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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蔡亮先生耗时六年精心创作的章
回体长篇历史小说《黄土魂》，我感到既兴奋
又震撼。我所兴奋的是，这位长期在延安林
业系统奋斗的“老林业人”，在退休多年后竟
创作出一部长达 90万字的章回体长篇历史
小说，为其退休生活添上了精彩的一笔；我
所震撼的是，这部小说无论在立意追求、人
物塑造乃至故事形式等方面无不体现作者
匠心，完全可以视为作者用小说方式为心目
中的陕北英雄塑像。

严格意义上讲，这部《黄土魂》章回体长篇
小说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传统的，它是
作者长期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收获的文
学果实。对此，我有几点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是这部小说的主题非常鲜明，就是歌
颂陕北英雄、致敬陕北大地。这部小说是以
清末时期发生在陕北地区重大真实的历史
事件为素材而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晚
清时期发生的陕西捻军造反、左宗棠陕甘平

乱、土匪聚散扰民、民团保境安民、官府强迫
种植罂粟、外国传教士横行陕北、保教军欺
压百姓、民众反抗洋教会斗争等事件，均通
过人物故事一一展现出来。作者精心塑造
了冯玉清、折冬生、蔡金元、石栓虎、折老夫
人、冯尚儒、冯忠贤、赵兰香、任巧莲、王金梅
等几十号正面人物，也着力刻画了侯世耀、
强月娥、同继洲、强文修、姚大全、姚大发等
几十号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作者因深受
中国古典小说与传统戏剧的影响，其笔下的
人物从出场到散场，好者更好、坏者更坏，具
有“脸谱化”的高度辨识度。正如京剧《唱脸
谱》歌词中所唱的那样：“蓝脸的窦尔敦盗御
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
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清朝晚期，陕北朔州安宁县青龙镇冯氏
大户子弟、青年才俊冯玉清是小说中的主要
人物。冯玉清是清同治元年秋闱的举人，就
在他准备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佳人赵兰
香完婚之时，陕北突遭战乱，冯玉清被乱军
掳走，冯府上下均以为他惨死在乱军刀下。
冯玉清的未婚妻赵兰香痛不欲生，先是投河
殉情未果，继而绝食寻死再被搭救。当赵兰
香得知自己已有一月身孕，决心活下去把孩
子生下来，待其长大后亲手交给冯府。赵兰
香父亲突然被土匪绑票，赵兰香只得卖身屈
嫁青龙镇恶人侯世耀做三姨太救父。从此，
赵兰香深陷魔窟，在长达十多年的侯府生活
期间遭受非人的折磨，真可谓九死一生，好
在冯玉清的骨肉成为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再说冯玉清其实在乱军屠村毁寺惨案中
并未遇害，他伺机逃跑后又历经千难万险，最
终被深山古寺和尚相救。他身体痊愈后，顿
觉习武的重要性，便在古寺练武四年学成，并
参加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平乱大军。因文武兼
备、智勇双全、战功卓著，冯玉清很快脱颖而
出。尤其是只身劝降董福祥成功，更是深得
左帅赏识。但冯玉清因陕甘战乱已平，谢绝
左帅举荐，辞官返乡，拟与赵兰香完婚。

冯玉清返乡后，安宁县令委任其为县民
团团总。他回到青龙镇后得知赵兰香已嫁恶
人侯世耀做小并育一子，如同五雷轰顶，痛不

欲生。当他了解真相后，决心办好民团，暗中
保护赵兰香母子，等待再续情缘时机。冯玉
清的乡勇民团，剿灭了多股盘踞在安宁境内
的土匪，保境安民，成绩突出，但县令却贪功
于己，县衙污吏沆瀣一气，草菅人命。正直的
冯玉清自然无法相融，只得告假回青龙镇另
谋他途。回乡不久的冯玉清再次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让侯世耀夫妇恨之入骨。“木秀于
林，风必摧之。”安宁县多位官员与土匪联手，
置冯玉清于死地，幸有好人相救才幸免于
难。出狱后的冯玉清，深感陕北百姓苦于鸦
片之害，相约民众代表赴朔州请愿禁烟。歹
人在其必经之地行刺，他生命垂危，幸得杏林
高手施救，再次奇迹般活下来。

冯玉清遇刺生还后，知道仅凭一己之力
无法根除陕北烟患，必须走科举之路给朝廷
进谏方能奏效。于是，他一门心思苦读，准
备赴京参加进士考试。而他的仇人侯世耀
等人再次设毒计加害。就在不知事理的县
令准备对冯玉清行刑之时，冯玉清左营从军
好友蔡金元救出赵兰香，方使真相大白。经
过一场大难，冯玉清因祸得福，与赵兰香这
对有情人在万般磨难之后终成眷属。此后，
陕北大旱，饿殍遍野，冯玉清组织大户与民
团赈灾济民，终使青龙镇与周边未发生死人
现象，这也让安宁县令与青龙镇镇长捞足

“政绩”，双双升官发财。
过罢年，冯玉清赴京在春闱中考取进士

功名。在殿试中，他凭借精彩文笔与出众的
“十疏策”答卷，被主副考官拟为前三甲头名
状元。然而，慈禧御览定夺时，却斥责冯玉
清妄议朝政、诽谤当今圣上，下令将其治罪，
幸有陕西众乡亲奔走搭救，冯玉清才免牢狱
之灾，但他被取消进士功名，永不得科举入
仕。此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在得知冯玉清触犯龙颜的消息后，重病
缠身的赵兰香更是心力交瘁，撒手人寰。痛
失爱妻后，冯玉清从悲痛中走出，做了青龙镇
私塾主事和先生，专心培养青龙子弟。就在
冯玉清两耳不闻窗外事之时，盘踞在陕北红
沙梁的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骗招信徒，强
征土地，欺压百姓，并成立保教军，随意拘押

处决反抗的百姓。洋教会的暴行激起陕、蒙、
甘等地百姓的强烈反抗，热血沸腾的冯玉清
也再次站出来。冯玉清请愿未果，反险遭暗
害，但他不改初心，书写“告陕北同胞书”，动
员更多的陕北民众加入反抗队伍中。为此，
荷、英、美、日四国使节联合向清廷施压，要求
惩处以冯玉清为首的闹事者。

面对昏庸无能的官府与凶残的洋教会，
冯玉清组织青龙镇民团打败保教军与官
军。青龙镇大捷后，冯玉清迅速组织两万多
义军，直奔长城沿线的红沙梁洋教会老巢。
就在他们攻城将获全胜之际，数万官军却在
背后偷袭义军，致使义军腹背受敌，伤亡惨
重。冯玉清等十多位陕北好汉因掩护民众
被俘，朝廷下旨将冯玉清等人斩于榆阳道，
并赔偿洋教会数万两白银。冯玉清视死如
归，高唱“匹夫忧国不畏死，壮士笑赴断头
台。一腔热血洒黄土，驱寇杀贼还复来”的
诀别歌笑赴刑场，英勇就义……

可以看出，冯玉清这位清末陕北英雄，
他有忠于爱情的痴情，有执着从戎、保境安
民的果敢，有嫉恶如仇、扶弱济贫的义举，有
敢为苍生社稷上书建言的行动，有驱教保
民、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壮举。他是作者心
目中无懈可击的完人。我记得恩格斯《致
斐·拉萨尔》的信中谈及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主要人物是一定阶
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
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
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
来的。”我以为，《黄土魂》中冯玉清这位陕北
英雄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有力注解。

二是小说的故事形式采用章回体小说
这种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结构形式，故事曲
折传奇，情节跌宕起伏。有中国文学基本知
识的朋友们都知道，章回体小说是我国古典
长篇小说的基本样式。这种小说因是书馆说
书人的话本演绎而来，几乎每回都有小的矛
盾冲突，每三四回都有大的故事悬念，这样才
能做到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使读者欲罢不
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西方现代小
说创作技法的引入，使得章回体小说成为“旧

传统”与“旧形式”而备遭冷落。延安时期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全国各抗日民主根
据地乃至各解放区出现大量标识为民族形
式的章回体小说，如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的《新
儿女英雄传》等。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
化、大众化小说，的确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
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作
用”。新时期以来，章回体小说再次因“旧形
式”而几乎绝迹。蔡亮先生运用章回体方式
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一则说明他对我国
传统小说有深刻体认，熟悉这种创作方式；二
则这种章回体创作方式，更便于书写故事情
节曲折离奇的历史小说及展示戏剧性的矛盾
冲突。蔡亮先生的这部小说，是具有较高艺
术水准的章回体小说。

三是小说的语言达到较高水准。文学
是语言的艺术，好的故事构思与技巧表达，
均需要好的语言来展示。这部小说拥有良
好的语言驾驭能力：一则叙述语言干净利
落，不拖泥带水；二则在诸多特定场景中，穿
插大量作者自创的诗词歌赋，对于烘托环
境、渲染氛围、刻画人物心理等起到重要作
用；三则小说中还穿插了大量陕北民歌、陕
北说书乃至秦腔，强化了陕北特殊地域文化
环境下的人物特征。

当然，毋庸讳言，这部小说也有一些明显
的缺点，如对故事的剪裁还可以再精当，对人
物的叙述还可以更合理。这些问题，只能寄希
望于作者在下一步的小说创作中多加留意。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言：“一切历
史都是当代史”。我的理解，任何历史小说的
创作均有一定的当代指向。这部小说，是蔡
亮先生用小说方式想象陕北近代社会，礼赞
英雄、致敬陕北大地的方式。某种意义上，陕
北人的血性与担当，使陕北在现代社会与中
国革命有了一次最激情的拥抱。因此，这部
小说也可以当作“陕北革命前史”来阅读，这
也是一种有意味的打开方式。可谓：

情注黄土地，礼赞铸英雄。
汗青书千秋，留得身后名。
是为序。

为陕北英雄塑像
——长篇历史小说《黄土魂》序

厚夫

细究起来，好像没人说过度春、度
秋、度冬的，唯独对夏天，人们用一个
度字。度，禅学上有度人之意，意为修
炼、修行、度过一切苦痛方得大乐。

确实是，夏天真难熬。天气炎
热，雨水又多，潮气极大，人就易疲
倦，无食欲。比如我，一进入夏，饭吃
不好，又不能吃冷饮，瓜果也不能多
吃，真是精神、身体的双重折磨！于
是，一过完夏，进入秋，我就有离苦得
乐之感。不禁感慨古人用字用词之
精妙准确。

大作家冯骥才先生写过一篇《苦
夏》，他说：“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
季，反而写作力加倍地旺盛。我想，这
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身的苦夏，锻造
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
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
的玻璃上的美妙无比的感觉。”瞧，冯

先生反而从苦夏中得了乐趣。
读了先生的文字，我甚感羞愧。

原来，时光老人安排酷夏是来历练人
间、修养人心的啊！我们当以恬适的
态度接纳它，自觉用夏度心、度性。释
怀之后，我竟然发现了夏天是如此可
爱美好。所谓苦夏，还真是心在作祟。

夏天的花是香艳至极的，白就白
到极致，红就红到极致，紫就紫到极
致。撇开其他花不说，荷花当属夏天
独有的花，越热越怒放。因荷花出于
淤泥而一身高洁，自古以来备受赞
扬，也一向被视为仙家之花，往往让
人生出无限尊崇、神秘之感。盛开在
凡间的荷花仿若也带了仙气，袅袅娜
娜、亭亭玉立，文人雅客爱之，乡野村
夫喜之。面对荷花，一种自然而发的
静、净之情油然而生。

夏天的蝉不知疲倦，它用高亢嘹

亮的嗓音，唱出对夏天的热爱。在我
沉醉于它的吟唱时，一些调皮的孩子
正捕捉着它。他们捉了蝉直接烧了
吃，说是极美味的！用一种生命去度
另一种生命，或换来另一种生命的欢
快，是否有些残忍？夏不语，也许是
无解的，也许真正的度是不用解释
的！

夏天的河流是欢快的。它情绪
饱满激扬，一路欢唱着。人们在河边
洗衣、洗手、洗脚、吹牛、扯闲话、唱
歌、唱戏，一开始的时候，歌声或戏声
是羞涩的、低沉的，唱着唱着就高昂
了，就忘乎所以了。于是，闲聊的人
也不闲聊了，跟着哼哼起来。歌声与
水声交织在一起，让夏天的夜晚更热
烈了。人们唱着笑着，待到半夜才趿
拉着鞋向家走去。而现在居于城市
的我们，空调不分昼夜连轴转，冰镇

的西瓜、啤酒、冷饮是我们度夏的标
配，夜市摊上烤串伴着笑声成了现代
夏天的写照。不同的时代，夏天就用
不同的方式度人。

细想想，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
式度夏，适合人们生活就好。夏接纳
着我们，我们也用最合适的方式接纳
着它。彼此互度，亦为大诚！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许多
大自然创造的壮美奇观。其中，黄
河壶口瀑布，以其奔腾不息的黄河
水和千姿百态的瀑布景观，吸引了
无数游客的目光。夏日里，一场微
雨后的壶口瀑布更是美得惊艳，如
同大自然挥毫泼墨绘制出的一幅壮
美画卷。

步入壶口景区，清新的空气和
美丽的黄河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
怡。远远就能听到黄河水汹涌澎湃
的声音，如同激昂的信天游回荡在
山谷之间。原本 300 多米宽的河
面，在不到 500米长的距离内被压
缩到二三十米的宽度，形成“千里黄
河一壶收”的气势。那明晃晃的河
面上泛起层层波浪，让人情不自禁
地拿出手机，与黄河来一张最亲密
的合影。

站在观景台上，我们看到了瀑
布的全貌。黄河河水从这里汹涌而
下，湍急的水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力，瞬时水花四溅，仿佛千万朵白色
雪花在空中飘舞，让人不禁感叹自然
力量的神奇与美好。当水流落在峡

谷地面上时，又会发出一阵阵巨大的
响声。那震耳欲聋的倾泻声，不仅给
人以震撼的视听体验，更让人感受到
壶口瀑布那汹涌壮观的景象。

我们离开瀑布观景台，向上游
走去。耳畔还回响着水声。那滔滔
的黄河水声仿佛是抑扬顿挫的音乐
交响曲，奏出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
美妙。站在河岸上向远处望去，翠
绿茂盛的树木遮掩着阳光，更增加
了这里的神秘感。悬崖峭壁上精美
的岩石和洞穴，千奇百怪，各具特
色，与黄河水遥相辉映，形成了另一
幅山水自然画卷。

顺河而走，沿途还有“龙虎飞
瀑”“彩虹瀑布”“银河瀑布”等大小
不一的瀑布。每一处都有独特的自
然景观和观赏点。黄河两岸的自然
景观也是独具特色。那满目翠绿的
森林、湛蓝的天空和清澈见底的小
河流水，仿佛让人进入了一个仙境
般的世界。

壶口壮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让人不由得驻足停
留，陶醉其中。而今山美水美的壶

口，已经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也是“中国黄河50景”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沿途品尝
了当地的各种美食，如宜川葫芦饼、
蒸糕、麻花等，感受了当地极具特色
的民俗文化，领略了魅力陕北的独
特风情。

壶口瀑布，这个大自然挥毫泼

墨绘制出的壮美画卷，让人在欣赏
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
神奇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每当
我们想起那滔滔的黄河水和瀑布倾
泻的美景，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敬畏
和感动。愿这美丽的壶口瀑布能够
永远存在，让世世代代的人们欣赏、
传承。

静心度夏
廉彩红

大自然的壮美画卷
刘治军

夏天是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蛙声，有蝉唱，以及鸟鸣。所有的
声响，共同演绎着一首夏韵之歌。这首歌，音调曲折，旋律变化，高低
起伏，错落有致，把夏的韵味展现得酣畅饱满、淋漓尽致。

雨声是夏天的常客，像个顽皮的孩子，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
来。雨从层层云端轻轻飘落，带着几分柔情，投入了大地的怀抱；从
远远的天际悄悄地播撒，怀着几分缠绵，打湿了季节的情笺，为热情
的天地带来一丝丝清新的味道。潇洒的夏雨伴着天边的雷声，踏着
季节的歌声，继续抒写着夏日的深情。看点点雨滴轻敲着窗沿，击响
夏日的音符，弹奏起夏日的序曲，细细碎碎的声音落进心里。雨过天
晴，天气凉爽，难耐的酷热骤然降温，使人倍感舒畅。

蛙声是夏雨的兄弟，一场雨后，蛙声响起。那声音由微弱变得清
晰。霎时间，沉沉的夜晚开始热闹起来，一场盛大的夏夜音乐会悄然登
场了。那声音时而低缓，如絮语呢喃；时而激昂，如高山流水；时而轻
柔，如雁阵惊寒；时而激奋，如雄鹰扑兔……它们尽情舒展着自己圆润
的歌喉，唱出了埋藏整个冬季的漫长无奈，唱出了夏日的热情奔放，唱
出了自然的纯真与和谐。它们没有规则，没有限制，一切都是那么朴实
自然。清脆响亮的蛙声，轻轻地萦绕心怀，与脉搏共振，与心跳共舞。

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
衬字歌唱一番。于是，蝉不停挥动着双翅，带着夏日的激情，在树梢
上随着夏日的音符，鸣奏着夏日的变奏曲，奏响了热烈的季节，串活
了整个天地，拨动着我们心灵深处的那根弦。此时，蝉声成了大自然
的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
唐诗选不在宋诗挑，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
是它们用心写成的一首抒情诗。

鸟声是夏日的隐士。夏天树木枝繁叶茂，正是鸟儿们的天堂。繁
密的枝叶形成一片绿海，小小的鸟儿像一尾尾小鱼，游入汪洋中没了踪
影。它们的声音分外轻灵悦耳、清脆婉转，仿佛被夏日的阳光过滤过一
样，清透清透的。那声音有变化之美，节奏也有错落之趣；那声音纯粹
动听，没有半点掺杂，是天籁之音。毫无疑问，鸟儿是夏天最美的歌手，
它们歌唱着夏天的美好和繁荣、精彩和魅力。有哪个季节能比得上夏
季这样美丽？

夏韵如歌。凝耳细品，那动听的旋律，那美妙的节拍，勾起多少相思，
溢起多少诗情。慢慢地深吸一口气吧，未来的日子会更加美丽而精彩。

夏韵如歌
荆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