地发明了用药液画圈治病的
圈疗法。 圈疗是用特制的中草药圈液先
在病灶部位画上一个外圈，阻止其扩散，
然后在圈内施涂内圈、大圈、小圈、螺旋
圈等，达到行气活血、消肿化瘀、软坚散
结，阻止癌细胞扩散的目的。 ”

郭氏圈疗法，经郭柏川的传承推广，
在社会底层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
础，很多医院无法治愈的疾患，或是已经
被判了“死刑”的病人，找到圈疗传承推
广中心，通过郭氏圈疗，病情得到好转。
精神状态一路向好， 癌细胞明显得到遏
制。

《青囊》与《当归》，成功塑造了徐长
卿、郭柏川两位中医的传承者的形象，他
们通过两种不同的传承途径获得了技
艺，又在未来的传播和实践中，实现了各
自的人生价值。 无论是《青囊》中的徐长
卿，还是《当归》里的郭柏川，都经历了长
期痛苦磨炼的心路历程， 从单纯的治病
救人， 逐渐上升到一种超越技艺的医者
仁心的大爱境界。 他们前行的路上都有
一盏相同的灯为他们照明———师父，仁
心仁术的老一辈中医， 他们留下的除了
弥足珍贵的医术，还有一颗悲悯心、慈爱
心……

术与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作家在“三部曲”中，没有将中医神
秘化，没有过度解读中医之“术”。 特别是
在《青囊》《当归》中，表现“术”的地方最
多，但如何呈现“术”、如何立稳“术”，作
者开动了艺术的想象， 让术与德形成水
乳，在人性的映照中，“术”不再孤立，而
是被裹上了血肉、赋予了灵魂。 《青囊》中
有一个情节，读后让人惊心动魄，一个叫
吴月莲的农家妇女上山砍柴， 不慎滚下
山崖，滑出几丈远后，被一节树桩拦住，

树桩直接插入身体……一行人将其送到
村医疗站，女人已奄奄一息，命悬一线。
此时， 徐长卿却异常冷静， 安排立即施
救：“徐长卿把一根二尺余长的擀面杖在
手里掂了掂， 洗净消毒后在一头绑上纱
布，把他配制的药膏涂抹在上面，然后对
吴月莲的男人说：“来， 我们一起给她上
药。 ”

汉子慌乱地摆手：“徐大夫， 你……
你该咋治咋治。 ”

“徐长卿把药棒缓缓地探进吴月莲
身体，轻轻地转动。 昏迷不醒的吴月莲脸
上全无血色， 由于身子暖过来， 血痂洗
净，伤处开始渗血，殷红的血液不停地往
外渗，在场的人个个心惊胆战，吴月莲却
像死人一样毫无知觉。 ”

徐长卿用医书上从没有过的、 惊世
骇俗的方法， 挽救了医院已放弃救治村
民们认为必死无疑的吴月莲。 《青囊》中，
“术”不只是叙事的组成部分，它还承载
着道德和人性。 作为一个乡下郎中的徐
长卿，在医术和良知面前，良知常常是高
于、大于医术的。 徐长卿曾被派来驻村的
高部长整得死去活来， 后来已退二线的
高部长，身患背痈，痛苦万分，多方治疗
不愈。 高部长的夫人登门找到徐长卿，苦
苦哀求徐前去诊治， 徐长卿没有将她拒
之门外，而是以德报怨，同意上门为其治
疗。

《当归》中郭氏圈疗既是“术”，也是
一种方法。 小说中的引证、例证很多，虽
略显繁芜， 但总体上没有脱离小说的主
线，在叙事节奏的把握上是得当的。 “术”
在《当归》中，犹如群峦拱卫孤峰，所有的
引证 、例证 ，都是为了烘托 “术 ”、凸显
“术”、证明“术”，但“术”在小说中，它不
只是一种技艺，一种抽象的理念，它被人
驾驭、被人掌控，成为造福底层群众的福
祉和手段。 郭氏圈疗，在郭氏圈疗传承推
广中心这个大家庭里， 它已经成为一种
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技艺， 它不属于某
个人，在这个中心，调理师用它来治病，
也用它来教授病人， 从而实现 “自医自
疗”的目的。 让家属、病人都参与进来，发
挥和调动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使被动
治疗变为主动治疗， 增强病人战胜疾病
的信心和勇气， 这是郭氏圈疗治病的核
心所在。 小说中， 术与德之间的依附关
系， 是通过行动来体现的， 行动赋予了
“术”的张力，当然也赋予了“术”从一种
手法，变成了一种医患之间的信任，有了
信任，“术”便有了情感的温度。

“爷爷的烂足虽说大有好转，但局部
还有疮口尚未愈合。溃面隆起处有乒乓
球大小的白色薄膜 ，轻触便有脓液渗
出 。 郭 柏 川 的 手 指 在 这 双 烂 足 的 疮
口 、溃面 、痂皮之间轻微而快速地移
动，近伤处按揉轻之又轻，越过伤处到某
些穴位时又用力按捏。 为了保持爷爷的
双脚与腿部平行的姿势， 郭柏川把爷爷
的双脚搭在自己膝上，探着身子，一手一
只脚，同时按、揉、捏，徐徐推进，时而轻
缓，时而加力。 保持这个姿势很吃力，不
一会儿工夫他额角上便渗出一层细密的
汗珠。 ”

这是郭柏川为一个糖尿病晚期患者
调理的全过程，患者送来时，临床表现为
四级，双腿已大面积溃烂，如不能及时控
制，很快会全足坏疽，那时就只有截肢保
命了。 调理一个月后，病情一天天好转，
溃烂完全得到了控制。

《青囊》《当归》中以人写术，以术颂
德，人、术、德三者实现了有机统一，而最
终术与德构成了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
物、故事浑然一体，可读性增强。

尊重自然，敬畏生命

愚公的第三部长篇《重楼》，视角已

经突破中医题材， 或者可以说它不是纯
粹写中医的小说。 愚公在这部小说中，表
现出一种淡定、从容的姿态，叙事已不再
拘谨，人物、情节乃至语言，都显示出了
驾驭上的纯熟。

小说的开拓面，已不囿于中医，但中
医还是小说中最核心的部分， 是构成情
节的主体。 《重楼》表现的是什么？显然不
是单纯的医患之间的问题， 小说中涉及
了医、佛、道之间的关系，涉及了城市与
自然的矛盾， 而在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
系和矛盾中，人是极其渺小和脆弱的，它
受到的碾压和伤害也是最大的，当然，作
者笔下的生命是具体的生命、 狭义上的
生命， 他们是由个体生命组成的一个群
体。 这些现实世界中的人， 有的来自城
市，有的来自乡村，如身患白血病的杨小
蝉、 被胃疾折磨得死去活来而选择出家
的如真父女、 遭毒蜘蛛咬伤而毁容的农
家妇女罗素灵， 以及突然查出已是肺癌
晚期的方亦群教授……他们皆是在病痛
无法解决的绝境中，或削发为尼、或剃度
出家、或走进山野寻求自疗的办法，不管
他们是去了道观、 寺院抑或是山野的茅
棚，不管是哪一种方式，他们最终选择的
不是对疾病的抗拒、抵御和放弃，这群人
纷纷投身于自然，而那些道观、寺院、茅
棚， 不过是自然中的一枚具体的符号，
“投身”其实就是和疾病“言和”，生命在
自然的抚慰和调理中， 渐渐回归到一种
完全平衡的状态。

《重楼》中的终南山，你可以认为是
一处确指的真实存在的地方， 也可视为
一处理想中的当代人的精神栖息地。 现
实中的人走进了那里， 犹如赤裸裸走进
了天然的沐浴池，这一池纯净之水，将洗
去你身上，尤其是心灵上的一切污浊，让
你回归到生命的本源上。 人一旦祛除了
妄念、幻想、浮躁，你的思想、意识就会在
天地万物顺遂的情境中， 体味到生命与
自然的和谐。 故老子说 “祸莫大于不知
足， 咎莫大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 常足
矣。 ”语言简省，道理深刻。

小说中，那些走进终南山的人，每个
人的境遇不同、遭际不同、结局不同，但
他们对生命的认知和感悟是趋同的，特
别是那些身患绝症的人， 在了无希望的
时候，是终南山给了他们新的生命之源。
在这里人与疾病最终实现了 “言和”，而
中医恰恰就是“言和”的最佳途径：尊重
生命、敬畏生命，首先不悖逆规律。 小说
中的张三公是一位有见地、有学养，医德
高尚的老中医，但他为世俗所不容，在几
乎没有立足之地的情况下， 选择了终南
山，他一边隐修一边为人治病，于是，那
些为疾病所困、所累、所苦的人，便与他
建立起了一种高于医患关系的特殊的情
谊。 终南山清新的空气、宁静的环境、自
然生长的草药，加上张三公精湛的医术，
一些绝症患者经他调理、治疗，获得了新
生。

“三部曲”真正揭示的其实是一个生
命观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对生命密码的
解析和破译 ，即中医是如何看待生命
和认识生命的 。 传统中医理念中 ，中
医和疾病之间 ，不是 对 抗 、排 斥 的关
系，而是最大限度地“言和”，中医的“言
和”即是对生命状态的一种调理，而调理
就是对人体内循环的引导、疏通，清淤的
过程。

中医的生命观是和宇宙观相统一
的， 它将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贯穿到治
病救人的理念中， 从整体观照局部 ，即
没有孤立的局部 ， 只有统一的整体 。
因 此 ，中 医 将 人 体 的 小 环 境 ，在认 识
论上等同于对自然的认知 ，或者说中
医是把人体当作小宇宙来看待的 。 这
应该才是“三部曲”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和
思考。

著 名 文 艺
评论家肖云儒
倡导的“形散而
神不散”， 是散
文创作的重要

特征，形式上看似自由散漫，但内在主题却始终
明确集中。这里的“形”指散文的选材、结构和表
现手法，而“神”则指文章的主旨或思想感情。

常听人说，我是搞文学创作的，从不写新闻
报道。 还有人说，我是写散文的，从不写什么曲
艺。 从他们的语气中，似乎嗅到一些所谓“纯文
学”写作者，不屑于搞其他门类创作的味道。 我
什么都写，很驳杂，本职工作需要我撰理论、采
新闻，这使我思维更敏捷、逻辑更严密、语言更
简洁，培养了我的洞察力和政治敏锐性；有时心
血来潮，也写诗，哪怕是打油诗，也要把当时的
心境记出来，丰富我的想象，锻炼我“穿越时空”
的超强能力；我除了写小说，还写小戏小品、快
板相声， 收获最大的就是文章结构更注重故事
性、观赏性和“出乎预料”，语言风格更风趣幽
默，适合大众口味；有时我也登台表演，作品被
搬上舞台， 自然有成就感， 由写作者转换成读
者、观众和体验者，更助于融会贯通，兼收并蓄
从而改进提高。 各个体裁，并非是水火不容，转
益多师是我师，相互借鉴，相得益彰。

散文创作，从新闻特写开始，未尝不可，它
门槛低，但标准高。君不见大凡流传下来有影响
的作品， 哪一个不是站在家国情怀的制高点去
审视、去确定作品的主题和描写的手法？那种没
有生活、无病呻吟、故作多情的娇柔作文，终究
寡淡无味。

有人说散文一定要“真”，我理解这个“真”应该是情感的真、语言的
真，不一定非指事物本真。好的散文有情调、意境和氛围，如果过多注重事
物、事件本真，那就成了新闻报道。 散文是文学作品，就要叙写真情，大事
不虚，小事不拘，才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真谛。 如果你老按事件
发生的始末顺序，千篇一律“早晨高高兴兴出发，晚上快快乐乐回家。 ”那
是流水账。 也许你最先看到这个，但在写作时，完全可以本末倒置，顺叙、
倒叙、插叙、补叙、分叙，只要有感情有文采，都是允许的，你要有主观意
识，有重点，有详略，给读者留想象空间，照相都有取舍，绘画更讲究虚实，
意韵悠长，才是艺术。

安康知名作家刘云辅导作者写《春鲜》，神来之笔让人眼前一亮：“管
它绿叶黄花、枝枝蔓蔓,尖尖儿的、芽芽儿的、秆秆儿的、嘴嘴儿的、瓣瓣儿
的、丝丝儿的、朵朵儿的、叶叶儿的,都是舌尖上的美味。 ”“一团春意思,两
手绿气息,三口出至味,四两赛千斤,五味胜满席,一季春色养神仙。 ”文尾
“春叮叮当当一路响着铃儿,念起家乡春正上着劲儿,心真是痒痒儿的啊! ”
几个拟人排比句，春鲜顿时活泛了，让人垂涎欲滴。 然而，类似这种排比
句，在文中要慎用，多了，泛滥，不稀奇了。 有的作者写得兴起，忘乎所以，
只管自己絮絮叨叨，一个劲儿地自顾自抒发情感、自我陶醉，一点不知道
节制，也不管人家听没听、听懂没有，像水龙头滑丝了似的，放任自流。 写
文章像炒菜，油盐酱醋适宜，缺一不可又不可多得；也像待客，你要让客人
吃饱喝足，人家还没动筷子，你把自己先灌醉了，一个人表演独角戏，客人
能满意吗？ 要与客人互动，调动人家跟你一起兴奋才对。

茶系列拙作《爷爷的茶》《相期以茶》《茶酽亲情》《茶缘》等，把采茶、制
茶、品茶细节和过程，融在人物与事件中，呈现家乡茶业的发展变化和百
姓幸福生活。 分享三段共勉：“早晨抹过脸，缩紧三根粗指头，伸进锈迹斑
斑的铁盒，掏一撮撒进泥烧壶，搓搓手指，将粘在上面的茶末儿弹进去，在
锅里舀一瓢滚烫的水倒下，盖上壶盖捂一阵后，对着壶嘴开喝。 ”“捏一小
撮丢入杯中，添小半杯滚开的水，将玻璃杯摇晃两下，慢慢倾斜使洗茶水
顺一条线缓缓流掉，放稳杯子，再倒入开水，只见杯中的茶‘嗖’的一下窜
到水面，像降落伞似的边飘落边张开，有的快、有的慢，有的还调皮地在半
空中左右摇摆舍不得下去， 有的明明沉到杯底却偏又浮上来， 这上上下
下，浮浮沉沉，就像村里人跳秧歌里的花步。过了一会儿，‘树叶儿’横七竖
八躺在杯底，这时，杯里的水清清的、绿绿的，我们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右手大拇指按住青花瓷杯的‘耳朵’，食指弯曲勾住‘耳轮’，中指、无名指
和小指依次顶住，左手捏住杯盖圆帽儿，不紧不慢用杯沿儿‘抚摸’冒热气
的茶水，凑近一点，嘬嘴轻轻吹吹，呡一口，再刨刨，吹吹，呷一口，咂一口，
舔舔嘴唇，再闭眼养养神，回味一下……”这三段喝茶的用具和动作都不
一样，先锈迹斑斑的铁盒、泥烧壶，再玻璃杯、青花瓷杯，从将就到讲究，从
解渴到享受，从粗俗到儒雅。

好多作者都喜欢写亲人，特别是前辈旧事，可能还没开笔，已经泪流
满面。如何使你的悲恸感染读者、引起共鸣，这要下功夫，因为是你的亲人
离世，又不是他的，你哀痛欲绝，他无动于衷，很正常，还没咋地就摆出一
副撼天动地的架势，反倒引起读者反感。 我几年前写怀念母亲的文章，真
是寸心万绪不知从何起笔，标题也起了好几个，都不满意，最后以《春暖花
开时》为题，这样开头：“迎春花开，天渐暖，每到这时，妈妈总吆喝我们上
山挖荠菜、扯小蒜、扳竹笋直至捋槐花，每次都津津乐道，这能吃、那能食，
还能消炎解毒治百病，妈妈的谚语笑话特别多，逗得我们累得满身汗还乐
呵呵。 ”

我的人物散文写基层小人物居多，《乡贤黄永益》，“他说他一生坎坷
多舛,时乖运蹇,五起五落。 ”十七字吊读者胃口，然后娓娓讲述事由经过。
《篾匠小红》，“远望，小伙儿；近瞧，中年；仔细瞅，不惑；脱帽露出白发，天
命；问邻居，花甲；亮出身份证，古稀！ 这，就是小红。 ”一组排比句，身体硬
朗、朝气蓬勃、老当益壮的人物显现。 《一个园丁七朵花》《教你三道特色
菜》《接送大军》《擦鞋大婶》《妇唱夫随》《“金百万”的幸福生活》等，都是源
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收获。

著名作家贾平凹说：“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
欢的事 ,只有这样 ,人才可以说 ,我这一生不虚此行。 ”感谢组织让我“任
性”，我时常叮嘱自己要做家乡的孝子，秦巴山地的有情人，成为山水的吟
者、故园的歌手，祈盼在安康的文学团队里，我是其中一名忠于职守的好
士兵。

金州江岸 ，楼曰安澜 ；秦楚风韵 ，湖广风
范；坐镇巴山之北，雄踞秦岭之南；其左碧野如
茵，其右高楼耸天；精仿明清古建，细融汉水灵
仙。

楼宇外部丰妍，结构内部复旋：雕梁画栋,
重叠翼展；鹤立五层，斗拱飞檐；回廊抱厦，外
悬凭栏；黛瓦粉墙，赤柱碧椽；玲珑精巧，秀姿
美颜；雄毓秦岭，锦熙巴山。 气势磅礴哉，雄霸
中心城市中央高地；仪态万方哉，彰显地标建
筑卓尔不凡。

楼阁胜景，瀚文藏典；四门过梁悬匾 ，两
侧名人撰联 。 东边 ：西来沔水吞巴水 ，东去
秦山入楚山 ；南面 ：七彩云气出秦地 ，五路
涛声到楚天；西面：一片波光一楼静，两山稻花
两岸香；北面：堤绕汉水四河防，楼依江岸百世
澜。

登临安澜楼阁，举目望远：茫茫群山，尽入
眼帘，轻轻薄雾，随风飘散。雾霭中，忽左忽右，

忽后忽前，忽上忽下，忽紧忽慢；滔滔汉水，奔
腾向前，波光倒影，朦胧如幻。 幻影里，若明若
暗，若隐若现，若金若银，若近若远。 心旷神怡
之下，舒目游龙再现，莺歌燕舞翩跹，放眼耕云
种月、春华秋实紫烟。

塔楼四季，气象万千。朝看古渡扬帆，暮观
群星斑斓；昼睹人车如梭，夜瞧霓虹阑珊；阴看
烟雨飘渺，晴观霞光变幻；俯瞰波光游鳞，仰望
祥云飞雁；静看舟船浮水，动观大江险滩；春观
漫山红遍，夏看叶茂枝繁，秋沁瓜果飘香，冬赏
瑞雪浪漫。 惊呼，其境似“滕王”：落霞孤鹜，秋
水长天；其雄像“黄鹤”：腾空凌霄，蔚为壮观；
其志达“岳阳”：忧国思民，勿分近远。锁定宏图
千万年，把酒高歌，好一派祖国之永固锦绣河
山！

战国置县 ，肇始久远 ；安澜之盼 ，世纪之
唤；今世治城，功德彰显：城构骨架，南扩北延；
湖城一体，山水相间；横桥卧波，竖道广延；背

街小巷，灯明路坦；一江两岸，千灯万变；江南
厚重，江北光鲜；西堤东坝，低灌高填；壁锁平
湖，垒石砌岸；洪祸无忧，城乡安然；歌舞升平，
百世泰安。嗟乎！“安澜楼，保平安，汉江北上遂
人愿；不遭灾，无水患，金州永享太平年！ ”

壮哉乎，祥龙中华，盛世再现；大美金州，
捷报频传：西部机场，贯通空天 ；纵横高铁 ，
通 达 四 边 ；五 城 联 创 ，旧 貌 新 颜 ；生 态 经
济 ，科技领先 ；富硒产品 ，环保康健 ；毛绒
产业 ，万家并联 ；城乡统筹 ，循环发展 ；脱
贫攻坚 ，同步闯关 ；龙舟竞渡 ，拼搏争先 ；
乡村旅游，长龙漫卷；小康图腾，百姓所愿。 大
翼垂天兮，秦巴明珠熠熠生辉；蛟龙腾飞兮，金
州大地星河灿烂。

嗟夫，万民齐颂中国梦，神州同筑复兴路；
金州儿女，勤劳勇敢；乐山亲水，奋进克难；踔
厉奋发，务实苦干。撸起袖子加油干，勇立潮头
唱大风，阔步迈进新时代，不负韶华攀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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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译 生 命 的 密 码
———读愚公长篇小说“秦岭医踪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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