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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我同几位文
友驱车前往晋城市沁水县
尉迟村。这里是已故著名
作家赵树理的故乡，也是
文学的故乡。

我的老家在夏县，离
沁水百余公里。由于地理
相近，两地的日常生活、饮
食特点、气候环境、寒耕暑
耘 之 习 俗 大 同 小 异 。 因
此，我对赵树理的作品有
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尤其
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语
言韵味，使我产生强烈的
好奇心和共鸣，因而也产
生了到沁水瞻仰赵树理故
乡的想法，并且相邀好友
同行。

尉迟村最左面，是一
条宽阔笔直的柏油路，叫

“赵树理大道”。道路两旁
是“树理艺术长廊”，壁面
上镌刻的内容基本围绕赵
树理的作品标题、创作背
景、时间及内容介绍、社会
影响制作而展开。赵树理
故 居 为 典 型 的 北 方 四 合
院，二层砖木结构。据说，
这座院子有二百多年的历
史，看得出这是一个曾经
殷实富足的家庭。赵树理
住西屋，这是他曾经出生
和写作的地方。院内长着
一棵枫树，春夏交替时节，
高高的树干，翠绿的树冠
挺拔而茂密，微风吹拂，树
叶摇摆着小手，欢迎着前
来的人们。

拾级而上，展览馆与
陵园中间有一段路，两旁
是按照时间顺序展示赵树
理代表作，基本涵盖了赵
树理的代表作，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
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孟祥英
翻身》《锻炼锻炼》《登记》《套不住的手》
等作品。

陵 园 有 五 十 余 亩 ，依 牛 头 山 坡 而
建。园中苍松翠柏，树木茂密，庄严肃
穆，寂寥无声。中轴线等距依次为水池、
铜像、墓碑、墓冢，陵园底部呈半圆形。
陵园两边有数十个大理石碑文，分别竖
立在陵园的两侧，全是当年文艺界权威
人士对赵树理的评价摘录。诸如郭沫
若、茅盾、周扬、老舍、刘白羽、陈荒煤、孙
犁、马烽等。评价语录言简意赅、饱含深
情，让我们又回到了赵树理作品中那些
活灵活现、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回到了
文艺界根据赵树理创作的崭新理念和作
品以及时代的需要确立的“赵树理方向”
和对全国创作的影响中；回到了新中国
重要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形成和成
熟中……除了这些评论摘录外，陵园大
门至铜像两侧墙壁上镌刻的是漫画《小
二黑结婚》，41 幅浮雕是从漫画家米谷
同名的连环画中节选出来的，形象逼真，
发人深省。

“赵树理写小说写戏剧写论文写曲
艺写思想杂谈，党需要他写什么他就写
什么。他遗留下的精神财富永久为中国
人民所喜闻乐见，流传百世”，这是赵树
理墓碑上的一段话。看过这些文字，心
潮澎湃，感慨万千。

赵树理是人民作家，是当代文学流
派“山药蛋派”的旗手。当年，中国作协
在创作上肯定并确立“赵树理方向”，不
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其作品影响力的
体现。“赵树理方向”影响了当年全国文
学创作，如对孙犁、浩然、柳青、周立波、
康濯等人的创作影响，这些作家都是长

期深入生活，写农村和农民
的高手，都是热爱书写对象
的实践者。赵树理出身农
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
他通过学习和实践，成长为
一个知识分子。反过来，他
以自己的方式去写农村、写
农民，用农民容易接受的方
式讲述故事。这种写作立
场是一种严以律己，也是一
种 浑 然 天 成 。 赵 树 理 的 伟
大，正是根植于他脚下的这
片 黄 土 地 。 他 热 爱 土 地 和
劳动人民，这种天生的热情
是 他 对 土 地 和 农 民 的 信
任 。 好 的 小 说 就 是 去 同 质
化，保证差异性。赵树理的
小说写出了抗日战争、土改
时期、农村合作化、人民公
社 不 同 时 期 的 差 异 性 。 周
扬说，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
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是 毛 泽 东 文 艺 思 想 在 创 作
上 实 践 的 一 个 胜 利 。 马 烽
说，赵树理最重要的一条经
验 就 是 长 期 深 入 生 活 。 而
这一切的核心，是赵树理在
长 期 写 作 过 程 中 所 建 立 的
为农村农民写作的立场。

二黑、小芹、二诸葛、三
仙姑、金旺……这不就是我
们 村 里 的 某 某 某 吗 ？ 这 些
故 事 不 就 是 我 们 村 里 的 故
事吗？我从小爱听故事，经
常带着这些问题，请教同为
教 师 的 爷 爷 和 父 亲 。 他 们
结合我的提问一一回答，同
时 还 给 我 讲 赵 树 理 的 其 他
作品，讲赵树理从农民中来
为农民写作的故事，同时告
诫 我 ，要 写 出 好 作 品 ，就 要
热 爱 生 活 ，了 解 生 活 ，熟 悉
生 活 。 1983 年 ，上 海 的《文
汇 报》发 起“ 文 学 青 年 切 莫
拥挤在文学小道上”的讨论

征文，我的文章《学会更好地生活》有幸
发表，表达了一种写作的愿望和态度。
1986 年，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在夏县成
立蓓蕾文学会，开宗明义提出写自己熟
悉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讲好自己的
故事。今天，终于实现了夙愿，来到了文
学的故乡，参观学习我们热爱的人民作
家赵树理的人生和写作历程。兴奋之
余，看到更多的是社会各界对人民作家
赵树理的各种褒奖和纪念；激动之余，仿
佛看到了一个面带微笑、思想活跃、步伐
铿锵、立场坚定的赵树理从历史的长河
中向我们走来。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
个伟大的灵魂。赵树理从农村来，为农
民写作，采用农民喜欢的传统话本形式，
为农民鼓与呼，同农民共命运，推动农村
的发展、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坚持文学
的大众化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坚持采
用农民喜欢的形式讲农民的故事……这
就是赵树理的文学立场，也代表着广大
文学工作者的写作立场。

赵树理留给我们的遗产有哪些，赵
树理的文学创作方法在新时期还有没有
学习借鉴的意义？等你看到尉迟村围绕
赵树理品牌建设成功的各种文化载体和
中心，看到全村正在围绕赵树理品牌打
造建设中的文化场景，看到来自五湖四
海的游客前来赵树理的故居纪念馆或站
在墓冢前鞠躬致敬的身影，看到全村中
心街道上竖立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
金、老舍、曹禺、赵树理的塑像，你就会对
尉迟村对待和接纳文学和文化的理解和
立场感到欣慰，充满期待。

尉迟村东的沁河河水，在哗啦啦地
流淌。春秋共雨，日月同辉。一个为人
民写作的作家，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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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解村委会门前有一条两三百米
长的大街，大概是我们整个县城里最
具烟火气的街道了。下午四五点后，
除了一些冒着热气和油烟的特色小吃
之外，各种当季水果的摊位摆满了街
道两边，从樱桃、油桃这些本地特产到
菠萝、柑橘等外来水果一应俱全，叫卖
声混合着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路
过的人们，大约是禁不住这人声鼎沸
的诱惑，纷纷停下车，来到摊位前，在
和摊主讨价还价之后，拎上几个新鲜
的时令水果，举着手机扫码支付，整个
过程一气呵成，流畅丝滑。这种扑面
而来的市井既视感，让小城充满了温
馨舒适和琐碎可爱。在林林总总的水
果中，西瓜无疑是占据“消费 C 位”的，
它是对抗漫长而沉闷的暑热最让人迷
离、最具杀伤力的利器，没有之一。“下
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文
天祥的这两句话，从诗人视角道出了
西瓜的正宗滋味。

两周多前，领着大旺经过这条人
气爆表的街道的时候，就听到了夏宝
西瓜的叫卖声，“夏宝西瓜，绝对正宗，
先尝后买，十块钱四斤”。这种鲜亮而
浓郁的万荣土话，被灌注在电喇叭当
中之后，余音袅袅，久久不绝。我往堆
放着滚瓜溜圆夏宝西瓜的工具车上一
瞥，赶紧拉着大旺急速离开。因为妹

夫在王显村种的夏宝西瓜此时还没有
开园，“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的酸
味油然而生。

直到夏宝西瓜的叫卖从“十块钱
四斤”喊到“十块钱五斤”的时候，我的
心里再也无法平静，甚至有几分急不
可耐。好比在考堂上，看到别人交卷，
一个两个不打紧，三五个也无所谓，而
大部分人都起身交卷，且每个人的脸
上还飘荡着那种稳操胜券、洋洋自得
的表情，你还能沉得住气、从容作答
吗？都说市场如战场，你占不了先机，
后面还有机会取胜吗？

昨天一回到村里，我就迫不及待
地开着电三轮跑了五里地赶到妹夫的
瓜地。停下三轮车，脚踩在两排瓜棚
中间的通道，感觉一股热浪顺着裤腿
儿直往上蹿，估摸着此时的地表温度
应该在 40 度以上吧。这要是摔上一
跤，估计烫伤比擦伤的后果都还要严
重。这样的天气，不要说在瓜棚里干
活了，就是在这空地上站一会儿，分分
钟都要被晒成“干儿”了。妹夫养了两
条狗，一条看到有人来也跟着跑了过
来，“汪汪”几声就回去歇凉了；另一
条，干脆躲在阴凉处没出来。天热得
让狗狗都快要忘记自己的职责了。

大中午的，只有妹夫一个人在瓜
地。他从远处过来，我看不清他的面

庞，却能感觉到他走路时都快要飘起
来了。单薄的身子更加干瘦，不过精
气神倒还不错。他把我引到两头透风
的凉棚下面，一下子觉得像是换了人
间。

刚 坐 定 ，妹 妹 就 开 着 电 三 轮 过
来。印象中好像没见她开过车，但她
风风火火的样子，俨然一个老把式。
我的视力不太好，妹妹下了车走到跟
前，我才看清了她饱经风霜的模样，瘦
得我都有点儿不认得了。

“是瘦了 15 斤……”妹妹说这话
的时候，倒是漫不经心。

我却惊讶得几乎跳了起来。15
斤，这放在身上该有多大的一块呀。
这哪里是种瓜卖瓜，简直就是虐待身
体呀。我身边熟人和同事，午饭限量
晚饭不吃，早起跑步晚上锻炼，一个月
能减上三两斤都算是奇迹了。

今年是他们种夏宝西瓜的第四
年。他们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瞪着
充 满 血 丝 的 眼 睛 ，一 次 次 地 加 大 筹
码 。 头 一 年 种 了 15 个 棚 ，说 是 辛 苦
的，结果到第二年却增加到 40 个棚，
最忙的时候把两个人都累虚脱了。到
了第三年，也就是去年，他们再次挑战
自己的极限，咬咬牙增加到 60 个棚，
还是两块地来回跑，其中的辛苦辛酸
可想而知。今年说不干那么多了，说

人要紧身体要紧，结果一把地包到手，
就又种了 57 个棚。在他们这些最早

“吃螃蟹”的几个瓜农年复一年的带动
下，夏宝西瓜已然成为王显村继红富
士苹果之后又一个新崛起的产业品
牌，甜蜜的事业越做越大。

从正月里的栽苗，到随后的掐尖
授粉拉蔓标记，一百多天的时间里，一
株西瓜苗跟前要跑多少回，没有人能
记得清；每天从第一个瓜棚到最后一
个瓜棚要走多少路，没有人能数得清；
每年卖了瓜拆了棚说来年再也不种瓜
了，结果到了第二年仍原鼓旧槌照样
侍弄起西瓜，也没有人能解释得清。

临走的时候，妹夫带我走到近处
的一个瓜棚，说今年的瓜管得好也成
得好，每个瓜都在十斤上下，匀匀称称
的，肯定好卖。说到这里，他那黝黑而
朴实的脸上，挂着幸福的满足。

“哥你不用操心，打搅了几年的瓜
贩子这些天都来电话了，要订咱们的
瓜，”我都开上车了，还能听见妹夫兴
奋的声音，“再有不到十天的样子，咱
的夏宝西瓜就要开园啦！”

开园了就能卖钱了，卖钱了就见
到回头子儿了。相对于前期的真金白
银的投入和起早贪黑的付出，回头子
儿，大概是这会儿最让人开心的事儿
了。

又 是 夏 宝 飘 香 季
■王鹏举

一进农贸市场，就听到“王范甜
瓜”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一听到这种叫卖声，就像回到了
当年王范公社一样，因为 20 世纪 70 年
代我在那里当过“公社书记”。

其实，“王范甜瓜”与我没有半毛
钱关系，只是觉得在我待过的地方能
创造出一个品牌，也是一种“骄傲”、一
种“激励”、一种“震撼”，更是一种“觉
醒”：“那时，我为什么就没有能为群众
想出这个好主意呢？”

正念叨着，王振勇提着一袋王范
甜瓜“绿博特”来了。

王振勇，原为王范公社刘村庄大
队秘书。我调离王范公社后，他调进
公社当了副书记。

他非常喜欢“绿博特”，主动向我
介绍了这个新品种：它是一种杂交新
品甜瓜种，颜色深绿，近似苹果型，外
皮平滑，肉厚色绿；成熟期从种到收只
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口感好，糖分高，
汁多味甜，特别酥脆，口感香甜，十分
爽口；富含苹果酸、葡萄糖、氨基酸、维
生素 C 等营养成分，是夏天消暑解渴
的佳品。

我不由想起爷爷解放初期种植的
甜瓜。那瓜成熟后，接触土地的瓜面
总被一种叫地蛆的虫子拱过，留下许
多深深印痕。而且种得极少，也不见
有人出售。大多只在瓜庵边角种上一
小块，供自己家人吃。还有一种叫“留
兰香”的圆香瓜，比较小，吃着不脆不
甜，但放在屋里却能散发出浓香的味
道。沿中条山一带的村庄，如东郭村、

磨河村，还种有一种叫“天鹅蛋”的甜
瓜，也很小，但很甜，种在沙土地里，结
瓜虽早，产量却很低，现在几乎绝种
了。

如今的“绿博特”甜瓜，与爷爷当
年种的“甜瓜”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王范乡一个农业特色产业
的甜瓜，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问王
振勇。

王振勇说：“要说王范甜瓜发展
史，得先要说说段麦喜。”

“为什么？”
“ 因 为 他 是 王 范 种 甜 瓜 的 第 一

人。”
段麦喜曾经栽植了 4 亩梨树，患

上了黑星病。面对成片死去的梨树，
他心一横，把梨树全砍了。经过仔细
研究和认真考察，第二年他在原来的
梨树地种上了甜瓜。5 月就上市了。
由于他的甜瓜口味好、品质佳，很快就
被抢购一空。他连续几年种甜瓜，获
利甚丰。

段麦喜为王范甜瓜总结了三大优
势：王范这个地方有小气候特点，海拔
460 多米，有温差大的优势，因此种植
大棚甜瓜不仅品质好，而且比栽种桃、
梨、果等都要省力、省钱、省事；种植甜
瓜周期短，当年见效；种甜瓜凭借设施
农业优势，在大棚里生长，产量大，可
免遭冻灾。

段麦喜成功种植甜瓜的消息不胫
而走，许多群众都要求跟他学。2008
年，他带领十几个村民到山东考察学
习，主要学习挂蔓技术。回来后，他又

和段明岗成立了山西涑之畔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以“公司+农户”的形式与
周边村 100 多个农户合作，由公司提
供技术、农资和销售渠道，农户参与管
理，共种植了 1000 余亩的大棚甜瓜，
为王范甜瓜开辟了一块新市场。

“不是说这是刘少芳女儿刘瑛的
功劳吗？”

“是。2011 年春天，种甜瓜的人越
来越多，遇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刘
瑛利用自己有文化有知识的优势，联
合瓜农成立了一个甜瓜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常邀请专家到瓜农地里进
行技术培训和实地指导，手把手地传
授施肥、抹芽、除草、授粉等技术，还同
丈夫一起用轮作倒茬的办法，春天种
甜瓜，夏天种西红柿，一棚两用，抢占
市场空当，提高产品效率，让瓜农们受
益匪浅。如果从提高王范甜瓜的科技
含量、实行王范甜瓜的标准化生产来
看，刘瑛当然是科技种瓜第一人。”

刘瑛，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上
接天，下接地”，整天混在瓜农中，根据
瓜农的需要，为社员提供优质种子和
苗木供应，还组织瓜农、菜农，赴北京、
山东、陕西等地参加全国蔬菜博览会，
参加种子大会、甜瓜品鉴会，让社员们
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更加坚定了做大
做强家乡特色产业的决心与信心。她
还注重“创品牌”“卖精品”，以合作社
的名义创建了“王范甜瓜”品牌，注册
了“王范甜瓜”商标，设计了精品礼盒
和小标签，走上了品牌发展的道路。
她还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举

办甜瓜新品种品鉴会，用电商打开销
售市场。由于王范甜瓜注重品质，不
用激素类农药，因而越来越受消费者
欢迎。设施大棚面积从原来的 1000
亩发展到 5000 亩，产量也由 1500 公斤
提升到 2500 公斤。商品率达到 95%，
亩效益达到 1.5 万元以上。2020 年合
作社产品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绿色认证，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种子大
会 ，并 推 广 了“ 绿 博 特 ”绿 皮 甜 瓜 品
种 。 吊 蔓 甜 瓜 亩 产 量 也 由 原 来 的
1500 公斤大幅度提升为 2000 公斤到
2500 公斤。

前不久，我路过王范乡，当刘瑛陪
着我们走进瓜棚，棚里气温较高，瓜秧
长得绿意盎然。瓜蔓上挂着一个个圆
形的或椭圆形的甜瓜，真令人眼馋。
种植户摘下几个让我们品尝，真是香
脆酥甜、清爽可口。走出大棚，只见有
不少前来进货的人正与瓜农洽谈。一
番议价，迅速成交。接下来，就是采收
运送，过秤结算，手机转账，忙忙碌碌
的……

刘瑛指着挂在架上的甜瓜对我们
说，为了提高甜瓜品质，今年合作社又
与南京农业大学共同实施“校区合作”
项目，开展新品种种植实验，力争让王
范甜瓜品种更优、品质更好、品牌更
高，不断推动甜瓜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他们将进一步引进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新设备，形成集农业生产、
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农业
产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王范特色的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王 范 甜 瓜 香 又 脆
■王志英

盐 湖

黄帝大战蚩尤时，苍山如血。
一堆一堆盐垛，白花花的。
历史是一头咆哮的狮子，
长长的鬃毛，搅起满天风沙。

一条盐池古道，在中条山蜿蜒。
伯乐相中的那匹马，雪白的四蹄，
踏得原始的松林涛声如雷。
九州十八县，
让一架独轮马车搅起满天烟尘。

肩担背负的日子，红尘滚滚。
大道通天的岁月，莽莽苍苍。
水在荡漾，水在漫卷，
如一幅北方壮怀激烈的水墨画。

一头，挑起的是西风猎猎。
一头，挑起的是国泰民安。
是谁，还在高筑的土台上抚琴高歌：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鹳雀楼

落在头顶的雪，弓满苍山。

黄河，吟咏的长调短调，
一步一回头。
身前之事，身后之事，
在雪地凝聚成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
鹳雀楼，独占鳌头。
一个唐朝的诗人，
披一件破旧的衣衫，
轻轻接住，
空气里弥漫的桑落酒醇香的味道。

秋风楼

一艘打着汉朝旌旗的大船，
灌满了汾河的风声，雨声。

山呼万岁的啸声，
夹杂着龙的低吟浅唱。
一场秋风，
站在高处，
俯视着芸芸人寰。

秦皇汉武的霸气，气贯长虹。
苍茫的大地，落满同样苍茫的芦花。

一座楼，上可接住紫气东来的云霞。
一座楼，下可抚摸到人间烟火的雾岚。

河 东 纪 行（组 诗）
■李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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