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为了推动和繁荣新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扶持鼓励以我区少数民族

作家原创作品为主的各民族作家作品的创作，加强各民族作家、作品

之间的翻译和交流，推出更多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

一的精品力作，丰富和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自治区党

委和人民政府于 2011 年末启动实施了“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

作品工程”，每年面向各族文学工作者广泛征集文学原创作品和翻译作

品，并按照“好中选优”的评选标准给予重点扶持和出版资助。 

  新时期新阶段，新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火热实践，为艺术创

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新疆广大作家、艺术家以现代文化为引领，

正积极努力创作出一大批高扬时代精神、思想内涵深刻、富有艺术魅

力、体现民族特色、新疆特色，深受各族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文学作

品。“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的实施，对于培育和发

展“一体多元”的现代文化，引导文学创作，实现“出精品、出人才，

服务基层”的工作目标，大力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和提升区域

特色文化，激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

好家园，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丛书荟萃了近年来新

疆各族作家创作的反映时代变化、体现新疆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展

示各族群众波澜壮阔现实生活的精品力作，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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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纪实文学、儿童文学等各类文学体裁。每年经审读专家严格评

选确定的一批优秀原创和翻译作品经扶持出版后，作为公益性文化民

生工程赠送全区各大、中、小学校和基层文化场所，并通过新华书店

面向全国发行，受到了各民族作家、读者和基层群众的广泛好评。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的实施必将使新疆多

民族文学艺术的百花园绽放得更加娇艳，成为助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

长治久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今后的扶持和编选工作中，我们将秉持

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形成长效工作机制，继续严把质量关，致

力于打造国内知名的一流文学品牌，推出一大批思想性、知识性、艺

术性、观赏性俱佳的各民族文学原创和翻译精品，不断满足各族人民

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时代放歌、为人民

抒情、为英雄立传，共同谱写各族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壮美诗篇，为

提升文化魅力、树立新疆形象、繁荣我区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

出积极的贡献。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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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沟历险记 

  1996 年夏季，后沟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洪水袭击。由于当时“312”

国道已被洪水冲断，交通一度处于瘫痪状态，给生活和自救工作带来

了诸多困难。 

  听说有几户人家房屋进水，几乎断炊，我便主动请缨，率领一干

人马，捎带着油面、蔬菜等物品前去慰问。“312”国道走不成，只能

跨过兰新铁路上七个达坂。而七个达坂山高坡陡，道路十分险峻，平

时除了放羊娃偶尔造访之外，很少有人问津。走这种山路，卧车根本

不行，只得换乘吉普车前行。给我们开车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当地师

傅，个子不高，身体健壮，见人总是憨厚地笑着。因为姓穆，我们就

叫他穆师傅。别的司机临行前，不是打开引擎盖子瞧瞧，就是用脚踢

踢车胎，检查检查车况如何；而穆师傅则不同，他认真地准备着与车

毫不相干的几样东西：一暖瓶热茶，两塑料桶自来水，外加一根粗长

的绳子。我就有些纳闷，止不住问道：“你带这些东西有啥用？”他笑

笑说：“上了路就知道了。”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刚刚上了两个达坂，前后两辆吉普车就都先

后开锅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自来水一下子就派上了用场。烈日

也确实毒得够呛，我们条件反射似的，一个个渴得嗓子开始冒烟，喝

矿泉水都不管用，于是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暖瓶里的“烫心”茶。就

这样，车是开开停停，人是担惊受怕，本来只有几千米的路程，如此

一绕，硬是足足折腾了一个上午。 

  我们的到来，无疑使灾民感受到了一种安慰，仿佛见到了久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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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抓住我们的手不放。我们卸下慰问物品之后，就开始逐户进行

灾情登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又听说前方河对岸还有几户人家，

其中一户有个小孩子病了，大人着急万分，急需救助。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能不去。蒙受财产损失本身就是一个打击，如

果孩子再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雪上加霜。然而，虽说此时特大洪峰

已经过去，但由于天山积雪正在融化，整个后沟河床水流时涨时落，

变幻无常，让人不知深浅，因而不敢轻举妄动。我征求穆师傅的意见，

他弯下身拾起一块石头扔向河里，然后对我说问题不大。随后经过几

次细心探路，才算平安到达河的对岸。 

  都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在我们接上孩子和大人准备返

回时，却意外遇到了险情。虽说还是来时那条路线，可是因为正好赶

上河水悄然见涨，刚一到河中心，吉普车猛一下子就熄了火。紧接着

水就灌了进来，我们急忙跳下车，赶紧将孩子和大人紧急向安全地带

转移。这时候，我就看到开车的穆师傅手中拿着那根绳子，一头系于

自己腰上，一头交给随行的小王，而且嘴里不住地高声叮嘱小王要摸

着石头过河，小心谨慎地探出一条前行的最佳线路。就是凭借着这根

绳子，我们最终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孩子和大人艰难送了过去。虽说

精疲力竭，却也感到无比欣慰。然而，危机并没有随着孩子和大人的

平安渡过而解除。因为当轮到我再过河时，河水不知不觉又涨了不少，

水深至胸，行动艰难，每挪动一次脚步，必须使出吃奶的劲才行。我

平常总是耻笑别人晕这晕那的，不曾想今天我也有晕水的时候。我突

然间觉得除了白茫茫一片之外，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大脑似乎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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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白，轻飘飘、空荡荡的。于是，脚下一滑就是一个趔趄。水很快

就淹到了脖子，我就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开始在拼命喊叫，但除了我的

名字，其他什么都听不清楚。我下意识地抓紧绳子，攒足了劲儿挣扎

着向上挺立着身体，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站稳脚

跟为止。说到底还是绳子两头的力量足，作用大，硬是将我的身子给

拽直了，才使我最终没有倒下，否则…… 

  事后，我总是爱屋及乌，觉得绳子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而

对那位穆师傅的钦佩和感激之情，也随之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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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 

  以前去医院都是探视别人，因为无关自己大碍，除了客套性地安

慰病人几句好听的话儿，就再无其他印象。这回轮到自己住院，感觉

就大不一样了。 

  毕竟是工作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住院，对医院是既陌生又不习惯。

我本以为事先体检表上对自己的病症描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医

生只管对症下药才是。不曾想一住进病房，从专家到主治大夫，仍要

重新前心后背、上下左右，认认真真、反反复复检查一番，同时问这

问那且不停记录，其仔细和繁琐让人难以适应。我这人生性腼腆和守

旧，平时和生人说话都不好意思，猛然间在一群护士小姐的众目睽睽

之下，又是袒胸，又是露背的，而且还时不时被人这摸摸，那敲敲，

着实让人脸上烧得厉害。如果说这些让我感到不自在，倒也罢了，然

而接下来进行的一项内容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我总觉得，我患病是我

自己的事情，和别人没有一点关系。可大夫偏偏上至父母兄妹得没得

过什么病、下至儿女有没有既往不良反应，三番五次、寻根问底了解

个没完。甚至于最后把妻子也拉扯进来，我就开始有些紧张，止不住

浑身冒汗，甚至嘴里也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了。大夫看出我的异

常，就笑着告诉我，说这是例行公事，了解病史，和我的病情无关，

我才把心放进肚子里，不然，指不定还会闹出什么笑话。 

  我后来就有所感悟，既然是住院，抽血化验和静脉输液在所难免，

尤其像我血糖和血脂比较高，就更是如此。或许觉得简单，起先我对

扎针并不发憷，甚至向老婆吹牛说：“尕尕的事情，没有麻达！”可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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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是，当我躺在床上高高地挽起袖子，等着护士抽血时，针头却怎

么也扎不进血管。见第一次抽血失败，我并没有在意，抬起头，鼓励

护士说：“不要紧，换个地方再试。”第二次针头是扎进去了，可很少

有血液流进针管。停了一阵护士就说：“叔叔，你的血太黏稠了，不好

流出来。”老婆一瞧，有点不高兴：“针没有扎好，当然不会流呀！”紧

跟着我就条件反射似的感到有些疼痛，但还是忍了忍，又一次鼓励护

士说：“再来一次，我就不信针扎不进去。”不过，和上回相比，语气

明显软了下来。这时恰好护士长进来，见状后白了护士一眼，马上亲

自动手，这才总算是免除了我第四次皮肉之痛。后来才得知先前的那

位是实习护士，难怪屡试不成，原来是在练手呢。打这之后，每每护

士走进病房，我都会习惯性地看看胸牌，生怕再遭遇什么意外。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无法适应。平常居家过日子，谁都知道到了

晚上要反锁好屋门，但在医院就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洗澡，

就听得一个护士一边使劲敲门，一边不停地叫我的名字。我以为发生

了什么事情，急忙草草穿上内衣走出卫生间。“叔叔，当班护士晚上都

要查房的，锁上门可不行呀！”当我忐忑不安地打开门，还不等开口问

护士怎么回事，她就抢先说道。于是我才明白原来是以防不测，怕我

不慎跌到，耽误施救。 

  然而晚上不锁门终归有些放心不下。睡觉的时候老是感觉似睡非

睡，即便是睡着了，也仿佛隐隐约约有什么动静，猛一睁眼，还果真

是床头站着一个人，不用说是护士在查房了。可我实在是吓了一跳。

想想看，半夜三更，睡眼惺忪，人肯定是迷迷糊糊的，突然间黑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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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间里冒出一个白大褂，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其实我最不适应的还是那些不必要的检查。平常都说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可现在似乎有所颠倒，头痛先医脚，或者脚痛医全身了。

又是“B 超”又是“心电图”，为了患者生命安全，最好再做一次“CT”。

难怪每天的医疗费用清单长长一大串，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只

有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真正对“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这句

话有了透彻的理解。不过，话又说回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了这

不可复生宝贵的一次生命，谁又不是倾其所有、在所不惜呢？ 

  所以说，从不适应到适应，的确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不管怎么

说，住院这段日子让我收益不少。我总算明白：人就像一辆汽车，需

要平时好好保养。该小修时就小修，当中修时则中修，如果硬是拖到

大修时，问题就一定是严重了。爱护自己的身体是一种文明的表现，

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让我们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都来保护

我们的健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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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 

  吃五谷得百病，这话一点不假。前些日子妻子在凉台上开窗做饭，

一不小心面部受了风。先是隐隐有些头痛，接着半边脸开始麻木，约

摸半个小时光景，对着镜子再一照，还着实让妻子吓了一跳。早就听

说这病难缠，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口歪眼斜很难矫正。所以非同小可，

必须立马行动才是。 

  然而，找谁治疗，采取什么方式治疗？却是意见相左，分歧不小。

尤其是两家老人，硬要说是妻子“着上了”。所谓“着上了”是本土方

言，意思是说中了邪。只能通过民间的方法才能去病消灾。我对这些

东西向来不信，但为了不伤老人的心，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先让妻

子去中医针灸，腾出空了再到乡下找人瞧瞧。 

  妻子去的那家中医院，虽说规模不算大，病人却不少，主要是针

灸科张大夫手上功夫好，单凭一根银针打天下。人们从南北疆慕名而

来，床位就显得紧张，去晚了要长时间排队等候。我发现张大夫同时

照顾着十几位病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或骨质增生，或风湿关节，

前后兼顾，左右逢源，既来之则安之，毫不含糊。只见他来回穿梭于

病房和患者之间，步伐轻捷，动作麻利，不是帮你翻身，就是替你换

药，脸上始终汗津津、笑眯眯的，好像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累。 

  张大夫告诉我，妻子的这种病，医学上称作面部神经麻痹，要想

完全恢复，至少要三个疗程。他还说，光靠针灸还不够，必须辅助于

艾灸才行。艾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艾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有

香气，可入药，供灸法上用。小的时候，一到端午节，父母亲早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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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赶我们出去割艾蒿，红中带绿的秆子，绿中透白的叶子，一人一大

捆地割回家，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是艾蒿的味道，好几天都无法散尽。 

  考虑到张大夫委实太忙，我就自告奋勇上了手。刚开始不行，主

要是手笨，难以掌握分寸。要么艾棒撞针，要么烟灰烧脸，让妻子龇

牙咧嘴，痛得不轻。后来慢慢才熟能生巧，左右游走，上下移动，既

避开了干针，又不掉烟灰。别人是久病成医，我则是无病出师。 

  不过，一个疗程下来，人尽管累得够呛，但妻子的病情似乎仍不

见好转。虽说张大夫一再叮嘱不能心急，我们还是坐立不安。这时两

家老人的话又来了，说是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事已至此，就只

有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了乡下。我们要找的是别人介绍的一位“神

医”，此人名气还真不小，下车刚一打听，连小孩子都知道。“神医”

的房子很大也很气派，墙上挂满了锦旗和牌匾，可经过一番零距离直

面接触，我总感觉他就像电视剧《刘老根》当中的“药匣子”，看似神

神叨叨、高深莫测，实则滥竽充数，没啥能耐。 

  后来又听说不少偏方，其中尤以黄鳝最为集中。说是将黄鳝开膛

破肚之后，将其血淋淋地压在脸上反向使劲往回拉，疗效很好。于是

我又平添了一项全新的任务，隔两天去一趟菜市场，挑一些个大的黄

鳝买回家，早晚各宰两条，给妻治病。 

  黄鳝这东西长得像蛇，阴森森的，让人难以下手。好不容易抓住

一条，又因为滑得跟泥鳅似的，俄顷间从指缝间就溜掉了。我就找出

手套戴上，虽说黄鳝溜不掉了，但又老是缠在我的手腕上，让人一惊

一乍的。无奈，我只好翻箱倒柜找出钳子、刀子和剪子，三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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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具体操作规程如下：先用钳子夹住黄鳝的

头部，接着用剪刀咔嚓一声将其身首分离，最后才是用刀开膛破肚……

说也怪，如此一来，妻子的病竟日渐好起来。于是老人说还是老办法

好，妻子似乎认为是偏方的作用。然而，我却一直坚信：只有针灸这

种传统疗法，才真正具有妙手回春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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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那一天，窗外下着鹅毛大雪，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就来到了单位。

刚一进办公室，电话就响了，我心里埋怨：这是谁呀，怎么比我还早？

我很不情愿地拿起听筒，于是一个急促的声音传了过来，凭感觉是来

自远方，低头瞧了一眼来电显示，原来是北京的号码。我刚想问对方

姓甚名谁，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喂，朋友，想不起来

了吗，我是伊犁的哈斯木呀？！”我就脸一红，觉得很对不住朋友，声

音也有些不自然了。 

  对于哈斯木这个名字，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熟知。那时我还在山东

曲阜上大学，因为酷爱写作，对已在文坛享有盛誉的哈斯木尤为崇拜，

因而冒昧去信讨教。不曾想很快收到他的回信，言辞谆谆，情意切切，

让我受益匪浅。到后来真正见到他时，他已调至北京。记得那次参加

烟台笔会后借道北京，在他家吃了一顿久违的新疆揪片子，后来每每

忆及此事，口中依旧留有余香。 

  后来娶妻生子，疲于生计，早年的文学梦也已被工作所取代。我

逐渐和哈斯木失去联系，只是偶尔在媒体上看到他的介绍，喟叹之余

也想重操旧业，可随后一忙也就搁置脑后了。 

  哈斯木告诉我，他的父亲卧床不起，中医西医都瞧了，仍不见好

转。有人推介了新药，说是疗效不错，建议让他父亲试试，或许会有

起色。“拜托了，朋友！我父亲正等着药呢！”哈斯木说。我这才得知，

他是通过航班乘务人员，将药带到乌鲁木齐机场，再让我转给另一个

朋友，由这个朋友最后负责送回伊犁。我自然满口应允。“什么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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