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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马奔腾  气象万千
赵锁仙

 石评梅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取笔名石评梅。儿时

的她天资优秀、聪慧过人，家学丰厚，饱读诗书。青春期的她，以尖锐、犀利的

笔触，勇敢地抨击黑暗势力，写就一篇篇血与火的诗篇，成为“五四”新文化开

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曾名动一时享誉京城。还由于她与山西籍最早的共产党人

高君宇成就了一段“生前未成眷属，死后并葬荒丘”的凄美姻缘，双双相伴在北

京陶然亭，写就一曲世人口口相传的传奇爱情。

石评梅是我们故乡的骄傲和光荣，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她、纪念她，

并学习她。

在石评梅女士逝世64年后的1992年，几十位平定文学女青年继承石评梅的遗

志，成立了“平定女子文学社”，开始了艰辛的文学创作之旅；在石评梅女士诞

辰103年的2005年，三区两县几十位热爱文学的姐妹们志结同心，再续平定女子文

学社旧缘，成立了阳泉市评梅女子文学社，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新一轮搏击。

有“十年磨一剑”一说，用十一年时间登遍世界七大高峰的登山运动员王勇

峰说：“人只要十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必能达到本领域的第一。”我们眼前就有

这样一位典范，一个样板，一面旗帜，她就是人人咏叹个个称赞的评梅女子文学

社社长魏文瑾！

她能说会道，能写会画，敢在张穆先生200周年纪念日上挥毫泼墨，现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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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百字长联，多才多艺也。但她最喜爱的还是写作，散文集《故园情怀》、诗

歌散文集《爱的世界》和诗歌集《海棠依旧》已经坐拥怀中就是见证。诚然她在

用心写作，但她更用心打造一支团队，发挥群体力量，传承评梅精神。她为评梅

而生，为评梅而战，是石评梅真正的传人。

她用第一个十年，建立队伍，开疆破土，夯实基础，广施影响；她用第二个

十年，带领上百人团队，活跃在三区两县，讴歌生活，为民当呼，打了一场场漂

亮的攻坚战，创造一出出令人称奇的业绩。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峥嵘满目春。她以自己为人作嫁的坦荡胸怀，把才

情各异、年龄不一的上百名姐妹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一起奔文学，一起冲未

来。她全力帮助身边每一位姐妹摆脱困境，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帮助了自己；她

为别人扬名扬善，她替别人提供舞台，她在成就别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指尖

说得好：“兰姐和文学社已是一体，没有兰姐，就没有文学社今天的硕果；没有

文学社，就没有兰姐今天的成就。”

一人呼起，群起响应；百人一心，黄土成金！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社

团，又是一个蓬蓬勃勃勃的战斗群体；她们是相夫教子的“娘子军团”，又是崇

尚文学追求光明的精神贵族；她们以血肉之躯肉体凡胎，挑战自我制造神话：谁

能相信，仅仅20天时间，几十位姐妹弃小家之不顾，日夜兼程，协力同力，一举

拿下20多万字的《红鬃马》第5期，向评梅女子文学社成立大会献了厚礼；有谁相

信，仅仅36天时间，31名骨干社员深入到交警一线，采访了55位交警及家属，完

成了53万字的纪念文集，为市交警队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助兴添彩；谁能相信，

社刊《红鬃马》一年一期，坚持7年不动摇，质量一期高于一期，水准一年好于

一年：谁又能相信，七载光阴，《红鬃马》系列文丛4套共33本顺利问世，好评如

潮。

惊喜接二连三，眼前常常一亮！

7月22号，评梅女子文学社建社20年庆典活动的大幕徐徐拉开，高亢激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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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如虹的大曲即将唱响：《梅苑印迹——20年，我们一起走过》大型展览正在紧

锣密鼓进行，将于9月上旬在市文化中心展出；《梅园墨事——20年，我们一起

走过》一套五本纪念文集《撷英集》、《回望集》、《故事集》、《序言集》、

《评论集》将鱼贯推出，还在积极筹划一台丰富多彩的庆祝晚会，这么短的时

间，这么多的任务，在百人大战中将一一兑现完成，她们分明是在创造奇迹！

文瑾社长坐阵主帅位置，调兵谴将如手把泥丸。战前点名文德芳、寒月、葛

燕红、尹丽萍、郭广姝五员虎将出列迎战，担纲《撷英集》、《回望集》、《故

事集》、《序言集》、《评论集》系列丛书的主编。五姐妹领命出征披挂上阵奔

赴一线，她们不辱使命，肩负重任，搜集图片，整理资料，登门索稿、网上征

文，之后精心选编，认真合成。现在，图文并茂、资料翔实、文章精美的一套五

本纪念文集在她们的巧手织绵中，在百位姐妹的积极配合下顺利“收官”，成稿

已交付出版社。

沉甸甸的五本书是对文学社二十年风雨行程的系统回顾；是对最先几十位到

今天128位社员风采的大展示；是对文学社全体社员文学创作成果的大检阅；也是

姐妹们淋漓尽致的感情大宣泄，大释放……

得知这一消息，我兴奋异常，止不住一睹为快的贪婪欲望，刻不可耐向五位

主编索要文稿。几天来，茶饭无心，夜不成寐，粗粗浏览了全部文稿，优美动人

的诗篇拍案称快，共勉共进的姐妹情深似海，我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陶醉于美

好的情感中，浮想联翩，泪眼婆娑……

上辈子积了什么德？无意中卷进这样一个神灵共叹的群体之中，与这些落笔

成文的高手、谈吐不凡的精灵、能书会画的才女“称兄道弟”共开友谊之河，我

的造化，我的福祉啊……谢谢你们，我亲爱的阿姐阿妹！

欣赏她们的妙笔生花，喜爱她们的美丽姿容，不知该夸夸她们隽秀的美文，

还是赞美她们迷人的风韵？在我心中，那一篇篇动人心扉的诗文早已和一个个鲜

活生动的姐妹们完完全全地重叠了，融合了。文也好，人也罢，我一齐来歌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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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良大姐官衔最大，年龄最长，却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她和蔼慈祥的像是

隔壁邻居老大妈。她银丝缕缕，却一脸童颜，可亲可爱。静读她的《三音集》、

《瓦妮说童年》那是莫大的享受，语言亲切生动感人，睿智之见令人折服，深刻

哲理给人启迪，我敬重她，喜欢她，她是我永远的大姐。

润云是文学社元老级人物，她如模特般的魔鬼身材里，蕴藏着一颗温顺如玉

善解人意的心，和她在一起，心里很踏实，交谈很随意，有心心相印的温暖，有

心领神会的快感。她的文章清秀流畅，没有做作，没有矫情，满纸清纯。

把笔名叫得山响的小岸、舒心、寒月、山月、指尖、无盐、如斯、鸽子众

位小妹，上天真是偏爱她们，天生丽质也就罢了，偏偏技压群芳，写的一手好文

章。小岸她标致出众，语出幽默，网话连篇，却童心一片。她写小说、编电视

剧那是一套一套的，能把假的写成真的一样。她是女社唯一一位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她光荣地摘取了赵树理文学奖，顺利踏进鲁迅文学院大门深造学习。她日

正当年，完全有能力、有实力创造新的光荣，赢取更高的文学光环，我们深情地

祝福她！舒心为人厚道，清装素裹。她出道早，成色高，她的小说构思新颖独

到、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个性鲜明生动，天生一块写小说的料；寒月眼睛小

小的，笑起来很好看，她有一颗菩萨心肠，对人掏心掏肺的好。她的写作路子很

宽，杂文蛮深刻，散文很优美，诗歌很动人，小说写得倍儿棒，一不小心，中篇

小说《娘要嫁人》勇冠《娘子关》小说征文一等奖，这才刚刚是开始，日后怕是

不同凡响的人物呢。看到山月，被她的美丽容颜所震撼，高高的鼻梁，闪亮的眼

睛，俊俏的脸庞，因此想到山花野草的质朴，感到浩月星稀的宁静。她的小说为

山野村夫歌哭，生命力无穷，非常看好她。指尖几乎对不上号，交往不多，不敢

妄言，从这次征文中，看到她的天资聪慧，笔走龙蛇，恣意汪洋，好生了得；无

盐对苦难的态度让人敬畏，对文学的坚守令人钦佩；如斯的诗歌意境优美诗情灿

烂；鸽子跃跃欲试，一直《想飞》，她情感炽热，文笔俊秀；她活泼可爱，笑容

灿烂，火火的包装下，有一颗大善大爱之心，她是公益天使，人见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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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琦到底是中文教授，文学造诣很高，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听她的文学讲座

那叫过瘾，她的口若悬河舌灿莲花，让人一醉不起……

德芳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娇小玲珑的身体里，涌动着万丈豪情。她的文笔凝

重，心系民众，敢于担当，创作成果颇丰，写作前景无量。爱华美若天仙，卓约

娇艳。她的散文意动神飞如入仙境一般，只因为饱读诗书，厚积薄发，不成功都

不可能。

与中华、历清相识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华的小说构思奇异巧妙、情节

跌宕起伏、文字很见功力，人物性格塑造栩栩如生。历清的杂文很有见地，文文

见血，字字立骨，独具特色。

翠花为人真挚，用情热烈，快言快语，身为一介女儿身，却阳刚、挺拔、尖

锐，具有男子汉的襟怀。她的文字放荡不羁，信马由缰，视角与众不同，文风泼

辣大气，好欣赏，好喜欢！

丽萍的眼睛会说话，清澈明亮，非常美丽。喜欢她的文章在先，对号入座在

后，她笔下的妈妈很特别，她和妈妈的关系不寻常，看起来很远，其实贴在一起

心神交汇，非常感人。她的文字功夫很厉害，“书读万卷下笔神助”是最好的答

案了。写得不多，精品不少，今后多写，力争量变引起质变。

双凤生于矿工家庭，长在十里矿山，说话不遮不掩，处事简单明了。她的精

神很执着，目标很明确，“信念在左爱在右”，乐为矿工鼓与呼。芬林的散文如

春雨沙沙沁人心扉；素琴文字洗炼文采绚烂；敬红心系底层关乎民生；利敏博览

群书立意高远；雁红语言柔美情感细腻；红莲笔调清新语言雅致：苗静落笔轻松

却意境悠远；小俊文风朴实情感浓郁，素英则异军突起堪称后起之秀。

晓蓉的文章“立意之奇，见地之异，足令他人目瞪口呆，大呼怪哉”。她率

性而为，自写自乐，不为功利，但求表达，用她的话讲就是“无心插柳，何必成

荫”，所言甚妙！

盛萍、广姝两位小妹才情四溢，多才多艺，她们长着一双多么神奇、美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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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啊。盛萍的剪纸独树一帜，自成风格，作品荣登中央电视台、人民大会堂煌煌

殿堂，甚至流传海外；广姝的书法作品飘逸流畅，遒劲有力、那根本就是字帖的

水准，真让人羡慕，都有些嫉妒了。

读冯莉、丽新、思璐、志娟、白莉、守梅、廉赟、素华、刘芸小妹妹们一篇

篇情真意切的美丽诗篇，心里暖暖的，感觉美美的，相逢相遇真的好，让我们在

文学社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天天有进步，友爱日日深！

80后、90后的小妹妹们积极进取，锋芒毕露。杨陌的文笔大气而老道，深

刻中尽见淋漓；田芳文字淡定率真从容；赵蕾机敏过人别具风采，她们用年轻的

笔，唱响青春之美，后生犹可畏，前程无限好！

大姐有点“本家”观念，看到姓“赵”的小妹就格外亲切，说不准我们五百

年前是一家子呢，春仙、艳华、淑红、赵璞、赵蕾小妹妹，好喜欢你们的文章，

好欣慰你们的顽强，期待文学社有一天杀出一支“赵家军”，就指望你们了，大

姐老了。

……

如果这样撒开欢地说下去，怕要说到地老天荒，阿门儿，篇幅局限，只好打

住。恕我语言贫乏，描绘不出姐妹们的各有千秋万端风采，请包含；恕我老眼昏

花，点得不准说得不够，请原谅；恕我交际不广，不能点到尚未熟悉的姐妹，多

有得罪了！

评梅灵魂不死，奋斗精神永存，在兰姐的率领下，128名新老社员写作士气

空前高涨，创作水平不断提高，她们中：有市级作协会员41人，省级作协会员28

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8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4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1

人，中国作协会员1人，很多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省、市级报刊，有的作品还被国

家级刊物转载。这是一种更重要的成长。

文学创作竞争激烈，但公正、公平、高效。这里不讲年龄大小，少年成英

雄，后生亦可畏，大器能晚成；文学只认现在时，过去如何如何曾经怎样怎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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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论；文学只认成果不认人，从来以作品优劣论英雄品高下；文学不搞论资排

辈，今天的写作小字辈，有可能是来日的文坛大英雄，说不准哪一天我们之中的

某一位小妹妹爆出一部精品而一炮打响中国文坛，我们渴望这份惊喜！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想当年，石评梅象腊梅迎风斗雪独秀一枝美誉京城；看今天，文学社众姐

妹如群马奔腾气象万千共同织锦绣！我们的社员已经获取了赵树理文学奖，我们

有信心、有决心、有理由向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冲击。那时候，我们将以丰

硕、厚重、优异的文学成果，告慰石评梅女士的在天之灵！

2012年8月29日 于首都北京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十大当代孟母、中国首

届百名优秀母亲、山西省首届十大杰出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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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女社情缘 白  莉

126　　温情家园 苗  静

131　　一路有你 廉  赟

134　　我与文学社的不解之缘 郑守梅

136　　我与女子文学社 杨素华

139　　心的期待 刘  芸

141　　走进女社 赵春仙

143　　欢歌笑语，携手同游 张瑾琦

145　　生命的写真——写在女社成立20周年纪念日 文  瑾

155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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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常青藤”  情系《红鬃马》

李彦良

2012年7月底，我刚从江西旅游回来，社长文瑾对我说女社的《红鬃马》要

出一期有关“社员和女社故事”的专辑，8月8日就要截稿。从建社至今20年中的

故事确实太多了，但在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里自己能写出来个什么东西呢？老得有

些怠惰的我不想写了。可是转念一想，人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20年？特别是社长

又这么真诚地向我这个老社员邀稿，盛情难却，于是写了下面这两段文字。

（一）心向“常青藤”

我这个人活了六十多岁，福气很大，似乎过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从天

上掉下来的“馅饼”。“女子文学社”的建立，并且被聘为“名誉社长”，就

是在20年前的平定，由女社的社长和姐妹们赏赐给我的一个意想不到，而受益无

穷的大“馅饼”。20年过去了，女社如是常青藤，我这片藤上的叶子，虽然曾经

绿过，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却在日渐枯朽。不过，纵然有一天我落地成泥了，

可心还会向着女社这棵常青藤的，回望女社20年中给我的情义和教益，永远难以

忘怀。

我从小就偏好阅读，而且慢慢地对写作产生了兴趣。而有幸将我的文学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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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现实的机缘是女子文学社的建立。“阳泉评梅女子文学社”的前身是“平定

女子文学社”。“平定女子文学社”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形势和文学事业的振兴，呼唤着文学爱好者和文学

创作者队伍的又一次结集和兴起，人们沉寂了多年的阅读兴致和创作欲望如久旱

得到了甘露的禾苗，逐渐地复苏和振作起来了。“平定女子文学社”就是在那样

的历史背景下顺应大变革的潮流，于1992年5月23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而成立的。女社之所以选择那一天作自己的生

日，目的在于时刻提醒社员们，一定要把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双百”和“两为”

方针，当做自己的创作宗旨。女社是改革开放大潮催生出的时代幸运儿，一经出

世，在她的身上，既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胎记。因为石评梅

是平定人，所以女社就将社刊用她的小说《红鬃马》命名。平定县委、政府、人

大、政协以及文化局、文联等方方面面的领导一直支持、指导和鼓励着女社的工

作。所以说，女社是平定县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产物。但任何事情，要办成

功，都离不开具体的当事人，女社也一样。

当时在平定县工会负责女工工作的魏文瑾是女社创建的积极倡导者、筹划

者和组织者，她在建社之前就四处奔忙，做了很多细致的筹备工作。建社后，不

负众望，被姐妹们推为社长，一干就是20年，对女社的建立和发展，功不可没。

那时候的平定县，有好多女文学爱好者，在平定县教师进修学校当校长的我也是

其中的一个。因为那时候我正兼任着平定县政协副主席，算是当年女社姐妹们中

在平定地域内最高级别的“官”了，而且年龄也是最长的，所以女社一成立，我

就被社长和姐妹们抬到了“名誉社长”的位子上了。创作的使命感，历史的责任

心，女性特有的热情和专注，使我一度成了女社台面上的人物。作为名誉社长，

我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对姐妹们提希望和要求。接着为女社社刊《红鬃马》撰

稿，盼望有朝一日《红鬃马》能驰出娘子关，逐鹿中原。而后女社轰轰烈烈地开

始，曲曲折折地发展，艰艰难难地运行，光光彩彩地展示，成了平定，乃至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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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亮丽的女性文化风景。

上世纪末，文瑾和我的工作相继从平定县调到了阳泉市。2002年，“平定女

子文学社”依章程，进行了换届，由刘瑛担任了社长。在阳泉，文瑾的周围又积

聚了一群新的文学姐妹，经过认真的筹备，在市委和市政府、市文联的积极支持

和关怀下，“阳泉评梅女子文学社”在2005年8月29日正式成立了。文瑾仍然任社

长。当时的我在阳泉市教育学院任副院长、副教授，头顶上还套着“山西省人大

代表”和“阳泉市人大常委”的光环，加之，自己间或也有一些作品问世，于是

又被文瑾和姐妹们聘请为名誉社长了。随着地域的扩展和队伍的壮大，女社走向

了文学创作的空前繁盛时期，先后有“平定女子文学社”的副社长李月丽和“阳

泉评梅女子文学社”的副社长小岸得获“赵树理文学奖”，文瑾主编了11期《红

鬃马》和4套《红鬃马文丛》，姐妹们出版了三十本多本文学著作。女社驾驭着

《红鬃马》，走进了新世纪，奔出了娘子关，驰骋出了一条独特的女性文学创作

之路。期间，我在文瑾社长和姐妹们的抬爱中，也借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昭

模施样地为女社奔忙了几阵子，做了一些名誉社长该做，也能够做到的事，进而

得到了姐妹们的敬重。

2008年我退休了，曾撰文《兰荷菊梅各有度 姹紫嫣红正当时》，对女社的

工作做总结，而后分别发表在《山西作家通讯》和《娘子关》上。我觉得女社起

码有六方面的原因是值得姐妹们珍重的。一是女社一直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开

展工作。市、县的历届党政领导都给了女社积极的支持和热忱的关注。二是女社

有一支创作欲望极强的社员队伍，她们是女社的基石。三是女社中有一个肯为女

社事业无私奉献和不懈努力的社长魏文瑾。她是女社的轴心、核心，是女社的当

家大姐和掌门人。她大爱无疆，爱文学，爱女社至上。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魏文

瑾，就没有平定和阳泉的评梅女子文学社。四是古州平定石评梅精神的激励和阳

泉煤城文化的温热底蕴，为女社的成长发展奠定了沃土基础和创造了环境条件。

五是女社有一块自己开垦出的处女地《红鬃马》。《红鬃马》既是姐妹们练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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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更是大家交流作品的平台，还是展示姐妹们创作才华的窗口。每一期《红

鬃马》都在姐妹们的文学创作路途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意义。六是社会各界的

积极支持。我这个人迂腐，曾经的总结，许也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我觉得既然被

“名誉”过，就当以名誉过的角色对那段历史有个交代。

女社岁月如歌，《红鬃马》奋蹄如飞，可我却老了。退休后的我，头上已

不再有“官”的光环，也难为女社做有价值的事了。唐代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

山》中曾写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新陈代谢是世上万事得以发展的

内在动力，如今自己这片女社常青藤上的绿叶，属于即将“谢”去的枯叶了。所

以我理智地选择了急流勇退，在我退休不久的一次女社会议上，主动断然地公开

辞去了女社名誉社长的聘职。

当时，重情重义的文瑾社长对我的不与她打招呼就辞职行为感到不理解，我

对她说：“人活在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如果提前给你打招呼，你肯定要挽

留我。拉拉扯扯的，不是我的处事风格。你聘我17年，我感激你一辈子。人活一

世，随缘的境界最高，年龄是天缘，没有不随的道理，老就是老了，跑不动了，

就不要勉强跑。面对夕阳，收缰下马，让位高贤，是我最理智的选择。你还年

轻，慢慢地就会理解我的。”

而后，我无责一身轻，逍逍遥遥地做普通社员，继续写作。社长文瑾也一直

关照着我这个老社员，凡出社刊、出丛书，都忘不了给我发稿。女社名誉社长这

个大“馅饼”激励我，养育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于是写了《不枉华发对

后人》以纪：

结缘女社近廿春，确曾论墨又舞文。承蒙社长两度聘，“名誉社长”连

续任。

“刀刃山”梁留足迹，“太旧路”上采雄风。尝试出版《三音集》，携手挥

笔意气盛。

漫步园林书园林，喜迎奥运写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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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荷菊梅各有度，姹紫嫣红共缤纷。

《红鬃马》飞若骏骥，自己已过花甲门。

收缰卸鞍让尊位，难再驭马去驰骋。

“名誉社长”虽请辞，仍是女社习作人。

闲庭漫步赏夕阳，提笔落笺更从容。

进退有度学前贤，不枉华发对后人。

常忆文缘曾经事，斟风酌月享人生。

（二）情系《红鬃马》

如果说，20年前，我被社长文瑾聘为名誉社长是得到了一个有滋有味的大

馅饼，那女社的《红鬃马》就是天赐我的一匹骏马良驹了。情系《红鬃马》，放

歌走天涯。是文瑾社长主编的《红鬃马》的不停出版，逼迫和鞭策着我炼心、练

笔、修理自己。日积月累，方有了如下作品的不断问世。

其中发表在《红鬃马》创刊号（16开本）上的，有我在“平定女子文学社”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素质 做人 作文》。有署名“乐平人”，鼓励姐妹们的

《写好女人这首诗》。在“会友亭”栏目中有我儿时记住的《九月九》十字回文

诗，署名“溪荷”，在37页上，但当时粗疏地竟然没有进了目录。还有我以编者

的名义写了《寄语》。我之所以用“乐平人”做笔名，是因为我的故乡昔阳县史

称“乐平郡”，有不忘祖根的意思。说来可笑，在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中，昔

阳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似乎很体面。可在文革刚结束那几年，随着大寨从峰顶落

到了谷低，不少昔阳人不愿意说自己是昔阳人了。我愚钝，倒是觉得昔阳人就是

昔阳人，所以就用了“乐平人”做我的笔名。同时“乐平人”，三个字中，也有

喜欢我的第二故乡平定和平常人的意思。不过，后来，我就不用这个笔名了，因

为惹事。据文友说，有读者四处打听，非要看看“乐平人”本人，证实一下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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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的，还是个女人？至于“溪荷”，也含有爱家乡的理念，因为我是在松溪河边

长大的，其中，也寄托了我对荷花高洁品质的仰慕之情。

第2期《红鬃马》上发表的有我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写的诗歌《女人风》

（乐平人），赞美女人，特别是赞美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人，意在希望姐妹们活

得有建树。有写娘子关的《娘子关写意三题》（乐平人），诗中，我提出了究竟

哪位娘子是娘子关第一位主人的疑问。还有描摹平定文化古迹遗存的《古韵白弹

九首》（乐平人）。特别是还发有我记录女社姐妹们到太旧高速公路建设工地采

风的写实散文《情系太旧三月春》。

第3期《红鬃马》上发表有我为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

使馆血案的长诗《“五八”月祭》，字里行间可谓慷慨激昂。还有《和杜肇昆同

志诗词各一首》，以及多题散文《写意大自然》。

第4期《红鬃马》上发有我写南国五羊城广州早春的《羊城三月八章》和写

北国边城海拉尔秋光的《野韭菜，我祝福你》（乐平人），还有我回顾总结女子

文学社发展成长的《春华十度说女社》。

第5期《红鬃马》上发有我为纪念石评梅写的《诗吟评梅》。有赞美阳泉的

母亲河——桃河的《桃河两度》。还有期待祖国早日统一宝岛台湾的两首叙事长

诗《望归两首》。并写了《寄语》，向姐妹们邀稿。

第6期《红鬃马》上发有散文《赏雨月亮湾》，文瑾家住美丽的月亮湾，我

写姐妹们在她家编稿的情景。《中秋卢沟行》是写卢沟见闻的，那年的中秋节和

“九一八”正好是一天，我和女社副社长瑾琦正在北京校对书稿，在工作之余我

们专程去拜谒了卢沟桥。还有诗歌《心随神舟飞》，是放歌“神五”飞天的，正

好与今年写的《歌“神九”上天》成了姐妹篇。还有写翠枫山的《翠枫三题》。

第7期《红鬃马》上发有我受社长文瑾之托付，为本期写的序——《在新的

起点上跨越》。有赞美阳泉市创建园林城市的《走笔阳泉园林建设》和长篇散文

《写意槐雨槐风》，还有我为昔阳老乡任美福先生原韵唱和的古体词《和任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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