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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陈仓  宝鸡万邦
人生百年  好书相伴

阅读热线：3229797

万邦选书
暑假阅读专辑

本报讯 在第二届世界西商

大会召开期间，我省知名文化学

者章学锋编著的

《西商口述史》一

书，由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和曲江出

版传媒公司联合

出版。专家认为，该书的出版填

补了陕西商史研究方面口述史

的空白，具有积极的文献价值和

现实意义。

《西商口述史》堪称一部简

明的西安社会风情画卷，以 30

位企业家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

口述创业故事、回顾商路历程、

建言大西安等方式，让读者从

阅读中能更自觉地领会商业与

城市的休戚相关，从而进一步

激活城市商业力量，更好地投

身于我市新时代的建设工作。
本报记者 白麟

芳草地
fangcaodi

本报讯 由中国作家协会鲁

迅文学院与中国煤矿文联合作

举办的首届煤矿作家高级研修

班日前在河北北戴河开班，我市

作家朱百强作为特招学员与来

自全国煤矿行业的 50 余位作家

共同参加学习。

现供职于本报的朱百强系

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省作

家协会会员。近年来，他先后

在《延河》《延安文学》《飞天》

《橄榄绿》《厦门文学》《西安晚

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 50

多万字。

      本报记者 段序培

章学锋《西商口述史》问世

本报讯 由市总工会和

市职工文联主办的“弘扬新时

代劳模、工匠精神，寻找我身

边的最美劳动者”主题征文活

动日前揭晓。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

宣传新时代工匠们对自己

热爱的事业敢于传承、钻研

和创新的内在品质，唱响劳

动最光荣的主旋律。征文从

5 月 25 日开始，一个月来共

收到来自全市各个单位职

工创作的稿件近百篇。这些

文章，或者记叙作者身边的

劳模，在日常工作中展现出

的感人事迹；或者以真诚的

文字，徐徐道来作者身边最

普通的劳动者带来

的感动。活动最后评

出一、二、三等奖及

优秀奖共 30 名。
本报记者 麻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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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煤矿作家高研班开班

本报记者 胡宝林

“一本《书房沟》，半部宝

鸡史”。

6 月 26 日上午，宝鸡市委

宣传部和西影集团数码基地在

宝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电

影《书房沟》项目正式启动！

这部电影根据宝鸡作家李巨怀

同名小说改编，反映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西府社会风云变迁，

以宝鸡文化元素向世界讲述中

国故事，是西影集团重点打造

的影视陕军走向全国的又一力

作，也是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的献礼影片。

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宝

鸡本土作家写宝鸡的长篇小说

首次搬上电影银幕。

十年一剑

宝鸡作家李巨怀写下一段西府风云

“民国二十八年（1939），书

房沟的这场大火整整燃烧了六

天六夜。”

2008 年 6 月 25 日，宝鸡青

年作家李巨怀在一沓稿纸的第

一页郑重写下第一句话，长篇

小说《书房沟》的创作跋涉由此

展开。

不同于他此前出版的长篇

小说《没有波长的阳光》和《老

牲》对当代爱情及商人生活的书

写，这一回他把目光投向了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西府大地，投向了

故乡书房沟，要穿越 70 年的岁

月，以书房沟为原型地，塑造、展

现西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

段风云激荡的传奇。

他给自己跟前矗了一道高

山。此时，他才刚踏入 40 岁门

槛，写 70 年前西府的社会生活，

乡土民俗、日常用度要弄清楚，

写真实，都是难事，遑论其他。

但这个宝鸡愣娃还是下定

决心，要干这么一件事。他说，

这本书，是写给生养自己的故乡

书房沟的，也是怀念父亲的，他

要偿还心底最为殷切的一笔“良

心债”。

李巨怀的父亲李青山，是

位老式军人，曾在山西参加中

条山战役的外围战斗，与日本人

作战。他一生刚正不阿、嫉恶如

仇，命运多舛，却满怀慈悲、敦

厚待人。

到了 30 多岁，做了父亲的

李巨怀，重新“阅读”生命中对自

己影响最大的一个男人——早

逝的父亲，回想他的一生。随着

中条山抗战史料的逐渐披露，他

把目光投向这场战役。这场气壮

山河御敌存秦的悲壮战役，是父

辈的抗战，也是父亲的抗战。重

新寻觅父辈的足迹，父亲讲述过

的人生历程中的点点滴滴，父亲

的战友后来到家里来找父亲的

往事，一下子浮现在脑海，让他

情难自已。

他一次次回到家乡岐山县

蔡家坡镇令胡村，走进一个叫

草坡，也叫书房沟的山沟。在抗

战岁月，扶轮中学在此办学，培

养了大批革命青年。两获茅盾

文学奖的作家张洁，跟随在扶

轮中学教书的母亲在此度过童

年时代，如今张洁故居的几口

窑洞依然在田地尽头土崖上。

张洁被收入课本的散文《挖荠

菜》《拾麦穗》就写的是自己在

这里的生活。书房沟当年是参

加北平抗战的 29 军将士家属

聚留的兵站之地，宋哲元将军

曾在此养病，山坡上至今还矗

立着宋哲元将军衣冠冢碑。这

里的每一片土地、每一口窑洞、

每一棵老树、每一块老碑都诉

说着往事的沧桑。而父亲也曾

在这里洒下汗水。书房沟一次

次唤起历史的记忆，让李巨怀

时时有书写的冲动。

李巨怀决定，长篇小说故事

的“发生地”就放在书房沟，小说

名字就叫《书房沟》。

就这样，从 2003 年至 2007

年，经过将近五年的准备，2008

年 6 月 25 日，《书房沟》正式动

笔了。

白天活在当下的时光中忙

工作，晚上思绪回到六七十年

前随小说中人物悲喜，李巨怀在

这样的时光中穿梭。长篇小说

的写作是孤独的生涯，是没有外

援的远征，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足

为外人道。门前的树叶子绿了又

黄，黄了又绿，书中的人物则从

1939 年走到了 10 年后的土改

和解放。当他给初稿画上句号的

时候，已经是 2011 年夏天的 8

月 13 日。

李巨怀用 30 万字的长篇小

说《书房沟》，讲述了关中西府书

房沟里贴、王两个家族几十年悲

欢离合荡气回肠的命运故事，描

绘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府大

地凝重广阔的生活画卷。

但是，迎接这部小说的，会

是怎样的命运，李巨怀心里并没

有底。

《书房沟》 面世

令人唏嘘的事儿一件接一件

初稿写就，李巨怀又认真修

改。恰好，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

项目“西风烈”丛书立项实施，李

巨怀将书稿投了出去。《书房沟》

顺利过审，2012 年初，由太白文

艺出版社隆重推出。

《书房沟》的出版，引起各方

关注。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

名作家陈忠实阅读后评论说：

“书房沟，一方典型的地标，

透射出中国人文观念在民间的

深层涵义；书房沟，一个特殊的

符号，演绎着历史风云变幻的真

实印记；书房沟，无数布衣的归

宿，繁衍着祖祖辈辈充满人性化

的传奇故事，是一部值得嚼思的

好小说。”

2005 年，正是陈忠实、李凤

杰积极推荐，李巨怀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

著名作家高建群后来称赞：

“一本《书房沟》，半部宝鸡史。

《书房沟》写得恢宏大气，像唱秦

腔一样一板一眼，完成叙事。长

篇小说就该是这样子来写的。”

《书房沟》出版后，得到文学

界广泛好评，多家报刊连载，广

播电台几次连播。李巨怀在书城

签名售书，一个小时卖出二百多

本。位于蔡家坡的书房沟竟然成

了游人慕名寻访之地。“东有白

鹿原，西有书房沟”，读了小说又

寻访小说原型地的读者慨叹道。

《书房沟》上市不久，竟然

有了“姊妹”，这就是盗版《书房

沟》。盗版商的嗅觉比文学评论

家的鼻子还灵敏，他们读出了

《书房沟》的“精彩”，嗅出了其中

的市场价值，偷偷印刷。仅李巨

怀自己“收藏”的各种盗版《书房

沟》就达 11 种。盗版一古脑儿袭

来，虽然痛恨盗版商，但李巨怀

不得不承认，或许正是因为盗版

商的“不懈努力”，更多的人看到

了《书房沟》。

2014 年，《书房沟》获中国

小说学会“中国当代小说奖”。

2015 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再印《书

房沟》，投放网店和实体书店，不

仅狙击了盗版，也让《书房沟》进

入了更多人的视野。

《书房沟》 触“电”

宝鸡故事将上全国大银幕

《书房沟》变成畅销书时，影

视公司也“盯”上了《书房沟》。

2013 年，一家影视公司找

上门来，购买了《书房沟》的影视

改编权。李巨怀当然高兴。文学

创作是“贴赔枣儿卖米汤”的辛

苦事，稿酬微薄，影视改编权出

让费是对小说创作的一种补偿。

有关《书房沟》的故事，在生

活中一件件发生时，小说《书房

沟》迈向影视的步伐，也在不紧

不慢迈着。一阵传来一点消息，

过后又没了动静，据说《书房沟》

剧本已经写成，但是拍摄却遥遥

无期。就这样，直到三年合同期

满，《书房沟》依然还是一本白纸

黑字，离屏幕依然很远，又回到

了自己手里。由小说变成电影，

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但是，《书房沟》依然在吸

引着有心人。对《书房沟》观察比

较多时，目光独到的陕西灵浚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伸出

了橄榄枝。灵浚公司《书房沟》拍

摄项目推进很快，电影《书房沟》

2017 年通过审查备案立项。不

久，灵浚公司又向西影集团推荐

《书房沟》拍摄项目。新成立的西

影集团数码基地非常看好《书房

沟》，2018 年 1 月 12 日，西影

数码基地与《书房沟》电影项目

签约。

宝鸡作家李巨怀写宝鸡的

长篇小说要拍电影！消息一出，

广受关注。反应最快的是西凤酒

集团和金台区，他们及时表达了

合作愿望。1 月 18 日，《书房沟》

电影出品方西影集团数码基地

相关负责人和主创人员到西凤

酒厂和金台区长乐塬窑洞工厂

考察，双方的商讨非常愉快。

西影数码基地《书房沟》电

影的拍摄团队搭建等工作稳步

推进。

6 月 26 日，中共宝鸡市委

宣传部和西影集团数码基地在

宝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电

影《书房沟》项目启动。据了解，

这部影片，计划由著名导演何平

担纲导演，著名编剧芦苇领衔编

剧，高建群、张阿丽担任艺术顾

问，著名演员张嘉译、冯远征、郭

达等出演，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的献礼影片！

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宝鸡本土作家写宝鸡的长篇

小说首次拍成电影！陕西文学

界、影视界和宝鸡各界对电影

《书房沟》充满期待。著名作家

高建群说：“电影《书房沟》用

的是中国目前最好的导演、最

好的演员，最适合这个剧的演

员，他们的功力都是无可厚非

的。”陕西评论家协会主席、陕

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李震说：“西府是东方文明

的腹地。用西府元素讲中国故

事，理由非常充分。如果通过民

国期间的一个故事，从我们民

间生活出发，把我们西府地区

的深厚的文化渊源给世界讲出

去，它就是最漂亮的中国故事。

祝愿西府能为中国、能向世界

推出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对

于这部文学陕军和影视陕军强

强联合出击的电影，太白文艺

出版社总编辑、《书房沟》责任

编辑韩霁虹说：“一个陕西作

家写陕西题材的文学作品，由

陕西的影视公司和一群陕西的

著名编剧、演员组成的团队来

打造一部电影，这应该还是陕

西的第一个，这是陕西文艺大

发展的一个综合实力的亮相，

值得期待。”

从 2008 年长篇小说《书房

沟》开始创作，到 2012 年出版，

再到 2018 年拍摄电影，已经过

去了 10 年。10 年，说长不长，作

为一个范本，《书房沟》体现了宝

鸡本土作家讲宝鸡故事的文学

作品逐渐为更多人所识的过程，

体现了宝鸡本土作家的创作实

力和宝鸡文学的魅力、宝鸡地域

文化的魅力，《书房沟》也成为宝

鸡本土作家长篇小说走向银幕

的一个成功范例。

《书房沟》，人们期待走进

影院欣赏她绽放在银幕上的

精彩！

《书房沟》
         宝鸡本土小说迈向大银幕

         小  学

《小桔灯》

作者：冰心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作者：〔英〕罗尔德· 达尔 
出版：明天出版社
《木偶奇遇记》

作者：〔意〕卡洛· 科洛迪
出版：童趣出版社
《居里夫人的故事》

作者：〔英〕埃列娜· 杜尔利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妈妈是精灵》

作者：陈丹燕
出版：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窗边的小豆豆》

作者：〔日〕黑柳彻子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草房子》

作者：曹文轩
出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笑猫日记》

作者：杨红樱
出版：明天出版社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作者：杨鹏
出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青铜葵花》

作者：曹文轩
出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初  中

《红星照耀中国》

作者：〔美〕埃德加· 斯诺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昆虫记》

作者：〔法〕亨利· 法布尔
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朝花夕拾》

作者：鲁迅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游记》

作者：吴承恩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水浒传》

作者：施耐庵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艾青诗选》

作者：艾青
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白洋淀纪事》

作者：孙犁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长征》

作者：王树增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猎人笔记》

作者：〔俄〕屠格涅夫
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镜花缘》

作者：李汝珍 
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  中

《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围城》

作者：钱钟书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家》

作者：巴金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四世同堂》

作者：老舍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论语》

译注：陈晓芬 
出版：中华书局
《史记》

作者：司马迁
出版：中华书局
《儒林外史》

作者：吴敬梓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堂吉诃德》

作者：〔西〕塞万提斯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约翰· 克利斯朵夫》

作者：〔法〕罗曼· 罗兰
出版：译林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作者：〔法〕雨果 
出版：译林出版社

              （王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