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烧的青春
——《遥忆大西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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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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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学是我的宜川老乡，他
编了一本《遥忆大西北》，是反映
北京知青当年在延长石油工作情
况的书籍。书中收集的资料详
实，记叙的事迹感人，我读完后颇
有几分感动，忍不住就写下了下
面的文字。

对于北京知青的记忆，我其
实是模糊的。我出生于1967年，
自打我记事起，北京知青就已经
基本上离开村庄了。直到我学校
毕业后在县文联工作时，我才了
解到关于北京知青的一些事迹。
比如：宜川有个叫张革的北京知
青，他曾两次在寿峰乡卓里大队
后峪沟插队，他发誓要改变这里
的面貌，便带领群众修梯田、建大
坝、建小型发电厂等，还改良了村
里的一些果木老品种，为村里作
了很大贡献。到他去世的时候，
遵照他的遗愿，就把他安葬在了
寿峰乡，我当时很是为他感动了
一回。我在县上工作期间，曾多
次在清明节前去凭吊他。记得有
一年凭吊的时候，正好遇见一群
红领巾也前来扫墓，我的心中颇
感安慰。

其实，我对延长石油的了解
也是比较少的。宜川土地贫瘠，
石油工业薄弱，只是我到延安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要写一本关于
延长石油的长篇小说，便翻资料，
找熟人，前前后后忙了大半年，才
对石油工业发展这段历史有了初
步的了解。延安是石油工业的发

祥地，1905年，延长石油厂在这里
诞生。1907年，中国陆上第一口油
井——延一井在延长县出油。从
此，中国陆上不产石油的历史得以
结束。同时，这也是一粒火种，燃遍
了大江南北。正因为如此，才有了
后来的玉门、大庆、长庆等大油田。
延长石油从开始的白手起家发展到
今天的大型能源化工企业，凝聚着
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当然，这也是
一代又一代的石油人牺牲、付出换
来的。

说起延长石油，就要提起一件
事。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奖励
劳动模范时，毛泽东主席亲笔为当
时的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词

“埋头苦干”。多少年来，这四个字
如同一面飘扬的旗帜，激发着石油
人的热情与激情，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人忘我付出、顽强拼搏。“埋头苦
干”这四个字已成为中国石油工人
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延
安精神的一部分。

2023年，在延长石油的一次研
讨会上，我进行了发言。发言的核
心是：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
代，对于一个普通的石油工人来说，
所有爱岗敬业的人都应该是埋头苦
干的人，也都对得起这个称号。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相当正
确的。比如张庭学编的《遥忆大西
北》这本书中介绍的一些北京知青，
他们从北京到陕北农村插队，然后
又通过招工招到了石油战线，成为
延长石油的一员。这些人中有一部

分人获得过荣誉，或者曾经担任过
领导，但更多的是在生产一线默默
无闻的劳动者。翻看这本书，你会
感受到：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是
采油工还是炼油工，他们都怀有一
颗“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热心。他
们爱岗敬业，他们积极肯干，无论
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总是认
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项工
作。他们无怨无悔地在最平凡的
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理想，燃烧着
自己的青春。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离开
延长石油后，依然牵挂着这片大西
北的黄土地，依然关心着石油产业
的发展。其中有一大批人，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为延长石油引进资
金、技术，为延长石油的对外联系积
极创造条件，继续为石油工业的发
展作着贡献。

——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正如他们后来在一次联谊会上

所说：“后来由于落实北京知青政
策，我们大多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北
京，但我们没有在京城的高楼大厦、
公园湖景中眩目，也没有在纵横的
立交桥和琳琅的商品中迷路，因为
延长石油那种传统精神对我们的影
响太深刻了！创造的力量、朴实的
作风、真切的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影
响太深刻了！已在我们身上打上了
烙印，我们永远忘记不了。”

在历史长河里，北京知青对延
长石油的付出只是一个阶段、一小
部分，是一朵小浪花，但同时也是一

段不能抹去的历史。随着岁月的沉
淀，这段历史必将更鲜亮、更引人注
目。这一切，让我再一次审视《遥忆
大西北》这本书的重要性。我认为，
张庭学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这本书记
录了一段历史，它让后代的石油人可
以从中了解到：曾经有这么一段岁月，
曾经有一群从北京来的知识青年，把
宝贵的年华、把飞扬的青春都献给了
延长石油事业，献给了祖国的大西
北。今天，延长石油之所以能够发展
壮大，和他们的付出是密不可分的。

《遥忆大西北》这本书，收入的资
料非常丰厚。有当事人的回忆，有生
产生活照片，还有一些实物、字画、信
件的图片。它的字里行间丰富展现
了当年北京知青在石油战线工作的
全貌。阅读这本书，我们能感受到他
们当初火热的激情，能想象出“我为
祖国献石油”那战天斗地的场面；阅
读这本书，我们当然也能够知道延长
石油之所以成长壮大及稳步发展的
原因。

时代向前发展，祖国的变化日新月
异。北京知青插队的那个年月，中国属
于典型的农业社会，石油的用途还有局
限。但现在，中国正以箭一般的速度奔
向工业社会，而石油作为一种化工能
源，作为工业革命中流砥柱般的基石存
在，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只有不忘过去，才会有更美好的
未来。在此，让我们记住那些为石油
作出贡献的人们，记住那些曾为祖国
工业建设发展付出了芳华的人们。

黄帝陵，古韵深长之地，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源泉，华夏儿女的共同
家园。轩辕黄帝长眠于此，留下了
无尽的历史传奇与文化瑰宝。今
日，我心怀敬仰，踏足其间，思绪万
千。

松柏苍翠，绿意盎然。陵前的
古木参天，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沧
桑。这些古树见证了黄帝陵的兴衰
荣辱，也见证了华夏文明的传承与
发展。漫步在陵园内，感受着古韵
的熏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

黄帝陵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
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黄帝作
为华夏民族之始祖，他的智慧与伟
大永远镌刻在了这片土地上。他教
民农耕、制衣裳，他创文字、定音律，
他开创了华夏文明，为后世子孙留
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的精神与
智慧如同日月之光华，永远照耀着
华夏大地。

近年来，黄帝陵文化产业蓬勃
发展，为黄陵经济注入了新的活
力。当地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深入挖掘黄帝陵的文化内涵，将
黄帝陵打造成一处集文化、旅游、产
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园区。

黄帝陵文化产业的兴起，不仅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更促进了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今，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黄帝文化，学
习黄帝精神，并将其融入到日常生
活中，以此来表达自己对黄帝文化
的热爱与敬仰。这种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

和凝聚力，更为黄陵经济的持续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漫步在黄帝陵旁，我深刻感受
到文化产业对黄陵经济发展的助
力。黄帝陵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
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更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许多当地
居民通过参与文化产业，实现了脱
贫致富的梦想。

夜晚的黄帝陵在灯光的映衬下
更显庄严肃穆。星空璀璨，与陵区
的灯火交相辉映。我站在陵前，遥
想黄帝当年之风采，感叹岁月之无
情，更珍惜当下之美好。

与我而言，每一次来到黄帝陵，
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精神的升
华。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更有着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
力量。

黄帝陵，这片充满历史与文化
气息的土地，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骄傲与自豪。让我们携手共进，
为传承和弘扬黄帝文化而努力拼
搏，让黄帝陵文化产业成为推动黄
陵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我
们也应该珍惜这份宝贵的文化遗
产，将其传承给子孙后代，让黄帝文
化永远熠熠生辉，照亮我们前行的
道路。

愿黄帝陵永远屹立于中华大地
之上，见证着华夏文明的繁荣昌盛；
愿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
能够继承和发扬黄帝精神，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日日餐前何所有，一刀春
韭赛珍馐。

春天来了，韭菜就可以吃
了。街边的夜宵摊里，“烤韭
菜”几乎是人人必点的。烧烤
摊的摊主动作娴熟地将韭菜串
成一个串，放在刷了油的铁架
上，用炭火烧烤着。等上三五
分钟，再刷一遍油，撒上调料，
很快就可以拿来吃了。那滋
味，怎一个“喷香”了得。

无论外形还是身份，韭菜

都与葱相似，在众多食材中算
是最平常的了。一个个子瘦
瘦，一个腹中空空，即使与胡萝
卜、大白菜、黄豆芽放在一起，
也很难被人一眼相中。

韭菜能做的菜肴也十分有
限，凉拌、煎蛋、炒香干、烧豆
腐，或者拌成馅包成包子饺
子。其中，韭菜饼和疙瘩汤算
是最考究的了，但那也只是相
对于以韭菜为食材的菜肴和小
吃而言。韭菜味重，惯于吃韭

菜的人固然觉得其味鲜美，纵使
山珍海味亦不及它；不惯于吃韭
菜的人，就连闻着都觉得难受，恨
不能离它三丈远，离那些吃过韭
菜的人三丈远。许是因为这个缘
故，韭菜通常只在家宴里才出现，
在略微高档一点的餐厅是很难找
见其身影的。

韭菜每个季节都有，但只有
初春的韭菜最是耐人寻味。俗话
说，正月葱，二月韭。绵绵不断的
春雨落在人间，也落在人间的草
木上，这草木里就有韭菜。

韭菜非常好种，从育苗到成
熟，整个过程几乎都不需要怎么
施肥。虫子不来吃，鸟雀不来啄，
所以隔着长江黄河，南北方都有
栽种。韭菜种植容易，卖得也便
宜，不独富人家可以从容地将之
做成盘中美味，囊中羞涩的穷人
多半也能在想吃的时候吃得起。
当它与阳光相拥的时候，望风而
长，葱碧可爱；当它与阳光隔离的
时候，合不成叶绿素，就会变成韭
黄。青的也好，黄的也好，洗净之
后，切成长段，与蛋一起翻炒，便
成了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

春韭种植不需多，只要一畦

就足够。因为韭菜是割不完的。
明明前几日才把它割来做菜，过不
多时它又长出来了。而在取材的
时候，有些地方的人习惯用剪刀去
剪，有些地方的人习惯用菜刀去
割，两般厨具，最终得到的韭菜都
是齐齐整整的。韭菜的营养和功
用亦有许多，健胃、提神、补肾，一
样不缺。

对于韭菜这道食材，古时亦有
许多同好者，甚至喜欢的程度要远
远超过今人。杜甫曾有诗云：“夜
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古人深知
初春早韭之美味，常用它来招待宾
客。慢慢地，演变到后来，“翦春
韭”就成了邀请亲戚朋友来家里饮
酒吃饭的一种自谦的说法。

清朝某年春天，一连下了几天
的雨，诗人龚自珍看着园中弱柳、
圃中肥韭，忽而跑到书房里提笔写
了一封信给老友兼亲戚的吴虹生，
道是：“今年尚未与阁下举杯，春寒
宜饮，乞於明日未刻过敝斋翦韭小
集。”于是，行不多时，两家亲眷一
场宴饮便由于韭菜的牵线搭桥在
春天里不期而遇了。

知己逢迎，觥筹交错，放眼盘
中珍馐，一刀春韭赛诸侯。

朋友圈刷出一条挖野菜的
唯美视频，看了又看，品了又
品，挖野菜的意念油然而生。
于是约上几个文友，准备投身
于春天的怀抱，与大自然来一
场亲密约会。

那天，虽然不是春光明媚、
晴空万里，但没有阳光直射，只
有春风拂面，更是适合挖野菜
的好天气。当我踏在软绵绵的
土地上，仰望着天空，俯视着大
地，此时此刻的我像在笼子里
关久了的小鸟，撇下手中的挖
刀和食品袋，开始自由自在地
翩翩起舞，好像整个田野只属
于我一人。

站在田野中，一眼望去，感
到田野像是被千军万马扫荡过
一般。除了寥寥无几的荠荠菜
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植物，没
有一个人知道其是否能吃。菜
菜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不论是
漂亮的还是丑陋的，都大大方
方地向我们展示着自己最美的
娇态。我在心里默默想：可怜

的菜菜们哪能知道，我们为了
自己的一季味蕾，却要伤害它
们的生命，甚至剥夺了它们开
花结籽做母亲的基本权利，也
殃及了它们的下一代。

在挖野菜的过程中，我看
到文友们能在这荠荠菜为数不
多的田野中挖到不少荠荠菜，
而自己却挖不到几棵，很是疑
惑，于是就向她们求教。有一
位文友顺手指着前边的那名文
友对我说，你看看人家，蹲下来
认真挖，可你却挺起腰板走着
寻找，这样的话，怎么能看见地
上的荠荠菜？

听了文友的话，我茅塞顿
开：是啊，我的视力原本就不
好，不蹲下找寻，怎么能看到荠
荠菜呢？它总不会自己跑到我
的袋子里吧！

文友们还是认真地寻找着
荠荠菜，就像在寻找珍珠和钻
石。每发现一棵，都甚为惊喜
和快乐。

几个小时后，我们陆续走

出田间，汇集在车子旁边，都在显
摆自己挖得多。可我袋子里的荠
荠菜少得可怜。大家见状，每个
人向我的袋子中添了一把……

其实，挖多少野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有机会和大自然融为
一体，能有时间感受它的温柔与
力量。挖野菜的过程就是我们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过程。这一趣
味劳动，使我们找回了年少时的

天真、快乐。
车子行至河西，此时，大家的

肚子开始提意见了。于是我们一
起去餐馆就座，大家意见一致，点
了凉菜拼盘，还点了几份优质羊
肉泡馍外加一份水盆羊肉，然后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饭的过
程中，又是一阵欢歌笑语。大家
谈古论今，个个儿脸上洋溢着久
违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