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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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冲右突

序

龙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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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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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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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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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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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浮生若梦

我像热恋着太阳的向日葵

日日朝着你离开的方向祈祷

只要你偶尔回眸

一条流蜜的河流，

便会蜿蜒在心脏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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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没有发生的初恋

那场没有发生的初恋，只能出现在我的意念中。

无数次在意念中反复出现一番初恋情景——那时我刚刚情窦

初开，你也恰恰正当年，正是爱诗的年纪，对一切都是欣欣然充

满了幻想，欣赏惊蛰时的菜虫花蝶，书里面到处夹着那些写满了

爱的呓语的标本；细听小满时的蚕起食桑，仿佛你轻盈的脚步，

凌波仙子一般踏过我梦中的胜景；寒露时的鸿雁来，立冬时的金

盏香……也会轻轻唤起我无限的遐想，年轻的粉脸上净是甜蜜的

期待。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而是沉浸在对未来的无限美好之中，

无暇忧伤。

好像不需要安排一段美丽的邂逅，见面第一眼便会产生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你是修炼多年的神瑛侍者，而我便是你曾

经日夜以甘露和耐心灌溉过的那株绛珠草，纤弱且敏感。在黄昏

的微风中轻轻摇曳，凝露等待，千年的等待只为你守候。耳畔只

有一句台词让人动容萦怀：“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

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也，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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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么相倚着睡着了，梦里花儿扑簌簌

落了一头一肩，连空气也被花香熏染得浓香醉人。这不是一首温

暖的怀旧小诗，而是我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美丽意象。

有一次坐公交车，上来一对年轻的恋人，看起来像来自农村。

男女穿着朴素，手里都拎着大大小小的包，是那种见过很多次也

让人记不住模样的普通人。吸引我眼球的是他们的神态，两个人

不时互相凝视着，似乎总也看不够。眼神是那种既有欣喜又含羞

涩的含情脉脉，那样的令人怦然心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空座位，

两个人互相谦让着，最后谁也没坐下，依旧是含情脉脉地笑，仿

佛忘记了塑料袋勒着手指头的酸疼。那一刻，我的感动就凝结在

盈盈泪眼中。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和你的初恋没有经历过这样纯

美的风景。那种情窦初开的心动，热烈而含蓄，却义无反顾，任

什么强大的外力也别想把他们拆开。

我意念中的初恋，仿佛一支曲笔，没有直抒胸臆的胆量，只

有偷偷将爱恋的花朵，抛洒在你当年挑水必经的那条秀延河里，

一任你的目光去发现，去忽略，希冀那些花儿像水花一样掀起你

内心的波澜。如果聪慧的你也恰恰发现了，那朵想亲近你的花瓣，

并拾起它紧紧捏在手心里，躲在上游的我，便会心如鹿撞，幸福

得忘乎所以。

片片花瓣，凝结了不便言说的爱恋。那些像象形文字一样的

熟季花瓣，闪烁着嫣红的光泽，从上游一路缓缓飘下，扮作爱的

使者。如果捏在你手心里的那一朵，恰好是留有我吻痕的那一朵，

如果你能顺着那吻痕嗅到我身上散发着的淡淡体香，如果你能将

你深情的吻也印在那枚期待很久的吻痕上，如果你恰好抬起头，

用你多情的眼眸，望向正在上游左顾右盼的青衣女子，如果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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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的口哨声，像绳索一样缠绕在我濯洗的苦菜筐子上，如果你放

下水桶，急急朝着上游走去……那么，一段美丽的初恋，便会绽

放异彩，也许会扬帆起航，驶向幸福的港湾。

我的初恋是一枚青涩的果子，只知道很单纯地喜欢、心动、

依恋，甚至苦苦期盼，继而忧伤。那时的我，还不懂得，怎样用

一个熟女的手段去打动你，用瀑布一样的青丝缠绕你，煲一锅喷

香的粥，静坐灯下守候你，用一个妩媚的眼神留住你……

如果留住你，最终结局可能会有两种，一种是成为你心口上

的一枚朱砂痣，尽管相隔千里万里之遥，却会常常萦怀，隔月遥想；

一种是成为你胸口上的饭粘子，散发着简单、温暖，却美好的家

庭生活气息。执子之手，从红颜看到白发，相守成为一种不离不

弃的习惯。

可是，所有的如果都是不可靠的风，我意念中的一幕幕“如果”，

并没有如期出现。你可能从来就没有去那条秀延河挑过水；你从

来就没有看到一些含情脉脉的嫣红花瓣流经你的身旁；即使看到

了，粗心的你也不会发现那些细腻而热烈的吻痕；更不会逆流而

上，去寻觅正在上游吟读诗经的青衣女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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