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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2014 年冬至后一天，应该说天气是最冷最冷的

时候了。可不，今年是暖冬，全世界都是暖冬。所以，

地处陕东南的山城商州，还是暖洋洋的，一如仲春。

这一天，吃过早点，我骑自行车，带一本自己才出

版的长篇小说《蟒岭风雷》要去给堂侄郝龙飞送。

郝龙飞，1975 年 4 月 9 日出生于我们郝家，自

幼聪慧，1991 年参军，199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

次被评为优秀战士，先进武警士兵。1996 年复员回

乡安排在某单位工作。1998 年停薪留职在市场大潮

中游弋。2005年成立了商洛龙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担任总经理。由于经营有方，服务社会，他得到市、

区有关单位授予的多种荣誉称号，获得众多奖项，

并当选为政协商州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是一位被

领导和群众所称颂的年轻有为的人。

龙飞很忙，放下手头工作，从我手中接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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掂了掂说，这么厚，一字一字写，不容易呀。接下

来，寒暄了几句后，他说，伯伯，我正要找你。我说，

有事吗？龙飞说，你参与续过咱郝家家谱，承包和

开发了郝家洞，对商州郝家先祖最初从山西老家迁

来定居的人和事是了解的，那就把它写出来，写成

长篇小说。缅怀先祖，启迪后人，对社会也有益吧。

我一听，愣怔了，半天无语……

这可说是一道难题，绝非儿戏。因为我已拿定主

意，将另一本小说《水流千遭》付梓后，就封笔了，

还写什么？已是七十又七的人了，该歇歇了。谁知，

侄子又给我分配了这么个任务，沉甸甸的，怎么办呢？

细想想，倒有几个条件：一、前几年在续写家谱（合作）

和承包、开发郝家洞时，是了解和掌握了一定资料，

得天独厚。二、在写作《蟒岭风雷》和《水流千遭》中，

总是有了一点驾驭什么的。三、虽然年事已高，但毕

竟还没有到老年痴呆程度，若果不写，干什么？再说，

伏案写作，进入一种境界，会有妙不可言的感觉，岂

能放弃！！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慷然应允，只给龙

飞说，我想想，想想。

嗣后，我认真想了想，又翻阅了一些资料，知

道了我将要写的人物的生活年代，时代背景，等等。

但还不行，动笔条件不成熟，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

去仙山的郝家洞再走走、看看、想想吧，或许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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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新的感受和启发吧？

这一日，是个星期天，无一丝风，太阳红红的，

暖和和的。骑车出城只身来到了我承包的仙山。

仙山，位于仙娥湖东岸，紧依戴云山，是一座巍

峨而秀丽的石山，山上怪石嶙峋，古木参天，古洞成

群。相传，很早很早以前，一连三年大旱，六料颗粒

无收，人吃人犬吃人十分凄惨。此状让天宫一位仙女

见了，大生恻隐之心，百姓可怜令人目不忍睹，小女

子何不前去搭救？就这样，仙女带了三分神水，驾祥

云来到山顶，站在那舒广袖呼风唤雨，霎时间甘霖普

降万民欢腾，众百姓得到了解救。人们为了纪念那位

仙女，给此山取名仙山。

仙山半腰，乱石丛中，有孔古洞，共分两层，三

间房大，主洞周围，空间伸展出去，是一个个不规则

的支洞、小洞。此洞古称四皓洞，后来又叫郝家洞。

是说，商州郝氏先祖于明末清初从山西老家郝乡来到

商州拜谒四皓先生时，见此处山清水秀，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便定居洞中，从此有了郝家洞之名。

几年前，鄙人就将仙山承包过来，疏通开发古洞，

挥汗如雨，热火朝天，与山与洞有了深深的感情。而

今，又登临仙山，探起了古洞……

困乏了。满山静悄悄，古洞静悄悄。我便仰躺在

古洞的石炕上，打算睡一觉。可睡不实，似睡非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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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醒非醒，亦梦亦幻，影影绰绰，眼前有许许多多

的人在晃动，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穿着明末

清初的服饰，如在台上演戏……

我十分惊讶，怎么，怎么？他们不就是我正要

写的人物吗？于是，回城后，我就以他们为蓝本，

写起了这部商州郝家发展的长篇小说《郝家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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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古洞深深

阳春三月，桃红柳绿，麦苗青青，春风和煦，山色争艳。

此时，是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一天，正有一个外

乡人来到了仙山。此人高个头，眉清目秀，颇有风度，一副

贵相。他叫郝邦耀，字吉庵，山西郝乡人，是年二十三岁。

郝邦耀自幼聪明，六岁读书习字，过目不忘，人称神童。乡

人说他长大定会金榜题名，高官得坐，驷马得骑，荣宗耀宗。

可谁知，郝邦耀小荷才露尖尖角时，就被同乡一个叫黑福满

的家伙嫉恨死了。黑福满是当地富户，为人奸诈，心毒手辣，

光外号就有几个，什么黑熊、黑疯子、黑魔鬼等等，他横行

乡里，草菅人命，无恶不作。在郝邦耀会考前，黑福满就想

方设法用巨银买通考官，结果，偷梁换柱，移花接木，让他

的儿子顶替，郝邦耀便名落孙山。不仅如此，黑福满居然把

郝家五亩山田也霸占了去。

郝邦耀血气方刚，不畏强暴，便秉笔上书，以求公理。

然而，谁知，明王朝全面腐败，早无公理可言，暗无天日，

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求告无门，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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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怎么办？正义在胸的郝邦耀太压抑了，差点窒息。好在，

他有文化，了解历史，知道秦末的四大贤人，世称四皓先生，

不满朝廷黑暗民不聊生的惨景，就先后隐居商洛山中，令世

人称颂。郝邦耀崇尚四皓先生的高风亮节，就在这年的正月

十五元宵节刚过，告别父母，告别弟妹，还有新婚不久的妻

子，徒步商洛，要拜谒四皓先生。

郝邦耀顺汾河南下，从风凌渡过了黄河，进大夫峪来到

洛南，又问了路径，就翻岭出老君峪，来到商镇四皓墓，拜

谒了四皓先生。在这儿，他听人说，商州城里还有座四皓墓，

是供历朝历代州官祭祀的，规模很大。于是，郝帮耀来到商

州，进四皓墓大院，拜谒了四皓先生。郝邦耀走出四皓墓大

门，坐在路边一块青石上休息时，见到一位老者，就一下子

改变了他此行的轨迹。

老者姓吴，名厚德，年近花甲，面容和善，是一位颇有

修养的人。他上过州城，正要回家去，走到四皓墓大门口，

见那里坐个后生，不像本地人，就走前去，坐在后生对面的

石头上，搭讪起来：

小伙子，你在这里歇哩？

是的，老伯。郝邦耀客气地答了话。

听了小伙的口音，吴厚德更有了兴趣，便问，听口音，

你不是商州人？

不是，我是郝乡人，在太原府那一块。

噢，好远的。其实，可以说我也是山西人。

你也是山西人？郝邦耀惊问。

老人说，相传，我们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由朝廷

组织移的民，多少辈了，我们早已成了商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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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是这样。邦耀明白了。

老人又问，你来商州干啥？

古人都知，有一句话，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郝邦耀见

老人满面和善，很诚恳，就说我叫郝邦耀，二十三岁，并把

自己的遭际，对世事的看法以及拜谒四皓先生的意思，等等，

毫不保留地说了一遍。

小伙的诚实把老人深深地感动了，心想如今世风日下，

谁相信谁？像郝邦耀这样坦诚的小伙实在不多，就说，你既

然如此崇拜四皓先生，那就跟我去我们那儿一趟吧。

郝邦耀问，去你们那儿？干甚？

吴厚德老人一笑，说，我们那儿有个古洞，叫四皓洞，

相传四皓先生曾在洞里喝酒谈天。你去看了，说不准更有收获。

年轻人郝邦耀有了兴趣，便问，你们家在哪？远吗？

不远。从这儿顺州河上去，走过胭脂关砭，过二龙山，

再往北一拐，走两步就到。

郝邦耀随吴老人上了吴家。长满古柏的高崖下有个院落，

屋里院里干干净净，各样摆设井然有序。显然，这是一户殷

实人家。吃过饭，时辰尚早，吴老伯就领小伙郝邦耀看了仙

山，看了古洞……

郝邦耀是个有头脑、有主见的年轻人，他走了仙山，探

了古洞，当有一番感慨，一翻评论，以抒胸臆，但他没有，

他默然了，一言不发。吴老伯着急了，不禁问道：小伙子，

你有所思吗？

原来郝邦耀发现古洞深深，爱上了。他长吁一口气，大

声讲道：啊，啊，我喜欢上了这里。这青山，绿水，石山，

古洞，分明是我找了五百年的地方，我要定居古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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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伯愣怔了，心想小伙怎么了？发神经了？便问，你

说什么？

郝邦耀没有回答吴老伯的话，却问，请问吴伯这山，这

洞，是谁家的？

我家的，你问这干啥？

郝邦耀说，我要买下。你卖吗？

吴老伯哈哈一笑，说，你既然喜欢它，还买啥？送给你吧！

哪成？郝邦耀说。为了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终于买下了

这块风水宝地，包括仙山脚下河边大路一侧的山田和坡场，

付了银两，写了契约。

接下来的日子，郝邦耀请来工匠，在洞里忙活：清理，

打扫，洞里本有石头，石板，他和泥，盘坑……洞除了支洞，

小洞，大洞有两个，上一下，下一个。他在上洞的东南角盘

了一个大炕，在下洞的西北角，盘了一个炕。并买了苇席，

备了被褥，备了锅盆碗筷等一切用具。郝邦耀知道，天涯无

处不芳草，哪里黄土不埋人？再说，俗语讲，树挪死，人挪活。

他要离开山西老家那鬼地方，避开无恶不作的黑福满。是的，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他要把父母、弟妹，还有妻子，都搬来

商州地面，居家过日子。瞧这里多好，山清水秀，气候温和，

况且，这古洞里，冬暖夏凉，好个洞府，真是仙居之所。

洞口还要安门。郝邦耀托吴伯找木匠做新门时，吴伯挡

了，说，做啥子门？咱家正好有一合旧门，椿木的，怪结实，

你拿去用吧。一文钱不要，送给你。

郝邦耀十分感激，连说谢谢！谢谢！便把结实的椿木门

抬来安上，用锁锁了，然后，给吴伯托付一番，于第二天一

大早，就向山西老家返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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