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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蒋 振 邦    

出生于 1 9 3 9 年 2 月 1 1 日 ( 农历虎年腊月二 十

三 日 ) , 宁夏贺兰 人 。 在平 罗县从事宣传 、 广 播 、

文 化工作 2 2 年 。 1 9 8 4 年调回母校编辑 《 宁 夏大 学

学 报》 , 曾任副主编 , 编审职称 。 学生时 代就从

事 文学创作活 动 , 1 9 8 2 年创 作的 电视剧 《喜从何

来 》  ( 二 人合作 ) , 由 宁夏台录制 , 中央台播 出 。

1 9 8 3 年中 篇小说 《在 沿河村里 》 发 表在 《 当代 》

第 5 期 头条位置 。 文学作 品及论文 1 0 多次获 全国 、

自 治 区奖励 。 ] 9 9 4年 出版 乡 土 小说选集 《情 债》 ,2

00 2 年出版随笔杂文集 《说古论 今话道德 》 。 另

有校园 小说选 《 外面 的世界 》 、 论文集 《 编海拾贝

》 、 文集 《 三 人行》 等将陆绩出版 。 现为 中 国

辅辑学 会会员 、 宁夏作家协会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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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葱 , 在荒漠里扎根    

因 公出 差 , 开始了 向往已久的六盘 山 区之行 。    

我用手擦去车窗上 的冰花 , 那荒 山秃岭 , 似乎亲近而又神

秘 。 当想到 , 不 日 将与分别 2 0 年的 同窗好友——一个外表沉

静 、 长得却很精干的农 民的儿子相会时 , 一种从未有过的渴念

在噬食我的心 。 2 0 年 , 漫长而又不寻常的 2 0 年 , 一切怀念 、追

思 , 所有欢乐 、 展望 , 都一下子掺和在一起——浓缩了 , 酿成一

杯人生之酒 。 这酒味 , 该是甜的 , 还是辣的 ? 我一时难以分辨 。    

毕业前夕 , 我们系 里举办了一次晚会 。    

按照程序 , 先是座谈 , 然后才是歌舞节 目 。 同学们满怀离

情别绪 , 情意绵绵地在话别 。 有 的在会上说些彼此鼓励的话

语 , 预祝 “桃李满天下 , 谁人不识君 ” , 有朝一 日 在教育界崭露

头角 ; 也有的在私下叙些儿女情长 , “但愿人长久 , 千里共婵

娟 ” … …然而 , 被同学们誉为 “老农 ” 的章松 同学 , 却来了个即

兴发言 , 破坏了 一些同学的兴致 :    

“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 我认为把事情想得困难些 , 反而

主动 ! 据说西海 固 的条件艰苦得近似严酷 。 因此 , 我认为 ' 适者



生存 ' 法则在那里也是适用的 … … ”
    

章松的这个 “低调 ” 发言 , 好似一瓢冷水 , 倒在了燃烧的干


柴堆上 , 有些同学好似泼湿的柴棒 , 坐在一边不吭一声 ; 有的


同学开始满脸通红地应声而起指责章松了 。
    

“ 同学们 , 请不要过分激动嘛 ! ” 我看有必要缓和一下空


气 , 紧急呼吁道 : “章松的 发言叫人听了 不舒服 , 但也不无道


理 ! 可他扫了大家的兴 , 应该制裁他 。 我提议 , 让达尔文的 ' 忠


实信徒 ' 唱支歌子… … ”
    

“好啊 , 同意 ! ”
    

“这主意真棒 ! ”
    

章松本是全校难得 的男 中音 , 声音浑厚 、 质朴 。 不过 , 平 日


里 , 他不轻易开 口 。
    

当那醇厚的歌声 , 在会场里 回荡 的时候 , 我发现不少同学


的眼睛在闪光 , 脸上的表情是激动的 。 有人还在低声附和 :


再见吧 , 妈妈 ,


别 难过 , 莫悲 伤 ,


祝福我们 一路平安吧 !


再见吧 , 亲爱 的 故 乡 ,


胜利 的 星辉照耀着我们 … …
    

章松爱唱 民歌 , 尤其是外国 民歌 。 他接连 唱 了两三支歌


子 , 可同学们还是揪住不放 。 他也够 “朋友 ” 的 了 , 就一支支唱


下去 。 虽然他的嗓子有点嘶哑 , 而情感却更加充沛 、炽热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深深的 海洋 ,


你为 何不 平静 ,


不 平静就像我爱人 ,


那一颗动摇的 心 。
  

这是南斯拉夫民歌 《深深的海洋》 。 这支歌还未唱完 , 就听


到 “哇 ” 地一声 。 我们班里那位人称 “胖姑娘 ” 的罗 军 , 一下哭出


声来 , 随 即双手捂着脸 , 冲 出 了会场 。 是歌声过于情真意切 , 牵


动了 姑娘的心弦 ? 还是另有隐秘 , 使她如此动心 ? 这件事 , 只有


我似乎更明 白些… …
    

起初 , 同学们虽然各奔西东 , 但仍息息相通 , 书来信往成


了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信 中既有别后的相思 , 也有对


未来的畅想 。 当然 , 有些信中 也掺杂着一些无名 的惆怅 , 和莫


名 的唉叹 。 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 , 各 自 忙于 自 己 的事业 , 加上


人的懒惰性作祟 , 渐渐书少信疏 , 继而音信全无 。 一些粗浅的


印象 , 早已 被岁 月 的烟尘所淹没 。 然而 , 总有些难忘的 画面 , 储


存在记忆里 , 不能忘怀 。
    

我是被分配到部队去工作的 。 入伍不久 , 收到 了章松的第


一封信 , 里面有他最初对六盘山区 的描述 。 他们是坐着解放牌


“大篷车 ” 攀越六盘高峰的 。 那黄尘滚滚 , 狭窄的盘山道 , 曾 经


使有的同学视为畏途 。 而他呢 , 却撩起篷帐的一角 , 仰望蓝天 ,


俯视山 间飘忽的 白 云 , 朗诵起毛主席的 《 清平乐 · 六盘山 》 。 他


说他当时落下 了激动的泪 水……




    过去 , 同学们都说章松 “怪 ” 。 连那位女友——就是在晚会

上伤心而走 的 “胖姑娘 ” , 都说他 “怪 ” 。 毕业分配时 , 不少人认

为他俩会留在城市 , 最起码也分在川 区 。 可章松硬是要奔往六

盘山区 。 他曾 经说过 : “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强弱 , 与他 的意志力

成正比 。 ” 看来 , 他是要试一试 自 己 的意志力 。 因 家庭执意阻

拦 , “胖姑娘 ”一刀割断了绵绵情丝 , 没跟他去六盘山 区 。    

暮去朝来 , 春归夏至 。 历史进入 2 0 世纪 7 0 年代以后 , 我

从军队上转业到 地方 , 和同学们见面机会多了 。 我方得知 , 原

来到六盘山 区工作的不少 同学 , 因各种理 由 , 陆续 回到 了 首府

和川 区 。 然而 , 章松一如既往 , 在六盘山区一个中学里当 “教书

匠 ” 。 前几年 , 有个专科学校 , 急需师资 , 曾派人找他谈话 , 说那

里条件好得多 。 他却说 : “如若考虑条件 , 我恐怕早 已远走高飞

了 。 可我的事业在这里 , 我的希望在这些青少年身上… … ” 他

所教授的学生 , 却也争气 , 近几年来 , 在升学考试 中 , 文科成绩

一直在山区名列前茅 。    

车过六盘 , 思绪万千 。 我想到 一位诗人 , 曾 经把黄土高原

的沟壑纵横 , 比喻为母亲额头上的皱纹 ; 将一座座干旱的黄色

的 山 头 , 形容为母亲胸膛上干瘪的奶头… …这些说法贴切否 ?

我没探讨过 。 可我觉得 , 毛主席 “六盘山上高峰 , 红旗漫卷西

风” 的伟大胸臆和 “不到长城非好汉 ” 的革命气概 , 赋予六盘山

以万古不朽的英名 。 在六盘 山处于人生精华之年的章松 , 度过

了面对这 山 山 水水的无数个 日 日 夜夜 , 定会有与众不同 的感

受吧 !    

我把这个问号带到 了六盘山下的一座县城 。 晚上 , 闲暇无

事 , 我向饭店登记处要了 一张报纸 。 忽然从报纸的副刊上 , 我



看到一篇题为 《六盘情思 》 的散文 , 作者正是章松 。 我的感情冲

动起来 :    

六盘 山 区 , 我的 第 二故 乡 。 2 0 年前 , 我 离 开 了 富

饶的 塞上故 乡 , 告别 了 父老 乡 亲 , 还有那朝 朝 夕 夕

相处 多 年的 同 窗好友 , 乘着现代化的 ' 大篷 车 ' , 翻

越六盘高峰 , 来到这沟 壑纵横 、 回 民聚居的 贫瘠 山

区 。 在这六盘 山 下 , 度过 了 我最好 的 青春年华 。 然

而 , 回首往事 , 我并不感 到有什 么 悔恨 。 面对这六盘

新姿和几乎遍及六盘山 区 的我 的 学生 , 我 感到 由衷

地 高兴 。 这里的 山 水里溶入 了 我的 汗 滴 , 校 园 里 留

有我青春 的足迹 。    

2 0 世纪 6 0 年 代初 , 这里汇集 了 天南 海北 的 大

学 生 , 是高 唱 着 “哪里 需要到哪里 去 , 那里艰苦那安

家 ” 的 战歌而 来的 , 都是风华正茂 、 才 气横溢的青年

人 。 这里 的 条件是艰苦的 , 老师们 住的是窑洞 , 喝 的

是带泥腥的 水 , 点的 是煤油 灯 。 冬天 因 为 交通不便 ,

无煤生 火取暖 , 窑洞 顶上结 着 白 花花的冰絮 , 一 些

老师 晚上备课 , 还要拥上被子 。 可 大家的情绪极 高 ,

因 为 心里有一 团 火 : 六盘 山再 穷 , 也是祖 国 的一部

分 。 正 因 为 艰苦 , 党 才 派我们 来呵 !    

紧张 而 艰苦的 生活 , 可 以使人 内 心充 实 , 可 以

使青春焕发 , 可 以 磨砺我们 的 革命意 志 , 可 以检验

我们 对党 对人 民 的 忠诚程度 。 记得毕业分配 时 , 我

说过 ' 适者 生存 ' 的话 , 引 起过不 少 同 学的 非议 。 所



谓 “ 适者 ” , 主要是主观上的 努力适应 , 并非 单纯指

自 然淘汰 。 我之所 以能 “ 生存 ” 下 来 , 而 未被 “ 淘 汰” ,

这要感谢党对我的 多 年来的 培养 , 六盘山 区人民对

我的 哺 育之恩 。 人有情 , 山 水草木皆 有情… …    

有人对我说 : “你 的毅力 很强 , 能在这里 坚持下

来 , 真不容 易 。 ”其 实 , 他是对我 了 解甚 少 , 才 这样认

为 的 。 记得上大 学的 时候 , 我们新建的校 园 , 座落在

市 郊的 荒漠里 。 那里 , 长着 一种生命力极强 的 沙 葱 ,

它 对我的 启发颇 大颇深… …    

“沙葱 ! ”读到这里 , 我被沙葱牵住了 思路 , 于是 , 就追忆起

昔 日 那段趣事来… …    

这年春雨多了些 , 万物蓬勃向 上 。 就连这靠近贺 兰 山 的荒

漠里 , 各种小草拔节生长 , 绿得可爱 。 黄色的 、 粉红色的 , 叫 不

上名字的小花 , 竞相开放 , 一簇簇 , 一丛丛 , 将这片荒漠装点得

春意盎然 。 我们一群大学生 , 脚踏荒原 , 头顶蓝天 , 贯彻 “教育

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 ” 的方针 , 在这里挥锄开荒 。  

“看 , 这里还长有沙葱 ! ”  

章松一声惊喜的叫声 , 把同学们吸引过来 了 。 大家争相瞅

着这荒漠里的野生植物 。    

“这沙葱可以生吃 , 能当包子馅 , 很美 , 别有风味 ! ” 当时正

值低标准 , 腹内 缺少食物 , 一经章松这位老农 的介绍 , 大家顿

时活跃起来 , 散开 四处寻找起来 。    

沙葱 , 三根一撮 、 五根一簇 ; 这里那里 , 星罗棋布 。 有的可

长到一筷子高 , 虽然比芨芨草还细 , 又没有韭菜那样稠密 , 然



而 , 一撮撮绿闪 闪 的沙葱 , 在这荒原里显得格外显眼 , 活鲜鲜

的 , 惹人喜爱 。    

同学们寻找了一会 , 就半卧半坐地品尝起 自 己 的 “额外收

获 ” 来 。 章松更是津津乐道 , 介绍起他小时候揽沙葱的轶事来 :    

有一年夏天 , 接连下 了几天雨 , 天 刚转晴 , 村里老年人就

吵吵开了 : “趁这雨后没活干 , 到西沙窝揽沙葱 , 腌上它几缸 ,

慢慢就饭吃 ! ”一声吆喝 , 男 女老少 , 天不亮 , 就赶上毛驴 , 带上

毛 口袋 , 上 路了 。 本来章松的姐姐不让他去 , 一来为他过排水

沟担心 ; 二来怕 他到了西沙窝渴了 饿了 , 顶不住咋办 ! 可他赌

咒发誓地说 , 决不给姐姐添一丁点儿麻烦 , 小伙伴也作他 的

“ 保人 ” 。 姐姐被缠得没法 , 只好带上他 。 一路上倒没费心思 , 过

排水沟时 , 他一边游 , 一边为姐姐牵着毛驴 , 当 了姐姐的 “保

驾 ” 。 快中 午时 , 才揽 了半 口 袋 , 他的肚子饿 了 , 想吃带来的馍 ,

可 这沙原里没水 。 姐姐说 : “你真愣 , 那沙葱就馍 , 不是一样

吗 ? ”一句话提醒 了他 。 那沙葱生吃倒也爽 口 , 还有点辣味 。 肚

子不饿了 。 可那手不听使唤了 , 一接触沙葱 , 就辣得难受 , 手都

不敢伸了 。 他将这新情况给他姐姐一说 , 姐姐发了 一顿脾气 :

“手辣 , 你不会悄悄忍着 , 你一喊叫 , 我 的手也辣得伸不出 去

了 , 揽不成了 ! ”唉 , 真是神经过敏 。 中午过后 , 乡 亲们不约而同

地从四面八方到排水沟前聚集 , 无形之 中 在这里进行 了一次

“收获 ” 评 比 。 别人揽了鼓鼓囊囊一 口 袋 , 而他们姐弟俩 , 怕 大

家笑话 , 将绳子扎在 口 袋嘴子的顶端 。 其实 , 装得太虚的 口 袋 ,

早就露 了 “底儿” 。 姐姐嘟哝着 , 埋怨 了他一路… … 因此说 , 揽

沙葱最忌讳说 “手辣 ” … …    

我放下手中 的报纸 , 陷入 了更深的沉思之中 。



    “他正是像沙葱那样在做人 ! ”    

试想 , 在瀚海里 , 沙葱这种野生植物 , 冬 日 里 , 茎叶枯萎 ,

根部却能抵御着寒冷的袭击 , 为来春孕育新的生命 ; 夏 日 里 ,

虽有骄阳蒸烤 , 却能舒展身躯 , 亭亭玉立在沙原之上 , 给人 以

生的希冀 。 沙葱 , 虽没有娇艳的花朵 , 肥硕的茎叶 , 然而 , 它纯

真 、 质朴 , 具有农 民的气质——随遇而安 。 章松这个农民 的儿

子 , 也正像他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一样 , 在这贫瘠山 区辛

勤耕耘着 , 渴盼着为 山区人民奉献更多的收获… …    1

9 8 3 .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