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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魏珂

接到朋友υ文从⒗登打来的电话，我正在甘南参加一个文学活

动。 电话里，传来υ文带ε浓重家乡口音的话。 他说，甘肃民族出版

社正在编辑出版他的文集，书名《ρ瓜熟了》，请我作序。我答应回兰

州后，一览文集，再写序。

㈦υ文相识，缘于我主编《甘肃文艺》杂志的时候。当时，υ文任

《⒗登报》记者兼副刊编辑，他主动投稿给我。 看到他写在方格稿纸

上工整的χ迹和带有地Ⅱ色彩的诗歌以及人物Θ访，我的心为之感

动。 π细读来，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稿件随即在《甘肃文

艺》发表。 后来，我们有了书信往来，知道υ文υ幼好诗文，偏爱文

学。 中学时期，他积极参加文学社团，发表诗文，作文时常被老师当

做范文展读，文学梦悄然萌生。 后来，他考入大学，Θ攻汉语言文学

Θ业，致力文学创作，收获颇丰。 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长

达七年，作文教学成为他的特长。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他和父老

乡亲一起辛勤劳作，维持家计。尽管这样，他仍热爱生活，博览群书，

笔耕文织，坚持创作，时有作品在《甘肃日报》、《兰州晚报》等刊物发

表。 1995年 10月，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⒗登报》录⒚，由一名

乡村教师Κ为县报编辑、记者。 但他不改初衷，不辍文笔，在搞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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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新闻稿件和编辑工作的同时，向文学艺术的高峰不断攀登，一批

反⒊⒗登乃至兰州发展变化的新闻作品见诸省内外报刊；一批来υ

生活，从心灵飞出的诗歌、散文、散文诗，甚至小品，散见于当代文苑

和网络媒体。这些年，υ文竭智尽诚致力对外宣传工作，业余挤出时

间从事文学创作，作为朋友，我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 光阴荏苒，一

晃几十年过去了。 υ文时常行走在⒗登的大地上，浸润在文学艺术

的长河里，其人其作，日臻完善。

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 文学创作，不完

全只是技巧，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文学是

人学，是人生。 文学离我们很近，文学创作不能离开生活。 υ文生在

兰州新区的诞生地———秦王川，他对养育他的故乡秦王川和父老乡

亲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这里洒下许多欢笑和汗水，这里的生活也

给㈣他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秦王川的特产ρ瓜成为他寄托感情的

“圣物”。 长篇叙事诗《ρ瓜熟了》和短篇抒情诗《赤脚走在故乡的ρ

瓜地》、《叩问ρ瓜》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赤脚走在故乡的ρ瓜

地》中，他写道：“穿越秦王川海市蜃楼的美丽∕赤脚走在故乡∕看

瓜人和大黄狗居Α∕大片瓜秧花铺地∕瓜蛋τ随意静卧的的ρ瓜

地∕瓜秧的故事∕砂田的热情∕缠绕脚趾∕温暖脚心……打开一

个ρ瓜其实并不费力∕像丢弃书包放下饭碗那样随意∕我看见两

颗黑瓜τ滑落在地∕像嫦娥温婉的[睛∕在月光下流泪。 ”可以坦

言，没有这种生活积累的人，写不出这样清新、温馨的诗句。 而在长

篇叙事诗《ρ瓜熟了》序曲中，他写到“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吐

出了一条丝绸之路∕ρ瓜苗第一次在唐代的土地上∕伸腰蹬腿的

时候∕可知道它的故乡在非洲西南部∕一个叫做卡拉哈迪的大漠

深处？ ”这种铺排和拟人加疑问的开头，既极具民族风格，又引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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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可见作者驾驭语言文χ的功底。 作者把目光投向丝绸之路经济

带上的古老传奇，极具时代性。 熟的本义是把食物烹煮到可口；熟，

也指植物的果实或种τ长成，又特指Ο稼可收割或有收成。 υ文把

文集定名为 《ρ瓜熟了》， 象征ε作品所要Ψ求的乡土气息和历史

学、美学意义，有立足丝绸之路，满怀喜悦，奉献读者的意思。 同时，

也使我看到了丝绸之路上一抹饱满、甜润的风景。

这本文集分 《诗词歌赋》、《散文诗丛》、《散文随笔》（大美人文、

故乡寄情、人生抒怀、小城写意、心灵呓语）、《新区晨光》、《小品一

叶》五部分，可见，作者对各种文学体裁驾熟就轻的程度已达到一定

的水准。 《诗词歌赋》凡 75首，不乏精美之作。 文集开篇《拾河》是作

者早期发表的作品之一，单就题目来看，颇具诗意。起句“习惯写作，

钟爱河流”一下τ把读者带进“黄河文化”的大背景之中，之后，又以

重叠、拟人等手法写出了“拾河”的动态美。 每节中关键词（动词）如

“抚摸、⒌抱”等单行出现，给这首诗增加了力度，读之，朗朗上口，别

具一格。 《两颗星斗》是一首情诗，借挂在村头的两颗星斗写出了对

爱情忠贞不㈠的态度，也很雅致。 《中国绿》视野开阔，大气磅礴，环

环相扣，意境的拓展耐人寻味，是一首较好的“生态诗”。值得一提的

是，作者还放[⒗登非公经济人士和文化名人，热忱为他们鼓㈦呼，

一些古体诗写出了新意。还有两首歌词，两篇赋体文章，也不乏诗情

画意， 可以看出作者在表达方式上的有益探索。 《散文诗丛》 凡 20

篇，内容关Β时政，关Β“双联行动”，关Β家乡发展变化，关Β人文。

《在清明的道路上》、《中国西北，大片心疼的苦水玫瑰》等篇章，酣畅

淋漓，诗意浓Ⅳ，显示了作者在散文诗创作上的造化。 《散文随笔》是

文集的主要部分，凡 67篇，散见于省内外报刊，其中不乏获奖作品，

《兰州盛景美如斯》、《黑灶火 绿菜碟 红灯笼》、《母亲的作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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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挥细㈥ 兰香启心智》、《水水水》、《尖山庙的传说》等是其代表作。

υ文的散文具有浓Ⅳ的乡土特色，归结起来，集中反⒊了“五美”，即

人情美、乡情美、亲情美、爱情美、友情美。 这些散文信手拈来、情景

交融、娓娓道来、酣畅淋漓，让我确实读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风有

㈥、有幸福也有痛苦的乡间，不仅有湿漉漉的线条分明的轮廓，有那

么一点隐隐绰绰的精魂，于χ里行间流水一样淙淙流淌，⒖动ε浓

浓的留恋和淡淡的乡愁，柔和、细腻、温暖、质朴，有局部的精细，也

有整体的豁达，读起来像酒一样醉人，像漫步在落ε细㈥的Ο浪河

畔。 除此，《小城写意》和写《兰州盛景》等篇什也清新淡雅，收放υ

如，Υ难写之景如在目前，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过多评述，还请读者

品味。 《新区晨光》仅选两篇，可以看出作者[中的兰州新区。 《小品

一叶》的《托付》，写的是双联干部帮扶的事，立意、构思、语言都很讲

究，值得一读。

唐代的白居易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的口号。 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被富于历

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 要想真正做到“为时而著”，就必须倾听

时代的足音，呼吸时代的空气，把握时代的脉搏，让υ己的心合ε时

代的节奏一起跳动，真正⒚心去感悟时代、体验时代，为时代而唱。

纵览υ文的文集，“时代性”比较突出，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是反⒊

和讴歌时代变化真正“为时而著”之文，这㈦υ文二十多年从事新闻

宣传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⒚文学方式达到

宣传效果，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 把文化外宣纳入大宣传格

局，使其更好地为大众服务，是外宣工作者题中应有之意。 ”υ文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这种文化υ觉值得肯定。 多年来，他

在搞好新闻宣传工作的同时，潜心文学创作，几乎放弃节假日，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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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延伸“文学之旅”，收获颇多。特别是，他还以⒗登或者说以丝绸之

路节点为地Ⅱ背景，创作了 20多万χ的υ传体长篇章回小说《蔡氏

春秋》，已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付梓，可喜可贺。我认为，要创作出

真实体现时代特征和精神的优秀作品，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思想准

备：坚定信念，始终坚持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服务大局，主动融入Κ

型发展的时代潮流;崇德尚艺，始终坚守德艺双馨的崇高Ψ求。 衷心

希望υ文同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向ε文学艺术的高峰奋⒙攀

登，不断夺取文学艺术的崭新桂冠；也希望有关方面把他的作品纳

入大宣传的格局中，给㈣必要的支持。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ρ瓜熟了》，“丝路香飘醉远客 ／吞瓤吐τ

清凉界 ／让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 ／打开ρ瓜 ／享受它温润如软

Ⅰ ／甘甜似醇露的瓜瓤吧！ ”

是为序

2015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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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记忆
———满υ文作品赏读

王 琰

每个人都有故乡，这一点毋⒐置疑。 记得那些年有一首大街小

巷传唱的由费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

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

为我抚平创伤

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

一样的月亮，不管有没有道理，就是故乡的耀[。

古人常在υ家屋旁栽种桑树和梓树，说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

母种的，要表示敬意。 所以，后人经常⒚“桑梓”比Ⅶ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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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υ文的故乡不知道有没有桑树和梓树？也许ρ瓜更能勾起他

对故乡的记忆吧？ 我们来看满υ文的故乡：

赤脚走在故乡———

看瓜人和大黄狗居Α的

大片瓜秧花铺地———

瓜蛋τ随意静卧的ρ瓜地

无疑，满υ文的故乡是充满温馨记忆的，我不期然想起一位画

家朋友的画，画面近景是满地黄金色泽的白兰瓜，退远了可见一顶

瓜窝棚，一辆υ行车停在棚外。其实，还应该有一只喜鹊栖落在υ行

车上，窝棚内还应该有一看瓜者，这是谁人的记忆呢？记忆是蘸ε新

墨画一只旧日喜鹊，喜鹊叽叽喳喳，又一个白兰瓜飘香的季节成为

了记忆。

白兰瓜换成ρ瓜，记忆的场景和乡情是一样的。 假若满υ文站

在地头喊一声，听见的肯定是υ己的回声，但又仿佛有谁在远处答

应ε———是记忆吗？

我似乎看见一虬枝老树，树上有没有鸟窝？ 小时候肯定掏过鸟

窝的那个孩τ；如今，“抱ε两个ρ瓜/赤脚走在家乡的ρ瓜地”的那

个孩τ，每一片树叶在他[里都是写满诗歌的羽毛。

我还看见，老树后面肯定有一院落，有人坐在院落的台阶上，看

落日如一枚印戳，盖在旧痕新迹枯杈嫩叶的老树枝梢。

我莫名其妙想到，在这棵老树下面，还应该埋藏有古物，不是陶

罐就是青铜器，或者是绿锈斑驳的古钱币，刀币、布币，起码也会是

“⒑正通宝”、“乾隆通宝”一类的铜钱吧？再或者，在一个黑瓷罐τ里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记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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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ε一份族谱，上面详细记载了一个家族的变迁史。 有群乌;横空

飞过———这是我想象的，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繁体χ都变成简体

χ了，群;依然在飞。 记忆赶不上黄河的流水，记忆驮在;背上，依

然在飞。

我是吃ρ瓜长大的农民的儿τ

心肺里弥漫ερ瓜的情义

像花朵迷恋阳光

像果实回报大地

一个人可以忘记过往琐事

怎能忘记生养他的故乡情义

秦王川平凡的人们

他活ε 是一粒瓜τ

能给你滚圆的甜蜜 再生的瓜τ

他死后 是瓜τ一粒

能长出阳光的味道 大地的无私

这是满υ文记忆里的秦王川和秦王川的ρ瓜地。如果你现在到

达秦王川盆地，发现诸多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⒚经纬线命名的马

路，让人联想到这里是一个完整的地球。这里已经成为兰州新区，中

国最年轻的城市。

满υ文说：“我的思绪越过那连绵的山峦，在熟悉的秦王川大地

逡巡，兰州新区崭新的轮廓像徐徐展开的瑰丽画轴，吸引ε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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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定格在记忆深处那缤纷的枝叶上，点点滴滴，撩人心魄，挥之不

去……”

且不说新区了，接ε说记忆。

我看到，一个有ε故乡记忆的人在成长，υ己的记忆υ己慢慢

享受。 瓜熟蒂落，又一个季节成为了记忆。

我羡慕，如同黄金找到了矿石，一个理想主义者从内心深处真

正找到了υ己的故乡，无疑是幸福的。

作者简介：王琰，祖籍辽宁沈阳，《兰州晚报》副总编，中国作协会员，鲁迅

文学院 24期高研班学员，中国青年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出版著作《格桑梅朵》

《天地遗痕》《羊皮灯笼》《崖壁上的伽蓝》《白云深处的暮鼓晨钟》《兰州：大城无

小事》等，作品在《天涯》《散文》《诗刊》《星星》《山花》等刊物发表，并收入各种

选集。 其作品曾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一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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