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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刊

作品
连载 完

李锁成把摩托车停了下来，

又紧张又害怕。他埋怨老板给

他安排这趟差事，更埋怨自己倒

霉，遇上这种事情。他回过头，

远远看见老人还在路上躺着，周

围依旧不见一人。这时，良心驱

使他不能有别的选择，必须去救

人。是啊，必须救人，现在！大不

了被老板开除，大不了被老人诬

陷。没事，自己光棍一条，穷光蛋

一个，还能咋，只要良心是安稳

的，一辈子都不后悔！

李锁成立即拨打了“120”，

同时，掉转摩托车返回老人跟

前。他将老人抱到了树荫下，一

边给老人擦手上的血迹，一边焦

急地等待着救护车的到来。

在西府市人民医院急救中

心，经过医护人员及时抢救，老

人终于醒了过来。医生说，老人

有高血压、脑梗病史，如果晚一

点送来就危险了。

李锁成悬着的心放下了，他

庆幸老人福大命大没有出意外。

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老板，

想起了饭馆里还等着他买菜回

来做生意。生意肯定让自己耽搁

了，该死。当他掏出手机准备给

老板解释时，发现屏幕上有六个

未接电话，都是老板打来的。他

赶紧给老板回拨了过去，诉说自

己路上遇到的事情，最后又补充

说愿意用自己的工资将餐馆的

损失补上。

老板没有多说，只一句话 ：

“回来再说！”

不多时，老人的家人来了，

老的小的，把急救室围了个水泄

不通。

一阵虚惊后，老人把李锁成

叫到身边，他拉着李锁成的手给

家人说 ：“多亏了这个小伙子，

要不然，我今儿就活到头了。”说

着眼泪就出来了。

老人的家人纷纷对李锁成

表示感谢，老人的儿子更是慷

慨，当即从兜里掏出一千元钱塞

到李锁成的手里。李锁成死活不

要，老人的儿子把李锁成领到饭

馆请吃了一顿饭。

李锁成回到老兰家泡馍馆

时，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他找到

老板说 ：“是我把咱的生意耽

搁了。”

老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从

上到下把李锁成看了一番，说 ：

“你是个好人，我不但不怪你，还

要表扬你。明天，我给你一天假，

你去西府洗个澡，买一身衣服，

然后，再把你的半截牙补齐！”

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沓钱塞到

了李锁成手里。

“我不去。”李锁成推辞说。

“为啥？”老板问。

“我没钱还你！”李锁成说。

“谁要你还哩，拿着!”老板把

钱塞到李锁成手里，似乎在命令。

李锁成看了看老板，只得硬

着头皮把钱接了下来。

次日，李锁成按照老板命令

把自己收拾了一番，他站在镜子

前一照，真像换了个人似的，连

自己也不敢相信。

老板乐了，把李锁成叫到自

己的办公室说 ：“小李啊，你来

我这里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月。”

“手艺学得咋样了？”

“能做，但心里还是没底。”

“那就好！”老板说，“你不

是想开个烧烤店吗？我就把高

新区五路的店面转给你，你可要

好好经营。”

“我……”面对这样的喜讯，

李锁成受宠若惊，激动得不知该

说什么。

是啊，人生就是这样，有时

候你拼命地去奋斗、努力，不一

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时候

你放松心态、顺应自然，往往还

会收到预想不到的结果。

其实，李锁成是有准备的，

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学个手

艺，开个自己的店面，但没有想

到这个店面来得这么容易。他真

是太激动了，也太幸运了。但是，

李锁成又想，他虽然能独立操

作，烤出来的肉串、拌出来的小

菜已经和师傅做的没有两样，但

还是底气不足。另外，老板对他

这么好，他来学手艺不但不交学

费，还管吃管住，一月给两千元

零花钱，他真舍不得老板，舍不

得这里。

老板似乎看出了李锁成的

心思，他说 ：“你别害怕，做生意

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只要诚实、

厚道、肯吃苦，就一定能做好。

我已经观察你多次了，你是个心

地善良的人，也很有想法，这样

的人一定会干好的，你放心去干

吧。就冲着你是个好人，第一年

我给你不要租金！”

李锁成的眼眶里充溢着泪

水，他打心眼里感激自己的老板。

李锁成及时把消息告诉给何振鹏，

何振鹏很高兴，第二天一大早就来

到老兰家泡馍馆，当面向老板表示

感谢，与此同时，还把四万元的政

府扶持贷款送到李锁成手里。

有了何振鹏和老板的支持

与帮助，李锁成的烧烤店很快就

开业了，这是簸箕庄村的村民在

西府开办的第一个店。

八

眨眼间到了中秋。屈指算来，

何振鹏来簸箕庄村担任第一书记

已经多半年时间了。在这个村子，

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在一起拉话

堆、谝闲传，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

职业、每个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一天上午，何振鹏和几个村

干部去山上查看花椒树苗的生

长情况，无意间发现簸箕庄村的

山体正好朝南，而且山坡均匀无

遮挡，光照十分充足，很适合建

光伏电站。他立马回到县城请来

供电公司专家进行考察，果然得

到专家的认同。之后，他又四处

打探，争取到西府一家电力公司

光伏发电扶贫项目，通过政府扶

贫、电力公司员工捐助、村民入

股的形式筹措了八十多万元，在

簸箕庄村建立了光伏发电站。除

给入股村民进行分红之外，剩余

收入全部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和

贫困户生活保障之中。

2018 年的春节，是簸箕庄

村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个春节，

在外打工的男男女女全部回到

了村子。刘山娃也回来了，原来，

这小子和父亲发生争吵后，找了

一份搞装修的工作。半年多时

间，他就挣了四万多元，他说过

完年还准备带几个村上的年轻

人一块干。

一天上午，何振鹏在簸箕庄

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工地指

挥施工，突然，他身子一歪倒在

了地上，现场的人立即把他送到

了龙县医院，被诊断为贫血、营

养不良、疲劳过度。医生要求他

住院治疗，然而，何振鹏没听医

生的，他挂完两瓶液体，带上药

又回到簸箕庄村。当他走进村委

会大院时，发现大院里聚集了许

多村民，何振鹏以为谁家出了什

么事，正想问个究竟，妇女主任

刘翠莲分开人群，跑过来告诉他

说 ：“大家听说你晕倒了，送到

了医院，都很担心，正准备去医

院看你哩，你咋回来了？”

何振鹏没有回答，他慢慢地

走到人群中间，和村民们一一握

手，与此同时，两行泪从他疲惫的

眼眶里淌了出来，落在了地上。

第一书记
◎王宝存

不只揭开鳌山的神秘面纱
——浅谈李明绪、李喜《大秦岭之魂 ：鳌山探秘》的编著价值

◎柏相

林语堂先生曾说：“没

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

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

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

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

心灵必日趋顽固。”其实，

没有山水滋润的人，又何

尝不是如此。“放情于天

地外，得气于山水间。”李

明绪、李喜两位宝鸡户外

运动的引领者共同编著的

《大秦岭之魂 ：鳌山探秘》

一书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

版，既为李明绪先生“大

秦岭巅峰三部曲”的写作

计划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

号，也填补了中国出版史

上“从古至今写鳌山的书

几乎为零”的图文空白。

图文并茂、装帧精美

的《大秦岭之魂 ：鳌山探

秘》一书的前四章，分别以

“神鳌之山”“大秦岭的第

二高峰”“天路风光”“龙脊

奇景”为章题，从鳌山的神

话传说、历史名人、地质地

形、气象气候、森林植被、山

路兽道、鳌山十景等多个侧

面，较为系统地编写了被大

秦岭主峰——太白山的光

辉一直遮蔽的大美鳌山的

野生动植物的独特与自然

山水风光的神奇，是这部

书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

艺术性与思想性互生、个

人小我与自然大我高度呼

应的一部分。第五章以“鳌

太穿越”为中心，从鳌太穿

越的路线、鳌太穿越的基

本知识、鳌太穿越的装备

与饮食准备、鳌太穿越的

基本攻略等角度，提出了

科学穿越、安全穿越、环

保穿越的户外运动理念，

可以说是李明绪、李喜两

位先生这么多年来户外运

动经验的高度总结与集大

成式的展示，是这部书极

具研究与推介价值的精华

部分。第六章至第八章，分

别以“咀头盆地”“岭南九

寨”“桃川河谷”为章题，非

常精当地介绍了秦岭南坡

与秦岭北坡的民居食俗、文

化遗迹和自然状貌，使大秦

岭以太白山与鳌山为核心

的陕西境内的山水美景与

人文气质，更加完整、饱满、

莹润、超群与熠熠生辉。

集地质考究、美景介

绍、户外探险攻略与个人

心灵荡涤于一身的这部

《大秦岭之魂：鳌山探秘》，

小而言之，是作者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老有所钟、

老有所立、老有所奉的夕

阳红精神的彰显，也是作

者对家乡宝鸡新时代山水

文化建设的一份独特且卓

越的贡献 ；大而言之，是

当代宝鸡人敢想敢闯、勇

于探索、竭力奋进的精神

缩影，是当代宝鸡人在这

伟大的盛世热爱自然、享

受自然，热爱生命、享受生

命的最为崇高的人文气质

的诗性渗溢。

于喜欢探险、钟情鳌

山穿越的广大户外运动爱

好者而言，这部书极具指南

性质和收藏价值。于鳌山所

在地域的广大老百姓和政

府而言，这部书极具旅游新

线路开发的前瞻性质与调

研价值。于热爱山水摄影的

广大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

而言，这部书所介绍的鳌山

雄姿与神奇壮影，也极具召

唤性与诱惑力。

作为“中国十大非著

名山峰”之一的鳌山，许多

年以来，因为诸多鲜为人

知的原因，一直“养在深闺

人未识”。李明绪、李喜两

位作家的《大秦岭之魂 ：

鳌山探秘》一书的出版，不

仅仅揭开亿万年之久的鳌

山神秘面纱，而且在更为

广阔的山水旅游、山水文

化与行走文学的多重范围

内，为现代宝鸡树碑，为当

代秦岭立传。
 

（作者系宝鸡市现代
文学学会副会长、宝鸡市
职工文联作家协会副主
席、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
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在文学的土层深耕
—— 李明涛长篇小说《旮旯湾》序

◎吕向阳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传统

文化根脉，包括文坛上空璀璨夺

目的星象与轨迹，甚至一些覆盖

着厚厚的尘土、被主人撂在墙屋

旮旯的“老物件”。老物件身上往

往镶有历史传承的基因，厚厚的

黄土层往往埋着矿石和宝贝。陕

西有好多具有“乡土情怀”的作

家，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在自

己脚下的土层里刨挖、深耕，用

他们的力作立足于现代与当代

文坛，成为中国文化之林一道道

亮丽的风景线。

摆在我面前的，是厚厚的一

本长篇小说《旮旯湾》。作者叫李

明涛，笔名叶丛。

花了几个晚上时间，我把这

本 24 万字的小说看完了。我不

好说它与名家、大腕的区别在哪

里，但是看得出，它是作者经过

长期的积累，而且用心打磨了

的。从内容看，《旮旯湾》所记述

的没有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大事

件，可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人

物，以及沟沟岭岭、坡坡坎坎发

生的事情，把我深深地吸引住

了。这本书把我们带进了一代人

刻骨铭心的那个岁月，故事跌

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就像大

冬天咥了一老碗羊肉泡，令人酣

畅淋漓，很过瘾 ；又像喝了一碗

风味独特的麻辣汤，令人回味无

穷，很惬意。

从缺吃少穿到忆苦思甜，从

学工学农、回乡务农到恢复高

考……一时勾起多少五〇后、

六〇后、七〇后难以抹去的回

忆。明涛的《旮旯湾》是一部以

板块式结构、长焦距镜头记录关

中农村特殊年代的长幅卷轴。其

中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两个重点

人物或者重要事件，脉络清晰，

人物个性鲜明，性格迥异，看似

独立成篇，却相互勾连，使那些

在岁月长河里被湮没的故事、环

境、人物呼之欲出，演电影般呈

现在世人面前 ：生产队、知青、

麦客、民工、民兵、“娃娃亲”……

《旮旯湾》以写实性的表现手法，

复现了四十多年前特殊的时代

场景，记录了一系列普通人物的

传奇故事、爱恨情结，再现了农

村青年在逆境中挣拼、与命运抗

衡的全过程，展陈了关中西部农

村不一样的风土、民情与传统文

化。整部作品以农村青年苍狗在

逆境中的奋斗为主线，唤起人们

对改革开放的深厚情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明涛的

文字功底颇深，很注重细节描

写，字里行间充满了质朴浓郁的

民俗风情。麦场里的露天电影、

饲养室里的热炕、旷野里的“拉

魂调”、民工棚里的开花乱弹，

与人物的成长、命运紧紧捆扎

在一起，让人赏心悦目，读起来

不倦不累。在这本书里，关中农

村流行的丢方、挖坑、耍女婿，

一茬人忘不了的交猪、看秋、踏

墙、炸土，以及小时候亲历过的

偷瓜、套狼、捕蛇、逮蝎子……

在他的笔下，是那么鲜活、灵动、

真切！

在宝鸡日报社工作那些年，

我跟他接触得较多。当时他已经

是凌云电器集团的宣传部长，兼

着宝鸡日报社《西部周末》编辑，

业余时间来报社编稿子、划版。

当时编辑不光是组版，每月都有

任务稿，他便常以“叶丛”笔名在

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小说、散文、

随笔。报社因为《西部周末》在全

国报业闻名遐迩。上世纪 80 年

代，明涛就开始写小说，那时他

还是个文学青年。三十出头的

他，第一次写了个中篇就被《清

明》杂志刊发，之后又被《中篇小

说选刊》选载。他可以说是继莫

伸之后“陕派”荣登“国家级”中

篇小说权威杂志的又一人物，给

当时陕西文坛“放了一颗卫星”。

“我是当年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

学出来的，我的身后总拖着长长

的影子——那就是我的农村父

母、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他曾

经这样对我讲。我相信他没有撒

谎，从这本书里，从主人公苍狗

的身上，就能看到他的影子。

一个身上历史“烙印”太深

的人，不管他身处何方，永远也

摆脱不了以前那个自己。明涛从

不张扬，也不爱出风头，在城市

里工作了几十年，担任厂里的中

干、当了三十年的《凌云报》总

编，如今到了“奔六”的年纪，见

了大领导依然手足无措、局促

不安。但如若谈及文学，他就像

换了一个人，尤其操起笔来，文

思泉涌，胆气顿生——三十来岁

时，给来宝讲课的路遥递条子，

给陈忠实写长信。陈忠实有一次

来宝鸡，就当面批评他 ：宝鸡多

了一个不大的官人，陕西文坛少

了一个不小的作家！挨陈忠实

的“骂”使他下定了决心，也催生

出他此前的作品集《苜蓿地》。

正因为作者身上有农村生

活深深的“烙印”，使得《旮旯湾》

有血有肉，而且非常接地气。

我以为，不管是现实主义作

品还是现代主义作品，任何一部

小说都是作者在人生体验的基

础上加以虚构的结晶。作家没

有人生体验就很难写出贴近生

活、贴近民众的扛鼎之作。优秀

的作品往往是作家在生活沃土

里“深耕”的产物，必须经过对

生活的体味、过滤和升华。通过

作家独到的视角展示于世人面

前的，才能非同一般。只有用灵

魂、用心血打造出来的作品，才

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产生共振，

引发思考和回味。纵观当今文

坛，著书立作的熙熙攘攘，但真

正有热度、有情采、有“人气”的

又有多少？明涛是一个善于动

脑筋琢磨、喜欢独立思考的人，

能在岁月冲刷过的泥沙里淘金，

本身就是对生活执着的积累。坎

坷与阅历往往是一笔财富——

它能使一个人变得成熟、坚强，

对作家而言，乃是一生受用不尽

的素材。

厚重的东西，往往是被时间

沉淀了的尤物。作家只有在自己

所熟悉的土层里深耕细作、不断

地挖掘，这样的作品才会经得起

历史的考验、时代的考验和受众

群体的考验，就一定会写出拿得

出手、对得起读者的精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宝
鸡市文联主席）

文 心 雕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