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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在人心浮躁的时代，谁不浮躁？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现代文明制造各种噪声笼罩我们的生活，主宰我们的视听。在这

个喧闹的世界，我在力求寻觅内心的平静。 

我用我晶莹透明的心，面对生命，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所有的人。 

我们要有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决定我们的生命质量。心态决定人的状态。有

一个坦荡的好心态，就会物我两忘。能放得下世俗之心，方能成为真正的大丈夫；能放得下

大丈夫之心，方能成为仙佛；能放得下成仙成佛之心，方能彻悟宇宙的真相。 

我没有彻悟宇宙真相之心，也没有成仙成佛之心，只想成为一个平常人。 

我只是这个虚幻世界里的一个永恒传说，我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匆匆过客。 

我胸无大志，喜欢静默。 

我喜欢听花开的声音，听落雪的声音，听寂静的夜晚偶尔的虫鸣。 

《圣经》中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像断过奶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里面真

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纷繁喧闹的世间，我用书籍来洗礼自己的心灵。我的内心恬淡清静。 

托马斯·德·昆西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不能时常过一种孤寂生活的人，就不可能发挥

自己的全部智力和潜能。” 

在长久的内心恬淡清静中，有时感到无羁无绊的自由，想呐喊几声，发出心灵深处的最

强音。 

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亨利·戴维·梭罗说：“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

破晓的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 

但愿我的文字，能够像两枚坚硬的陨石碰撞在一块，偶尔闪出一丝火花。 

2011年 6月 5日于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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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类 

面对长城 

从我记事起，脑子中就留下了关于长城的太多记忆，我家就住在长城脚下。从院子到城

墙根是五百步的路程，从城墙根到院子也是五百步的路程，这段距离我用脚步不知量过多少

次。 

那是一段残破不堪的土墙，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又不知通向什么地方去，蜿蜒连绵，看

不出宏伟雄壮的样子。就是这段土墙，留下了我儿时的欢乐和忧伤。 

每年春秋两季，劳动的大人们在墙下耕种或者秋收，我们一群小孩则在墙上玩打仗，一

队站在墙上防守，另一队则在墙下进攻，进攻的武器是黄土块，俨然是古代的武士。当墙上

的防守者们招架不住的时候他们会宣布投降，或者是被墙下的进攻者赶下墙去，那时认为这

是再过瘾不过的游戏。把身上打肿或者把脸打破，谁也不去哭，谁也不去给大人告状。如果

有被打哭的或者告状的，他就会被认为是胆小鬼，别的小孩再玩耍的时候就会开除他，他也

会感到尴尬和孤独的，我们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游戏规则。 

最让我们开心的时候当数夏季。夏季到来时，城墙上的破洞里住着许多小鸟，掏小鸟去

喂猫是我们的又一大乐趣。那时还没有保护小动物的法规，我们天天在掏小鸟。一次，我们

掏小鸟时撞塌了一块城墙墙土，露出两具白骨。我们非但不怕，反而用白骨玩耍，一人一根

白骨拿在手里当武器或叼在嘴里当烟斗用。我被母亲发现了，她夺掉白骨，差点没把我打个

半死。而另一个玩伴则将白骨的头盖骨拿到学校，放在书桌上临摹写生，胆小的女孩子吓得

直叫唤。老师看见后，狠狠地打了那个玩伴两个耳光，让他把头骨送得远远的，这个玩伴则

哭着不舍地扔掉了死人头骨。因为大人们认为拿死人骨头玩耍是不吉利的事情。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两人挨打都不轻。我的这位玩伴后来成为一家

文学杂志社的美术编辑，画出了许多为受苦人鸣冤喊屈的组图，参加过好多美术大赛，他的

作品有不少获奖。而我则当了一名法官，审过千余名罪犯的法官。我常常想，我审过的那么

多罪犯，也不过是些普通的罪犯，是可以经过教育改造成为新人的人。而历史上真正的罪犯，

那些杀人无数，丧失人性的人，他们或为王公大臣，或为为富不仁的财主，他们的滔天罪行

将由谁来审判呢？法律对于他们是显得那样地苍白无力。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

阶级社会，所有的空洞说辞都是骗人的谎言。 

想起那些城墙下深埋着的冤魂们，谁又能够为他们鸣冤呢？那些修墙的决策者们，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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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想没有想过修建这样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有多大的意义呢？“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

炬，可怜焦土。”一个王朝就这样灭亡了，长城发挥了多大的防御作用呢？面对这段残破的

土墙，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只有孟姜女的眼泪在千年流淌。 

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曾经登上了明长城最大的烽火台榆林镇北台，那是修建规模

十分宏大，气势相当恢弘的巨型建筑。我站在台子上远眺无边无际的毛乌素大沙漠，一阵阵

寒风袭来，脸像刀割一样疼痛，浑身发冷，而这时我的身上还穿着厚厚的衣服，城墙下还停

着放着暖气的小车。我当时在想，当年那些守边的将士们，他们日日夜夜，不避酷暑，不避

严寒，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他们有多少人被寒风冻死了呢？我又想起了小时候在城墙上见

过的白骨，他们是冻死的、是饿死的？还是累死的或者其他原因死的苦力或士兵？我不得而

知。 

当我站在八达岭的最高处，看着那些游人惊呼拍照的激动场面时，我心里异样地冷静甚

至难过。明长城显然比秦长城气派豪华得多，但是明长城也没能挡住明王朝灭亡的命运。一

群陕北汉子，被命运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放下手中的农活，拿起了刀枪，杀进了北京城，

皇帝吓得上吊死了，一个王朝就这样完结了。当汉奸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时，长城更像是一

座敞开的大门，迎接他们顺利地进入中华大地，一个以暴易暴的新王朝又开始了新的统治。 

往事像流水一样逝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有借鉴的作用和思考的意义。正像贾谊在《过秦

论》中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

权要想永久长存，就要在广大民众中筑起一座心墙，一座万众一心的心墙。这堵墙，是战无

不胜，攻无不克的墙，是谁也无法摧毁的长城！ 

原文载于《延安日报》2008年 1月 13日第 3版 

那些黄土地上的扶犁黑手们 

站在满目疮痍、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原上，我真的很想流泪。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经过

怎样的煎熬、怎样的苦痛才活过来的。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就是我们的祖先在遭受磨难的五

千年。自从中华大地上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刀耕火种的

痕迹。历次的战乱和苦役，又使多少人暴尸荒野、深埋沟壑。 

黄土高原这块厚重的土地，承载了中华民族怎样的灾难和辛酸呢？遍布各处的人类活动

的痕迹在给我们讲述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古堡、每一块石碑以及所有

人类留下的遗迹都在给我们讲述着一曲曲悲壮的故事、一段段辛酸的历史。 

上古三代时的黄土地，是各个部落邦国诸侯争夺的焦点，是四战之地。鬼方是居住于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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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北部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他们是后来匈奴族的祖先，也是在陕北生活时间最长的族群。白

狄成为春秋争霸的牺牲品，鲜虞中山国的事迹是陕北人在战国时代的悲壮历史。秦魏逐鹿陕

北，陕北人先为魏国筑城，后又为秦国修长城。这些我们黄土地上的陕北先民们，他们拿起

武器是兵，放下武器是民。他们的精力被消耗殆尽，他们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着中华民族的文

明和辉煌。 

当我抚摸着黄土地上秦长城断壁残垣的时候，当我的足迹踏上秦直道的时候，当我在凝

视汉砖晋瓦的时候，我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历次灾难，黄土地上的

我们的祖先哪一次能够幸免呢？蒙恬的秦长城没有使秦王朝的江山万代相传，却使多少苦役

命丧黄泉。汉朝连年的征战又使黄土地成为主战场。五胡十六国的大夏国国都统万城深埋了

多少黄土儿女，这些深埋在地下的冤魂们，有多少能被历史记忆呢？他们的灾难又有谁知道

呢？我问苍天，苍天不语；我问大地，大地无言！只有静静的红柳河河水，依旧在汩汩地流

淌。 

宋夏时候、宋金元时候，灾难再一次降临在黄土大地上，降临在我们祖先的头上。看着

陕北、晋西、陇东的山梁沟壑，处处是古城堡、处处是烽火台、处处是古战场。看遗迹，怎

能叫人不伤悲！当年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军哪去了？当年那些杰出的政治家哪去了？当年那些

帝王哪去了？当年那些筑城修堡的农夫哪去了呢？往事像一股烟云化为乌有，千年白骨似在

诉说着那一段悲惨的往事。 

历史一再重复，悲剧不断重演。“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要想天下太平，

除非贪婪的统治者没有了贪欲，但这不可能，这是痴人说梦。因而加在人民头上的永远只能

是永无止境的劳役和兵役。明朝黄土地上的人们，处在蒙汉交战的中心地带，又一次重复着

先人们的悲剧。他们服苦役修城墙，筑墩台。有多少女人失去了丈夫？有多少孩子没了父亲？

有多少老人没了子女？犬牙交错的战争遭难的是谁？就是这些以农为生的我们的先祖们。 

明末的陕北，遭遇了人间罕见的灾难。天灾人祸，夺走了无数无辜平民的生命。大的灾

荒、沉重的压迫促成了大的觉醒，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中国历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农民起义在陕北形成了，陕北人带领天下百姓转战南北，

纵横中国，一举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陕北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中国农

民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王嘉胤、王左挂等等一系列我们

耳熟能详的陕北汉子，他们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将积压在心头的几千年的怒火喷涌而出，

像火山喷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人类历史上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

压迫的最为英勇悲壮、最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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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黄土地上的人们更是度日如年，他们除遭受阶级压迫外，还要遭受民族压迫。

顺治十六年（1659），延长知县舒畅所见陕北景象是：“但见凋瘵之状，鹄面鸠形；疾苦之声，

呼天抢地。备询情由，乃知兵荒屠戮之后，生齿寥寥,而赋额如故。一丁赔数十丁之条，一

丁应数十丁之役，百孔千疮，脂膏已竭。欲救死而无生可谋，欲医疮而无鲜肉可剜。涸辙之

鱼，穷壁之兽，惶惶不可朝夕，真使郑侠之图，笔端难画；贾谊之涕，饮血无声。”这情景

不比马懋才目睹明末安塞县的惨状好多少。以后的鸦片荼毒、洋教盛行、回民起义等等一系

列灾难，黄土地上的哪一个人能够幸免呢？ 

一再承受人类历史灾难的黄土地上的人们，在20世纪30年代，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他们张开双臂，迎接了中央红军，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使人民战争能够胜利。黄土地收

留了人民军队、黄土地养育了人民军队、黄土地支持了人民军队、黄土地使中国革命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这块厚重的黄土地啊！你是怎样的胸怀呢？ 

面对这块经历了几千年沧桑和苦难的黄土地，我长跪不起。这里深埋着我的祖先，这里

深埋着中华民族的灾难。这里的一座座荒坟都是一幕幕悲剧故事；这里的一块块瓦砾都是一

幅幅惨烈画卷。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如今，黄土地上的人们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人类文明史

上开始书写新的辉煌，他们将黄土地变成绿土地，他们用机器的轰鸣声取代过去的刀枪厮杀

声。他们开启了新的生活，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篇章。谁能说这不是又一场革命呢？ 

原文载于《延河》2008年第 9期 

《延河文学月刊》2008年第 9期 

《宝塔山》2008年第 1期 

《固原日报》2009年 3月 28日第 3版 

《延安日报》2008年 12月 16日第 6版 

远嫁的公主 

这是一个用女人换和平的时代，这是一个女人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时代。她已经是第八

个远嫁的汉代公主了，同以前所有的公主一样，她将命运交给了国家，她将个人的幸福埋葬

在了心底。 

历史的浪花虽卷去千万个命运悲凄的红颜素女，却卷不走她们沉重的历史悲诉。如果能

用自己的双手去拉回历史的车轮，挽回她们的命运，我愿穷极一生这样去做。一个貌美如花

的少女却被当做政治联姻的工具，远嫁野蛮落后的西域乌孙，这十分残忍的命运安排，竟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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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无辜的少女身上；汉室为了灭匈奴，却以一个无知少女刘细君的一生为代价来取得与

乌孙的共和……沉重的幽怨，沉重的悲痛深深敲击着我的心扉，肯定也敲击着这位少女的心

扉。 

我想象不出西域的朔风如何掠过这柔弱的女子，遮天的黄沙如何淹没了远行的人马。细

君，你可哭了?你可曾梦见长江岸边的家乡?梦见长安巍峨的宫苑?命运为什么打开了门就必

定要关上窗子。 

你有你青春年少的梦想，你有你心中的白马王子。然而这一切，都被现实这个无情的恶

魔扼杀了。送嫁的队伍从扬州向着“去长安八千九百里”的乌孙出发了。车马辚辚，华盖亭

亭，车队行走在黄土路上。前面已经是灵璧境内，壁立山前，人踟蹰，马不前。你轻轻下了

木轮车，东望乡关，家乡扬州已经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西望长安，前面的路途，依然遥远

得望不到尽头。你手抚巨石，久久不忍离去，时间过去了很久，手上的汗渍居然在岩石上留

下了一枚清晰的手印……难怪元朝诗人钱惟善路过灵璧，挥笔题诗《灵璧手印篇》：“万里穷

愁天一方，曾驻鸣镳倚灵璧。灵璧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烂胭脂节。”真是故土难离！ 

细君啊！你的悲苦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我仍能清晰地听到你那悲切的哭诉声，我不由

得为你潸然落泪。你用悲愁和痛苦作成《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是你

啼血的呐喊，我听了之后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异国的狂风吹起了漫天黄沙，吹进了毡帐，寒风像刀割一样刺痛你的脸，也刺痛我的心。

从小吃惯了鱼虾的江南女子，怎么能够下咽腥膻的马肉与羊肉呢？怎么能够喝下酸膻的奶子

呢？高飞的大雁啊！让人多么羡慕，自由的长空任凭翱翔。而你，一个贵为公主的少妇，一

个身为王妃的阔妇，谁又能知道你流血的心呢？一个腥臭难闻的老头子要拥你入怀，这是将

美玉置于溷藩之中，这样的生活比刀割还痛苦，比死亡还难受。这一切，你是怎么忍下来的

呢?你向谁去诉说呢!？ 

老国王昆莫猎骄靡老了，本以为这下可以解脱了，可以像大雁一样自由了，然而命运总

是爱捉弄那些命运悲惨的人。老国王在临死之前，将公主转赠给其孙岑陬军须靡做老婆。对

于从小接受礼仪教化的你来说，这样灭绝人伦的事情绝不能做，于是你向汉武帝上书报告，

要求返乡。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对于你来说，这样的答复

无疑是当头一棒，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无奈之下，你强忍着泪水与岑陬军须靡结为夫妇，

一年后生下可爱的女儿少夫。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承欢膝下，历尽艰辛的你方始感受到

天伦之乐。然而无尽的悲苦仍时时萦绕你的心头，好似毒蛇一样缠绕着你，让你永远无法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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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在西域生活数年之后，你结着愁怨结束了人生之旅的最后途程，在乌孙瞑目长逝。 

两千年后我远道而来看你，站在伊犁伊宁公主纪念馆前凝眸你怀抱琵琶，含怨含羞的塑

像；凝眸你端坐在纱帷轻笼的帐内，目光微微下垂的神态，我读懂了你。我的心又一次强烈

地颤动起来。 

当许多文人盛称你远嫁的义举时，又有几个人知道你复杂而无奈的内心。在历史演变中，

人，特别是一个女人，其权利得到了多少尊重呢？ 

原文载于《延安日报》2007年 11月 7日第 3版 

附 

满庭芳·驿路公主 

文/长安丽人 

为博友蔺玮《远嫁的公主》填词冷月边关，阴山牧笛，直临大漠孤烟。 

昔时宫阙，恍若梦魂牵。 

出嫁皇恩浩瀚，风中燕，颠沛流离。 

千秋业、纤柔身系，帝胄恨谁怜？ 

无缘，皆定数，寻常苦乐，云雾筝鸢。 

别霓裳御辇，红粉婵娟。 

西望长安不见，平沙落，哀雁盘旋。 

一方陌、心如黄鹄，归去万重天。 

孤独和清贫是文人的两个情人 

当你漫步走进中外文学的神圣殿堂，小心翼翼地翻开那些令人目醉神迷的艺术大作的时

候，你就会时而欣喜若狂，时而悲愤交加，时而心绪平静，时而理智清醒。仔细品味着这些

清洁优美的文字，你杂乱的心境就好像是经过圣水的洗涤一样清新，面对红尘的喧嚣，你的

心如止水一般平静，这其实是在享受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 

然而，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大凡世界级的艺术巨著，他们的作者大都一贫如洗，有的

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几乎过着乞讨的日子。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离群索居，

过着孤独的寂寞生活。就是这些人，他们不为名利所累，他们将一种伟大的精神财富长留世

间，他们的光辉与日月同在。 

我们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读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等等名著，我们在欣赏作品美妙艺术价值的时候，有谁曾记起他们在著述过程中所遭受的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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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和困苦呢？曹雪芹在著述《红楼梦》的时候，家境败落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困地

步，以致他死后敦诚在《挽曹雪芹》的诗中这样写道：“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这样的悲切诗句，这是曹雪芹晚景凄凉最真实的写照。鲁迅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的讽刺杰作《儒

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活窘迫，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

灶突无烟青”的境地。而志怪小说大师蒲松龄一生屡试不第，只能靠教书和给人当幕僚为生。 

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王”的狄更斯，一直与清贫为伴侣，他小时候父亲曾带他到酒店表

演节目混饭吃，后来又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在成名之前是西安郊

区的一个农民，家里穷得连灯油都买不起，土炕上的跳蚤常常叮得他浑身发痒，走到大街上

看着肉夹馍直流口水。沈从文初到北京时连饼子都吃不上，全靠郁达夫、胡适、巴金等人的

接济才立住脚。湖畔诗人汪静之在杭州读书时吃不饱饭，就厚着脸皮向胡适借钱，胡适则背

着老婆偷偷地借给他。日本艺术大师秋田雨雀风趣地说：“我穷得手里只剩下三粒豆子，不

知是煮了吃还是炒了吃。”清贫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是最高的精神境界。 

有些文人耐不住清贫，他们或者向富人摇尾乞怜，求得残羹冷炙吃；或者替官僚充当吹

鼓手，奴颜婢膝地换取他们的欢颜。这样的文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些小丑，他们不配做文

人，文学的圣洁殿堂不容许他们恣意践踏。小丑式的文人的文章经不起时间老人的锻磨，他

们的文章比他们的尸首腐朽得更早。 

能够忍受孤独是文人们的又一大共同点。福克纳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住在偏僻的农庄里，

肯尼迪当选总统以后请他吃饭，他却冷冷地拒绝了，他说：“就为吃一顿饭让我跑到白宫去

啊？太远了，我走不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事，然而萨特却以“不

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为由谢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而我国古代的陶渊明弃官归隐后过

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他不以为苦反而高兴地说：“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 

文人们的性格过于离奇古怪，有时使人感到简直无法理解。就拿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来说

吧，他俩白天各自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谢绝客人的来访。一次，一个权威人士拜访

钱先生，他把门拉开后说：“谢谢，我很忙。”便把门关上了。还有一次江青请他参加国宴，

他对来人说：“你就说我很忙。”来人说：“那你就说你病了？”钱先生却说：“不，我身体很

好，我不去！”这就是一个不会见风使舵、不会八面玲珑的大学者的真本色。最能理解钱钟

书的人当数沈从文，他和钱先生住在一个小区里 20多年只串过两回门。沈从文从湖南老家

带来特产后放在钱钟书家门前的台阶上，然后回家打电话告诉他出来取。 

这些伟大的学者们，他们就像天上那些璀璨闪耀的明星一样，把光华留给世间；他们就

像旷野上孤独行走的虎豹一样，走向风雪弥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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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延安日报》2008年 10月 18日第 3版 

《昌吉日报》2009年 6月 10日第 6版 

你听到地球母亲哭泣的声音了吗？ 

有一首叫《文明人》的诗是这样写的：“蝗虫般的凶心，吃光了万物，开始吞食子孙；

文明的枪口冒烟了，打碎了文明的梦境，一架架天平失衡；千年雪山香消玉殒，大河上下永

失滔滔，几多幸存风雨飘摇；树桩狼牙交错，渔火化作鬼火，鸟鸣变成哀号；文明人，请放

下手中的剑，苍天已经知晓，自掘坟墓，在劫难逃！”这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血淋淋

的现实。记得我小的时候，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白，风是那么清。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着

那么多小鸟。就是我们最讨厌的白颈乌鸦和红嘴乌鸦，那时也是成群结队地在蓝天上飞翔，

而现在连麻雀也不多见了。那时读辛弃疾的词，读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

两句的时候，感觉特别亲切。每当夏夜，那蛙声真是连成一片，像动人的歌声一样，美妙极

了！然而，仅仅 20多年，夏夜的蛙声很难再听到，河流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当年天天游泳

玩耍的那条河，为现代工业文明所“净化”。河面上的油污掺杂着死亡的小生命在漂浮。河

流依旧汩汩地流淌，好像是地球母亲呜咽的悲鸣声。 

人类，这种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的“恐龙”的动物，正在将贪婪的黑手伸向地球的各个

角落。他们在大肆地捕杀各种野生动物，他们在用刀锯毁灭一片片森林，他们甚至将黑手伸

向地球更深处，破坏性地开采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有人计算过，像这样的毁灭速度，

再过 20年，地球将有三分之一的物种灭亡。古老的森林注定要在刽子手的刀锯下断头，踏

青和放牧的草原大片地荒漠化，冰原不断消失，地球逐渐变暖，地下资源枯竭，人类将要遭

遇灭顶之灾。 

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马逊原始森林面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各国的森林面积都在逐

渐减少，毁灭森林就是毁灭我们自己，就是在破坏我们的家园。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动物没有

了栖息地，它们在迅速灭亡。地球上没有森林，我们呼吸都困难，怎谈有健康的生存环境呢？

森林遭受破坏，就等于我们遭受侵害。 

有这样一则故事让我感动不已，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从不用一次性筷子。他无论走到哪

里，总要带上自己的塑料筷子，他不是在讲究，更不是在作秀，而是在呼吁人们要节约木材。

每当我走进饭馆，看到一捆捆的一次性筷子被不断扔掉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剧烈颤抖，因为

这是我们人类在自我戕害。记得有一位邮递员曾这样比喻毁坏木材的行径，他说：“砍伐木

材去做三合板和卫生纸，简直就像用名画来当包装纸一样！”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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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知道。 

地球，这个有着 46亿岁的生命球体，将来是否能够寿终正寝呢？我在担心，我担心她

的儿子，被称为文明人的当代“恐龙”，正在给他的母亲掘下坟墓。石油，我们地球母亲的

黑色血液，正在被人类破坏性地开采。当石油用光的时候，我们还用什么做能源和燃料呢？

当地下水被不断地抽取，地表水在不断地遭受污染破坏，使得地壳在逐渐下陷。地球在承受

了这样巨大的灾难之后，这位忍辱负重的母亲在痛苦地颤抖。有一首歌谣不是这么说的吗：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大自然向我们人类敲响了警钟。 

当我在报纸上不断地看到某地石油增产的消息，看到某个钻采公司经理如何能干的时候，

看到某地的主导产业以石油为龙头的时候，我的心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当我看到我

们的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被廉价开采、廉价出售，在贪图眼前利益的利益驱动下，在

短视行为的引导下遭受空前破坏的时候，我似乎又一次听到地球母亲痛苦的呻吟声。 

地球啊！你这万物之母，你到底能走多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

万物是平等的。对地球之母而言，蟋蟀和人类并无不同，池塘边自弹自唱的蟋蟀，睡莲上端

坐如虎踞的青蛙，与人类毫无二致，众生生而平等。 

像细菌一样繁殖的被称为“文明人”的人类，在不断地将灾难带给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和

地球本身的同时，最后也将灾难留给自己，自己在吞食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每当有一个给

地球母亲伤口撒盐的生命归于尘埃的时候，地球都要用鲜花和礼炮来迎接他，因为至少或多

或少可以增加她的生命养分，减轻一点她的负担。 

原文载于《延安日报》2007年 6月 20日第 3版 

洛河 

头道川与乱石头川的河水在吴起镇的后街交汇后，便被称为洛河。洛河是一条古老而又

年轻的河。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地质成因上同黄河一样古老，又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

说它年轻，是因为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指引下，洛河两岸绿树成荫，河水由过去的混浊变得

清澈。洛河是一条具有独特气质与个性的河流。它像一位伟大的哲人一样，永远蕴涵着让人

捉摸不透的神秘哲理。 

洛河的性格是倔强的，它虽然很小，小得让人看不起眼，在密如蛛网的中国河系图中有

时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但它并不自轻自贱。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讲述洛河的，洛河在同黄河

并肩南行的时候，黄河以其不可一世的傲慢姿态藐视洛河，并喝令洛河速速流入黄河，洛河

难以忍受这种盛气凌人的侮辱，盛怒之下，在即将流入黄河之际，转而投入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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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河的脾气是暴戾的，就像陕北的汉子一样，具有放荡不羁与傲视万物的粗犷野性。山

洪暴发时，洛河简直就是一头疯狂的猛兽，怒涛汹涌，声浪惊天，淹没两岸庄稼，摧毁万家

农舍。传说明朝时候，吴起镇的后街叫张千户岔，属定边所辖，这里人烟稠密，商市云集，

是汉蒙两族做生意的聚集地，住户多为张姓。有一年洪水猛涨，将张千户岔淹没在一片汪洋

之中。这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张献忠时年五岁，就是这里人，也跟着父亲随着逃亡大军

逃亡到 200里外的定边卫柳树涧住下来。就是这次洪水，造就了一位如洪水一样凶猛的明末

农民起义领袖，为一个建国 200多年的王朝的覆灭预备下了掘墓人。 

洛河有时又是温顺的，像母亲般慈祥。它缓缓流淌，逶迤南行。农夫用河水浇灌两岸的

田园，牧人赶着牛羊到河边饮水，村妇们则成群结伴到河边浣洗衣裙。这条极其普通而平凡

的河流，我们的祖辈到底享受了其怎样的恩泽呢？谁也无法说清。但是郑国渠的修成，灌溉

了关中地区的 4万顷农田，为秦国的强大，扫灭六国、一统天下，结束长期诸侯纷争的混乱

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上又有哪一条河流能同其相比呢？ 

洛河是一条英雄的河流，走过多少将军？饮过多少战马？我们已无从知晓，只知道它为

中国革命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摇篮。刘志丹这位喝着洛河水长大的地道

的陕北汉子，早早地就将革命的火种撒遍了洛河两岸。当红军长征行至甘肃境内正在举目四

望该向何方的时候，得知陕北是赤旗飘舞的世界，便改变行军方案，将大军开进了洛河源头

的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了师。毛泽东领着许多后来成为共和国脊梁的将军们沿洛河四周布了

防，一举击溃了马鸿逵的匪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洛河源头的吴起镇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

今，吴起镇还流传着徐特立冒着刺骨的冰水救起老大娘的故事；至今，吴起镇还流传着农夫

背毛泽东过洛河指挥战役的故事；至今，吴起镇还流传着毛泽东接见当地游击队长张明科的

感人故事；至今……60 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英雄多已作古，但是洛河儿女，却将英雄的故

事一说再说。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弹洞早已夷平，洛河两岸的英雄儿女正以气吞山河的革命气概，

在这块洒满英雄鲜血的红色土地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勤劳的吴起人民用自己

的双手扼住了水土流失这个循环往复的穷根。洛河的水清了，清得那样透亮，谁能说这不是

又一场革命呢？ 

原文载于《延安文学》 

《西部散文家》201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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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眼中的吴起镇 

1936年 6月至 10月，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不畏

艰险，排除各种阻挠，对我西北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

采访，对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斗争做了深入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进行了客观公正真实的报道。

这期间，斯诺曾路过吴起镇，对这个红军长征归宿地的小镇子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采访。 

斯诺从保安出发，行了几天山路，来到了“陕北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吴起镇，看

到方圆数百里之内都是半牧区，人们住在窑洞里，完全同几千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许多农

民仍留着辫子，马、驴、骆驼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吴起镇人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

电灯闻所未闻，外国人像爱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样罕见。在吴起镇，斯诺最感兴趣的还是工业，

并在这方面作了细致的报道。他认为，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业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

要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斯诺在兵工厂厂长何锡阳的陪同下参观了兵工厂。当时的兵工厂

有 140名机工和学徒工，工厂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通风，主要好处是不

怕轰炸。兵工厂分制造车间和修理车间，修理制造的武器主要用于装备游击队，正规部队的

武器主要靠从敌人手中夺取。 

除采访兵工厂外，斯诺还参观了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和一家

药房。从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群仙女士那里了解到，吴起镇工厂里的工人月薪 10至 15元，

膳食由国家供给。工人可以免费医疗，工伤可以补偿，女工有产假，还有简陋的托儿所、俱

乐部、学校等。 

斯诺在吴起镇进行了短暂的三天采访，这里的条件虽然艰苦，环境险恶，但斯诺的心情

是舒畅的，他不由自主地说：“吴起镇，得了我的欢心。”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吴起

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简单，但至少这是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

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原文刊载于《延安日报》1995年 10月 1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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