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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犹自带铜声”
——品读侯波小说《天下安定》

郭愿宏

近日，幸得侯波先生新著的红色题材长篇
小说《天下安定》，之前听他介绍过这本书，最
近又看到几篇评论，对此书期许已久，如饥似
渴，忍不住一口气读完。读之思之，怎能不为
作者心系红色沃土的赤子之心、匠心独运的非
凡功力、人物塑造的鲜活跃动、从容而述的质
朴浓烈，鼓舞，惊叹，点赞！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创造的
辉煌与奇迹，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
大牺牲和贡献，早已写在党的旗帜上，载入
不可磨灭的史书里，植入每个中国人的灵魂
与血脉中。对于这段艰辛、雄浑、壮美的历
史，从党史、理论、学术角度挖掘研究讲述的
很多，但从文学艺术角度形象生动再现的还
不够多，本土作家中以此为题材写成文学巨
著的也不多。在建党百年，侯波先生以强烈
的历史主动、时代良知、使命担当，在先前挂
职锻炼、长期积淀的基础上，厚积薄发，一气
呵成，以每日万字的惊人速度，用一个月时
间就完成了该书初稿，于 2021年 10月出版
发行，将这火一样燃烧的史诗、创造性劳动
的结晶回馈父老乡亲，献给党和国家。这份
赤诚、这份传承、这份耕耘本身就是胜利，让

人由衷敬佩。
书中的故事从安定城墙、七孔窑洞徐徐展

开，以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党中央和
解放军被迫实行战略撤退、转入内线农村和山
区作战的特殊时期为背景，以任月秀从纯真烂
漫的少女到接触《婚姻法》，大胆追求婚姻自
由，接受党组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影响，由
为个人幸福生活考虑逐步转向为大众安危冷
暖着想，自觉做群众工作、勇敢配合支持革命
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以正直本分、憨厚朴实的
钱成成一步步成长为成熟干练的革命同志为
副线，以此辐射到任彦贵、钱东来、李树勋、荣
儿等人物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的深刻转变。小
说主要人物个性鲜明，呼之欲出，塑造最成功
的莫过于主人公任月秀。她是安定最美的女
子，心地善良，重情重义，独立自强，敢爱敢恨，
对家道中落、生活窘迫的钱成成念念不忘。为
了和他在一起，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接受“抢
婚”，毅然“私奔”。但她自尊自爱，坚决不与钱
成成稀里糊涂入洞房，而是暂住姑姑家，自己
据理力争，上诉到边区法院，承认他俩婚姻合
法有效，才名正言顺成婚。她对父亲选下的

“如意郎君”、富家子弟田远刚嗤之以鼻，与他
水火不容、斗争到底，不为富贵所动、不为胁
迫所畏，展现出男子汉也难以企及的正义、宽
广、果敢、坚韧。当国民党军队抢走乡亲们藏
好的粮食、群众生活陷入水深火热境地的时
候，尽管她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游击队员，
却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做到先人后己、公而忘
私，亲自为乡亲带路，挖走了父亲埋在老鸦沟
土窑里还没有被敌人发现的粮食，宁可委屈
自己和家人，也要救助饥肠辘辘的乡亲，热心
组织大家互助互济共渡难关。敢于冒着危险
去挖她姨夫李树勋埋在废弃酿酒池里的粮
食，粮食没到手，却让国民党士兵发现，被送
到警备司令部安定分部关押起来，先前为区
议员的李树勋虽然加入了国民党镇公所，实
为“骑墙派”，觉得国民党快完了，就倾向共产
党和群众这边，在她姨夫的开脱搭救下，才把
他们放出来。后来在月秀的帮助下，李树勋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帮助群众做事。还
是书中对她的评价更有说服力。军保说：“自
古就有天上的冷子，安定的女子”的说法，保
林反驳说“冷子那是砸庄稼的，月秀姐是天天
帮人的，是帮我们弄粮食的。”军保纠正为“安
定女子，粮食囤子”。小说对田远刚、李进成、
李尚武、钱二娃、老苗等冥顽不化、狭隘自私、

见风使舵、为虎作伥的负面人物塑造也很丰
满，看得人咬牙切齿。作者用这类人的可恶
可憎来映衬任月秀、钱成成等人的可敬可爱，
构成小说的矛盾冲突，推动情节一波三折演
进。书中对马专员、邓汉杰、侯俊发、薛志刚、
薛东坡、腊梅等人物虽然着墨不多、时隐时
现，但他们却是书中的灵魂人物，对主人公任
秀月、钱成成以及其他人物的思想转变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小说以小博大，一针见血，
浓缩厚重历史于方寸之间，有力证明了党中
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正确主张、思想路
线、方针政策和优良作风在人民群众当中逐
渐落地生根、开花结籽，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
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伟大真谛，
也点明了“民心安则天下定”这一写作主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讲话中引用“文者，贯道之器
也”“立文之道，惟字与义”的古语，强调“文化
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提
出“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
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
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天下安定》的思想
内容、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秉承了侯波小说一
贯的质朴、厚重、坚实、硬气的品质，也许是受
陕北优秀作家柳青、路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的影响，受这片黄土地的滋养，使他本人和作
品都被赋予黄土般浑厚的底色，“土得掉渣”，
却“洋得开花”。他不讲究物质享受，不在乎
级别职务，不擅长客套虚礼，一门心思搞写
作，自由自在地活在他所追求的世界里。能
与侯波先生交往交流是一大享受，他丝毫没
有长者对后生、名家对后进的居高临下、倚老
卖老。他说话不多，却总是言简意深，平中见
奇，蕴含哲理，让人顿觉敞亮。他更多时候像
一位踏实靠谱的老大哥，有时却真诚活泼得
像个孩子。每当兴致上来，还会以他特有的、
略带宜川味儿、极富磁性和“杀伤力”的男中
音唱几首地道的陕北民歌，起承转合、举手投
足间自有一股无法抵挡的阳光帅气和人格魅
力。

侯波的作品，不是玲珑精致的玉器，也不
是悦耳动听的银器，而是磅礴大气、拙朴厚重、
承载着良知道义与责任担当的青铜器。我不
由想到他办公室那幅瘦骨嶙峋却浑身是劲的
骏马油画，想到他珍爱的那尊木石天然融合、
负重挺立的“愚公移山”根雕，想到李贺的“向
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不像大多数人，年纪轻轻就与诗结
缘，通过写作上的持续推进，进入现代汉
语诗歌的话语系统。李炳智的诗歌写
作，是在 50岁之后，将搁置多年的文学
梦想重新拾起，并试图以现代诗为突破
口，所进行的一种充满自我挑战的选
择。因此，李炳智就像一个意外的闯入
者，携带自身特有的质朴、热烈和古拗的
诗意进入当下诗歌的现场，他执着地进
行自我表达，彰显自己的存在。不过细
想之下，这一点也不意外，人在艺术上的
选择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一种精神上
的召唤，可以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释放出
属于自己的声音。

李炳智出版过两本诗集，封面都印
有“现代诗集”字样，他写作或发表诗歌，
也习惯地称之为“现代诗歌”。我猜想，
在他内心深处，“现代”是具有诱惑力的，
或许那就是他努力寻求的方向。谈到现
代诗，客观讲，它不应仅仅表现为一种有
意味的抒情或叙述。从根本上说，现代
诗就是创作主体在强烈的现代意识观照
下的诗意生成。李炳智这一代人生于建
国之后，经历共和国在特殊年代的种种
震荡，同时他们深受农耕文明的熏陶和
古典诗词的滋养，思想意识深处，传统的
惯性很大，不比新时期出生或成长起来
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置身现代语境，现
代意识可以说是自然生成。因此，将中
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渗透到现代
诗歌之中，使之洋溢一种古道秋风的意
蕴，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放弃了更为顺手的旧体诗词的创作，
而选择以现代诗的形式进行自我表达，这
对李炳智来说似乎就是一种挑战。然而，
我们的担心显然多余，因为他起初写新诗
的目的，就是要找一条继承、发展、创新的
路径——向诗歌传统的自觉靠拢和回
归。这种写作方向，显然是根植于建国后
到新时期以前中国新诗的土壤，然后向更
远些的古典诗歌传统汲取营养，而进行的

一种当下生活的表达。李炳智的文学观
是现实主义的，而他的精神气质又具有浪
漫主义特征；题材时时触及当下城市生
活，而诗歌意蕴又充满古意，诗歌形态和
审美趋向传统。因此，他思想内部及诗歌
内部的空间是具有张力的。把他的这种
诗歌追求，放到百年新诗尚在积累、调整
和探索这个大背景下，毫无疑问是具有积
极意义的。

对应于现代，人们常常说到传统。
所谓传统，也是一个模糊的、言人人殊的
概念。具体到文化和诗学范畴，它的存
在犹如家园，既提供无穷的汲养和庇护，
同时也形同黑洞，吸附并吞噬远行者的
脚步。古典诗情如若不能在更深的层面
进行精神上的传承，或者漠视、排斥现代
性的艰难探索，就会沉沦于历史巨大的
惰性。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现代和传
统之间，无疑是断裂的，存在一个巨大、
尚无法弥合的裂隙。现代性的道路疑虑
重重，传统的面貌也变得暧昧不清。在
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和机遇之下，诗歌
就是一种自觉的寻觅和廓清。当然，这
也会是困难重重，甚至异常艰险的。

还好，无论选择哪种方向，在现代和
传统之间是游移还是决绝地奔赴，诗歌
的本质或者说内质，并不会因此而有太
大的改变。李炳智以数十年的人生阅历
和生命体验灌注自己的文本，整体上显
得情感饱满，意蕴丰厚，他的勤奋和对待
诗歌的精益求精值得肯定。按说，诗人
李炳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进行写作，在
现代汉语诗歌的话语系统中发出自己的
声音，应该更为徐舒和从容，但他并不满
足于充满诗意的生活，一种切实的诗意
存在，还渴望在诗歌文本上有所建树。
那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的纠结、互
动关系，以及因此而提供的广阔的创造
性区间中，诗人是大有作为的，我们也由
衷地期待并祝福诗人！（作者系《陕西诗
歌》主编、诗人、青年文学评论家）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移或选择
——李炳智诗歌读后

王可田

自古以来，人们对梅花就
特别喜爱。因为梅开五瓣，象
征着五福。五福即欢乐、美好、
长命、顺利、平安。梅花也寓意
着顽强、雅致，象征着奋勇当
先、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生生
不息的精神。

梅花不但给人以精神上的鼓
舞，也给人带来了视觉上的享
受。自古以来，赏梅就是件极为
有趣的雅事。梅花有紫红、粉红、
淡黄、淡墨、白色等多种颜色，也
有重瓣和单瓣之分。梅花轻柔素
雅，花形极为美丽。花香浓郁，沁
人心脾。吸一口花香，让人觉得
心旷神怡。

每当大雪纷飞、天寒地冻
之时，梅花却悄然开放。只见
那朵朵梅花，在寒风中俏立枝
头。红的似火，粉的似霞，白的
似雪，黄的金灿灿。如果你置
身在梅林之中，就会被那一片
片、一朵朵、一簇簇、一层层的
梅花所陶醉。

宋代诗人王安石特别喜欢梅花。他喜欢
梅花的香色俱全，也喜欢梅花不畏严寒，更喜
欢梅花那坚强的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
神。因此曾作诗一首：“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
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来表达自己对
梅花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诗
人陆游酷爱梅花，一生写过大量的咏梅诗词。
梅花象征着气节、信念与人格。梅花开在严
冬，它不畏严寒，落时不恋春色，来得光明，去
得磊落。寒冬腊月，百花凋零，唯独它冒着冰
雪独自开放。所以梅花被人尊为百花之首。

更有喜欢梅花者，当属北宋诗人林逋。他
自幼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知识渊博，喜恬
淡，不趋名利。长大后喜欢养鹤植梅，隐居西
湖后，在山坡上种植大片梅花。每到冬季大雪
纷飞之时，漫山遍野的梅花在山坡上争相开
放，色彩纷呈，绚丽多姿，梅香四溢，令人陶
醉。他常作诗咏梅，但作的诗随作随弃，并不
存留，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
子”。可见林逋先生喜爱梅花的程度至深，真
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古人因为爱梅、惜梅，所以也给我们留下了
许多咏梅的古诗句。以供我们后人欣赏、学习。

雪，时常从铅色的空中，鹅毛般簌簌而
落，正是“一色阴云蔽晓空，粉英琼屑乱茸
茸”。若是配着刺骨的北风，便如烟雾般缥
缈了。倘若无风，雪花窸窸窣窣地落下来，

“吹破云心散九州，飞花一瞬白人头。”雪花
落定的声音，敲在人心上，是一串舒缓轻扬
的乐符。

雪一下，冬天的滋味便凸显了。肃杀
的天地灵动起来，人们畏缩的身体和蜷缩
的心也舒展开来。雪是冬天的精灵，它有
一种莫名的魔力，让很多人都喜欢它、欣赏
它、赞美它。有了雪，似乎再寒冷的冬天，
也值得期待与隐忍了。

自古以来，雪入画，雪入诗，雪入曲，雪
入舞。但，雪与酒的渊源更为奇妙，也更值
得玩味。无他，冷清的雪，与温热甚至激烈
的酒一相逢，犹如水与火交融，在天寒地冻
中，总能酝酿出一幕幕或柔情或深情或豪
情的情愫，似陈年佳酿，历经岁月的沉淀，
越发香醇。每每回味起来，总令人心醉。

酒，以水的形态自居，却有着火的性
格。在刺骨的风雪中饮酒，更能凸显冬的
凛冽与酒的灼烈。酒入喉后，瞬间便从水
转化成火焰。酒水所到之处，犹如通红的
炭火，烘烤着全身，身心便如山石一般刚
毅从容了。如此，再面对嚣张的风雪，倒
觉得眼前的风雪也有了风情，娇态万千，
美不胜收。是以，明朝诗人袁宗道云“雪
中酒戒最难持”。这一言，道尽了多少人
的心声！

大雪将至，沉闷的心情也雀跃起来。
白居易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苏
轼说：“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饮此
觞。”雪未下，酒意已到；雪未下，酒已温，只
待有心人，叩门而入，相对临窗而坐，一边
听着萧萧风声，一边赏着漫天白雪，把酒言
欢，岂不快哉！

若大雪封门，一人独酌，静听风雪纷
飞，人在室内，心系室外。“夜深知雪重，时
闻折竹声”，于万籁俱寂的夜里，细细聆听

大自然的合奏，那便是另外一番滋味了。
若在雪飘如絮的夜里，有老友冒雪前

来，“可怜今夜鹅毛雪，引得高情鹤氅人”，
该是如何欢喜？必应围坐于“红泥小火炉”
旁，“十分满盏黄金液”，且看“一尺中庭白
玉尘”，畅饮对酌。屋外大雪不止，室内温
暖如春，友情与诗意在推杯换盏中升腾，长
夜漫漫话不尽，“对此欲留君便宿，诗情酒
分合相亲”。此情此景，当与君畅怀，一夜
小酌！

若意兴浓烈，却无人对饮，那便携酒
去，冒着风雪，揣着殷殷期待，叩开故人家
门。“一盏寒灯云外夜，数杯温酎雪中春。”
如此情景，如此情意，饮下的哪里是酒？

最有意思的是张岱了，往湖心亭看雪，
彼时“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到了
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
沸。”看到同去亭中赏雪的张岱，大喜，并拉
他同饮。张岱“强饮三大白而别”。呵，一
场雪事，一场意外的相遇，一场三人对酌，

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如今，北国已是寒气蚀骨的冬季。我

期待着一场大雪中，有好友翩然而至，清脆
的叩门声，惊醒枯坐蜗居的我。他手持一
剪红梅，怀揣两卷诗文，三笑而问：“能饮一
杯否？”

我答：“新雪对新酒，煮酒待君来。”
于雪中，偷得一日闲，与知己共饮，可

抵十年尘梦。

一卷书香，一晚月光，一群闪亮的萤火
虫，一扇清新脱俗的绿纱窗，一帘散着幽香
的藤萝帷幔，一盏浮着淡淡清欢的茶汤，一
个美妙的盛夏之夜。

荷香悠悠，蛙声更迭，我捧着一卷宋
词，坐在满是月色的窗前。夏夜里风吹叶

响，月色似雾朦胧。这时觉得，读一阕婉约
的宋词更加应景。既读李清照，也读柳
永。吟绿肥红瘦，歌寒蝉凄切。诵溪亭日
暮，咏烟柳画桥。叹物是人非，惜苹花渐
老。婉约的宋词如习习微风，拂过燥热的
心坎，从词里生出的绿意消退了枯燥无味，
阴凉了烦闷焦躁。

我邀约易安于藕花深处赏荷，斟了一
杯清茶递给对坐的柳永，给鹊桥边上的秦
观写了一封长信，掬了一捧水月赠给花市
看灯的欧阳修。一个盛夏的夜晚，我穿越
历史的长河，与多情的才子佳人相约芳
丛。在那些柔情似水的诗行里找到了文字
的淡泊与从容。

溶溶月色如银，明亮动人的光影映
照在窗前的芭蕉叶上。月色如练，舞弄
琴弦，宋词里的文字便忍不住应和月色，
从那些墨迹里跳了出来，如蝶般翩翩起
舞。若说月色是温婉如玉的公子，那这
些深情款款的词句恨不得做公子身上的
环佩叮当，一步一响，形影相随。那直击

人内心的声音像是要遮盖夏夜里的所有
声响，蛙鸣、蝉语消失得一干二净。天地
间唯有一丝清明月色的照耀与一卷泛黄
宋词的低语。

月光清朗明亮，茶汤袅袅生香。这时
读词，要读豪放坦然的苏东坡，要读意气风
发的辛弃疾。心随大江东去，梦回吹角连
营。静观惊涛拍岸，醉看剑影刀光。心里
要有豪情千万，能掀起数丈狂澜。文字洗
去铅华，朴素的词章却也写满了泰然和随
意，愤慨与不易。但风霜再大有何关系，那
些悲哀的故事与伤痛的岁月不过是我们人
生中的胭脂过客而已。

又逢满月当空，月影浅浮在水面上，犹
如一块玉璧。此时临湖而坐，于晚风里觅
得一丝清净尤为难得。所以当一尾鱼惊醒
了一池沉睡的荷花，我不免想起宋朝的词
人对荷花荷叶的娓娓情语。在晏几道的笔
墨里，一朵荷便是一位红脸青腰的凌波女
子。这位女子在一朵荷的光阴里着红裙、
描红妆，眉心贴一抹花钿，邀约好友乘着兰

艇采香而去。
姜夔临花而语，写下的诗句里弥漫着

幽冷清丽的香气。他说荷叶如盖，莲花是
美人残酒方消的玉容。待别离时，荷叶荷
花留他在此，盛夏的味道一览无余。自然
山水的绵绵情意有时比酒还浓烈。有些时
候遇见了，便会有定居于此再不离去的意
念。但我终究只是个俗人罢了，做不到陶
潜的采菊东篱，也遑论林和靖的鹤子梅妻，
唯有在词句的长河里才能窥见一次久违的
致远宁静。

宋朝的月亮还在宋朝的天空之上，
今时的月亮和以往终是不同。每个朝代
的兴衰起落皆有命数，我们也只能透过
历史的瞳孔去邂逅想要遇到的风景。一
阕宋词就是宋时的一个场景，有人莳弄
花草，有人豪情饮醉，有时是一个人遇见
另一个人，一个人能听懂另一个人的词
意。在盛夏月夜邂逅一首宋词，在它的
光阴里与深情的人相拥，做一个对世间
所有风物都深情的女子。

读阕宋词温月光
杜明芬

雪中煮酒待君来
孙克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