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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书香政协书香政协
渝渝··悦读悦读

近日读罢康震先生的《康震评说苏东坡》，

不禁为苏轼跌宕起伏却又精彩绝伦的一生所折

服。这位千古文豪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保持着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洒脱，其人生智慧

穿越千年时光，依然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苏轼的成才之路告诉我们勤学善思的重要

性。他年少时便以惊人的毅力抄写《汉书》三

遍，直至倒背如流；又独创“八面受敌”读书法，

将典籍分门别类研读透彻。这种将“笨功夫”与

“巧方法”相结合的学习之道，至今仍值得我们

借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市场监管干部，我

时常思考为何难以写出高质量的提案和政务信

息，根源恐怕就在于学习积累不足。之前参加

政协专题培训后，我更加意识到学习不仅是个

人的事，更要带动家人共同营造书香氛围，让求

知精神代代相传。

苏轼交游广阔，既有鸿儒，也可白丁。这与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不谋而合。他平易近人、广

交天下友，恰如党员干部应当具备的亲民本

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

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新时代，我们更要牢

记“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的谆谆

教诲，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做

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最令人动容的是苏轼面对人生挫折时的旷

达胸襟。从礼部尚书到三次贬谪，他非但没有

消沉，反而在逆境中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黄

州时期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赤壁赋》，惠州写就

“日啖荔枝三百颗”的佳句，儋州完成了《易传》

等重要著作。晚年他更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

惠州儋州”来自我评价，将人生低谷转化为精神

高地。这种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将苦难转化为

财富的智慧，对我们每个人都深具启发意义。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挫折，关键在于以真才实学

为底气，以积极心态为支撑，在反思中成长，在

磨砺中升华。

掩卷沉思，东坡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锦绣

文章，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学不辍的

治学态度、平易近人的处世之道、乐观豁达的人

生态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智慧体系。在这

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时代，我们更需要从传统

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让东坡智慧焕发新的光

彩，指引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坚定前行。

在东坡的人生智慧中寻找前行力量
□ 陈远露

桑果铺成满地诗
□ 王同举

“殷红莫问何因染，桑果铺成满地诗。”乡村的五月，是被一串串桑果染红的

季节。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家户户的院子中都立着几棵苍劲的桑树，粗粝的树干上

攀附着青翠的藤蔓，枝叶间垂挂着累累红紫的桑果。一阵风过，熟透的桑果便从枝

头轻轻滚落，跌在松软的泥土上，迸溅出点点殷红的汁液。那汁液顺着土地的纹路

缓缓晕染，宛如谁蘸着自然的颜料，在大地上挥洒出一行行灵动的诗篇。

桑果初结时，不过米粒大小，青涩地藏在繁茂的枝叶间。入夏后，桑果的颜色

一日一变，先是嫩粉，继而转青，随着雨水滋润、阳光温暖，渐渐染上绯红，最终沉

淀为深紫，像一串串晶莹的小灯笼缀满枝头。外公常说：“桑果是吸足了雨露长成

的，颜色越深，滋味越甜。”

放学后，孩子们书包一丢，便三五成群地奔向桑树下。调皮的男孩们像小猴儿

似的攀上枝头，专挑树顶向阳的桑果摘——那里的果子饱满多汁，甜得让人眯起

眼。女孩们则在树下仰头张望，待树上的伙伴抛下一把熟透的桑果，便笑着伸手去

接。她们把桑果轻轻揉碎，用紫红的汁液点染指甲，不一会儿，指尖便绽开了一朵

朵艳丽的小花。

桑果丰收时，外公会把它们倒入竹筛，在井台边冲洗得水花四溅。洗净的桑果

紫得发亮，盛在粗瓷碗里，宛如盛着半碗璀璨的星光。吃不完的桑果，外公便用来

熬制果酱。大铁锅里铺满桑果，撒上白糖，小火慢熬。待甜香弥漫满屋，果酱便成

了。清晨，取一勺抹在刚蒸好的馒头片上，咬一口，甜意直沁心底。偶尔我贪心抹

得太多，酱汁顺着馒头边沿滴落，赶忙伸出舌头去接，逗得外公开怀大笑。

外公还擅长酿制桑果酒。他将洗净晾干的桑果装入陶罐，倒入自酿的米酒，再

用棉纸细细密封。待到秋风送爽时，外公便坐在门槛上，斟半碗桑果酒，轻抿一口，

手指随着哼唱的戏文轻轻叩打门槛，眉眼间尽是满足，仿佛每条皱纹里都藏着桑果

的甘甜。

如今，房前屋后遍植桑树的景象已渐渐远去。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许多

地方建起了生态桑果园，供游人体验采摘的乐趣。桑果成了休闲水果，采摘也成了

一种健康时尚的户外活动。

前些日子，我带着孩子去桑园游玩，正逢桑果成熟季。城里的孩子们提着竹

篮，在桑树间穿梭嬉戏，笑声如银铃般清脆，小手被桑果汁染得紫红，却笑得格外灿

烂。桑园里飘荡着熟悉的果香，仍是记忆中的味

道，只是当年爬树摘果的少年，如今已牵着孩子的

手，将这份甜蜜传递下去。

临别时回望，暮色渐染桑园的篱笆，地上的殷

红渐渐隐入夜色。忽然明白，“桑果铺成满地诗”

不仅是文人笔下的风雅，更是井台边的水声、灶台

上的热气、伙伴们的欢笑、外公哼唱的戏文……

这些平凡日子里的温暖片段，早已织就

岁月最美的锦缎，永远珍藏于心。

天下之事，成于沉心，败于浮躁。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

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古往今来，凡

成大事者，必先沉其心、静其气。

沉心者，如深潭静水，波澜不惊；浮躁者，似

柳絮飘摇，难成气候。做事之道，贵在沉心，重在

务实。

沉心者，必先立其志。志不立，如无舵之舟，

终将随波逐流。晋人陆机在《汉高祖功臣颂》中赞

袁生“秀朗沉心”，正是此理。今人做事，当以此为

镜。目标既定，便要沉下心来，如农夫深耕，似匠

人细作。不慕虚名，不图速成，一步一个脚印，方

能成就真功业。

务实乃沉心之要义。务实者，脚踏实地，不尚

空谈；浮躁者，好高骛远，徒有其表。前者如松柏

扎根，虽不见其长，而日有所增；后者若浮萍飘荡，

看似繁华，实则无根。我们党在《关于在全党大兴

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明确“不唯书、不唯上、只

唯实”，要求“听真话、察实情”。做事当以实为本，

以真为要，不欺人，更不自欺。

沉心做事，需耐得住寂寞。古之学者，十年寒

窗；今之匠人，千锤百炼。皆因深知：欲速则不达，

躁进必失。那些在基层“蹲苗”的干部，那些在实

验室“坐冷板凳”的科研者，那些在车间“精雕细

琢”的工匠，无不是在寂寞中坚守，在坚守中突

破。浮躁之人，往往耐不住这份寂寞，总想走捷

径，结果却是欲速不达。

沉心者必重实效。做事不是为了给人看，而

是为了见实效。写报告要挤干水分，做调研要摸

清实情，干工作要见到成效。那些在镜头前作秀、

在领导面前表演的，或许能得一时之利，终难逃群

众雪亮的眼睛。唯有实打实地干，才能经得起时

间的检验。

沉心务实，更需持之以恒。不是一时一事之

沉心，而是时时事事之沉心。如溪水穿石，非一日

之功；似铁杵磨针，需久久为功。那些见异思迁

者，那些朝三暮四者，终难成大器。

今之世道，诱惑繁多，浮躁之风日盛。越是在

这样的环境中，越需要沉心静气。党员干部要沉

心调研，企业家要沉心创新，学者要沉心治学，工

匠要沉心技艺。唯有如此，个人才能成长，事业才

能发展，国家才能强盛。

沉心者，终成大器；务实者，必建奇功。愿我

们都能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在各自岗位上成就一

番事业。如此，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生。

沉心务实，方成大事
□ 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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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奥运冠军黄雨婷在

中华体育精神颂活动中提到，中国射

击队的传承密码藏在“极致专注”与“坦然放

下”这对看似矛盾的词语里。这话颇有深意。一

个要你全神贯注，一个要你从容释然，如何并存？细

想来，这恰似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处世智慧——在收与放、

执与舍、进与退之间，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射击场上的事我不懂，但见过村里的老木匠做活。他刨木头

时，眼睛紧盯墨线，手臂肌肉紧绷，连呼吸都屏住。可一旦刨子推到

头，他便立刻松了劲，随手拂去刨花，不再多看一眼。问他缘故，他只说：

“紧时要紧，松时要松，两头都耽误不得。”这话朴素，却与黄雨婷所言不谋

而合。

极致专注，不是执念，而是凝神。初学射箭的人，拉弓时连舌头都抵

着上颚，眼睛瞪得浑圆，结果反因过度紧张而失手。真正的专注，是将全部

精神凝于一点。老舍写骆驼祥子拉车，说他“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腿上”，便

是这般状态。庄子在《达生》篇中讲“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亦是此理。黄雨

婷说：“教练和前辈教会我们把每一枪都当作最后一枪的孤勇，和打完一枪就

清零的豁达。”人生在世，能把握的唯有当下，将这一刻做到极致，便是大勇。

然而，只懂专注，不懂放下，便如满弓易折。清零不是遗忘，而是为下一

枪腾出空间。苏轼在《定风波》中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晴”，便是将人生起伏看淡。射击队的坦然放下，与古人的从容一脉相承。

这对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互为支撑。没有极致专注的放下，只是懈怠；没

有坦然放下的专注，终成执念。中国哲学讲“阴阳相生”，正是此理。王阳明主

张“事上磨练”，在做事中修心；曾国藩强调“扎硬寨，打呆仗”，既要稳扎稳打，

又要灵活应变。这些智慧，皆是以不变应万变，在突破中保持从容。

当下，许多青年困于焦虑，往往因在变与不变间失了分寸。世界瞬息

万变，若只知紧抓，必被拖垮；若全然放任，又会迷失。观察那些成事

者，无不是在该专注时心无旁骛，在该放下时云淡风轻。

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又宠辱不惊的表现，背后是一代

代体育人的精神传承。

生活本就是不断瞄准与放下的过程。农民耕耘时全心投

入，收获后便让土地休养；作家创作时字斟句酌，完稿后便任

人评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靶场”上，瞄准不同目

标。若学会黄雨婷所说的“极致专注”与“坦然放下”，

便能多几分从容，少几分狼狈。

靶心固然重要，但靶心之外，还有广阔

天地。

清清
廉廉
说说

在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涪陵老城，有一条穿

越时光的街道——中山路。这条东起大东门、西

至秋月门，全长 1650 米的道路，不仅是涪陵最早的

通城马路，更是一部镌刻在青石板上的城市史诗，

承载着几代涪陵人的集体记忆。

1928 年的秋天，涪陵城迎来了一次脱胎换骨

的变革。当时驻防涪陵的部队主持旧城改造工

作。当时的市政工务局局长孟知眠——这位毕业

于北京工业大学的涪陵蔺市人，把在宜昌、万县积

累的市政建设经验倾注于此。经过两年艰苦施

工，1930 年 3 月土路贯通，1933 年 4 月改建为三合

土路面，并以“中山路”命名，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

孙中山先生。

这条通衢大道彻底改变了涪陵的城市面貌。

烨明电灯公司的千盏电灯第一次照亮了涪陵的夜

空，南门山饮水池的清泉流入千家万户，民众教育

馆的无线电广播传播着远方的消息。百余辆黄包

车穿梭其间，实力商家纷纷涌向这条新街，新的字

号和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山路迅速成

为涪陵政治、文化与商贸的中心。

这条街道见证了太多重要的历史时刻。1927
年 2 月，尹肇舟、李蔚如在位于中山路的普益药房

召开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涪陵城区区委。

抗战时期，这里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舞台，声

援前方将士的群众集会游行在此举行。1949 年 11
月 28 日，涪陵解放的欢呼声在这里达到高潮，涪

陵人民在中山路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

上世纪 50 至 80 年代的中山路，成为涪陵当

之无愧的城市中心。地区轮船公司、县委、县政

府、百货公司、新华书店、港务局、地区医院、电

影院、长江饭店、城一校、地区行署以及群众报

社 等 重 要 机 构 沿 街 而 立 。 从 人 民 码 头 梯 坎 上

来，路过县医院门诊就进入中山路的起点大东

门。对涪陵人而言，大东门是一个具有象征意

义的地方。在人们的记忆中，曾经的大东门是

涪陵通往武隆 、彭水 、贵州沿河等地的重要枢

纽，外乡人来涪求学办事，本乡人外出求生活，

总会在这里留下匆匆的足迹。从大东门到西门

口 是 中 山 东 路 ，这 里 是 中 山 路 最 为 繁 华 的 地

段。新华书店里，学子们捧着崭新的英语复习

资料如饥似渴；老邮局内，发电报、汇款、寄信件

的人们排成长队，柜台前的小桌上放着快没墨

的圆珠笔和快干掉的浆糊；涪州宾馆的舞厅中，

穿着平底布鞋和吊档裤的年轻人，随着音乐跳

出时代的节拍。北门口的“豆花鲜”餐厅可同时

容纳上百人进餐，远近闻名。

再往西走就到了老街口，这条石板铺就的街

道，建筑以民居为主，多为穿斗式构架，由青砖、灰

瓦和吊脚楼组成。街上喧嚣嘈杂，人声鼎沸。上

世纪 80 年代的老街口是涪陵唯一卖鱼的市场，那

些提大提篮的鱼贩多数是从李渡来的。长长的石

板街破旧而潮湿，被草鞋、皮鞋与板板车辗压了不

知多少时光。中山西路的通仙楼商场是当时涪陵

最高档的购物场所，售卖的商品琳琅满目，有布

匹、文具、食品以及家用电器等。旁边的小摊售卖

着熨斗糕、老饼子和冰粉，最诱惑人的还是那家国

营饭店售卖的三角粑和肉饼。周末的中山路，熙

熙攘攘全是拥挤的人潮。在中山路主干道之外，

潘家巷、岳家巷、杨柳巷、腰街子、太平街等背街小

巷编织着更细腻的城市肌理。县公安局、县法院、

地区商业局等行政部门坐落于此，还有味道不错

的叶记豆花，林林总总的发廊小店，偶尔挑着生活

物什经过的小贩，一句清脆的吆喝就让这里立刻

鲜活起来。

每逢重大节日庆典，中山路就成为欢乐的海

洋。上世纪 70 年代春节期间，四支龙舞队轮番在

五金公司、文化馆等地起舞，荔枝公社的鲤鱼莲

花、高跷等团队也都出来闹新春。最热闹的场面

要数玩烧龙（打铁水花），站在农行四楼的窗前，感

受实时冲到窗玻璃上的铁水花，那个场面，那个浓

浓的年味和浓浓的真情，至今仍深深刻在涪陵人

的记忆里。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南门山、高笋塘等新

商圈的崛起，中山路渐渐褪去繁华的外衣。但那

些深藏在砖瓦间的记忆从未消失：大东门的石阶

还记得离乡人的行囊，老邮局的柜台还留着家书

的温度，电影院的座椅还回荡着观众的笑泪。如

今，当夕阳为中山路的老建筑镀上金边，仿佛能听

见时光的絮语。这条街道见证了涪陵从江城小镇

到现代化都市的蜕变，保存着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中山路，这条历经百年风雨的老街，不仅是地

理坐标，更是涪陵人共同的精神原乡。在这里，历

史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长。中山路的

每一块石板，都刻着涪陵人的故事；每一处转角，

都藏着岁月的回声。当新一代涪陵人走过这里

时，或许会在某个瞬间，与过去的时光悄然相遇，

感受这条街道永恒的魅力。

涪陵中山路：一条街的百年记忆
□ 李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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