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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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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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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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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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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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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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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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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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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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起来的珍珠更瑰丽

周启垠

说来遗憾，我都好久不写文章了。想当年天天阅读、写作，

那时真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及至今天很长

时间都不执笔，真是惭愧。有人说文学是年轻人的事业，是青

春的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突然感觉青春不再，对一切都开

始淡泊，好像我真的在不知不觉间越过了青春的沟沟壑壑，连

文学的梦想都几近消失了。这可能是生命之河越过波涛汹涌之

后，归于平静的一种顿悟。淡泊就淡泊吧！好在这世界，不断

有年轻人在走来，有文学新军在峥嵘岁月中崛起，不期然间会

有坚持不懈的年轻人崭露头角。

刘治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想起那年神华文学奖评审，由诗坛名家商震、李小雨担任

评委。刘治军的组诗《放歌神华》在众多诗稿中，获得了一致

好评，最终荣获了唯一的特等奖。后来获奖作品集由中国文联

出版社出版，书名就用了他的组诗名。就他的诗来说，语言简练，

内涵丰富，贴近现实又充满质感，有着很好的点燃读者想象力

的二度创造空间。我那时候感觉，刘治军在诗歌创作上定会有

一番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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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乎意料，这回他奉上的不是诗歌，是散文。收到

他的《寻梦高原》的集子，断断续续我一页页读过。一个突出

的感觉是他是一位勤奋的作者，是把点滴生活都作为艺术源泉

加以创造发掘的不懈追求者，他有着执着的求知精神，在这急速、

飘浮躁动的网络快餐式年代，他能够沉下心来，始终不渝地坚持，

这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文学需要才情，同时更需要的就是

坚持。正如一位外国哲人所说，并无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从最后的结果看，所有的艺术创作仅靠才情是靠不住的，唯有

那些“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者才能登上光

辉的顶点。

读他的散文，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善于把握生活的真实，

每一篇散文都写的是他熟悉的生活。他扎根在自己的土壤里，

写陕北高原、写人间真情、写青春路上、写五色花环，都用自

己的视角精心刻画出陕北的人和事，用优美的笔触清新自然地

再现高原上的情和景，一篇短文就是一幅完整的画卷，一段文

字就是一曲淳朴的民歌，充满着原汁原味的西北风味，也真实

地折射着高原的风土和人情。

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他观察细腻，文笔流畅。例如，他写

高原上五月的枣花，“绿盈盈的叶子，黄生生的花，香喷喷的

枣花味，弥漫了整个高原的山梁、沟壑、凹坡、田野、村庄和

城市⋯⋯”这鲜活的语言是西北特有的，更是他用心灵细致地

观察发现的。他写西北的雷雨，“西天黑密的云层里一道闪电

破天而过，像夏夜里划过天际的流星一样，霎时间照亮了整个

黑暗的大地，震耳欲聋的雷声顷刻间布满了整个阴暗的天空。

此刻闪电和雷声占据了整个高原，行走的车辆，回家的人们，

贪玩的孩子⋯⋯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渴盼了一夏的雨就要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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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他的作品里始终流露着黄土高原的气息和情怀，他用自己

的感触写自己的高原，每读他的一篇作品就像与他亲切地交谈

一次，在他的文章里，我似乎读懂了高原，也感受到了高原人

原汁原味的生活。读他的散文总感觉自己已经置身于陕北大地，

行走在陕北高原的沟沟壑壑上，同样看到了一幅又一幅壮美的

陕北画卷，那风景与他作品里描写的一模一样。

品读《寻梦高原》，我突然产生一个新的想法：对于诗人

或散文家来说，文学有时候就是精神的泪滴，是泪珠，是生活

与精神的有力碰撞迸溅出的珍珠。有一首《天仙子》的词写道：“燕

语莺啼三月半，烟蘸柳条金线乱。五陵原上有仙娥，携歌扇 ，

香烂漫，留住九华云一片。犀玉满头花满面，负妾一双偷泪眼。

泪珠若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点百万。”这“串

向红丝点百万”，不就是把一粒粒的泪珠串起来的壮观？

刘治军把多年来在生活中拾取的点点滴滴写成了一篇篇美

文，把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收集成《寻梦高原》，不也正

是把一粒粒散落的珍珠串了起来？串起来的珍珠更瑰丽，但愿

他心灵流泉般的文字能越来越多地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是为序。

2016 年 4 月于北京

周启垠：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

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报告文学《天使辞典》《中国第一兵》，出版散文

集《心灵贵族》《平步山水》，诗集《红藤》《激情年代》《鸽子飞过》等，

第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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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陕北

一

我的故乡在陕北，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漠，从南向

北一路绵延，穿过此起彼伏的黄土高原，我们便能看见赤裸裸

的大漠袒露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见过沙漠的人，会不由自主地

向前扑去，一头扎进大漠的怀抱，像久违的亲人一样彼此感受

着那份激动。

站在大漠高处放眼望去，毛乌素沙漠像一幅美丽的画卷一

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它的色彩、韵味、情调、格局一一呈现

在我们的面前。那种雄浑、波澜壮阔的气势直抵我们的心脏，

你不得不精神抖擞、热泪盈眶，因为，此刻你就站在陕北的大

地上，踏上了我们陕北人最深爱的土地。

沿着大漠一直前行，你就不难发现，在你的周围可以看到

无数辛勤的种植者，正在用行动编织着大漠的美梦，让一片一

片的荒漠变成生命的绿洲。在美丽的陕北，广袤的毛乌素沙漠 

上还种植着谷子、玉米、韬糬、糜子、土豆等数十种农作物。

我们自给自足，吃着五谷杂粮，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开发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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