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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完家父的小说集《山路弯弯》，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息。
家父是一名政法工作者，从事政法工作已历三十载。年轻时其文学功底甚好，

从事政法工作后，再未曾动笔，疏于笔耕。
几年前家父忽拾笔耕耘，闲暇之余，每每不辍。或记日记，或写散文；或记

叙，或抒发情怀。去年，他的散文集《印象甘南》正式出版，颇受各界人士的好
评。
《印象甘南》是一本情文并茂、意境优美、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集。可以说风

景如画，画意如诗，诗情四溢。
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克俭同志对《印象甘南》这样评价：
《印象甘南》一书不错。甚祖同志身任要职，工作甚忙，还抽时写作、摄影，

千方百计歌颂甘南，图文并茂，看了使人高兴。希望今后有更多这类书（问世）。
如果说《印象甘南》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那么《山路弯弯》就是一本引人入

胜的人生华章。
整个小说集文风朴实，笔触简练，富于生活，故事震撼，极富哲理。全书由

《山路弯弯》 《草原的女儿》 《爱花的一家》 《柳絮飘飘》和《大漠冷月》五篇小
说组成，观之一气竟成，读罢掩卷长思，令人回味。
《山路弯弯》描写的是一位山区妇女南希草从草原到山区，勤劳持家，乐于助

人，最后在大地震中不幸罹难。讴歌了藏族妇女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人生。
小说中对草原的描写，令人神往：

她总是在想，草原多好啊。天空湛蓝如洗，几朵白云点缀天空，太阳
升起在地平线上。到了傍晚，通红通红的太阳噌的一下就掉到了草原下
边。草原松软碧绿，一眼望不到边，到处是成群的牛羊，到处是河流，夏
天在河里偷偷洗个澡，那多惬意啊。晚上住在毡包里，在草地上铺一张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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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褥子，松软、舒服又暖和。白天放牧时，可以和伙伴们打牛角，翻滚在
草地上，仰望天空还有天空飞翔的雄鹰。
南希草觉着草原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草原真漂亮，妩媚而温柔。草

原是牧民的毡房，草原是牧民的天堂，草原载托着牧民的希望。草原像一
个多情的少女，草原上流淌的河流和静静的湖泊像少女的眼睛，充满了灵
秀。

小说中对人物塑造很简练，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她长得很健壮，高高的身子，大脚板。生活的艰辛，使她看上去比实
际年龄要大一些，但人很精神，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草原的女儿》描写聪明美丽的藏族女孩卓玛，生性喜欢跳舞，长大后考入歌
舞团，多次随团出访国外，最终只身来到深圳，后凭借自己扎实的舞蹈功底考入东
方歌舞团，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故事真实，情节感人，画面感极强：

夕阳的余晖照在草原上，给绿色的草原披上了金色的光芒。黄河像一
条金色的带子，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草原。牧人正在收集牛羊归圈，
牦牛迈着沉重的脚步，笨拙地走着；小牛犊在母亲身旁撒欢，几头力大的
公牛正在抵角，雪白的羊群缓缓地向前移动。

一抹晚霞挂在天边。

书中对舞蹈演员的训练作了描述：

演员们要接受严格的、刻苦的训练。
首先是基本功训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一

嗒嗒、二嗒嗒、三嗒嗒、四嗒嗒……
立姿、挺胸、手臂的摆动、基本步伐，等等。
形体训练。舞蹈演员必须有漂亮的形体，过于丰满和干瘦都不适宜做

舞蹈演员。
肢体训练。教练讲，舞蹈演员是用肢体来表达心声，没有肢体就没有

舞蹈。
技能训练。诸如踢腿、劈叉、转腰，等等。
芭蕾训练。平转、空转、自转、二人转、擦地、画圈、旋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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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花的一家》反映了爱花幸福的少年时光，在特殊的年代父亲受冲击被害致
死和全家人回到农村艰难生活的情景。后来，党和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置，
最终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书中以那个特殊年代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家庭的悲欢，
一个女孩的命运，揭示了好人必有好报这样一个朴实的道理。故事真实，情节感
人，欢时令人愉悦，悲时使人潸然泪下。
《柳絮飘飘》和《大漠冷月》则是姊妹篇。
《柳絮飘飘》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背景，

描写了知青们有趣的生活、艰苦的锻炼、辛勤的劳作、无悔的人生。全文共分十个
章节，从希望的春天到绿色的夏季，从金黄的秋色到分红的年终，作者对每个季节
都进行了描述，特别是对劳动的场面描写得欢快、热闹，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多次提到柳絮：

柳絮在春风的吹拂下，扬扬洒洒，轻歌曼舞，随风飘得到处都是，最
终落于大地。宛如人生，飘忽不定，忽一日在一处扎根安家，聊度人生。

书中对风景的描写，很是到位。
《大漠冷月》反映主人公伟超群在结束了近三年的插队生涯后，投笔从戎，立

志从军，奔赴大漠边关，报效祖国的故事。书中以“从军”、“新兵连的生活”、
“放映队的时光”、“部队”四个章节，表现了部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
风。通过军旅生涯的磨砺，使主人公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坚韧的品质，果敢的作
风。
虽处大漠边关，但书中对军旅生活描写得引人入胜。如“新兵连的生活”中对

训练、家书、大尉·旅长、刮风·寡妇以及军中花絮描写的风趣、幽默，从另一个侧
面揭示了军人严肃活泼的风采。
伟超群带着影片去沱沱河放映，展示了沱沱河环境之严酷、条件之恶劣与战士

们乐观的人生，讴歌了高原战士甘于奉献、忠于职守的品质。
小说通过描写三江源、青海湖、塔尔寺、道唐河、察尔汗盐湖，展示了青海美

好的自然风光，壮丽的山河，使人仿佛身临其境，置身其中。
书中对大漠的月亮多次进行描述：

大漠的月亮，圆了又缺了，缺了又圆了，战士们常年守卫在机场。
大漠戈壁的月亮圆圆的，亮亮的，酷似玉盘，月中的桂树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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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照在军营，把军营照得如同白昼。超群觉着这天晚上的军营和月亮格
外美丽。

书中对一九七六年的几个重大事件作了重点记叙。
祝愿家父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女儿：

2009.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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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拱坝山区。
群山莽莽，峰峦叠嶂，原始森林，密密麻麻，山涧流水潺潺，鸟语花香。真个

是青山绿水，人间仙境。
山下坐落着一个小村庄，百十户人家，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村庄四周松柏环

绕，梯田层层，溪水静静流过。
因村子位于卡子河畔，人们把这个村叫卡子村。
村子里多为二层木制小楼，二层储物，一层住人。进门后地中央一个火塘，人

们可围着火塘取暖、喝茶、吃饭。由于长年用松木柈子生火，房间里被熏得黑油油
的，仿佛用黑漆涂过一样。
房间大都很深，七八间房屋，没有间隔，贯通相连，可容纳上百号人。如果摆

设酒席，可放十几桌。十几米长的木柜靠墙摆放着，靠窗户这边有二三十米长的土
炕，可睡三五十人。鸡鸭鹅狗小兔在室内随意散步。
二十五年前，南希草从草原嫁到这里。当时她只有二十岁，如今已是两个孙子

的奶奶了。她为人厚道、勤劳，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村民们都叫她南希大妈。
她长得很健壮，高高的身子，大脚板。生活的艰辛，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

大一些，但人很精神，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刚来时，她一点不习惯。
她总是在想，草原多好啊。天空湛蓝如洗，几朵白云点缀天空，太阳升起在地

平线上。到了傍晚，通红通红的太阳噌的一下就掉到了草原下边。草原松软碧绿，
一眼望不到边，到处是成群的牛羊，到处是河流，夏天在河里偷偷洗个澡，那多惬
意啊。晚上住在毡包里，在草地上铺一张狼皮褥子，松软、舒服又暖和。白天放牧
时，可以和伙伴们打牛角，翻滚在草地上，仰望天空还有天空飞翔的雄鹰。
南希草觉着草原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草原真漂亮，妩媚而温柔。草原是牧民

的毡房，草原是牧民的天堂，草原载托着牧民的希望。草原像一个多情的少女，草
原上流淌的河流和静静的湖泊像少女的眼睛，充满了灵秀。
而这里出门就是山，走不完的山路。上午十点多才能看见太阳，刚过中午，太

阳就不见了，已经有天黑的感觉。每天要上山砍柴、打草、喂猪、养兔子。去县城
要翻两架山，天黑才能回来。有时候她真想撇下这个家，回到草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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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几年前，南希草的公婆相继去世，为给公婆办丧事，拉下了很多饥荒。
两次丧事办得很隆重，全村一百多号人都来帮忙，在家里吃住七八天，房间里

经常要摆十几桌酒席，还要请人吹吹打打。丈夫罗藏杰布在村委会做事，告诉她
说：“我们这个地方平时有点穷不打紧，红白事一定要办得隆重、排场、讲究，不
然会被人笑话的。修这么多房子、这么多土炕就是办喜事、丧事用的。”
出殡那天，酒席特别厚重。牛肉、羊肉、猪肉、鸡肉，就连南希草养的兔子也

杀了几十只，七碟子八碗，上了一道又一道，青稞酒喝了几百斤，整整闹腾了一
天。
天黑了人们都醉醺醺的，步履蹒跚，尽醉方归。人们都说罗藏家的丧事办得最

好，最排场、最体面。
南希草老在想，花了很多钱，就落了一句赞美的话值吗？修这么大的房子就是

为了办一次丧事？房间里又冷、又黑、又潮湿，人一生能办几次丧事、结几次婚，
真没意思。

说归说，日子还得自己过。
丈夫罗藏杰布在村委会做事，领着乡亲们脱贫致富。小学校的事、村委会的

事、计划生育、邻里纠纷，小两口打架都要他去处理。天一亮就不见了人影，天黑
才回家吃一点饭，睡下像个死猪，摇都摇不醒。
她时常暗自埋怨丈夫，好好过日子，当什么村委会干部。但每当她看到丈夫操

劳奔波，一天比一天瘦下来，她又感到很心疼。
如今，女儿已经出嫁，两个儿子也都娶了媳妇，有了孩子。按说南希草苦了大

半辈子，也应该好好轻松轻松，过过日子。
但她还是闲不下来，这个家要靠她来支撑，很多事要靠她去做。
每天她要去地里侍弄庄稼。山区地少，全家五口人，每人平均一亩地。刚来时

她不会种地，公公、丈夫手把手教她，很快她就熟悉了农活，成为种地的一把好
手。
她要去山里采撷蘑菇、木耳、鹿角菜、石花菜等山珍野菜，晒干后拿到县城去

出售。秋季山货较多，每天采撷野草莓，卖到县城，每次要走几十里山路。
她养了很多兔子，经常要到田头、溪边打野草，喂养兔子。她养的兔子品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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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安哥拉兔，有中国兔；有长毛的，有短毛的；白兔、黑兔，品种很多。特别
是那些小白兔，浑身雪一样白，两只眼睛红红的，真是好看。还有那些黑兔子，浑
身乌黑，而四只爪子雪白也似，仿佛刚从雪地里跑出来一样。兔子的繁殖力极强，
一对兔子一年可变成几十只甚至上百只。到了秋末，青草逐渐减少，南希草到河边
割了很多马莲，晒干后成为兔子过冬的饲料。同时将大部分兔子宰杀，肉食卖到城
里，兔皮做成褥子、兔皮马夹，每人一件，又轻巧又暖和。而后留下两三只，有雄
有雌，来年又可繁殖上百只兔子，如此循环，日子也渐渐好过了许多。
兔子平时总是蹦蹦跳跳，到处撒欢。每当南希草去喂兔子时，兔子一下子就拥

到她的身边，亲亲她的手，亲亲她的脚，对她很亲切，她感到很快活，就像小时候
喂羊羔一样。

三

过了几年，南希草慢慢地喜欢上山了。她觉着山是大地的脊梁，山是阳刚，山
像个男子汉，山是山里人的衣食父母。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里人离不开山。有人说：靠山吃山，咱们也吃山里的

木材，把木材卖出去，卖些钱来致富。南希草坚决反对：山林是国家的，再说没有
了山林，就会没了水、没了山珍，我们怎么生活。山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应
该珍惜它。有些人在背后议论说：傻老太太，管那么多干什么，山林又不是你家
的。
南希草自有她的道理，她逢人就讲：山林里有好多好东西，比如蘑菇、木耳、

草莓、石花菜等各种野菜，还有好多小动物，像什么野兔、山鸡等，我们可以采撷
山珍或者打些野兔、山鸡，如果把森林破坏了，这些东西就没有了。有些地方为什
么经常发洪水，就是因为山里光秃秃的，雨水藏不住。
许多人认为她讲得很有道理。

四

山里人穷，山里孩子中途辍学是常有的事。一次，南希草见邻家姑娘王小丫在
河边洗衣服，边洗衣服边抽泣。南希草正巧也在河边洗衣服，便问小丫怎么了，小
丫说：“这几天学校里要学费，家里老是拿不出钱来，妈妈让我别上了，回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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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些猪什么的。”说完，小丫哭得更伤心了。
南希草安慰道：“孩子，别哭了，山里人不上学就没有出路。大妈那儿有兔

子，给你抓两只，你拿到集上卖了，把那学费给交上。一只兔子三十元钱，你可别
卖便宜了。”

小丫真高兴，赶紧说：“谢谢大妈。”
小丫以后学习更带劲了，后来考上了西藏大学。每年假期回来还要看看南希草

大妈，给她聊聊外边的事情。
从那以后，南希草就把卖山货和卖兔子的钱偷偷攒一些，每年捐助两个学生，

让他们去上学。

五

这年冬天，天特别冷。
早晨起来，南希草觉着浑身不舒服，头重脚轻，丈夫关心地说：“可能感冒

了，今天就别干活了，在家里好好休息。”说完就出门了。
南希草挣扎着跨上小驴车，装了些山货就往县城赶去。
天空灰蒙蒙的，乌云密布，好像要下雪一样。走了一阵，纷纷扬扬的雪下了起来。
雪越下越大。
山路弯弯，风雪漫漫。
从县城回来，天已慢慢黑了下来，南希草感到浑身发冷，就把山羊皮皮袄穿在

身上，头使劲往回缩了一下。还有四五里地就到乡上了。走着走着，南希草忽然眼
前一黑，就从车上栽了下来。
……
醒来后，她发现自己躺在乡上的医院里，医生正在给她输液。
一个司机模样的人告诉她说：“你昏倒在路边，正好州上领导下乡，把你送到

乡医院里，你高烧四十一度。以后出门要小心。”
南希草很是感激，她想见一下这位州上领导，却始终未能见上。
晚上十点多钟，丈夫和儿子开着小四轮拖拉机来把她从乡医院接走了。
路上丈夫问她好些了没有，并告诉她说，花了四十多元钱的药费，州上领导都

把账给结了。
多好的干部，南希草心里想。以后到州上去，一定要把钱还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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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针，输了液，回家在土坑上暖暖地睡了一觉，南希草感到浑身舒服多了

六

这年春节快到了。
腊月十五以后，各家各户就开始忙碌。杀猪，腌制腊肉；宰羊，酿制米酒；蒸

馍馍，晒干菜，做长面。
大姑娘小媳妇们赶着到城里买新衣服，小孩子们偷偷买了很多鞭炮，藏到大人

找不到的地方。
腊月廿三。
这一天，家家户户打扫卫生。南希草和儿媳早几天就把房间打扫了又打扫，屋

子里比平时亮堂了许多。腊月二十三是祭灶日，人们要打发灶爷上天向玉帝报告人
间的好事，带回祝愿，保佑家人全年平安。
吃完早饭后，南希草就去她捐助的两个学生家，把准备好的来年上学的学费交

给孩子们，并关照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像王小丫一样考上大学，孝敬父母。这些
钱都是南希草靠卖干货和养兔子攒下的，舍不得花，每年捐助两个学生上学。
回来时经过李二婶家的院子，看到李二婶的儿媳妇挺着个大肚子正在院子里转

悠，小姑存存正在喂兔子。
回到家后，南希草对丈夫说：“李二婶家的挺着个大肚子，我看快生了，准是

个大胖小子。”
说话到了腊月二十九。
天空中偶尔能听到稀疏的鞭炮声，小学校的王老师正在给各家各户书写对联。

大姑娘小媳妇们偷偷地躲到屋里试新衣服，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有些人家已经将对子贴了出来。红红的对联，空气中也仿佛散发着米酒的芳香

和肉的美味，有着浓烈的春节气息。
一些小孩子正在玩游戏，有的坐在冰车上正在滑冰，他们各自吹嘘今年买了多

少炮，还有些什么新鲜玩具。
巷道里乱窜的几只小狗也显得很有神气。
天黑了。
晚饭时，丈夫多喝了一些米酒，微有醉意，早早地睡了。南希草抱着小孙子，

和儿子媳妇一块儿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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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
天空晴朗，星斗满天。
山上松涛阵阵，山下流水潺潺。村子里一片寂静，偶尔能听到几声狗吠。
突然有人使劲砸南希草家的大门。
南希草急忙穿上衣服，打开院门一看，只见李二婶慌慌张张，上气不接下气，

断断续续地说：
“快，我家……媳妇……难产，迟了就没命了。”
南希草赶忙叫起儿子发动四轮拖拉机，给儿子说：车上放几床被子。
寂静的山野里响起了突突的拖拉机声，两道光束快速向前移动。
南希草给儿子安顿：再快点，送到县城医院，那里条件好。
到县医院已经是凌晨三点。
经县医院大夫全力抢救，总算保住了大人，而小生命因时间过长已窒息死亡。
当第二天南希草和儿子回到家时，已是年三十了。

七

冬天过去了。
春天来了，大地复苏。
一些白杨树和灌木丛慢慢地绿了，充满了生机。
村子里又忙着开始种地。
春播结束后，一些青壮年包括一些年轻妇女又要外出打工了。他们走后，村子

里显得愈发冷清。

八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村子里仍然是那个样子。只是村里那条路更加破旧，雨天更加泥泞，坡度也更

大了。
南希草经常给丈夫说：“这条路该修了，前些天李家大婶到河里挑水，回来时

滑倒摔坏了腰，现在还在家躺着呢。”
丈夫叹了口气，嗫嚅地说道：“哎，哪有钱，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了，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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