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的盛宴
高志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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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稀别梦周家硷
王树贵

一路艰辛一路歌
韩兰兰

七月的延安草木葳蕤，芳香四溢，在这
样一个美好的季节里，我接到了愿宏的真
诚之邀，为他即将出版的《美陶》文集写几
句话，我受宠若惊，无比欣慰。

清晨，推开窗户，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回味着昨天夜里看的每篇散文，句句浸润
心田，篇篇触动灵魂，让我在这个美好的七
月享受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我和愿宏因共同爱好相识有年。我第
一次见到愿宏，就为陕北高原这块黄土地
深深地惊诧起来。历史上，陕北高原是农
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地方，产生
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和才男俊女，他们是上
天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一支强劲之旅，影响
着这块土地的生活文化和世态走向。茂腾
腾的后生，水灵灵的女子，他们插上飞翔的

翅膀，翱翔在陕北高原的天空，驰骋在广阔
无垠的陕北大地，愿宏便是其中的一位。
和愿宏在一起，你能感受到陕北人那种特
有的热情、豪爽、奔放的性格和对这片土地
深深的爱恋之情；你能感觉到那种对生活、
生命、文化和历史充满敬畏的、与生俱来的
虎虎生气、粗犷大气和冲天豪气，让人真切
地感受到陕北高原的温度、深度、厚度和纬
度，让我们对这一块土地和先辈们肃然起
敬。

近几年来，我在不同的文学平台上不
断读到愿宏的佳作。他饱含深情，触景生
情，佳作连连，才如泉涌，一篇篇精美的散
文在他的笔下自由流淌，他对陕北高原的
那种情感一泻千里，让我们得到一种绝妙
的视觉享受和心灵的震撼。

愿宏把他的《美陶》集送到我手里时，
是七月的一个美丽的傍晚，夕阳烧红了大
半个天空，天空不停变幻着红色、橘红色的
云朵构筑成富丽堂皇的宫殿，宫殿里宛若
举行着盛大的宴会。在这样的时刻，我接
到这本厚厚的《美陶》集，心情格外激动，这
不正是愿宏给我们送上的一道文化大餐
吗？

整整一个夜晚，我一口气读完集子，每
个篇什让我激动，让我掩卷沉思。子时，我
走出书房，走向阳台，浩瀚的天宇月明星
稀，充满了一种神奇的静谧和旷远的深
邃。愿宏的 6辑共 100多篇散文在我的脑
海回放。《温暖的伤口》里祖父、祖母、父
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鲜活的形象跃
然眼前，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先辈和家

人。那些生活在底层，经过多少苦难曲折
的先辈们激励和影响着我们在人生道路
上顽强地跋涉和远行。在《情归何处》里，
我读到了《为延师唱一首迟到的歌》，勾起
了我对延师美好的回忆。想当年我曾在
那个幽静的校园里听课散步，在篮球场上
纵横驰骋，在山上欣赏雪景构思作品。《小
镇》《玉米秆垛》让我想起了 30多年前我
在小镇的生活点滴，读了这些篇什，我为
小镇上的年轻人那淳朴执着的爱情而感
动，作品让我对文中的主人公心生敬意，
我在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人格和人生使
命的崇高。《延安，一个能把心留住的地
方》《燃烧的丰碑》《你的名字叫春天》，让
我们对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有了更
深刻的解读，同时让我们对那些辛勤的劳

动者、奉献者产生由衷敬意。还有那些景
色旖旎、以景触情的《云遮月》《南沟之夜》
《虬枝舞千秋》《秋天向我们走来》《愿作秋
叶红》《后山半日行》等作品，把我带进了
美丽神奇的大自然，也让我们对人生产生
深深思考。

总之，愿宏的散文信手拈来，寓意深
刻，给人启迪，让人回味无穷。显而易见，
王阳明、曾国藩的文化精髓，汪曾祺、方英
文的文章风范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向愿宏的这本《美陶》的问世表示祝
贺。我相信它的诞生将为陕北文化的宝库
增添一份精神不动产，也为这个美好的时
代留下一笔可贵的财富，使我们在繁忙的
工作生活之余得到一丝文学的滋养和精神
的慰藉。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的田野。

——题记

我与愿宏认识已经十几年了，他的
本事我是了解的，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他的人格魅力和情怀才气则更是让我羡
慕的。

愿宏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与我一样
都是“草根”级别，这就赋予了我们天然的
亲近感。愿宏师范毕业，当过人民教师，又
在安塞县政府办摸爬滚打数年。因为材料
写得好、业务素质过硬、肯吃苦，被遴选到
市政府办成了全市有名的“笔杆子”。由于
他的敦厚诚实、吃苦耐劳，领导和同事没有
一个不喜欢他的。最主要的是他谦虚善
良、乐于助人、胸襟开阔，在同事和朋友圈

子里是顶呱呱的“好后生”。现在，愿宏每
天过着汗牛充栋、笔耕不辍的“禅意”生活，
叫人煞是羡慕！

我和愿宏都是延安诗词学会会员，是
苏世华会长经常说的“潜力股”。我喜欢现
代诗，愿宏不仅诗写得好，散文更是他的拿
手好戏。他的散文，就像湛蓝的天空，深邃
而明朗，也像背洼洼上盛开的山丹丹花，清
淡朴素而富有神韵，更像村庄里生活经历
丰富的老者，粗衣简食，谈吐儒雅，浑身散
发着哲人的气息。在朋友们看来，我们是
会耍“双截棍”的人，既不误单位各类材料
的写作，也有自己“文化堆”里的爱好和追
求。也就是这，让我成为他要好的文友、忠
实的粉丝、默默的欣赏者和点赞者。

我惊叹于他的勤奋，更被他执着的追
求和驰而不息的奋斗精神所感动。前不

久，他将自己的散文集子《美陶》发来让我
看，说马上要出版发行。我真是喜出望外，
拍手叫好。一个写作者，就像一个在地里
干活的“受苦人”，对每一件作品都要精心
培育，从播种、施肥、锄草、浇灌，到防冻防
旱、开花结果、收割入库，每一个细节都马
虎不得。愿宏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自
己的“精神之地”营务得这么好，怎叫人不
为之称赞呢？

这本书中的许多作品是我在“虚室生
白”公众号里欣赏过的。有写亲情、爱情
的，有写往事、朋友的，有为生活经历感动
的，有为花草树木咏叹的，更有用小说的笔
法把陕北人的性格特点、风土人情、爱恨情
仇描绘得细致入微、刻画得活灵活现。愿
宏能写出这样精美的作品，与他的人生经
历、个人阅历、人格魅力不无关系。写故

乡，他是一个光脚丫的孩子；写女儿，他是
一个慈眉善目的父亲；写同事，他是一个谦
虚低调的学者；写一草一木，他又是一个对
生活极度热忱、对未来充满激情的追光
者。在他的散文里，每每会迸发出一些令
人深思、给人启迪的“金句”来，就像哲人的
思考，更像坐在麦田里的老农，进行着他鲜
为人知的人生品读。

美陶，其实是陕北人在山里劳动经常
用的送饭罐子，是沾满了泥土、盛满了温
情、宣示着坚韧不屈的精神象征。愿宏是
个怀旧的人，只要说起农村、谈起童年，他
就像个老者，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物质
贫穷和精神富足如数家珍、历历在目。他
的美文，多半是回忆那个时期的。品读他
的美文，我们可以从中“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愿宏个头高大，神情俊逸，具有陕北男
人典型的气质美。他谦虚低调、谈吐优雅，
对人总是微笑以待。尤其是遇到朋友小酌
几杯，愿宏就会红晕着脸庞，即兴作起诗
来，或者干脆吼几嗓子信天游，让人如痴如
醉，流连忘返。他只要坐在你旁边，总会伸
出厚实的手掌紧紧握住你的手，掏心掏肺
拉上一阵子方肯罢休。这个时候，你会感
觉到有这样的朋友心里才踏实，活得才有
意义。

今天，他将要收割自己的这一茬庄稼
了，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大事情。《美陶》的问
世，必将在延安文坛激起不小的波澜，必将
会感动一大批青年读者，必将会让愿宏的
写作水平进入另一个境界和高地。

有耕耘就有收获，有付出就有回报！
希望愿宏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宽广！

生活需要哲人的思考
任永红

陕北高原的春天，虽然总让人觉得有
些姗姗来迟，但是春天毕竟是春天，它的
步履毕竟是无法阻挡的。扑面而来的绿
意，山洼处勃发小草……这些都平复着去
往子长周家硷颠簸不已的尘土之路给我
带来的不适。不知是霏霏的春雨，还是我
的眼泪所致，我的视线一直模糊着。一路
上，我爷爷王正侯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
我的眼前。

89年前，爷爷在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
田夫的带领下出现在周家硷的山坡上。这
里几天前才下过一场雪，当时还没有融化，
人踩在上面吱吱作响。那时候，马上就要
过年了，他们出现在周家硷这样一处偏僻
的山沟里，到底是为什么？

据中共党史记载，1935年2月5日，中
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周家硷召
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
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西北革命

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
根据地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选举惠子
俊为书记，因为惠子俊当时在陕西省委工
作，选举了崔田夫为代理书记。

在此之前，崔田夫和爷爷之所以会出
现在周家硷，就是在为这样一次极其重要
的会议选定地址。我的爷爷在此次会议
中担负着保卫工作。会议开始前，崔田夫
就暗地里找到爷爷，他并没有告诉爷爷即
将召开什么会议，也没有告诉他什么人要
参加此次会议。只是要求爷爷以及另外
几名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时刻保持高度
警惕，务必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当时，
已经参加革命好几年的爷爷从崔田夫那
严肃的神情中已经猜出这是一次极其重
要的会议。爷爷当即向崔田夫表示：自己
一定会用生命来保护这次会议的安全进
行。

会议召开以前，爷爷在召开会议的窑

洞周围部署了 3个暗哨。在没有什么武
器装备的年代，爷爷及其他负责保卫工作
的同志就提前去河滩寻找了好些鹅卵石，
将其搬运至各个暗哨的位置。爷爷后来
回忆，那天的天气真的非常寒冷，衣着单
薄的爷爷和他的战友们提前进入各个暗
哨，他们趴卧在雪地里，饿了，吃一口已经
冻硬的干粮；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
里。就这样埋伏了一整天。当参加会议
的人全部离开后，他们几个人已经都冻得
说不出话了。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到了掩映在春天
里的周家硷。那曾经召开过会议的窑洞里
静悄悄的，那破旧的木门已经绽裂出一道
道深深的痕迹，显出了岁月沧桑。窑洞的
正上方，挂着一块红色的匾牌，上面写着

“陕甘、陕北特委联席会议旧址”。站在这
窑洞前，我抬头仰望，仿佛看到山峁上爷爷
的身影。

岁月如梭，征程留印。
我所工作的黄陵矿业二号煤矿即将迎

来建矿 20周年的盛典之喜。作为长期忙
碌在服务职工战线上的“奋斗者”，我荣幸
地参与了它的成长，见证了它的华丽蜕变。

20年，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不算长。
20年，对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

不算短。
20年，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成长来

说，不算易。
永远都没有长大，但永远都没有停止

成长。20世纪80年代，我出生在离二号煤
矿不远的小村庄。吃饱穿暖、顺利求学、摆
脱劳作、走出山区……是儿时自己最清晰
最纯粹又最真诚的愿望。寒窗苦读十余
载，认天命，听父命，梦想站在讲台上当老
师的自己，辗转来到农业大学的校园。

命运会转弯，结果尽人意。勤工俭学、
自考备战、打工磨炼、自力更生……直到毕
业后顺利进入博物馆的讲解舞台，面对天
南海北的游客，自信满满、滔滔不绝地进行
讲解时，方知心中之喜，深感理想还在，梦
想初成。

缘分，是前世种下的种子。2004年 4
月，我听从父母之命返乡就业，落脚黄陵，
艰难度日，奋力解脱。因“家乡”之缘，重新

选择，走进二号煤矿；因“讲解”之缘，继续
坚持，走上喜爱的岗位；因“爱”之缘，组建
家庭，心安喜乐，从此与二号煤矿有了不解
之缘。

感动，矿井的迭代蜕变。回忆二号煤
矿走过的7300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感
慨万千。依然清晰地记得，项目初期，满眼
望去的水稻田、黄土坡、杂草树林和一排排
彩钢房，是第一批入矿人员的唯一栖息
地。前辈们从矿井筹建成立，到完成征地、
改河、“四通一平”、破土动工、引进先进设
备、队伍技术培训等一系列工作。随后，选
煤厂和自备铁路线相继建成落地，现代化
矿区的雏形基本形成。

如今，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曾经的
河滩地已蝶变为“乡村绿肺”，煤炭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这绿水青山
和万家灯火中。

过去整整20年了。20年，矿井从无到
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这一片河滩地见
证了二矿人艰苦创业的奋斗，开拓创新的
成长，技术浪潮的革新，也共同写下了二矿
的辉煌。掀开二号煤矿 20年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一组组数据、一排排荣誉、一张
张笑脸、一次次创新……这些有温度的数
字背后，有情怀的故事身后，是二号煤矿

20年改革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创业、
改革创新的奋斗史，是一部硕果累累、催人
奋进的发展史。

感恩，矿井赋予的福祉。谈到二矿 20
年来的发展变化，对于一个从小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深知贫困落后的心酸和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我来说，既是受惠者也是伴跑者。
企业的投建，造福了我的家乡；企业的发展，
成果共享，丰富了大家的生活。如今，家乡
的山更绿、水更蓝，人们脸上的笑容更甜。
矿井的开采方式、职工的下井方式大不相
同。煤矿工人在调度室按下操作按钮，滚滚
的“乌金”就会通过传输皮带流水般奔向地
面。“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坐在地面采煤”，
这个几代煤矿人期待的井下“无人化”智能
开采梦想，如今在这里实现了。

20年前的4月，我们相约矿区，相伴坚
守，一起成长、一起努力、一起拼搏，我们享
受过煤矿黄金十年的馈赠又抵挡过煤矿遇
寒冬的煎熬。如今，已是不惑之年的我，再
回首，不由感慨：“漫漫人生路，在我最美好
的年华里，能与矿区发展相伴同行，是我的
荣幸。”

人间最美四月天。当下，正值四月，二
矿青山环绕，樱花烂漫，香气扑鼻。

走进二矿，高耸的机关大楼，四季如春

的绿植园林，整齐划一的智能路灯，干净整
洁的厂区道路，排列行走的职工队伍……
现代化的矿区尽收眼帘，昔日的模样早已
褪去，20年前的矿区记忆也随之淡化。

漫步二矿，暖阳洒在身上，绿草抽芽，
鲜花绽放，厂区道路两旁各色花朵争相绽
放，树枝努力抽着新条，生怕错过这美好的
季节。矿工们有的把春之美写在文字里，
有人把它分享在朋友圈中，有人拍下来放

进相册里……每一个眼中有美、心中有爱
的人，都拥有感悟精彩故事的能力。

黄陵矿业二号煤矿：昨天是你走过的
艰辛日，今天是你二十载的生日，明天是你
的继续征程日，未来是你发展的美好日。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二号煤矿承载着续写黄陵矿业光荣与梦想
的重任，我愿常怀感恩之心，继续与你携手
四季，并肩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