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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延安书局协办

书 作
推 荐 《贾平凹传》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完整的贾平凹传
记，作者孙见喜作为贾平凹忠实而长久的
密友，始终零距离注视、现场记录贾平凹文
事活动及其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以独特
的视觉与窥镜式扫描，成就了这部别开生
面的文学传记读本。书中对贾平凹60多年
的人生经历作了生动叙述，如贾平凹的农
家子弟生活和求学时代的风貌、贾平凹的
爱情故事和交友逸事、贾平凹的收藏癖好
和饮食习惯、贾平凹的个人性格和奇才异
思等等，都娓娓道来，真实而生动。

内容简介

孙见喜，陕西商洛市人，原太白文艺出
版社编审，现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国学院院
长、西安工业大学及咸阳师范学院特聘教
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评论家协会
理事。出版有各类著作十几部，代表作品有
长篇纪实文学《贾平凹之谜》，长篇小说《山
匪》，小说集《望月婆罗门》，散文集《小河涨
水》《浔阳夜月》《孙见喜散文精选》，评论集
《〈浮躁〉评点本》《孙见喜评论集》，三卷本传
记《贾平凹前传》等。《山匪》荣获 2009年陕
西省首届“柳青文学奖”。

孙立盎，1973年出生，商洛市人，西北大
学文学硕士。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副
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西方文化史”
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发表相关学术
论文 20余篇，出版专著及教材 4部，主持省
厅级以上科研项目5项。

作者介绍

白天多次去过南沟，看格桑
花，摘樱桃，观秋实，赏冬雪，不同
的季节，自有别样的情趣，不禁为
家乡安塞有如此幽境而暗自欣
慰。入秋，气温高热不退，几番骤
雨，仍未消解。

看到几个朋友发来南沟的夜景
照片，光影迷幻，一派世外桃源景象，
让人心向往之。从延安驱车，二十分
钟便到。去时，正当夕阳西下，太阳
渐渐敛去赤烈的锋芒，露出圆融本
真的可爱，像幼儿画笔下的太阳。
我想到张二棍《太阳落山了》中的诗
句：“无山可落时，就落水，落地平
线。落棚户区，落垃圾堆。我还见
过，它静静落在火葬场的烟囱后面。
落日真谦逊啊，它从不对你我的人
间，挑三拣四。”不知别人怎样解读，
我从这些诗句中读出了宁静、悲悯、
豁然、智慧、幸福。

落日的余晖为山野连片的各色
野花镀上了一层金边，给平凡的事
物赋予了神圣的光辉。山川大地骤
然寂静、辽阔、遥远，一只大鸟是黄
昏的精灵，从天空迅急掠过，在我心

里投下无法抹去的弦影。大地隐匿
了白日的喧嚣、浮华、燥热，让众生
回归到孩提状态，让忙碌了一天的
孩子投入母亲温柔的怀抱，躺进夜
的纱帐里，做一个无法言说的香甜
之梦。

不知什么时候，灯光已经亮
起。这不是城市里辉煌的灯光，
不是舞台上绚丽美幻的灯光，也

不是乡村星星点点的灯光，而是
童话世界里的灯光、人间仙境里
缥缈的灯光、与山形地理宇宙人
心相融相和相亲相生的灯光。置
身其中，成人也像孩子，孩子更像
孩子。

玩是人天性中固有的潜质，需
要不断开发、激活、恢复。久在钢筋
水泥丛林中生活的人们，已逐渐将

自然的玩性压抑、遮蔽、麻木，使人
沦为各种各样的被动接受的“器”，
甚至成为“变形金刚”，恰与孔圣人
教导的“君子不器”相违。在人世，
需要这灯光，这快乐，这情趣，来治
愈、休憩、升华。难怪古希腊哲学家
普罗塔哥拉说，“人的大脑不是一个
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把需要
点燃的火炬。”人生所需何其简单，
不过是一日三餐、安宁生活、稳定工
作、身心快乐，人之欲望又何其繁
多，吃了五谷想六味，这山望见那山
高，总在围城中打转，自困其中浑然
不觉。其实，活在当下，活在内心，
活出精神就好。就像这些灯光，单
个看来虽然微小，却各有各的位置、
形状、亮度、色彩、韵味，组合在一起
才叫美。如果都是清一色，或者拥
挤在一起，相互争抢最佳位置，都想
突出自己的重要性，那就混乱不堪，
毫无美感可言了。

儿子越玩越精神，女儿累得在
车上就熟睡了，我却没有一点闲倦
之意。感谢这心灵之夜、心灵之旅、
心灵之光。

我喜欢刘巧珍，不是一般喜
欢。

刘巧珍是路遥塑造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上经典的陕北农村女性
形象。她美丽的脸庞上扑闪着一
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高挑的身材
像白杨树一般可爱。更可贵的
是，如德顺爷爷所说，巧珍具有金
子一样的心灵。她善良朴实、多
情温柔、勤劳勇敢、热爱土地，集
中体现了陕北女性的诸多优秀品
质，如陕北乡野里盛开的山丹丹
那么光彩照人。

沈从文被誉为描写少女的圣
手，在湘西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
境下，塑造了翠翠、三三、萧萧等
一系列处于社会底层的纯朴善良
的少女形象。她们像山间奔流的
小溪，任情而动，洋溢着生命的热
情、自然、美好。而我认为可与之
媲美和抗衡的，就是刘巧珍。她
与这些人物一样美丽善良，朴实
勤劳，思想同样未被现代文明污
染。

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位文学
朋友李先生，他更是痴迷《人
生》。每次我俩讨论起《人生》，总
有说不完的话题。朋友的父亲是
个文学爱好者，在外工作，只有星
期天回农村与母亲团聚。在温暖
的煤油灯下，父亲在为不识字的
母亲读着《人生》，母亲一边听着，
一边在灯下做着针线活。当被某
个情节感动时，也会落泪。

李先生读高三时，同学们都
在为高考冲刺，他却入迷地在“创

作”着《人生》续集。他给《人生》
中的几个人物都安排了光明前
景，而现实中的他却在高考中名
落孙山。后来，他参了军，复员之
后有了工作，依然喜欢《人生》。
在他写的文章中，十之七八都涉
及路遥或刘巧珍。当他打听到在
路遥写《人生》的甘泉县境内有刘
巧珍的原型人物时，费尽心力地
去寻找拜访，终于在某个村子里
找到。还用手机拍了照片，在我
们几个文友面前“炫耀”。这一
幕，使我不由得心生感慨：世上真
有痴人啊！深耽于此，非要痴痴
地找一个具体的人吗？可能找到
的这一个也是只具其形，未备其
质吧！刘巧珍只是路遥塑造的一
个典型形象，是他自己在生活中
所遇到的若干个女性的总和。我
们把她当成心中缥缈的、神往的
一个美丽形象不是更好吗？所有
的具象化，也都会破除神秘、破坏
美感的。

我心中的刘巧珍
高红艳

清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微风拂
面。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呼唤着沉睡中
的黄土地。我走出家门，一边嗅着泥
土的清香，一边往单位走去。

今天是周末，原本不用上班。
可我想享受一方清净，在书法的世
界中遨游一番。

来到办公室，先泡上一杯浓茶，
翻开唐代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
这一刻，自己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

徜徉于褚遂良的碑帖殿堂，与大师
讨教运笔的真谛，聆听大唐优美的
鼓乐声，感受书法的大气磅礴和荡
气回肠。

一步一步向前走，一笔一画往
前看。穿过茂密的森林，走在S形的
小道上，时而欣赏姹紫嫣红的花卉，
时而踏过顽强的小草，时而踩过松
软的泥土，时而仰望参天大树，时而
望着蓝天，看着白云如蛟龙出海，龙

飞凤舞……在大山深处的一个石桌
旁，两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专注地
对弈。他们时而深沉思索，时而开
怀大笑，抬手果断落子。

野马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驰
骋，骆驼终会在干涸的沙漠里找到
水源。笔锋随着动感的节奏在宣纸
上翩翩起舞，柔软的笔触与粗糙的
毛边纸碰撞出的激情点燃了笔者内
心的呐喊。文字的笔法粗放、婉约、

细腻，清新中透出灵动，灵动中藏有
睿智，睿智中凸显特色，特色中蕴含
着生命和生活的韵味。无声的线
条，不拘一格，又如出一辙，让人顶
礼膜拜，如醉如痴，感叹不已。

天黑了，窗外的星星正在精心
梳理着疲倦的灵魂，晚风吹来回家
的呼唤。我品一口浓茶淡后的余
香，望着宝塔璀璨的灯光，踏上了回
家的路。

南沟之夜
郭愿宏

走进《雁塔圣教序》
王泽国

在陕北这块神奇的黄土高原上，历
来不乏英雄和名人，我今天介绍的这位
名人王彦春，说他是我市文化界、文学领
域的名人一点也不为过。他在文化、文
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得到了延安文
学界同仁的认可称赞，并得到了陕西乃
至全国一些文学大家的推崇与好评，并
在 2004年、2006年入选《三秦名人》和
《陕西文化名人辞典》之列。我省著名作
家高鸿先生就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其
是“一介草莽书生，搅动天地乾坤”的文
坛才子；我市知名作家裴积荣先生，称其
是位“光华健美的陕北汉子”，足见他的
名气之大非同一般。

我与彦春相识，已有近二十年的时
间。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只是之前我在
《延安日报》和某刊物上偶然见到他的文
章后，便对这位文笔犀利、敢于直言的作
者产生了兴趣。

初次见面，他便给我留下了很好的
印象。他身材魁梧，方正的脸庞上，一
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射出睿智与坚
毅的光芒。他举止稳重、谈吐文雅，一
看便是一位英俊帅气的陕北汉子。后
来，由于工作关系和爱好相投，我们便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尤其是我俩都
是农民的儿子，都有着食不果腹的童
年，大山牧羊扶犁的少年和虽为公家人
但却捉襟见肘的青壮年。更为相似的
是，我们都是上过省内外知名水利学
校，毕业后又都分配到所在县的水利部
门，后经奋斗打拼跻身圣地首府，辗转
又落脚于林业部门的经历。他工作出
色，是位拼命三郎式的实干家，而且在
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散文、
小说、杂论，还写了几部颇有影响的小
品电视剧，后来又出版了几部散文集。
可以说是一位多方面、多文种的非专业
性作家，是位阅尽凡尘辛酸事、揭示人
间真善美、矢志不移守初心、妙笔生花
话沧桑的文人。

古人云，开卷有益。读彦春的散文
集，使人有一种犹如春风扑面而来的感
受，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可使失意落魄
的人获得力量，重新振作起来迈向成功
的彼岸；使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人如梦
方醒，找回自我继续前行；使一些叹世不
公、怨天尤人的人少了许多牢骚，多了许
多宽容；使一些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人

多了许多务实和勤奋。读他的散文，好
像在品尝一壶陈年佳酿，越来越有味、越
品越醇香。读他的散文，如同和作者面
对面，敞开心扉进行交流一样，仿佛他乡
遇故知、亲切又温暖。尤其他对中华传
统美德的坚守和传扬，对弱者的同情及
对丑恶腐败的憎恨与鞭笞，令人拍案叫
绝，肃然起敬。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柔
情男儿。他幼时体弱多病，是养父母将
他收养，并在那个极度贫困的年代花
1000余元为他治好了病，并悉心呵护他
长大成人。这份爱使他终生难忘，视养
父母为亲生父母一般。在《悬壶之恩》一
文中，他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与颂扬感人
至深。其母一生慈悲为怀、乐施行善，虽
不育但却先后收养救助过四女两男六个
孩子，终使他们脱离困境，有了好的依靠
和归宿。母亲这种只图付出、不求回报
的高贵品质，以及父亲那大山一样的父
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无私
的大爱精神伴随了他的整个人生。

他是一个爱憎分明、铮铮铁骨的陕
北汉子。他笔下，记述和颂扬的大都是
底层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如在《实干
家贺生力同志》和《荒山孤魂》两文中，
前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某县重
大水利工程项目总指挥，虽政绩突出，
但因坚持原则、敢于犯上而未能得到提
拔重用，最终抑郁而亡，引发了作者的
感叹和追思；后者是一个长征后来陕北
的老红军，因伤残落脚到偏僻的乡下农
村。他身残志不残，始终保留了一个老
党员、老红军的革命本色。他一心为
公、无私无畏，但晚年无儿无女的他，却
没有得到组织和村人应有的照顾，竟自
我入棺服毒而亡，令作者无限惋惜和同
情。在《红榜》《双面孔》《骗子与贪官》
等文中，直击官僚贪腐者的要害，并把
此等人与社会上的一些人推崇信奉的
《厚黑学》进行了解析与联系，真是入木
三分、发人深思。在《闯关》《乔迁记》
《倔强无悔》等文中，活脱脱地反映了一
个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权贵折腰的陕北
汉子的高大形象。因而国内一位网友
评价他：“文如其人，您应该是位正人君
子，令人肃然起敬！”高鸿先生则评价
他：“品格自超梅以上，真情只在山水
间。”足见他的人品、文品令人钦佩。

以上，只是他在文学方面的一些成
就，而最让人赞誉的，则是他在文化方面
的非凡才能和贡献。当下，在大多人追
求金钱物质、崇拜利禄权贵的时候，彦春
却破天荒地创办了延安第一个非官方的
文化杂志《延安社区文化》。此刊物集时
政要闻、艺术花苑、文学天地为一体。尤
其是文学天地栏目，为许多怀揣文学梦
想但又无法迈入官方高门槛文学刊物的
人提供一个大舞台。于是，不仅本市各
县（市、区），省内乃至甘肃、青海、湖北、
江苏等地的文学爱好者也纷纷慕名投
稿。而绝大多数稿件经他认真修改编辑
后均能被刊载登出，这极大地鼓舞了文
学爱好者的创作激情。几年下来，《延安
社区文化》杂志影响越来越大，热爱文学
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经过数年的锻
炼提高，昔日的很多文学爱好者已经成
功步入了作家行列。出书、出文集、写小
说者层出不穷。其中，我就曾向他推荐
过家乡的两位文学爱好者蔡孟先、段璟
奇，他俩后来各出了几本散文集和一两
部小说，已成为家乡有一定名气的真正
作家。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对催生、推动
延安和省内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延安社区文化》从 2008年创刊到
现在，共出刊 158期，累计发行了 35万
余册，培养草根作家近千人，其成绩斐
然，令人惊叹。然而有谁知道，在创刊
的这十三年中，他不仅没有一分钱的收
益，而且还支付了几十万元的出版刊印
费。这些巨大的费用，都是通过他的人
脉筹到的。有人说他傻，有人说凭他的
影响和能力，到哪里也能挣他个几十万
或上百万，他只是淡淡地一笑。如今，
他虽已退居二线，可他仍像苦行僧一般
坚守着他的这方净土乐园，仍不知疲倦
地四处化缘，维持着这尊文化香炉的兴
旺。他对文化、文学事业的这种执着、
献身精神，深深打动着我们，我们应当
为他而歌、为他而赞。

对于彦春，我想写的东西很多，但因
篇幅和本人水平有限，只能就此搁笔。
余兴未尽，有感而发，故以诗作结：

傲视群雄仰天笑，
男儿壮志凌云霄。
沧海横流显本色，
情系高原敢弄潮。

沧海横流显本色
情系高原敢弄潮

蔡亮

● 孙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