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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志存高远任君行
王琳琳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2016—2017年度原创文学大赛落下了帷幕。青春的

文字与青春的魅力已然烙刻在宁夏文学这一历史时空，久久萦绕于每位参赛

者、关注者的心中。

文学是人类最丰富最生动的精神活动，文学创作是人类历史形象的情感

诠释。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个时代心声的表述。在这个躁动的时代，

快速发展的经济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却仍有很多远离尘嚣的文学追梦人，他

们以自己的方式坚守文学的精神家园。他们如沙漠中的骆驼，秉承文学精神，

执着于自己的创作。这种执守，正是中国文学人的使命、宁夏文学人的宿命，

也是这次原创文学大赛的主旨。

作为文学特别是宁夏文学创作与批评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宁夏大学人

文学院始终关注莘莘学子的创作之路。由人文学院中文系主办的原创文学大

赛，经过几轮初选后，最终由著名小说家漠月（《朔方》杂志社主编）和著

名诗人杨梓（宁夏诗歌学会会长）评定出获奖作品，并在“宁大中文人”“朔

方”等微平台和《宁夏法制报》上推出原创文学作品和获奖作品。

评委们怀着炽热的情感扶植着宁夏年轻一代的创作人，尤其是作家漠

月、报人张强以及他们供职的《朔方》杂志、《宁夏法制报》，无私地为青年

学子们的茁壮成长搭建平台、创造机会。2017年第11、12期的《朔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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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刊发了此次原创文学大赛获奖作品《红布鞋》和《父亲的体面》。刊发

在校大学生的小说作品，这在该刊办刊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春天的声音唱响起来，校园里一排排年轻的白杨迎风而立。这群年轻人

书写着青春的懵懂与悸动，青年的青涩与躁动。在他们青春的视角里满溢着

年轻人特有的情感感知 ：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西西弗斯的石头，年轻的

作者们用他们尚未阅世的心搬起了他们的石头，描绘了一个个跳动的西西弗

斯。当我们追随着他们的文字回首曾经的大学生活，青春已在奔跑中消逝，

在他们的笔下却能够让我们寻找并重温这些难忘的情怀。尽管他们的创作尚

不成熟，但他们却用自己的文字展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我想这就是青春文

学特有的魅力。

在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原创文学大赛第一辑《我们

一起走过的春天》出版在即。能为这“一排排校园里的白杨”落下卷首寄语，

是我的荣幸。

内心涌动的希望是 ：在大学生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能够将我们所理解和

承继的人文精神传递给他们，助燃他们的青春激情，展现他们特有的青春光

亮。并期望承载社会各界与人文学院领导、老师们众望的原创文学大赛能为

宁夏青春文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校园里一排排年轻的白杨，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们是文学创作的力量，

愿你们挺拔成长，梦想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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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布鞋
何小雪　2016 级汉语言文学（教师教育）1 班

于我而言，写作是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如同吃饭、睡觉是

一样的。希望自己可以把这份爱好坚持下去，不忘初心，努力向前！

（一）

晨日如同着了火一般，一直烧到山梁的脚心。山梁扭动着身子染红了酣

睡的庄子。

露出墙外的炉筒子，准是闻见了屋里母亲做的黄米饭的味道，口水掉下

来，结了老长的冰。

母亲用大勺搅动着锅里的黄米，像极了一位指挥黄米大军的将军。母亲

每搅一下，黄米粒便沿着锅边跑一圈。母亲每加点热水，黄米便立马散开，

又集合。一想到这么听话的“士兵”们一会儿就进了我的肚子，我把头又伸

进了被窝，咽了口唾沫。闻着饭香，听着米饭咕嘟、咕嘟的口号声，我的脚

趾在烧炕上也点来点去。

“妈，炭拾来了，倒哪儿啊？”

大姐是我们家孩子当中起得最早的，大姐除了爱骂我和二姐、四妹外，

其他也还好。毕竟，她做饭，填炕，喂羊什么的都会。

“拾来了，就倒炭盆子，再拾点儿木头，玉米秆秆来，一直这么烧炭，

钱能挡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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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除了爱钱，可能就爱睡在我旁边的“小黑蛋”，她的老儿子了。接

下来爱谁，我们几个私底下会打架争个高低，自然二姐劲儿最大，打败我和

四妹，她却拍拍土说 ：“才不是我嘞，咱妈爱的才不是我嘞！”

我恨不得多吃几碗黄米饭，长足了劲儿，好去打败二姐，哪怕一次。

“老儿子，起来，起来吃饭，你们几个快点，再别让我拿笤帚收拾一顿。”

“又是黄米饭，酸菜，我不吃，我不吃。”弟弟一边叫喊，一边用他的

胖身子在炕上乱折腾，又是脚踢被子啦，又是屁股撞着热炕面儿啦。

“就你事儿最多，不吃饿死你。”四妹露出头来小声嘀咕着。

“哼，我就不吃。”

“饿死你，饿死你。”

他们俩吵得最欢时，二姐已经穿好了衣服，跳下了炕。母亲的饭已经做

好了，这时的她像是一位打胜了仗的将军，每个碗都是一个营帐。母亲开始

分配“小兵们”了。

“阿依舍，把外面的汤瓶拿进来，给他们几个掺点热水。”

“嗯。”

二姐把汤瓶从外面拿进来了，在外面冻了一夜的汤瓶，小嘴撅了老长。

“老三，老四，你们俩就好好磨叽，等我把饭盛好，你们俩把炕上要是

还没收拾好，我就……”

还没等我们下来，母亲已经把炕桌放到了炕上，炕桌爬在炕上，神气得

不得了，它在等母亲摆上饭菜。

“啪。”

“哎哟，疼！”

我和小妹用脏手抓菜吃，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母亲的筷子，可就是不改。

我们学着母亲转着边儿吃米饭，母亲碗里的黄米饭圆鼓鼓的，我们怎么

转都转不圆，最后索性用筷子在碗里乱搅和。

大姐抱着一捆树干进来了。

“快洗洗手，饭给你盛好了，过来吃。”母亲说。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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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蹲下身子，慢慢地松开手，树干齐刷刷地落在了地上。她出去了，

站在门口用手轻轻地拍打着身上的灰，用笤帚轻轻地扫了扫鞋子。拿起汤瓶，

右手给左手倒点水，右手放下汤瓶，两手互相搓了搓，这样重复了好几遍。

这时的大姐冲着窗户里面的我笑了笑，不知怎得，我心里怪难受。

（二）

冬季的尾巴也是出奇的冷。我们只能坐在炕上玩一些糖纸，或是随时听

从母亲的使唤。母亲是做鞋的能手，邻里的妇人们都这么说。

母亲在做鞋之前总会去镇上买一些布回来。红丝绒布，绿丝绒布……还

要买塑料的、胶皮的鞋底。穿上塑料底的布鞋，在学校的砖头地上跳皮筋是

最好的，pia，pia……声音可好听了。今年母亲给我们姊妹几个都做的是红

布鞋，姐姐喜欢，我也喜欢。

母亲把白面倒进热水锅里，用铁勺子搅一会儿就能变成粘鞋的糨糊。母

亲把剪好的鞋样子拿出来放到大腿面儿上。又把买回来的布照样子剪好，拿

出一根筷子，把做好的糨糊一层一层地涂在上面。鞋帮子是做好了，母亲

又会扯一些白布条给鞋帮沿个边儿。

终于到了缝鞋底和鞋帮的时候了，母亲拿出一根很粗的麻线。线头用嘴

里的吐沫一抿，线头立马就听话了许多，母亲用手指头轻轻一捻，它便立马

削尖了脑袋，钻到针眼儿里去了。上鞋底是最费力的，针头刚进鞋底，母亲

立马把针尾立到炕上，用力顶一下才能穿过去。

布鞋做好时，也快开学了。我的脑子里立马浮现出其他伙伴看我跳皮筋

的样子，她们准是羡慕我的红布鞋。每想到这儿，我都会笑出声儿来。

“这谁给你做的漂亮鞋子啊？”大姐这时也会凑过来假扮其他孩子这

么问。

“我妈。”

“我妈。”

“我要穿着这双红布鞋去上高中。”大姐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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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穿这双红布鞋跳皮筋。”我说。

“你就知道跳皮筋。”二姐指着我的脑袋说。

我们几个总会争论一番。大姐笑了，大姐脸上的颜色，比红布鞋还要

好看。

“发旦，发旦。院子里咋鸦鸣儿悄声的？这群岁仔仔子嘞？”一听就知

道是外奶奶来了。

我们几个都不咋喜欢外奶奶，她爱说什么这两年闺女值钱了，你们这几

个也能抢个好价钱之类的话。

“妈，你咋来了？”

“咋了？我还不能来了吗？”

“能，能，妈你来浪几天还是？”

“有事儿，没事儿我还不想从我的烧炕上下来呢。”

边说着，外奶奶被母亲带到了屋子里。

“老大呢？我看一下。哈！我就说嘛，也不看是谁的外孙女子……”外

奶奶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自言自语。

“妈，您不是说有事嘛。”

“哦，好事儿，好事儿。”外奶奶边说边给母亲使眼色。

“你们几个出去耍会儿再回来。”母亲说。

“妈，天儿这么冷，我……”

“出去，一个女儿娃，话咋这么多？”还没等四妹说完，外奶奶就开始

骂了。

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出门。

外面的天儿果真是冷，风刮得紧，别人家的门也关得紧。我们几个只好

在土墙角蹲着。

“不成，她还小，我心头的一块肉……”母亲大哭大叫着。

“人家家里好得很，去了娃都是享福的……”外奶奶的声音不是很大，

但也足够让我们几个听到。

大姐一下子不说话了，站起来就往家里走。我们跟到后面，不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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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不嫁人。我想……”大姐哭了。

外奶奶看到我们突然走进来，惊了一下。母亲蹲在炉子边，一边擦眼泪，

一边摇头。

“都哭啥呀！是去过好日子！唉，看你们一家日子过得这么紧，老大要

体谅你那个残病大和你妈呢。”外奶奶说的每句话都像外面的天气。我们几

个也开始哭了，大姐是哭她要嫁人，母亲哭大姐，而我们几个是看母亲和大

姐哭所以哭。

今天的家里乱了套了，我希望父亲在。

父亲好几年都是回来待几天就走了，他知道只要他闲在家里，我们家就

成了破旧的机器，动不了了，我们几个就上不了学，我们家就吃不饱饭……

尽管，他在我没出生前就成了别人口中的瘸子。父亲没说过怎么弄的，我们

也不问。

听着母亲与大姐在屋里哭，我突然觉得，外面也不是那么冷。待在外面

比屋里舒服些。

晚上母亲没有做饭，给了我们每人五毛钱。我们看母亲躺在炕上，我们

把钱捏在手心也躺了下来。

（三）

“两只羊，两壶油，两个毯子，两袋米……彩礼丰着嘞！”外奶奶露出

了几颗老黄牙。

外奶奶说完不到半个月，传说中的姐夫家就来送礼了。

屋里的婶子们都探头找着大姐的新女婿。

“个头不高，长得还行，也算机灵。”小婶把头伸进来冲着屋里的人说着。

我们几个也想看，母亲不让。“哪儿还有小姨子看姐夫的？”三婶也跟

着说。窗户外面的小伙伴冲着我们几个又是吐舌头，又是做鬼脸。弟弟也在

其中，要不是母亲看着，我们几个准揍他们一顿。

“呦！我们新娘子来了，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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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进来了，大姐的脸很白，白里透着点红。看来母亲在集上买的粉末

儿起作用了。她手里有一些红票子，我们几个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这么大的钱。

“妈，这个……他们给的。”

“哦，他们给的啊，这孩子，他们给你的，你咋给我拿过来了？行，我

先拿着。我这娃就是听话得很，从小就听话。”母亲说着从大姐手里拿去了

那些钱，母亲笑得很开心。

“二姐，我也想要那么多钱，我也想嫁人。”我说。

“我也要。”四妹也跟着说。

“不害臊。”二姐说着自己倒红了脸。

正说着，父亲回来了。父亲满身都是泥土，脸上也是，鞋上也是……

“看，我们这丢人的回来了。你就丢死人，赶紧去换件衣服，洗着收拾

收拾。唉！可不能让新女婿家里人看到。”母亲说道。

“我丢人，你就把我不当人看，和我商量都不商量，就嫁了女儿。我要

是再不回来，你是不是把这几个都卖了？啊……啊？”父亲说着眼泪就下来

了。大姐哭着跑了出去。

“哎哟！娃她大，这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再别让女子伤心了。”婶子们

劝着。

我们几个都已经习惯了父母这样吵架，只不过以前是为钱吵，这次是为

大姐吵。但，不知怎得，我觉得母亲越来越像外奶奶了。

父亲的眼泪把脸上的泥冲开了，脏手又抹了眼睛，整个人都像屋子里的

小丑。我心疼这时的父亲。

父亲希望我们姊妹几个可以好好念书，将来好拿工资，不要走他和母亲

的老路子。大姐，突然辍学，又突然嫁人 , 父亲心里给大姐画的路完全跑偏了。

父亲走过来摸摸我们几个的头，拿了汤瓶出去了。

母亲和婶婶们你说我笑地给客人做菜，我想去看看父亲，比任何时候都

想去。我想去看看大姐，比任何时候都想去。

姐夫和他们家人走了，父亲也如母亲所愿，干干净净地见了亲家、女婿。

夜里，屋子里，母亲与姨娘们说笑。屋子外，父亲与大姐静静地坐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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