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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龙　云

　　　　

早就酝酿要出一套丛书。丛书，显示一种阵容，她是一个

个的个体凝聚，聚集起来就是一种群体的力量。

这个群体是榆林市作家协会。

毫不夸张地说，榆林的文学高原已经在沙漠上高高隆起。

早多年前，就有同志提出，沙漠文化绝不是文化沙漠。文学这

种非机器化生产非复制性操作的先天禀赋，更多的时候却独钟

于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被另类的群体。这套丛书就是这种不等

式的一次精准实力展示的盛装出演。榆林作家群已经是一支不

可小觑的力量。每年光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就在百篇首

以上，有的还开了专门的研讨会，一些全国的评论家甚至认为

这是一种现象——榆林或陕北现象，也曾试图着将此现象和陕

西文学合谋计划着第二次“陕军东征”。是的，榆林文学是该

到了更进一步展示实力的时候了。这次结集出版，就是以集体

形式的定格亮相，她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单一的某一种文学样式，

她就是一个群体，一种集体的合力一种团队的呈现。

综观他们的题材范围，除了一部分游记，视野都没走出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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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不是他们不愿走出，是这块土地已经足够让他们纵横驰骋

左冲右突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

不在于它书写的界面有多大，而在于它潜藏的思想厚度和开发

的技术含量。从文学的角度看，陕北够博大了，这里的沙粒是

毛乌素沙漠腹地孕育出的嫡生长子，这里的黄河是最具母亲河

浑黄奔突咆哮的晋陕峡谷，这里的长城是最具黄土沙漠平常状

态的有明一代的典型地段，这里的信天游是陕北核心腹地一嗓

子能穿透几座山梁的真正拦羊嗓子回牛声，这里的黄土高坡是

种植小米南瓜养育了十三年窑洞战士走向全国胜利的昊天福地，

这里的人种是塞上边关长期拉锯逐渐固定下来的吕布后裔绥德

汉子和多民族融合孕育的貂蝉衣袂米脂婆姨……这些已经足够

了，这些虬状的老根足以养育一代数代几十代作家，这些硕盘

的乳汁，足以孕育先前现在未来的文学巨匠和新秀……当然，

这仅指是一种物理上的时空界域，真正写作的精神指向是榆林

陕北西北以至……也可以这样说，是榆林土地生长了榆林文学，

是榆林文学选择了榆林作家，是榆林作家书写成就了榆林文学。

这些集子中，既有雄浑朴拙信天游传统基因承继下的“大

漠孤烟直”的凝重苍凉，也有圆润细密肇源于吴越之地“榆林

小曲”历史朗照下“小桥流水”的清冽潺湲，既有对这块土地

秦直道汉匈奴杨家将李自成等过往历史的“反刍”，也有神府

煤田佳子盐田三边油气田资源开发暴富后人与土地纠缠一起的

裂变和创痛，更有对这块土地未来的文化增量和资源枯竭后的

反思与叩问。写这些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括”了进去，跳

站在历史和现代的脉搏上载浮载沉。

这些作者中，既有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合作化时期的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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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擘将，生活的丰富和阅历的积累使他们的作品沉淀着气定神

闲的臻达实崎；也有六零七零后的盛年健将，他们精神饱满志

气昂扬，呈现出的是金声玉振磅礴豪迈的雄浑鼎运；更有八零

甚至九零后的新锐先锋，他们亦如春初新韭，绽放出的是激情

射远葱茏向上的气象峥嵘。他们多半是男性，自然赤诚锐利，

汪洋恣肆，洋溢着陕北汉子有如白于山般的铮铮撼动力；她们

少一半是女性，自然明心见性，飘逸涵泳，昂奋着塞外女子亦

如无定河般的勃勃生命力。

每个作家都是个体，都溢散着自己的风格个性，但我们不

妨宏观地扫描，就会发现这套丛书的整体质格，他们没有“屌丝”

般追踪当下文坛的眼花缭乱技术呈现，而是沉静从容地在作深

层次勘探思考。他们看到了柳青在各种外界诱惑各种头衔叠加

时却从北京回到了黄甫村定心专意地和“梁生宝”一起相跟着

去买稻种，他们记住了路遥在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新潮纷至时依

然对现实主义的一如既往。他们的坚守是对这块土地深思熟虑

后的清醒执著，他们的放弃是对历史当代未来文学扫视后的理

性选择。

这套丛书里的作品，不敢说篇篇或部部都是精品，但挑出

任何一部，总有那么一篇或几篇毫不逊色于我们现在被评奖或

被鼎举的作品。就是这套丛书里的一些篇什在当初被大刊物推

出时，很多编辑甚至误读了他们的籍贯，一些评论家不得不遗

憾地错位“回头率”，不相信陕北这块土硗地瘠的偏僻地域会

生长出如此豪迈纯粹而又不乏敦厚写实的时代性作品来。但事

实是，他们就是陕北的，还是榆林的。他们还曾坚定地下判断：

这块土地还将走出像柳青路遥那样的卓然大家。当然，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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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说法和担心，说这里的沙尘暴或多或少地会给这些作品涂上

拂不去的尘埃，说这里的经济过度膨胀或多或少地会让金钱俘

虏强暴了文学……时间，会让一切遮蔽的误读回归本真，会让

一切偏离的目光在位移的途程中矫正焦距。

未见书稿之前，我们曾策划议定这套丛书不超十本。书稿

收讫，左挑右剔，她们总会以不同的角度闪耀不同的光芒拨动

着评委的某根艺术神经。结果，就成了现在翻了一倍还挂一丁

的数量。多就多吧，多了更显阵容的气势和宏壮。就这，还有

许多集子被搁置而未能收纂，更有一些或因未能赶及或因刚出

过集子或因未有时间收汇成册，而谦让地将这权利让位给那些

更年轻更需要资助的作者。

陕北是一块艺术的土地，这块土地曾让多少艺术家淹没其

中，然后浮出水面。就连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被这块土地艺术地

浸淫，发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艺术化声音。之后，

还有丁玲、贺敬之等等一批准陕北作家。真正从这块土地中心

泛出泉水的是柳青、路遥，他们操着这块土地的语言，复述着

这块土地的故事，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从精神上脱离这块土地……

这套丛书是这种文学的承继也是这种声音的赓延，他们中的一

些人若干年后很有可能就是第二个柳青第三个路遥。唯如此，

才是我们的切望和期许。    

2016 年 3 月 5 日

                                                                            　　　于九一斋

（龙云，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榆林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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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的盈余（代序）

　　——读党长青的散文

破　破

厌倦了别人的诗，也厌倦了自己的诗。这个时候，我开始

写点儿随笔，也开始偶尔读点儿别人的散文。我读到了党长青

的散文。党长青一般被看作是一个小说作者，尽管他只著有一

部长篇小说《驴路》，却写了两部散文集。这很奇怪，没有人

觉得他是个散文作者，我也这么认为，虽然截至目前我还没有

拜读过他的《驴路》。我读了他的两部散文集中的一些作品，

我更愿意承认：党长青的诗意情怀和思想品质。

我不是一个爱吃蛋糕的人，我只爱吃有奶油蛋糕的。我激

赏党长青先生的地方正在于此：他的散文为我们贡献的不是纯

粹而单调的蛋糕，而是有奶油的蛋糕。也就是说，他的散文在

散文之外尚有一种诗思般的盈余，一种罕见的自性精神，丰赡

而自足。

对语言的惨淡经营，对所思所想的高度概括，使得他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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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诗人。过量的诗思之参入，让他的部分散文，譬如《张

家界的月亮》《垂天白云若哈达》，缺乏行云流水般的流畅而

闲适的品质。《远方的戈壁滩盛产孤独》《城市的骨头》也可

以算作是这类文字的代表，党长青统一称之为散文。以我看，

似有不妥。这些文字，称之为散文诗似乎更为准确。

字词的密集、思想的浓烈，在炮制出一连串锦句妙语的同

时也制造了明显的缺陷：《裸煤》这样的文章有句而无章。经

过千锤百炼的句子显得异常突出，整个文章反而退隐其次，呈

现出了支离破碎的状态。这让我想到王家卫的电影。很多文青

喜欢王家卫电影中的台词，我也不例外，但这种喜欢并未能遮

掩问题的存在。

以台湾电影大师杨德昌比之于王家卫，王家卫就像一个小

学生，津津乐道于自己在笔记本上抄写下的众多的格言佳句。

其实他对这些真理没有足够的体验和领会，王家卫在电影中没

有对这些经典的台词进行必要的表现和充分的阐述，特别是在

新近的《一代宗师》中，一些台词只是为念台词而念台词，显

得相当突兀。杨德昌则完全不同，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一个故事，

有细节在支撑，所以不论他如何地语出惊人，听来都显得自然

而然。究其原因，就是他的电影台词都有很好的故事在做铺垫。

很明显，杨德昌在重注故事的前提下雕琢语言，王家卫则首先

强调台词，并且较少留意电影故事的结构。王家卫的电影往往

有很多独白，絮絮叨叨、婆婆妈妈、没完没了，他似乎忘记了

这一点：电影首先是视觉的艺术。

党长青在创作《裸煤》这样的作品时，存在和王家卫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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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失误：在奉献蛋糕的时候过分地专注了奶油，使得略有盈

余的奶油开始变得过量。我曾和党长青先生交流过我的认识：

时下一些较为流行的散文成功地借鉴了小说的手法。比如刘亮

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部分叙事写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梦境与现实交融，让人分不清彼此，如此散文的小说化，出其

不意地产生了一种朦朦胧胧、如梦如幻的美学。在小说领域，

昆德拉在他的作品中，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贩卖他的思想感悟，

他的哲学化的小说叙事方式，让他蜚誉世界，取得了非同凡响

的成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但凡出色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单

调的、单一的、纯粹的，而是丰富驳杂的，因为它常常撷采众长，

在蛋糕之外尚有一种奶油的盈余，特别是在蛋糕与奶油之中取

得了很好的平衡。

纯粹的奶油、纯粹的蛋糕很容易令人发腻，而蛋糕中的奶

油、有奶油的蛋糕则别具风味。奶油的重要性是，它让我们所

喜爱的蛋糕更加值得期待，也更加的可口与丰赡。我所讲的党

长青的作品为我们贡献了有奶油的蛋糕，就是这个意思，他在

蛋糕后面还有奶油，虽然有时候弄得有些过量。当然，党长青

偶尔是那个写《张家界的月亮》《垂天白云若哈达》的党长青，

更多时候他是那个写作《露天电影露天情》《当你拿起红珠笔》《奶

奶的微笑》的党长青。我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了所有

的奶油和水果都比例和谐而恰到好处的蛋糕，他有故事，有诗情，

也有思想内涵。

我曾管党长青叫“熊猫老师”，惯熟以后，我又拍案而激

赏他为“老流氓”。别误会，在我的词典里老流氓只是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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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的老男人的同义词。我对党长青先生的作品抱有很高的期

待，本因为他写东西像他的人一样有意思，熟知后才了解到他

写作却极严肃极认真，荡然无存现实生活中的幽默与亲和力。

我想党长青先生是个有意思的作家，也勤奋，理应、也一定会

写出更好的作品，至少是很有意思的作品，只要他下笔为文足

够勇敢而坦诚。到时候我们喜欢他，就不止是图那奶油的盈余，

抑或那蛋糕中的水果，而是整个的蛋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1　序　龙云

5　奶油的盈余（代序）　破破

第一辑   心灵的游走和飞翔

3　凭吊楼兰

6　白发城堡绿胡须

10　尼雅梦古

13　神往凤凰

19　新疆杨

22　张家界的月亮

26　根河湿了你的眼

29　跪拜草原

34　和田萃玉

40　高原上的现代“狼烟”

44　草原上的马语

47　腊月乡情入梦遥

50　垂天白云如哈达

55　丽江古城水撩梦

目　录



给
你
的
微
笑
配
音

2

60　大理蝴蝶绣城门

63　洗梦庐山说真言

第二辑   时光的回眸和穿越

69　牛踩场

73　沙地·月夜·脚夫

76　长城吟

80　毛乌素的红月亮

83　圪蹴着的陕北人

86　五十里路上眊一回你

91　树是村庄的依靠

96　奶奶的微笑

99　敖包梁上的三棵榆树

102　粉白粉红的沙葱花

105　露天电影露天情

109　父亲，儿给你叩头

112　从裤子的款式看改革

116　对那双黑皮鞋的渴望

119　我的处女作

122　古窨子里的弱小者

126　今黑夜红火明起身

132　院墙上的倭瓜花

第三辑   故乡的阵痛与激动

137　笑狮



目
　
录

3

140　城市的骨头

143　忧思黑太阳

146　裸煤

149　见面面不易拉话话难

154　你是我的哥哥招一招手

158　绿豆地里的风景

163　雨润高原秋

166　雨润黄土地

168　城里狗事

171　眼里的黄土

174　眼含泪水的牛

178　马家洼影像

182　乡村留守干部的困惑

186　萎缩的玉米棒及扩张的阳台

189　老地方见

195　畅想石峁村

198　遥想西部

202　霞光万道

206　千只胡燕绕白城

209　藏牦牛

211　砖茶与马背上的诗

214　神木城的方言俗语折射出边陲文化

第四辑  无名的感悟和见识

219　远方的戈壁盛产孤独

223　当你拿起红珠笔的时候



给
你
的
微
笑
配
音

4

228　身处陌生的目光里

232　给你的微笑配音

236　书架上站立的匆匆背影

239　镰刀和斧头的图腾

241　告别讲台后的思索

244　王翠娥的免费早餐

253　香留纸上声

257　杀鸡猴不看，怎么办？

260　从高密县的文化眼光说起

264　食品·舌头·生命

267　情·理·法

270　不要把孩子当佛供着

273　也说“灵活处理”

277　鱼羊之鲜

280　自然主义写作的悲凉况味与反思

285　苦心经营的随便

289　小说的乡土地域情味

299　惹亲的娃娃负担重

302　从“跟我上”说起

304　有感于“好人嘴贱，坏人嘴甜”

306 　看微信的“低头族”怎么了

308　生活砥砺过的况味与文字中的沉潜　十指为林

314　师者典范业长青　黄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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