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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头论足

■ 若珲

■
向
传
君

竹公溪文韵深厚，有着丰富的人文积累，在历史长
河中留下了一串串珠玑。千百年来，诗人们为她创作了
无数美妙的诗句。

唐代时，竹公溪畔有竹林三郎祠（又称竹王庙、竹郎
庙）。唐代著名才女薛涛寓居蜀中，曾经来到嘉州。她
游览竹公溪时，在竹郎庙留下了题诗，即《题竹郎庙》。
诗云：

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
何处江村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

薛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夕阳下的江村美景。竹郎
庙前众多的古木，在落日余晖下更加翠绿。江村之上，
何处传来了阵阵笛声？

继薛涛之后，晚唐诗人薛能在嘉州任刺史时也曾经
歌咏竹公溪。当时的竹公溪被称为“嘉州后溪”，他在
《游嘉州后溪》一诗中写道：

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舂。
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

薛能穿着登山用的木屐，经过满是足迹的乡野小
道，隔着竹公溪，望见夕阳之下，有农家正在舂米。寥寥
数语，便展现了竹公溪畔农家的烟火气息。

明末清初的诗人屈大均也写到过竹公溪和竹郞祠，
他在《送王观察之官蜀中（其十八）》中写道：

竹郎祠下竹公溪，水合三江到峡西。
白黑诸蛮春报赛，巴渝曲为使君低。

通过这首诗歌，我们可以知道，竹公溪畔的竹郞祠
在清代仍然存在。秀丽的竹公溪，犹如一条绿色的丝
带，最终汇入三江。

直到道光年间（1821—1850），嘉定府荣县知县王培
荀在游览乐山的众多名胜古迹之后，创作了15首《嘉州
竹枝词》，其中第八首写到了竹公溪和竹王祠。诗云：

报赛迎神唱竹枝，竹公溪畔竹王祠。
插花蛮女清歌罢，露冷鹃啼月上时。

王培荀在诗歌中还自注道：“一水自夹江来，绕郭南
流注江，曰竹公溪，有竹林三郎祠。”以上两首诗歌均提
及“报赛”一词，其实是指古代农事完毕后举行谢神的祭
祀。再结合“插花蛮女”等描述，似乎反映出，清代时竹
公溪一带还有少数民族居住，并且还保留着祭祀竹王的
习俗。

对于竹公溪、竹林三郎祠的由来，向来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无论如何，竹郎庙在竹公溪上屹立千年，也算
见证了竹公溪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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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清代，歌咏竹公溪的诗歌显著增多。顺
治十三年（1656），四川嘉定州人冷然写下了一篇
很长的《竹溪词》。冷然，字善化，康熙九年（1670）
庚戌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他自注写道：“此
丙申岁作也，时蜀大半未隶版图，为群盗所据。予
以糊口设馆于竹溪之旁，有感作此。”他在竹公溪
旁营建馆舍，可以时刻欣赏竹公溪的风景。“昔日
竹溪满溪竹，俯映溪头流水绿”，竹公溪畔，满是翠
竹，倒映在溪头，尽是一片流动的翠绿。

清代歌咏竹公溪的诗人中，最值得铭记的，
当属王士祯。他在康熙十一年（1672）来到嘉定
州，随后遍游了乐山名胜。

对于竹公溪，他在《蜀道驿程记》一文中写
道：“下山食连珠铺（即棉竹铺），嘉定州境，连冈
复岭，直达州郭。一水绕郭，南流注江，曰竹公
溪，有竹林三郎祠，或云在夜郎县。溪上人家，背
江面山，随溪数曲，达于州门。”结尾数句，极具画
面感。竹公溪沿途的美景，仿佛跃然呈现于我们
眼前。

王士祯作有数首诗歌，歌咏竹公溪。首先，
他在《汉嘉竹枝五首（其四）》中写道：

竹公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
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

王士祯看到了溪上人家祭祀竹王的场景，也
听到了竹林深处的铜鼓蛮歌。或许，这次游览令
他记忆深刻。所以在离开乐山之前，他又一次游
览了竹公溪。临别之际，嘉州山水仿佛更加迷
人。徜徉于竹公溪畔，他吟出《竹公溪二首》：

其一
漏天未放十分晴，处处江村有笛声。
水远山长听不足，竹郎祠下竹鸡鸣。

其二
竹公溪水绿悠悠，也合三江一处流。
珍重嘉阳山水色，来朝送客下戎州。

这是一个多雨的时节，天空并不是十分晴
朗，在这江村之上，青山绿水间，处处可以听见吹
笛声，以及竹郞祠下竹鸡的鸣叫声，听多久都不
觉得厌烦。绿悠悠的竹公溪水，终究要和三江合
流到一处。珍惜嘉阳的山水吧，明早就要南下戎
州了。由此可见，离开乐山之时，王士祯对竹公
溪还有些许不舍。

道光年间，夹江知县缪庭桂也写过一首《竹
公溪》。诗云：“竹公溪畔竹郎祠，曾记渔洋咏竹
枝。铜鼓蛮歌今不见，远山一角望峨眉。”缪庭
桂，字滋云，顺天府大兴县拔贡，道光十年（1830）
署夹江知县。他的诗歌中提到的“渔洋”，就是王
士祯（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

同一时期，还有云南诗人黄琮的《竹公溪田
家》一诗云：

石墙茅屋沿江斜，隔岸飞来黄柳花。
屋后清波墙外竹，竹中透出山光绿。
登山探蕨堪为羹，时为买盐方入城。
昨夜邻翁来乞蜜，为道今朝是吉日。
操豚一蹄酒一卮，举家跪拜竹王祠。
惟愿今年春雨足，田里多收麦十斛。

这首诗歌主要描写了竹公溪畔田家闲适自足
的生活和景色宜人的环境。屋后的竹公溪，是澄
亮的清波，墙外是茂林修竹，竹林之中透出翠绿的
山光。如此优美的环境，怎能不让人向往呢？

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内迁乐山，文化名人叶
圣陶来乐山讲学。在他寓居乐山期间，也曾经赞
叹竹公溪的秀美，因此写下了4首词《浣溪沙·竹
公溪畔》，其中不乏“小桥流水自潺潺，数枝红叶
点秋山”之类的赞美之辞。

如今的竹公溪，已经不再是飘零乡野的一条
小溪，而是萦绕在城市中央的一条绿带。她的
美，并没有峨眉山那样雄伟，也没有凌云山那样
壮阔。她的美，就像一块小家碧玉，隐匿于城市
之中的各个角落，等待着你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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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第三期近日在山
东临沂启幕，引导广大作家聚焦新时代山乡巨变，
用笔触记录讴歌鲜活的乡村振兴故事。与此同时，
一场主题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推进会
也在活动周期间举行，盘点和总结作家的创作成
果，推动乡土写作再上台阶。

扎根乡土，在乡村振兴这场宏大的叙事中书写
令人瞩目的篇章。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导的“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于 2022 年 8 月启动，聚焦新时
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
的巨大变化，受到文学界的热烈响应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活动旨在弘扬老一辈作家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的精神，号召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立足广袤大
地，从基层一线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优秀文
学作品回馈时代和人民。

乡土文学写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必然是浓墨
重彩的一笔。作为农耕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国
家，执笔中国乡土创作的作家绵延不绝，特别是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批优秀的书写乡村生
活的作家点亮了时代的天空，令人印象深刻。四
川乡土作家周克芹，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斩获
首届茅盾文学奖；全景式表现中国城乡社会的生
活，作家路遥以《平凡的世界》问鼎第三届茅盾文
学奖……除了集中书写乡土画卷的作家，许多在
文坛留下脚印的知名作家都曾将目光投向过广袤
的乡土中国，以生动的笔触，鲜活的图景，真诚的
表达，勾画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近年
来全国各大文学奖的榜单上，除了历史题材依旧
光彩夺目之外，农村题材仍是作家们一争高下的
主阵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振兴启开亮眼的篇章，
乡土文学的写作步入新的叙事场。如何在新时代
书写乡村，让乡愁串连起普通人的情感，在过去与
未来之间寻找到共通的文化密码，这就需要作家们
自觉走进乡村振兴第一线，掌握大量鲜活生动的写
作素材，推出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温度的优秀作
品。躬耕乡土，心怀赤诚，相信在五彩斑斓的文学
星空，能有更多反映乡土和家园的作品照亮你我心
灵的家园。

躬耕乡土 书写赤诚
滋养乐山城的竹公溪 宋道君 摄

画家郭志全笔下的竹公溪 资料图片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鹏 史竞男）中国国家版
本馆首批版本捐赠入藏仪式8月2日在京举行，来
自全国各有关公藏单位和民间藏家捐赠的12万余
册/件实物版本和42TB数字版本正式入藏国家版
本馆。

据介绍，国家版本馆开馆一年来接受社会各界
捐赠的版本包括古籍原件、原大仿真影印本、精品
出版物，非遗作品、摄影作品、书法作品，碑刻拓片、
手稿手迹、邮票邮资封等实物版本和各类文献数据
库等数字版本，呈现捐赠单位多、名家多、数量多的
特点，同时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传承价值。

据悉，受捐的历史典籍中善本比例接近80%，
《使琉球录》《棠湖诗稿》《西楼苏帖》等100余种古
籍善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全球汉
籍合璧工程数据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
献数据库”“辞海云平台数据库”等，均为各有关公
藏单位精心制作的数字版本。

12万余册/件实物版本和
42TB数字版本正式入藏国家版本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