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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个春秋冬夏
九十年酸甜苦辣
一生与病魔抗争的她
硬生生撑起了这个家

如今皱纹铺满脸颊
顶上亦是满头白发
遥思步履蹒跚的她
满腹的心酸是牵挂

小时候
她的膝盖是扶手
我扶着它学会站立和说话
长大后
她的肩膀是扶手
我扶着它历经风雨闯天涯

爱孩心无尽
喜泣儿归家
每每分别时
倚门泪沙沙
这就是娘
这就是福
这就是我们心中伟大的妈

写给母亲
■卢江辉

按下控制器的停止键，温室
的棉被停到了妥当位置，当天地
里的劳作告一段落。放眼望去，整
个棚区的棚上再无他人走动的身
影。那轮圆圆的夕阳几乎落到棚
顶。大地开始呈现一片金黄。灰色
的棉被上泛着点点的光，后墙铺
着的黑布上也积着一团儿一团儿
的金色阳光。多么美妙的夕阳啊，
阳光所到之处，一片金色。

此刻的我，因为阳光的加持，
成了幸福的金人了！夕阳像一只
巨大的表盘挂在天边，阳光一点
点在收缩，蓝的天，青的山，绿的
冬小麦还显得亮，但空气已发凉，
贴着脸移动。抽缩下鼻息，忍不住
捂住脸，只剩下眼。麻雀们呼啦啦
抢东西一样无了踪影，四周开始
寂静。一只喜鹊蹦跳了几下，胡乱
在地上啄了几口，抬头，挺胸，收

尾，展翅，一气呵成跃上了高高的
枝头，进了巢穴，不再出来。

村口的照壁两侧各有一棵高
大粗壮的杨树，喜鹊将巢筑在上
面，并且是五个。想来这是一个大
家庭，它们一定是谋上了这块风
水宝地。这些天，每回至此，我都
要忍不住停留片刻。抬头凝望，将
目光定格在鸟的巢穴。夏天的时
候枝繁叶茂，只听得树叶哗哗作
响，从未留意喜鹊们在此安营扎
寨。我在其他地方见过喜鹊搭窝，
它们择一处可靠的枝丫衔来细枝
呀、毛绳呀，甚至 12 号的铁丝，精
巧地衔接在一起。精密的工艺组
合与力量的平衡搭配，让我叹服，
它 们 可 谓 鸟 类 建 筑 界 的 能 工 巧
匠。这些鸟窝在蔚蓝天空的映衬
下，成了五朵黑色的花，盛开在广
袤的天空里，新的生命在花朵里

悄悄酝酿。这些冬天的树体现着
一种风骨。秋风一吹，绿叶变枯，
打着旋儿飘落而下。褪去繁华的
杨树，兀自傲立寒冷中，把苍劲的
枝条刺向苍穹。经历过寒彻的人
们，该敬佩树们面对摧残时所展
现的轻描淡写的风骨吧。也许你
觉得冬树是孤独的，可我理解为
它把大道至简的哲理诠释得淋漓
尽致：没有了伪饰的本质，生命回
归极简极净。

我还是不愿归去，宁可在愈
冷的时刻去感悟和思索，任凭我
的想象万马奔腾。我越来越渺小
了，沿着昆虫涉过的足迹，寻找它
们，窥看这些昔日的田野歌者在
白雪覆盖下的洞穴里似露笑意相
拥而眠。我也可以像吉祥鸟一样
在枝头高高站立，瞭望一排排整
齐的日光温室，以及我可爱的村

庄，村庄里满是乡人在院落中忙
碌的身影。我又一次飞翔，返回到
葱茏的季节里，把熟悉的名字依
次念叨：这是爬地龙，那是狗尾巴
草，这是打碗碗花，那是摇铃草。
所有的动物们、植物们都吸收了
天地日月的精华，具备了灵性，在
这即将朦胧的傍晚，变幻着身姿
向我涌来。我把我的执念告诉这
些生生不息的生灵们：我爱你们。
我热爱农业，倾心奉献于农业。

再一次登上村口的棚顶，那
一轮硕大的夕阳正变得彤红，缓
缓下沉，美好的时光就要滑向夜
晚。大路上骑着电摩晚归的人抛
一句话：“被子都放完了还在棚上
干啥？”“没啥事，马上回。”他怎能
知晓我是在欣赏这一刻的荣光？！
夕阳正红正圆，每一秒都有变化。
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每天的夕
阳都不一样。就像在乡村种菜的
日子，每天都是崭新的开始，每天
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同样是在过
日子，在这一年中最深沉的日子
里，村庄里漫溢的年味将会越来
越浓，亦如这红彤彤的夕阳，是岁
末硕大的结果，也将会是另一个
满怀豪情的起点。至此，我踏着夕
阳归去，仍然怀抱依依的眷恋。

踏着夕阳归去
■■尚建明尚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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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是名动天下的作家，我
要拜谒他的墓地，写他的稿子。
甲辰年的四月一天下午，我来到
延安大学杨家岭校区。进大门
后，首任校长吴玉章塑像左后二
百米的一幢楼上钉着个小木牌，
上面有“文汇山”“路遥墓”的指示
箭头。我顺着一条两米宽的路开
始爬山。路顺山势，一会儿是石
块路，一会儿是水泥路，一会儿是
台阶路，总归是一会儿陡一会儿
缓。我觉得，它寓意路遥的人生
之路、创作之路艰难坎坷。

文汇山垂直高度差不多有三
百米。快到山顶的时候，路遥墓
呈现在我的面前。他在这里可居
高临下地看母校，看革命圣地延
安城。

凡是建在山坡上的墓地都一
样，都是在山上推一块平台，路遥
墓地也不例外。它坐东朝西，大
约占地百八十平方米，周围用水
泥和砖块砌着二三十厘米高的半
圆弧形的矮墙。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中国作
协、陕西作协和延安大学合立在
墓地中央的路遥半身塑像。约有
一米五高、六十厘米宽的基座上
用一整块汉白玉雕刻出的塑像，
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人们在报纸、
画报等媒体上看到过的路遥形
象，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宽边眼
镜架在鼻梁上目视前方。一个妥
妥的文学家形象呈现在拜谒者面
前。

塑像两三米远的正前方系墓
碑。文人的墓碑通常别具一格，
与众不同。路遥的碑由两块各一
平方米多的黑色正方形花岗岩重
叠平铺在地，下面一块比上面那
一块大出十厘米，上面一块横刻
着“路遥之墓”四个金色大字。

距塑像背面两三米之遥，是
路遥圆形的墓茔，一米七高，底周
长二十米，用延安出产的小石条
覆盖着。雨水、阳光和风沙使墓
茔的外表呈现出了岁月的沧桑。

路遥墓茔后面一两米远，有一堵十多米长、
三米多高、一圈用小石条砌就中间用水平抹平的
长方形墙，左上角镶嵌着一头黑色的拓荒牛浮
雕，中部粘着两行用黄褐色不锈钢刻成的单个若
斗大的仿宋字“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
献”，在夕阳余晖下闪闪发光。落款是路遥手写
的签名，飘逸隽永。

墓碑、塑像、墓茔位于一条中轴线上。
在路遥塑像的左右，各置有一个圆形的浅灰

色的石桌，各配 6 个小石墩。我想，是否文友们
想念路遥的时候，大家自带两瓶西凤酒或几包汉
中的茶叶，到这里与他团聚共饮、倾诉衷肠、切磋
文学？！我仔细看了看桌面，感到有字在上面，于
是用餐巾纸擦去灰尘，字清晰了起来。右桌刻的
是“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落款“《路遥文集》
责编陈泽顺敬赠”；左桌刻的是“平凡的世界，辉
煌的人生”，落款“路遥《平凡的世界》责编李金玉
敬赠”。

路遥墓地栽着六七棵松树，其中两棵白皮松
栽在墓茔的左右。在右上角置有一卧碑，上面横
刻着路遥纪念馆 2000 年 11 月 17 日，以“路遥喜
爱的白皮松”为题写下的一段说明词：

路遥生前到汉中市西乡县大巴山中采访时，
对苍劲挺拔的白皮松非常喜爱。他说要移两棵，
栽到省作家协会的大院，此举颇富象征意义。可
惜还未来得及完成便英年早逝。

1997 年，时任汉中市委书记的白云腾同志
得知此事，立即协同西乡县人民政府为路遥墓地
捐赠了这两棵白皮松。特立此石，以志纪念。

我离开路遥墓地后心想，他是个作家，我也
是个作家。但他是一流作家，我是末流作家，天
地之差。我千里迢迢来他的墓地干什么？无非
是敬个礼，写个稿。题目从哪里来，写什么？想
来想去，我又想到“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
献”的路遥名言。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 年 12 月出生在陕北
清涧县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7 岁时因家庭困
难，他被过继给大伯，从此跟随大伯居住在毗邻
的延川县郭家沟村。

路遥于 1973 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
大学期间开始文艺创作。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
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陕西文艺》
任编辑。

为了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勇于挑战自我。
自从踏进文学之门，路遥便全身心投入文学

创作，不断有作品在媒体发表。1982 年 5 月，路
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刊发于著名文学杂志《收
获》第 3 期。这部小说从萌生写作欲念到最终完
成历时近三年。它深入地描绘了社会转型期间
青年人的命运选择。《人生》一经刊出，即引发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场围绕“人应该如何生活”
的旷日持久的讨论就此展开。

两年后即 1984 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人生》上映，引起了巨大的观影热潮。在那个每
张电影票仅售价一角五分钱的时代，《人生》的全
国票房达到了一个亿，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票房
冠军。影片次年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四项大
奖（包括最佳故事片奖），奠定了“西部电影”雄浑
厚重、直面人生的写实派艺术风格。作品影响的
持续发酵，也深刻地改变了作家路遥的命运：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
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
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
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
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救：“人应该
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许多剧团、电视
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
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
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
没了。

路遥并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他也因自
己长期牛马般的劳动换来了“某种回报而感到人

生的温馨”。但相对具有很强的
自我反思能力且有更大抱负的
路遥，绝不可能躺在功劳簿上享
受鲜花和掌声。重新投入沉重
的写作，或许能让他感到生活的
充实。更何况，这个时期已经有
人认为《人生》是路遥写作“无法
逾越的高度”。路遥虽然不认可
这一说法，而回应这种说法的最
好的方式，便是创作出具有个人
写作突破性的重要作品。

创 作 一 部 规 模 很 大 的 书 的
想法就此萌发。这一部尚处于
想象中的作品，即便不是他“此
生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
规模最大的作品”。这便是后来
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
世界》。

为了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
特别能吃苦。

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
他开始了艰苦且漫长的写作准
备。首先集中阅读了近百部国
内外的重要长篇小说。国内以

《红 楼 梦》和《创 业 史》为 重 点 。
这也是他第三次阅读《红楼梦》、
第七次阅读《创业史》。此外，他
还广泛涉猎了各类“杂书”，包括
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宗教，以
及农、商、工、科技等专门著作。
为 了 解 作 品 所 涉 及 的 1975 至
1985 年这十年间的各类重要事
件，他又集中阅读了《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
息》等的全部合订本。想想，读
这些东西，得花费多少时间，得
记多少笔记，得动多少脑子，谁
下过这样的功夫？仅这一点，就
不得不对他顶礼膜拜。

另外，他提着装满书籍资料
的大箱子，奔波在乡村城镇、工
矿企业、机关学校、集贸市场，了
解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
的生活情况，熟悉作品所涉及的
地域内一年四季的作物等巨细
靡遗的生活细部……

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路遥
开始了长达 3 年辗转于陈家山煤
矿 、从 省 作 协 临 时 借 来 的 小 房
间、新落成的榆林宾馆、甘泉县

招待所等地的艰苦而漫长的写作。为了写出《平
凡的世界》，他几乎牺牲了全部的个人生活，他与
整个文坛彻底隔绝，无法与父母妻女共享天伦之
乐，甚至不能在养父病危和离世之时略尽孝道。
他不知道抽了多少包香烟，喝了多少瓶酒，熬了
多少个不眠之夜。写一篇作品特别是一部长篇
小说，难啊！

对于视创作为一种劳动，坚信唯有持续不断
的劳动，才能为人类创作出新的精神产品的路遥
而言，永远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
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乃是义无反顾的选择。
1988 年 5 月 25 日，《平凡的世界》终于完成，路遥
为此书的写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英年
早逝显然与此密切相关。

看路遥，想自己。我觉得很惭愧，在文学创
作中，自己吃过苦吗？没有，四平八稳地过日
子。看名家的作品少，写自己的东西少，精益求
精的时候少，像我这样的人在写作方面注定是不
会有什么出息的。

自 1986 年到 1989 年，三卷本的《平凡的世
界》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相继出版。截至 2019
年 10 月，各种版本的《平凡的世界》发行量高达
1700 万册，那些铺天盖地的盗版书更是无法计
数；1988 年 3 月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播
出 3 次，听众累计超过 3 亿人；《平凡的世界》连环
画、话剧、电视连续剧相继登场。1991 年，《平凡
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位居榜首。此
后 30 年间，该作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
珠”，一直位居各大阅读调查榜前列；2019 年，

《平凡的世界》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
典藏”系列。这一切都说明，路遥及其著作的社
会影响力实在太大太大了。

曾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蜚声华人圈的旅
美华人作家周励女士，从纽约不远万里来到延
安，为的就是在路遥墓前献一束花，表达长久以
来的深深敬意。

南方几所大学 16 位本科生在网上相约，因
为喜欢路遥，他们从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中
的“双水村”的拍摄地出发，每天步行 20 公里，晚
上找地方借宿，再花一个小时讨论《平凡的世
界》。历经十多天的徒步，他们赶到延安拜谒路
遥墓。

路遥去世后，潘石屹突然跑去延安看路遥的
墓地。墓地简陋，让潘石屹含泪沉默了许久。临
走前，他给延安大学留下 10 万元和一句话：帮我
修缮路遥的墓吧，他那么伟大，不该如此。

……
1992 年 11 月 17 日，路遥永远离开了这个他

活过爱过也写过的平凡的世界，结束了他短暂而
辉煌的人生，但他不息的奋进精神和以生命为代
价创造的劳动成果，仍然活在普通劳动者中间。
同样，他的《平凡的世界》似一座灯塔，不断照亮
青年人前进的路。

2019 年 9 月，路遥因颂扬“拼搏奋进，敢为人
先的时代精神”，被中宣部授予“最美奋斗者”荣
誉称号。他的《平凡的世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
青年人向上向善、自强不息，积极投身改革开放
的时代洪流之中，在献身集体事业的同时充分实
现个人价值。它告诉读者，无论我们处于怎样的
生活环境，都应该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
追求，这样才能够在平凡的人生中寻找属于自己
的幸福。人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

写到这里，我想用著名作家陈忠实、史铁生
评价路遥的话作为结尾。

陈忠实说：“就生命的历程而言，你的生命是
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你是辉煌的；能在如
此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辉煌如此有声
有色的生命质量，你无愧于你的整个人生，无愧
于哺育你的这片黄土地和人民！”

史铁生说：“他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倒下去，
却留下了不平凡的声音，这声音比 42 年要长久
得多！”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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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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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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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堆云洞的名字会与陡峭山势
和资深道观连在一起？然而堆云洞却实实在
在依山势而建，是道教“全真派”的禅地福
地，而且布满着红色故事，这也许是大多数
没有去过堆云洞的人不会想到的。想不到也
好，更充满了神奇与向往，探秘是人类文明
的本质特征。我要向大家说的是，堆云洞很
值得一游，“拔出三千界，登临岂偶然。浮尘
飞不到，即此晤群仙。”如此这等美景，谁人
不羡慕？也许正是堆云洞地处幽僻、地理隐
蔽，所以才会既为道家的乐园，也有利于早
期革命活动。

堆云洞历史久矣，初建于元代，重修于
明清两朝，位于夏县县城西北上牛村土冈之
上，坐落于稷王峡谷之间。但见依山临水、
沟壑纵横，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确有几分
仙境韵味。远远望去，堆云洞云霞飘逸，树
木 氤 氲 ， 仿 佛 一 幅 立 体 画 卷 悬 挂 于 土 冈 之
上，充满道家经典写意，故被誉为“浓缩的
仙境，放大的盆景”。一座小桥半卧，半溪清
水微漾，将堆云洞景观倒映其中，恰似摇晃
中的海市蜃楼。道家讲究风水运势，走近堆
云洞，才知前有朱雀翔舞，后有玄武垂首，
左有青龙蜿蜒，右有白虎俯卧，又蛇虎、石
建 二 涧 环 绕 ， 天 成 “ 二 龙 戏 珠 ” 的 风 水 大

象，真是天造地设，道境玉成。
太阳高悬，云凝风住，方显得堆云洞的

宁静，更逼人思接远方。明末天启年间，观
内道士风靡云集，声誉闻名遐迩，时称“和
光 洞 ”， 后 亦 名 为 “ 朝 阳 洞 ”， 皆 是 道 法 浸
染 。 清 朝 康 熙 元 年 ， 道 家 全 真 教 龙 门 派 入
主，见地势高兀，环境幽邃，雨后冈上云积
雾漫，洞门处缭绕萦回，有古碑云：“以其从
壑连霄谓之堆云，以其穴崖而入谓之洞。”遂
名堆云洞。山门前那棵皂角树挺拔，树冠占
地半亩有余，宛若壮士守卫着道观。据说是
当年道长为入药济世救人，栽植了这棵皂角
树，有 500 多年的历史了。门前楹联为：得
道溯洞天应忆前生证果；藏真来福地先知后
进因缘。字面之意入味三分，颇让来人咀嚼
数寻。

自古道佛多聚山林，所以“天下名山仙
占多”。稷王山名焉，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入
得山门，跳出三界，超脱凡尘。砂洞可谓神
奇，沙石之壁坚如磐石，大自然造化鬼斧神
工，我等凡人难以想象。所谓“三界”，即无
极界、太极界和现实界，凡人只听得云里雾
里。洞藏石刻“堆云洞全景图”最是历史见
证，将洞观奇妙物语尽显。穿越时空隧道，
整个布局设计巧妙，亭台阁楼错落有致，台

阶盘桓曲径迷离。人们不曾想到，如此一个
“弹丸之地”，居然高 60 余米，筑台阶 110 余
阶，建大小院落 12 座，亭堂楼阁更达 120 余
间。清时誉堆云八景双涧合流、石穴隐云、
路 盘 层 磴 、 庭 俯 乔 林 、 东 楼 朝 雨 、 西 殿 晚
风、笔峰留月、高台孤耸。谁说运城没有奇
观？

堆云洞地势高峻、环境幽邃，更显得奇
诡绚丽。亭台楼阁依冈而建，院落窑洞层叠
相 筑 ， 可 谓 房 上 有 房 ， 院 中 寻 院 ， 洞 中 藏
洞。其气势之宏伟、布局之精巧、结构之别
致、风格之独特，几达天地合一的境界，实
为罕见。回首堆云洞，但见梵宇峰头，尽锁
岚烟，岁月虽然剥蚀去古观的风华，却抹不
去当年共产党人寻求真理的足迹；风雨虽然
打折古树的枝叶，也消不尽红色记忆犹存的
风骨。那相互连接的三拐窑，依旧弥漫着当
年秘密印刷文件和传单的淡淡墨香；那口由
普通水井改造的逃生通道，似乎还印记着革
命先烈的身影。

一 路 走 过 ， 有 笔 峰 塔 、 三 皇 阁 、 三 圣
殿、真武殿、三王祠和白衣大士祠等，配以
廊庑、厢房、道院。登上北极台，似乎超出
凡界红尘，目极舜日尧天而外，人在蓬莱仙
境之中。不禁诗云：“已出绝顶出风尘，更上
高台寄此身。为语同侪莫嚎咏，恐惊天上落
星辰。”立高处北览稷峰，南望中条，莽莽苍
苍陪衬出堆云环境幽邃，景致秀美。俯首下
瞰，层层出新步步成趣，与塞北悬空寺有异
曲同工之美，赋以“小布达拉宫”美誉，应
当之无愧。

有诗云：“玲珑一朵碧芙蓉，应有真仙此
处逢。似恐俗人真迹到，白云常把洞门封。
曲折螺旋步步升，青云足下会飞腾。回头试
看行将处，已离琼楼十二层。”何其壮观！

素 描 堆 云 洞
■冯建国

时光的红酒
洒遍片片枫树林
时间给岁月
换了妆容
一帧帧往事
也在这个素静的季节里
款款而来

故乡的小径上
每一片随风飘落的叶子
都是思念的诗行
您的音容笑貌
常在我心头轻轻摇曳
不曾离去

我捧起一把落叶

仿佛捧起了我们的曾经
那些美好时光
如这叶般飘零
却又永恒

年华
在时光的指尖轻轻滑落
人事
在红尘的深处擦肩而过

我们的缘分
也在那个寒冷的冬天
戛然而止
心中的念
便如这野草般疯长

我在这落叶满地的季节里
寻找着您的足迹
流水潺潺

我只能在一纸温情里
与您相拥而泣
泪光点点
我只能在一场细雨里
浸湿思念

岁月的渡口
我蘸一笔月华
写几行婉约的文字
把那段唯美的时光
定格在记忆的馨香里
绘一帘彩霞
将红尘中的缱绻
封存在一缕清风里
寄给远在天堂的您
愿您一切安好

岁月的渡口
■李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