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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柳微澜”是书名，也是高庆斌本人。 红柳，又

叫柽柳、三春柳，是北方盐碱风沙旱区特有的树种，

矢志而顽强，以自己的身躯抗风防沙，营造绿荫，改

善生态环境，与人类和谐共处，求取甚少。 它又以服

从为天职，在人们心中是善良、善心的物化符号。 高

庆斌生在陕北出美男子的地方，成长在西北风沙线、

戈壁边缘， 与红柳有着诸多相似， 天性里蕴藏着执

守、进取、苦斗、积累的“基因”。 实际的高庆斌，是一

位永不卸装的战士，是一位教育财务工作者，是一位

发展校园经济的呼号者、实践者，这都是他的本分。

四十多年来，从战士到战士，他没有忘记宗旨。 我与

他的结识， 少说也有十六七个春秋， 完全是工作使

然。 他给我的深刻印象是：陕北男子汉的耿直，军人

的职守，朋友的忠诚，乡下农民的淳朴。 先做人，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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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是他的生存准则。 近些年又发现他还挤出时间

悄无声息地作诗著文， 耕种精神田园， 编织文化花

环，使我喜出望外。 送到我面前的这摞《红柳微澜》诗

文稿，就是他用心血汗水浇铸的宝塔，泥土飘香，滴

滴叠韵。

梳理一下《红柳微澜》，还是颇值回味的。

一是唱响对祖国伟业的颂歌。 大量篇幅从点滴

入手，借事实展开，一事一咏，一步一叹，对共和国发

展壮大的艰难历程、 辉煌成就尽情倾吐心曲的情状

奔涌不断，充溢着对人民、对祖国的亲切祝福。

二是充满描摹祖国大好河山的激情。 放眼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游踪所至，每有所感，感而燃情，酿

情为文。 无论对自然风光的寻觅，还是对人文历史的

钩沉，抑或对民族风情的探求，还是对改革开放后山

乡巨变的渲染，都透视出对祖国一草一木、一沙一石

的挚爱以及对大自然的尊崇。

三是景仰伟人，崇尚英模，饮水思源，乐今而不

忘古。 庆斌出生在陕北革命根据地，自幼受到领袖风

范和革命先烈史迹的熏陶，是非有别，爱憎分明，用

相当数量的诗歌、信天游、随笔，追忆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

绩，真实、真切，不时激起美好幸福的波澜，从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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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和力量。

四是洋溢着对美好和希望的追求。 在寻求个人

进步和家庭幸福的同时，与时代同步，不忘自己的职

责、奉献，表达对人民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 积极向

上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格，公而忘私的情操，都蕴

含在淡淡、深深、平平、实实的文字里。

五是对故乡的依恋。 黄土地、土窑洞、清水河、红

高粱、土布衫、铁犁耙、大柳树、羊皮鼓、铜唢呐、小米

饭、大红枣、信天游、三弦子，等等，都是陕北的土特

产，是民俗、民情、民风的物质和文化积累，这些从骨

子里溢出又渗进的优质“特产”，养育、驯化了一代又

一代陕北人，保护了革命火种，支持了共和国创建，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风貌。 无论谁，不管他离开母

体多远，多久，只要有一颗陕北心，都不会忘记那块

热土。 高庆斌的故乡情结在自己的作品里体现得既

充分又刻骨铭心。

六是对多年工作的归综。 虽说只有数篇，但篇篇

浸透着高庆斌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的韧性和负责精神，这些类似工作体会的文字，

是伴着汗水和心血呕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说它

是艺术作品并不为过。

在《红柳微澜》这本集子里，高庆斌还为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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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实证， 那就是： 一切艺术创作必须源于生

活，高于生活。 深入生活，有心生活，体验生活，积累

生活，过滤生活，是一项基本功。 向生活学习，向人民

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特别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

表达技巧，是一门必修课。

高庆斌不是正规标定的诗人、作家，但他有心，

有意，有力，并努力向诗人、作家跟进。 这是可贵的开

头。

我衷心祝愿高庆斌，我的朋友：

仰起头

标远方

不中断

勤坚持。

也算作序。

孙一峰

2009年 10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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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诗

从 军 行

一

正月十五挂红灯,

离别家乡去从军。

父老乡亲来相送，

母亲无语泪沾巾。

男儿有志甘做钉，

报效祖国勇献身。

肚中本无几点墨，

更需熔炉炼成金。

二

老爹小弟三人行，

翻山越岭到县城。

编队换衣为班领，

汽车南驶到省城。

火车隆隆向西行，

汽笛长鸣过秦岭。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