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语文

导报》在头版头条《作家话读》栏

目以多半个版面推出散文《书页

里的光阴》时，王英辉欣喜异常，

百感交集。当年还是小小少年的

他，就曾以一篇《同桌》摘得该报

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生作

文竞赛银牌。

从十五岁获奖到二十岁出版

散文集，从昔日的忠实读者到今日

的专栏作家，在追逐文学的道路

上，王英辉走了二十余载。

书香袅袅伴成长

王英辉接触文学作品很早，年

幼时家里高高的书橱是他平日最

留恋的地方。祖父王效文曾做过编

辑，无论是经典古籍，抑或文学名

篇，他多能一字不落地背诵给爱孙

小英辉，鼓励他多读经典，多增加

知识储备。那时同龄人还不知朱柏

庐为何人时，十多岁的王英辉已经

将《朱子家训》牢牢记在心间了。寒

暑假里，学习的间隙，王英辉还听

从祖父的教诲，系统临摹了《孝女

曹娥碑》等名帖，练就了一手好字。

用老人家的话讲，和文字打交道的

人，必须诗文样样都通。

每当王英辉有文章发表在《辽

宁青年》《作文》《青少年文学》等公

开刊物上，祖父便会按照报刊社的

汇款单数目，再奖励他一份稿费。

不到二十岁时，他便结集出版了第

一本散文集《桃花悄悄红》，成为当

时省作协最年轻的会员。

美文篇篇写真情

谈及写作，为人豁达、性格率

真的王英辉坦言：“我写自己想写

的人和事，表达的也是自己的真情

实感。”出生在周原土地上的王英

辉，作品中也充斥着浓郁的周秦文

化、厚重的故土情怀。去年，他第二

部散文集《书页里的光阴》出版，著

名作家徐岳曾评价王英辉的作品

有爱故土、爱周人、爱凤鸣、爱乡

味、爱民俗等“九爱”。

王英辉的散文《乡味是一瓮

醋》，首发《西安晚报》后，经中华书

局主办的《中华活页文选》转载，被

全国十多个省选为中考语文阅读

试题，令他的浓浓乡情香飘大江南

北。他的文章多次在征文大赛中摘

得奖项。《怀乡记》《心底的那抹温

情》《舌尖上的乡思》等作品相继在

《延河》《橄榄绿》《当代青年》《文化

艺术报》等报刊发表，这些承载深

厚历史记忆、饱含真挚情感的诗意

文字，深受读者喜欢和赞扬。《宝鸡

日报》开设的《陈仓新美》专栏，多

次选登他的文章，他也因此被西府

广大读者所熟知。

爱心拳拳献公益

盘点宝鸡文艺界的能人，王英

辉是绕不开的人物。他曾参与陈仓

诗社《陈仓诗草》的编辑，筹建宝鸡

楹联学会并出任创会秘书长，还担

任过市职工作协理事、宝鸡文学网

站站长，连续多年主持网站事务及

年度文学奖评审工作。如今，他不

仅被推选为岐山县作协副主席、渭

滨区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还担任

着岐山县政协特聘文史研究员，在

《中国文物报》《东方收藏》等报刊

发表近百篇文史随笔。作为宝鸡上

善公益联合会理事的他，还多次参

与“致敬老兵”等大型文艺演出总

撰稿，并为山区儿童捐赠著作。

王英辉如一抹清辉，在文苑里

默默地挥洒着光和热。他先后走进

宝鸡文理学院、岐山中学等校园，

为师生作《让读书成为习惯》《不负

光阴不负华年》等主题报告，畅谈

自己创作心得，引导他们增加知识

积累，多练笔、勤写作。

逐梦二十余载，王英辉并未停

下脚步：“我还有一个本土文化随

笔系列的创作计划，将进一步挖掘

书写周秦文化深层次的内涵。”

蟠  龙  塬
◎萧迹

小学，我是在宝鸡店子街小
学上的。那座建于 1942 年的校园，
随着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那场汶
川地震，已化作推土机驶过的尘
烟了。母亲当时在金小堡中学教
书，那时的金小堡中学就是今天
的店子街中学旧址。学校照顾母
亲，我们一家四口就暂时住在了
学校一栋二层小楼一层北头大约
八九个平方的房子里。房子里有
一 张 大 床，一 张 小 床，一 个 大 立
柜，一台缝纫机，一个桌子，基本
上就满了。晚上，还会推进来父亲
每天要用的自行车，但我至今想
来都没有拥挤的感觉，这里是我
幸福的乐园。

房子外面就是操场，站在操
场上就可以看见学校背面有一座
山。那 时，我 们 习 惯 称 之 为 蟠 龙
山，我常常站在操场抬头望着高
不可及的山头想，这山上究竟都
有些什么？

小学毕业，我自然就进入了店
子街中学。那段时间，全中国都在
热播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第一
次看那么激情燃烧的武打片，让正
值十四五岁、荷尔蒙茂盛的我狂热

地喜欢上了武术，没事就和同学们
打打闹闹。记得有一次在学校后
面，也就是蟠龙山半坡一个比较平
整的地方，我和同学段新权练散
打，一时兴起，我跳起来就是一个
飞腿，没想到技高一筹的段新权敏
捷地把身子一闪，我瞬间踢空，直
接从半空坠落，且是脑袋先落地，

“啪”的一声，整个脑子里“嗡嗡”了
好几天，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我之所
以处处显得很傻反应迟钝，很有可
能就是那天摔了留下的后遗症。

班上后来转来一位名叫魏忠
祥的同学，他家就在蟠龙山上住。
他每天早上从上面下来，中午回
去，下午再来，放学后，他又回去。
那时我就问他，每天上下几趟能受
得了吗？魏忠祥说：“这路短得很，
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还热情地邀
请我去他家玩。

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我顺着
他说的羊肠小道走了上去。第一次
去，感觉没有他说的那么轻松，狭
窄的山路拐来拐去，等到了山顶，
累了一身的汗。不过这个时候我才
知道，我心中的蟠龙山其实不是一
座山，而是塬。站在塬边俯瞰，宝鸡

一览无余，扭头往里面看则是一望
无边的麦苗，在阳光下如同碧绿的
地毯平铺而去，顿时对课本上学的
黄土高原有了一个切身的体会。直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天去忠祥家
的情景，忠祥的妈妈给我们做了一
道臊子面，面的香美现在似乎都能
感触得到。当时他妈妈给我们擀
面，对我笑眯眯的神态都过去四十
年了我还记忆犹新。

忠祥的母亲去世得早，后来是
他的父亲含辛茹苦把他们带大。中
学毕业后，忠祥先是自己带队伍外
出承包工程做了老板。再后来，已
经是两个儿子父亲的魏忠祥又回
到了村子担任蟠龙山村的村长，带
领村民一起脱贫致富。

明清两朝重臣，后任清刑部侍
郎，草拟《大清律集解附例》，曾影
响了大清刑律的历史文化名人党
崇雅就是蟠龙镇人。今天的蟠龙山
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
别是那几年农家乐的兴盛，蟠龙山
村离宝鸡市区又近，市民们晨练时
都会顺着山坡走上去，上去就进了
村，吃了早餐再回来，自然地也就
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离开宝鸡都快三十年了，可是
对宝鸡的那种感情却是什么都替
代不了的。一想起宝鸡，就想起了
蟠龙塬，那里有我青少年时期的印
记。那天，朋友老徐带我去了一趟
蟠龙塬，现在的塬上面早已是连甍
接栋、层台累榭、鳞次栉比的现代
化新区了。

肖像作者 ：陈亮

故乡的迎春花
◎韩星海

我的故乡，位于关中西府扶风
北塬上的乔山脚下，那儿背依乔
山，身傍美水，田野平坦，但却是个

地地道道的乡村僻壤。村庄后面的
大山之上，灌木成林，却无奇特的
参天古树，景色极为平淡。唯有那
满山遍野的迎春花，在山上山下，
村前村后的旮旯拐角，田埂地塄旁
边，和山相伴，年年岁岁倔强地生
长着，给荒凉的家乡增添了无限生
机。每当我忆起乡愁，那向往春天
的童心，至今留存在那一束束迎春
的花瓣上……

一年一度，春节来临，我都要
回到故乡。那正是山寒水瘦的时
节，迎春花却向着凛冽的寒风，露
出了质朴的笑脸，更像欢迎着我
这位游子的归来。只见它那柔软
翠绿的枝条宛如村姑的手儿，把
一条条点缀着的淡黄花冠高高捧
起，就像凌晨的启明星，泼泼辣辣
笑咧了嘴儿。黄灿灿的小花在枝
头颤动，又像一群熙熙攘攘的蜜
蜂儿，更像是一队扑扑噜噜的小

蝴蝶在联欢聚会。金灿灿的，在山
崖、路旁、溪边，使人想起了从春
到秋百花争艳的香浓色彩。我不
忍心地撷取一枝，搭在鼻子下，闭
上眼睛慢慢地闻着，一缕缕清香，
几乎把我陶醉了。

哦！迎春花，家乡人称你为幸
福吉祥的“金腰带”。我想，那不正
是系在春姑娘纤细的腰上了吧！
人常说，一草一木总关情，迎春花
是为了每年报春而来，也催促着我
无限的思念和遐想……我在浩如
烟海的名篇诗句中，寻找那些墨客
骚人吟咏它的诗句，出乎我意料的
是只有两首诗是描写迎春花的。首
先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一首 ：

金英翠萼带春寒，
黄色花中有几般。
凭君与向游人道，
莫作蔓菁花眼看。
随后另一首是宋代诗人韩琦

的诗 ：
覆阑纤弱绿条长，
带雪冲寒折嫩黄。
迎得春来非自足，
百花千卉共芬芳。
仅仅两首诗，书写得都很完

美，充满着诗情画意，让人在形象
思维中对迎春花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同样是花，可迎春花和咏牡
丹的一百一十八首相比，我就有些
愤愤不平了！为什么？迎春花用生
命召唤着春天，二十四节气，立春
为首 ：二十四番花信，迎春夺魁。它
从不占据肥田沃地，不跻身于庭院
花园，也从不出头露面，实在是百
花谱中的佼佼者！

看着眼前这一丛丛、一团团、
一簇簇、一束束自由灿烂的迎春
花，把我的身心又融化了。她是多
么纯朴和明洁，不正是我故乡品质
善良的父老乡亲吗！ 

雪落山川（组诗）
◎李小军

悄然而至的雪

清晨来，晌午就走了
我们在一起聊天，散步，打雪仗
我用相机，留下她美丽的身影
 
人间有疫情，不便久留
何时再来，我没来得及问
她，也没有说
 
悄然而至的雪，让我想起初恋
大雪纷飞的北方小站，我们相视一笑
就此一别，便是一生 

聆听雪花飘落的声音

喜欢和你一起漫步
看你围绕着我，蝴蝶一样上下翻飞
你带着新鲜的翅膀和想象
将我的暮年，瞬间
拉回到少年
 
你与我耳鬓厮磨
我与你诉说久远的思念
我被岁月雕刻的坚韧和泪水
愈来愈接近春天的柔软
 
白茫茫的大地
一寸一尺在溃堤
三千里疆域，渐渐苏醒
万物萌动，积聚成一声惊雷
我摘下雪花的芳心
像一封情书，藏在草木的缝隙 

狂草的诗行

大雪覆盖之下
是破土而出的麦苗
 
西北风提起如椽巨笔
转换了一下角度
 
在雪花姑娘铺展的宣纸上
挥就春天激情的诗行
 
这幅字没有几人能读懂
唯有农人心花怒放 

雪花，先我抵达故乡的春天

纷乱的雪花 
犹如我的思绪 
被风中的响鞭凌空抽打 
赶在春天来临之前 
先我抵达故乡 
为逝去的岁月 
和亲人 
做一次盛大的祭奠
 
我的脚步 
深陷千万朵雪花的围剿 
在通往家的高地上 
我是一名突围的士兵 
除夕的团圆 
土炕的温暖 
母亲的牵念 
令我归心似箭 

大雪过境

像一个忧郁而年迈的人
阴沉着脸。像一个快乐的孩童
惊喜地喊出 ：雪花
 
雪花步履匆匆
怀揣忐忑的心情，越走越急
走出陈年往事，走进
 
新的生活
西北风，掀开岁月的画册
迎春花摇曳
一个绚烂的春天
呼之欲出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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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的
       文学梦

 MING JIA

诗 坛三秦

李小军：
西安人，诗见

《 绿 风 》《 星
星 》《 扬 子
江》《西北军
事 文 学 》等
报刊。

萧迹 ：曾在宝鸡生活
工作 20 余年，现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协签
约作家，西安市百名骨干艺
术家，西安市碑林区作协
主席。出版长篇小说《活给
别人看》 《楼观秘籍》 《高
家堡》及散文集《请珍惜在
一起的日子》 《美景都在路
上》等 10 余部，约 500 万字。

韩星海 ：宝鸡扶风人，中
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陕西省茶人联谊会会长。
曾出版通讯报告文学集、散文
集和茶文化专著 22 部。 

文墨盈香映清辉
——访我市青年作家王英辉

本报记者 段序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