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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从周公殷切求才的“吐哺握发”到秦人滚滚车轮上的“四方辐辏”，
钟灵毓秀、人才济济的宝鸡从古至今一直上演着“招鸾引凤”的传奇。如
今花团锦簇、浓荫掩映的宝鸡城区，依旧吸引着许多外地人移居，来自
邻省甘肃的李国瑞、杨胡平、车俊等三位作家，就先后来宝鸡定居。在感
受这座现代、文明、宜居的城市魅力的同时，他们也用笔记录着宝鸡的
人文、美食和自然风光。

本期文学周刊，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与宝鸡的幸福故事——

甘肃儿童文学“八骏”之一杨胡平 ：

宝鸡是我新生活的起点
本报记者 王卉

2021 年对儿童文学作家杨

胡平来说，是特别的一年。天水籍

的他为了孩子上学，一家四口搬

到了宝鸡生活。新学期的 9 月，孩

子顺利入学，杨胡平也开启了令

他曾经期待无限的新生活。

杨胡平的老家在天水市麦积

区元龙镇的桑渠村，从村子往东

几十华里，渭河北面就是宝鸡界

的建河村了。童年时，他和小伙

伴常去村边的渭河里抓鱼，总会

有大人呵斥 ：“小心渭河洪水把

你们冲到宝鸡吃挂面。”当时人

们的生活水平还不高，能吃得起

挂面的人家家底往往是比较殷

实的。杨胡平回忆道 ：“在那时，

我就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去

宝鸡吃挂面。”

在年幼的杨胡平心中，挂面

成了一道美食，能吃上挂面的宝

鸡令他向往。他没想到，二十多年

后，自己真的走出老家，移居到了

宝鸡，而此时他已是一双儿女的

父亲。

杨胡平老家房子里堆满了小

山似的少儿杂志，俨然一处微型

图书馆，杨胡平的两个孩子经常

阅读，村里的小朋友们也常来他

家借书看。杨胡平自小吃过很多

苦，所以对孩子格外疼爱。2013

年女儿快两岁了，正是求知探索

的启蒙期，他每天给女儿讲童话

故事，刚开始也只是讲一些经典

童话故事，后来女儿“现场命题”，

他只好临场发挥。他发现，自己硬

着头皮说出口的那些童话故事，

更受孩子喜欢。就这样，一篇一

件，一物一讲，慢慢地积累了许多

稿件。他将这些童话故事在电脑

上写下来，并向出版社和杂志社

投稿。

杨胡平的童话世界春暖花

开，泥土会说话，石头会唱歌……

仅半年时间，他就创作完成了长

篇童话《追风少年历险记——外

星小泥人》，这部作品很快被中国

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书。

此时，杨胡平还未想过自己

要成为一名作家，虽然他从高中

时就喜欢上了文学，还会悄悄地

写一些小散文和诗歌，但高中毕

业后，他还是不得不以打工为生。

第一部作品出版后，杨胡平的生

活仍如往常一般，农忙时种地，

农闲时去工地搬砖卸水泥，业余

时间都用来写作，陆续发表了不

少儿歌、童诗、童话和儿童小说。

2016 年他的第二本长篇幻想小

说《十二生肖鹅卵石》，获得了第

三届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

文学奖，并由大连出版社出版 ；

2018 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揭

晓，杨胡平的三篇童话榜上有名；

2020 年，已是甘肃儿童文学“八

骏”之一的杨胡平仍自称农民工，

他认认真真地填写申请，成了中

国作家协会的一分子。

陕甘一家亲，更何况宝鸡与

天水山水相依。杨胡平常回想起

自己当年为了生计去南方打工

时，多次在夜色中的列车上经过

宝鸡，曾对这座城市惊鸿一瞥。

今年初，当杨胡平第一次踏上宝

鸡的土地，他发现这里比他想象

中的还要美丽。也就是这次的

“一见钟情”，他决定了要在这开

启新生活。

杨胡平对宝鸡的好感由来已

久，当年在南方打工时，很多工

友，包括陕西的工友，他们总以为

他是陕西人。因为杨胡平说着一

口地道的关中方言。他和陕西工

友之间互称老乡，在工作和生活

中也总是互相关照着。况且，杨胡

平自小周围不少的乡亲，他们有

宝鸡的亲戚和朋友，虽然没有来

过宝鸡，但一直从亲戚、同学和朋

友这儿，了解了不少关于宝鸡的

消息，他对宝鸡并不陌生。

宝鸡是一座美丽热情的城

市，杨胡平举家搬迁，必然有许

多要办的事务，但他感到这些

日子的生活，并没有任何“违和

感”，可以说是顺利地“无缝衔

接”。走在街上，亲切的方言随

处可闻，从口音上根本听不出差

别，他也大方地说起方言，还时

不时地邂逅几位天水老乡。宝鸡

有许多可口的美食，他一有空就

带孩子们去品尝，当然，他还特

意带孩子们吃了挂面，圆了自己

儿时的梦。不管是市区周边还是

各县区，宝鸡境内的风景名胜也

早已排在了假期的出行计划里，

杨胡平表示要让孩子们多多受

其熏陶。

来宝鸡之前，杨胡平同宝鸡

的伊梅、刘瑞、盛飞鹤、曹豫龙、郭

明祥、鲁翔等文友就在网上认识

了，并一直保持着联系。陕西的王

宜振、李燕、王粉玲等儿童文学作

家同他也认识多年。能成为“文学

陕军”中的一员，甘肃杨胡平倍感

荣幸，他表示，虽然自己在写作上

有一点小成绩，但那是过去的事

了。创作无止境，他希望自己在宝

鸡再接再厉，能为孩子们提供更

多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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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网络作协副主席李国瑞 ：

才华在宝鸡得到释放
本报记者 段序培

2013 年，刚过而立之年的甘肃

小伙李国瑞，把根扎在了宝鸡。

其实，此前李国瑞跟宝鸡的机

缘并不深，并未涉足过，直到 2013

年初，他的一位宝鸡籍大学同学邀

他来宝鸡玩，他才第一次踏上这

片土地。这一来，便让他与这座城

市结下不解之缘。李国瑞感慨道 ：

“我当时非常惊讶，这样一座西北

城市，城中竟然青山绿水，宛如江

南一般诗情画意，而且城市设施也

十分完备，我觉得这里非常适合居

住，更适合我的创作。”几个月后，

李国瑞就在宝鸡购置了一套住房，

并将户口迁至宝鸡，妻子也随他来

到宝鸡工作。

来宝鸡的这些年，李国瑞生活

得惬意而富足。女儿已经上了幼儿

园，妻子在一所高中担任教师，而他

每天除了接送孩子，就是专心搞创

作。认识李国瑞的人，都觉得他谈吐

文雅，很有亲和力，谁能想到，他已

是一位身价上千万的网络作家。

李国瑞 1984 年出生在红军长

征会师地甘肃会宁，2004 年，他以

全县高考文科状元的好成绩考上了

南开大学，进入哲学系学习。毕业

后，他曾在天津一家外企上班，也曾

在北京打拼，但大城市的喧闹与繁

华却令他感到迷茫。经过深思熟虑，

他决定离开大都市，和当时在河北

邯郸任教的女友一起，到离老家仅

数小时车程的宝鸡开启新生活。

事实证明，李国瑞的选择没有

错。远离了大城市纷繁芜杂的浮躁

氛围，身处宝鸡这座舒适而充满活

力的历史文化名城，让李国瑞的创

作才华得到了释放。这一写，就写出

了“大名堂”。

在陕西网络文学圈里，想要在

诸多经典竞技小说当中列举具有代

表性的网络作家，怎么都绕不过笔

名“乱世狂刀”的李国瑞。他被誉为

中国网络文学足球竞技系统流开创

者，处女作《足球修改器》打造了竞

技小说的巅峰，长期“霸占”各大网

站榜首，而他之后创作的《国王万

岁》更是掀起热血格斗流狂潮。然

而，达到竞技小说巅峰的李国瑞并

不满足于此，2017 年他以居住地宝

鸡为背景，创作了东方玄幻小说《圣

武星辰》，荣获了第二届泛华文网络

文学“金键盘”奖，他的多部作品在

数字阅读、传统出版、游戏开发等领

域备受好评，同时也吸引了多家影

视公司洽谈合作。点击量超一亿两

千万的《御天神帝》荣获“百度小说

人气榜冠军”，其衍生版权一经推出

即售罄，有声阅读改编仅在“荔枝”

音频分享平台收听超六千万次，听

众达三十万人以上。该小说由热血

长安制作团队改编为网络大电影，

播出后一直占居榜首，分账达 1300

万以上。

在宝鸡的创作生活，李国瑞收

获颇丰。2014 年他参加首届中国

作协鲁迅文学院网络作家高研班之

后，还获得了纵横中文网 2016 年最

受欢迎作家奖、第二届陕西青年文

学奖网络文学奖主奖和第三届“橙

瓜网络文学奖”评选中位列百强大

神等荣誉。今年以来，他的作品《爱

满江城》荣获纵横中文网年度优秀

现实题材奖，《刀剑神皇》还将改编

成动漫，已经优酷动漫线上发布会

正式官宣，将于明年播出。他的《闪

光吧，冰球少年》和《人间暖阳四月

天》入选纵横中文网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作品，《待到

山花烂漫时》还入选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重点网站优秀网

络作品联展。正在网络连载中的小

说《剑仙在此》，也由纵横中文网和

喜马拉雅平台联合录制中，动漫版

权被爱奇艺签约，正在进行制作，

预期年内上线。如今的李国瑞加入

了中国作家协会，还担任陕西省网

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和陕西省青年文

学协会副主席。

进入一线网文“大神”的阵营，

李国瑞已是纵横中文网签约的白金

级大神作家、网络文学界领军人物。

当谈及生活的这片文化沃土，他说 ：

“我很喜欢宝鸡这座城市，我定居在

这里，也是从这里腾飞的，以后会

创作更多更好的相关作品和大家见

面，让大家多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了解宝鸡这座城市。”

宝鸡
聚

中国煤矿作协理事、作家车俊

是甘肃平凉华亭人，由于工作原

因，曾多次来过宝鸡。对于一个追

逐文化之光的人来说，宝鸡这座具

有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城市无疑

是最具吸引力的。他熟知，宝鸡是

周秦王朝的发祥地，是传承华夏文

明不可逾越的一座历史名城，仰韶

文化、姜炎文化、周秦文化在此交

相辉映，人文积淀广博厚重，文化

资源灿若星河。

最浪漫的事莫过于“遇一人白

首，择一城终老”，作家车俊是这样

想的，也就这样做的。2015 年，已是

华亭市作协副主席的车俊举家迁到

了宝鸡。宝鸡园林般的环境、适宜的

温度、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让

他感受着生活在“最具幸福感城市”

的舒适，还有大气豪爽、待人真诚的

宝鸡人，带给他回归故土般的温暖。

车俊热爱生活，喜欢用诗文吟

咏生活，在《读者》《中国诗歌》《飞

天》等报刊曾发表诗文六百余篇

（首），出版诗集《燃烧的玫瑰》《火上

芭蕾》，并获平凉市崆峒文学奖和华

亭市莲花台文艺奖。对于诗歌，车俊

有着自己的认识 ：“诗是一种想象，

又是一种意象，是我心灵的映照。我

的诗学观是先做人、后写诗，先做人

立言，后写诗寄情。诗让我揭示人生

的真谛，探索追求人间万象和宇宙

万物的奥秘。”

车俊的大半生是在矿山度过

的，矿井就像村子里的老井养育着

他。矿工，这些社会上辛苦的劳动

者，是他最亲密的伙伴，车俊熟知他

们，了解他们，他们虽常年钻在潮

湿、黑暗的井底，却笃厚、诚实，内心

充满着阳光，也对生活充满着希望。

尽管他们手和脸总是黑黢黢的，但

他们却把一颗火热的心奉献给了这

个社会，温暖着千家万户。1985 年

车俊开始创作诗歌，他的诗歌里，许

多诗篇都是歌颂矿工的，他在《煤的

私语》写道 ：“冬日里/ 两块走进房

间的煤/ 窃窃私语/ 大块的/ 对小

块的说/ 你爱谁？ / 小块说/ 我爱

上了/ 矿工/ 大块说/ 我爱上炉膛

里/ 燃烧的玫瑰/ 说着说着/ 两块

煤/ 就依偎在了一起。”这是他多年

对煤矿工人精神的再现和物化的凝

练，是自然的诗意流露。

“诗人是率真、坦诚、真挚的心

灵流放者。人有心、诗有魂，诗歌

的魂，都是从诗人心灵深处流淌出

来最为珍贵的东西，人心即诗心，

这样的诗情流露，才不会被现实左

右，才是纯粹的诗、真正的诗。”过

了知天命的年龄，车俊对诗的感受

更加深刻。回眸 30 多年的写诗经

历，车俊认为年轻时靠血气方刚的

热情写诗，写出来的东西豪放、解

气，但浮在水面上的东西太多，深

入生活的思考很少，像幻想中的空

中楼阁，经不起岁月的风雨 ；进入

中年，写诗靠成熟的思想，就像果

子成熟后，找不到年轻时的轻狂、

豪放，写出来的东西又缺少了诗意

的灵动，少了澎湃的激情。在宝鸡

居住的这五六年里，车俊创作的激

情时刻燃烧着，他在渭河边健步，

远远望见河中嬉戏的小麻鸭也能

触动他的诗情：“一群野麻鸭/ 正

浮在渭河宽阔的水面上/ 它们像一

个个小黑点/ 正在我的视线里移动

/ 它们在一起/ 自由自在地追逐着

/ 像我顽皮的童年/ 时不时把头扎

进水里/ 这一动一静的画面/ 让

平静多年的渭河/ 顿时有了一个上

午的生动……”东湖、周公庙、钓鱼

台、炎帝陵、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等

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处，

车俊的心灵都会受到震撼，他创作

的触角不断向更广阔的地域延伸。

在此期间，他先后完成了组诗《陕

西以西》《秦岭山下》《宝鸡》《高铁，

秦岭舞动的飘带》等。

在诗意中生活，身心更加安

逸 ；在文化中游牧，心灵更加丰润。

“诗歌让我的人生完整地存活，我

的生命因诗歌而不至于七零八落，

诗歌不是我随意利用的生意伙伴，

而是我一生的缘。下一步，我将沿

着秦岭、渭水探秘，在有生之年，写

出对渭水秦岭养育的感恩之情。”

车俊深情地说。

甘肃华亭市作协副主席车俊 ：  

在宝鸡我找到了创作激情
本报记者 段序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