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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出差去成都，参观杜甫草堂，看得潦
草，一直心存遗憾。今年暑期，友人相邀又去了成
都，仔仔细细观瞻了杜甫草堂，也走近了这颗伟大的
心灵。

一
杜甫草堂坐落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南大门是正

门，游客中心则在北门。参观草堂景区由正门始，大廨、
诗史堂、柴门、工部祠、茅屋均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
旁还有杜甫千诗碑廊、少陵碑亭、唐代遗址、一览亭、水
榭等。正门是棕红色宽大门框，门额上书“草堂”两个大
金字，由康熙十七子允礼手书。正门门联“万里桥西宅，
百花潭北庄”，是杜甫《怀锦水居止二首》诗中的句子，点
明了草堂这个家的方位，万里桥即成都城南门大桥，草
堂在其西，百花潭即大门前浣花溪上游的一段，草堂位
其北。

公元760年，杜甫为躲避战乱，追求稳定生活，投奔
时任剑南节度使的“世交”严武而到成都，在友人资助
下，于风景秀丽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至 765 年初夏。
期间，茅屋让杜甫动荡的心灵得到了安放。现代著名学
者冯至在《杜甫传》中写道：“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
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二
草堂是乱世漂泊中追寻的家园。杜甫的一生，大部

分是在穷困、漂泊中度过，他的忧伤和困苦与唐代由极
盛走向衰落的社会景象产生共鸣，如在安史之乱期间创
作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
无家别、垂老别）《悲陈陶》《北征》等深刻揭示了战乱和
统治者昏聩给百姓带来的巨大不幸和困苦。尤其是《春
望》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连”“抵”二字，刻画
出百姓对连绵战争的无望及久盼亲人音讯的迫切心
情。《兵车行》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
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
声直上干云霄。”古汉语中“走”乃奔跑的意思，跑着跟随
浩浩荡荡出征的军士队伍，送别的众多爹娘妻儿牵衣跺
脚难舍难分，卷起的尘土遮住了咸阳桥，震天哭声直冲
云霄，寥寥几笔绘就出一幅凄惨心酸的道别情景。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官僚家庭，
祖父即是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青年时代的杜甫参加
进士考试，不第后曾漫游数十年，中年再次求职，因朝纲
昏聩，屡试不第，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困居
长安近十年，才得到一个管理军械库房的小官，后拜见
了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因建言受到牵连，贬
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便远离朝堂，接触到困苦的社会
底层。此时正值关内大旱，杜甫一家食不果腹，他抛弃
了官职，举家迁至成都，经好友严武举荐，被任官为节度
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即后称为杜工部）。

建了草堂，又有了官职，漂泊中的杜甫总算有了可
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草堂的大廨前，小桥流水，古树参
天，绿荫掩蔽，枣红柱子支撑着古朴黛瓦下的大廨敞厅
正中，端放着一座两米多高的杜甫铜像。但见其形容枯
槁地跪立船头，头部微仰，胡须下垂，眉头紧蹙，眼神忧
郁，两臂下垂，双手交叉抚着诗卷。这是由中央美术学
院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创作的，其准确把握了杜甫一
生忧伤和困苦的境遇，洋溢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一
群群小学生不间断地围了上来，一双双稚嫩小手踊跃抚
摸着杜甫的大手和诗卷，因天长日久触摸的缘故，大手
和诗卷竟像新的一样，金光闪闪。

杜甫创作上呈现一个新的艺术天地。《蜀相》是杜甫
定居草堂后即到成都南郊踏访武侯祠时，创作的一首咏
史怀古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出师未
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对诸葛亮十分景仰推
崇，一生吟咏诸葛亮的诗，仅流传下来的就近二十首，当
他走进武侯祠，来到诸葛亮神像前，缅怀武侯伟业，有感
于自己身处乱世、生不逢时的无奈，写下这首名垂千古
的诗歌。杜甫的诗流传到现在有一千四百多首，在成都
草堂居住短短四年里，他写就的诗达二百四十余首。

三
草堂是田园诗作丰收的天地。《望岳》是中小学教材

保留篇目，“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达出诗人年轻
时代凌云壮志，成为千古名句。后来，时事引发诗人对
家国命运的关注。草堂林茂草绿，溪水奔涌，自然风光
优美，且成都远离战乱的中原，这些为杜甫的生活营造
出听江涛看落霞情境，催生了更多的田园诗作，如《春夜
喜雨》《卜居》《为农》《狂夫》《江村》《堂成》等。

据当地传下来的戏文说，杜甫为招待来草堂看望他
的朋友，无钱买菜，只好去邻居老媪家借来两个鸡蛋，又
在自家菜地里割了韭菜，做了四个菜，作了一首诗：两蛋
黄炒韭菜，这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个蛋白韭菜汤，这

是“一行白鹭上青天”，一把韭菜焖蛋白，这是“窗含西岭
千秋雪”，最后这个醋汤是“门泊东吴万里船”。依据草
堂景色创作这首《绝句》是真的，唐时门前浣花溪江阔水
深，能行大船进入长江也是真的，同时也映照了他生活
的窘况。

穿过大廨就是诗史堂，堂中安放着杜甫半身铜像，
梳着发髻，脸庞清瘦，眼神忧郁，凝视前方，由我国现代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所塑。再向北过小石桥，竹影松荫下
一处简朴建筑，匾额上由现代著名画家潘天寿手书“柴
门”二字，杜诗《野老》《田舍》《南邻》《客至》等，常以柴门
寄托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待人处世的态度。

然而，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时常闪耀在诗人
笔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不难想
象，当时盖在江边的茅屋较复原的更为简陋，江风一阵
狂吹，五层茅草屋顶被卷走了三层，茅草飞上树梢，飘到
江对岸，倾盆暴雨漏得满屋没有干处，诗人一家裹着娇
儿蹬破了冷似铁的旧粗布被子，蜷曲在床上等待天亮，
推己及彼，诗人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用“安得”“大
庇”表达出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崇高境界。763年春，
当听到平息了安史之乱、重整山河的喜讯后，常年心情
忧郁的诗人又写出欢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
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
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
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喜气贯注，奔流
直下，形象表达出杜甫听到平乱胜利的消息后的喜悦之
情及深沉的爱国情怀。

四
现实主义是杜甫创作的主要特色，《中国史纲要》中

评价：盛唐时期杜甫把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到了高
峰，他是我国古典诗歌中这一流派最杰出的代表。杜甫
也是最伟大的政治诗人，前人曾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
陵始”，特别可贵的是，出身于世代官僚的诗人，诗中敏
锐洞察、鲜活描述出封建社会尖锐的社会对立，表达出
强烈的同情百姓、热爱人民的感情，真实记载了唐代由
极盛走向大衰的社会景象，被人们称为“诗史”，杜甫也
被后人尊为“诗圣”。

诗史堂展厅记载，我国后代学者自北宋开始对杜诗
进行系统收集、整理，每个朝代都有代表作品，如宋代的

《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元代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
诗》，明代的《杜工部诗集》《杜诗选》，清代的《读杜心解》

《杜诗详注》，现当代不仅整理再版了大量明清旧注，还
出了许多集大成的当代注杜作品。历代的杜诗版本达
七百多种，遗存下来的也有一百五十种左右。

茅屋景区毗邻是杜甫千诗碑廊，悬挂着“江风”“遣
心”匾额的碑廊，镌刻着历代名人书写的杜诗，有苏轼、
赵孟頫、董其昌、王铎、刘墉、于右任、梁漱溟等；转过去
是杜诗木刻书法廊，陈列着百余件杜诗书法木刻精品，
有董其昌、郑燮、王铎、康有为、叶圣陶、郭沫若等的作
品，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书写的杜诗木刻作品。行走在

“诗书”两廊中，不时俯身凝神观赏品味，诗的意境和书
法意境交相辉映，堪称绝妙，为这块文学圣地增色不少，
使杜甫草堂众星拱月，群星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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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园：
退休已经十五年了，但我还

是常常会在梦里回到那个录音
间。

我对着话筒说：枣庄人民广
播电台，枣庄人民广播电台。

那是1984年，枣庄广播的第
一声。

那一年，我们告别大喇叭和
广播站，从有线到无线。

那一年，鲁南大地的上空有
了枣庄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

那一年我的电台诞生了，广
播人有了自己的家。

听众朋友，我是李园，欢迎再
次收听《青年之友》。当年给我写
信的老听众，你们还好吗？

李丽：
我常常想，有多少听众还会

记得我的声音，会记得《星期半小
时》的李丽。

主持枣庄电台第一档直播节
目，当时我真的好紧张，

是每天几十封的听众来信让
我自信。

广播人啊，听众的认可就是
最好的奖章。

那是 1991 年，新声路 6 号那
个小楼的爬墙虎还没爬满屋顶。

那一年，我的电台7岁。

刘宏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宏程。

欢迎收听枣庄人民广播电台的节
目。

这句话我曾经无数次地在收
音机里重复，

那载着我声音的空中电波在
鲁南上空问候过每一个人，

每一个四季。
时光不老，我的电台走过了

四十年。

张乃睿：
我是乃睿。我的电台走过了

四十年，我是这其中的30年。
我刚入职的时候，带我的老

师说：
你要多用脚去走走脚下的土

地，你要去看种子发芽，作物生
长，你要站在田间地头听农民说
话，你要融入城市的烟火，你要走
进你的听众当中去，他们就是你，
你就是他。

张衡：
老师说，我们的声音是态度，

要有温度。
直播间里没有听众，我们的

心里都是听众。
电波到达的地方，都是我的

听众。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

张衡，在电波中向您问候。
我想告诉你：今天，我的电台

走过了四十年。

二
我的电台走过了四十年，
四十年，是传递也是分享，是

陪伴也是聆听。
四十年，是见证也是参与，是

记录也是讲述。
四十年，我们用电波编织梦

想，穿越风雨，
四十年，声音启航，照亮了无

数颗渴望被听见的心房。

四十年前，设备简陋，条件艰
苦，

广播人怀揣着满腔热情，用
声音，

为枣庄带来了第一缕来自电
台的问候。

那时的我们，青春如歌，激情
满怀，

电波里每一声问候，每一句
播报，

都是广播人，对这个世界最
深情地告白。

四十年，我们从最初的几套
节目，到如今丰富多彩的节目矩
阵；

从只是收音机里的听见，到
现在网络中的看见；

从只是简单地播报新闻，到
深度解读时事、传播文化知识、服
务百姓生活……

枣庄广播始终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它的每一次变革，都记录着
时代的进步，见证着城市的发
展。

从卡带到数字，技术的飞跃，
不变的是那份情怀。

广播人在接力传承，在话筒
前，讲述着枣庄故事，传递着温暖
的力量。

三
四十年，多少年轻的面孔啊，

带着同样的热爱与执着相聚到一
起。

我们在话筒前相遇，又在电
波中别离，

但那份对广播的热爱，却如
同血脉相连，刻进心底。

从市中区新声路出发，
经光明路51号的广电大厦，

到现在的传媒大厦，
我们用声音抚摸过枣庄的山

山水水，
我们的足迹踏遍这块热土的

每一个角落。
煤城蝶变、脱贫攻坚、“强工

兴产、转型突围”……
这每一场战役中，都有广播

人的汗水和足迹。

每一项党委、政府的重大决
策部署，总能听到广播人在最前
沿的鼓与呼；

每一次电波的跳跃，都是为
发展鼓劲，为人民发声，为时代放
歌。

作为新闻从业者，我们深知
肩上的责任，

传递真实，引导舆论，是我们
的 光 荣 使 命 ，也 是 不 变 的 初
心。

展望未来，枣庄广播将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拥抱新技术，

用更加丰富的节目形式，更
加贴近听众的内容，

继续书写属于我们的光辉篇
章。

四十年风雨兼程，我们不忘
初心，

四十年砥砺前行，我们砥柱
中流。

广播人，在用声音点亮希望，
用情怀温暖人心，

共同迎接枣庄广播更加辉煌
的明天！

我的电台四十年了，
四十年，声动鲁南，
我的电台四十年了，
四十年，声音依旧，
我的电台四十年了，
四十年，声声不息，
四十年，我的电台，声音正年

轻。
四十年，我的电台，声音正嘹

亮。

我的电台，
走过四十年

在这个金风吹拂的季节，枣庄广播迎来了它辉煌的40岁生日！

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初心不改，每一声电波的律动，都承载着

枣庄广播人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不懈追求。他们用声音见证着城市的发

展，记录着乡村的变迁，栉风沐雨，一路与时代同行，践行着自己的使命

担当。为了庆祝这意义非凡的日子，新老广播人用深情的笔触，写下对

广播对听众的时光告白。

□潘寻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