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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作家秦迩殊的新著《楚蝶飞》摆在我的案头，才读了几页，就有一

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我手头虽然还有好多未还的文债，竟于其他不顾，一口

气读完了这部24万字的长篇小说。

　　一位名气还不很大的青年作者的长篇小说，能如此地征服其读者，自然

也见证了这部作品的成功和艺术上的魅力。

　　《楚蝶飞》吸引着我、感动着我，我也要借这个机会，把这部独具特色

的长篇小说和它的作者，一位充满灵气和写长篇小说才华的青年女作家，推

荐给广大读者。

　　长篇小说，一般来说，不仅是作家智慧和才气的展示，更是成熟的小说

作家人生经历的体悟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积累在创作上结出的果实。但秦迩殊

开始文学创作，就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写作，迄今为止，她已经出版了《石羊

美人》、《紫乾小镇》、《面包爱上苦荞》三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

《紫乾镇的小人物》。这些作品已经显露了这位年轻女作家体察生活、感悟

生命、叙述历史、结构情节、塑造人物的才华。《楚蝶飞》是秦迩殊的第四

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和她过去的几部长篇小说一样，通过有趣的故事和鲜

活的人物，洋溢着滇中彝州大地浓浓的生活风味，但从作品的题材、人物的

刻画到艺术的构架和思想境界，与她的前三部长篇小说相比较，都有了新的

拓展，特别是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对时代变革中新的人物的把握，显示了作

家思想和艺术正在走向成熟。这也让我们看到，生活对于一名小说家的创

作，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楚蝶飞》所反映的，就是作者生活的那座滇中彝

州小城的生活，所塑造的人物，不少都可以在这座小城和周边山村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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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型。据作者说，她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楚雄市人大主任李丕良和市

文联主席孙庆明，给了她很大支持和帮助，创造了很多机会，让她到茶花基

地、茶花种植专业户中生活、采访，从新的时代生活吸取创作的源泉，从而

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对生活和时代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然后，通过她对

生活的发酵升华，对原型人物加以典型化的艺术概括，化成了崭新的艺术形

象。仅此而言，我们就可以认定，秦迩殊不仅是一名有创作才华的作家，也

是一位遵循艺术创作规律、有责任感的严肃作家。

　　《楚蝶飞》实际上就是以楚雄市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及周边山野所生存的

大量古茶花的发现、保护、研究和培育新的茶花品种，引起世界对楚雄市茶

花的广泛关注，最终成功申办2012年第27届国际茶花会为素材，创作出的一

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全新的题材、一批衷情于茶花美好事业的崭新的文

学人物和广阔深邃的小说境界，显示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也

向27届国际茶花会献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茶花是中国的八大名花之一，也是最具世界品性、获得国际认可的名

花。目前，以花卉命名的国际花卉会议，茶花是唯一。作为世界名花的茶

花，据考中国就是它的原产地之一。而在中国，史书早就记载“滇中茶花”

又最“甲于天下”。楚雄市紫溪山大量人工栽培的古茶花及大片成林的野生

古山茶的发现，又见证了楚雄是“滇茶”的重要原生地。楚雄茶花走出云

南、走向世界和筹备即将举办的27届国际茶花会，楚雄茶花的发掘、保护、

研究、培育新的品种，又上了新的台阶，随之兴起的茶花产业和茶花文化探

讨，正方兴未艾，前景可观。楚雄市因此而更加灿烂美丽。这其中发生的许

多故事、人物、传奇、事件，都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新的题材，

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楚雄市人大、市文联还为此在2009年春天举办了

以茶花为主题的文学笔会。笔会后，市内外的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散文、诗

歌、小说，而秦迩殊的长篇小说《楚蝶飞》，无疑是这批作品中，引人注目



2 3

······楚蝶飞楚蝶飞

的一个成果。

　　以茶花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楚蝶飞》在云南是第一部。从我的阅读范

围来看，就中国而言，大概《楚蝶飞》也是第一部以茶花为题材的长篇小

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楚蝶飞》以其题材和人物的独特性，为我们

文坛增添了新的文学形象。在云南的长篇小说创作上，具有填补“空白”的

意义。

　　茶花，过去一直是文人骚客赞美歌吟的题材，从古至今，在诗歌和散文

中，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仅以写楚雄市紫溪山茶花的名诗为例，就有担当

吟咏元代的一树盛开红白两花古茶的名句：“冷艳争春喜灿然，山茶按谱甲

于滇，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个天！”还有清代杨书的“赢却春前

百万花”、“滇南无此最高枝”的《紫溪山茶花》等等。但在文学作品中，

过去专门以茶花为题材的小说，还不多见，特别是以茶花为题材的长篇小

说，我是从未读过。而作为八大名花之一的茶花，其色、其态、其品位精

神，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她既高贵，又平常；她既文雅，又随和；她不惧

怕严寒冰雪，又迎春惜春与春天同在；她在寒冬腊月绽放，又在春光明媚中

含笑，还在晚春初夏迎客；她给庭院寺庙带来美好的祝福和期盼，也在山野

沟谷溪畔挺身而立。她的品性和精神，具有丰厚的文化内蕴。随着时代的变

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茶花文化作为一种象征，

已进入千家万户，茶花的产业正在兴起，茶花也被赋予更多的时代精神。因

此，作为反映时代进程，状写人民生活图谱的长篇小说，对茶花题材的挖掘

和创作，也必然会随之进入到作家的创作领域。

　　楚雄市的年轻女作家秦迩殊，正是以她对茶花和茶花文化的热爱情结、

对茶花在楚雄大地随时代变迁发生的许多感人故事的切身体察和生命感悟，

发掘出楚雄茶花的时代亮点，结构出以茶花为主线的长篇小说。并在广阔的

时代背景下，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与生活细节，塑造了一批生命鲜活、个性

鲜明、形象感人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小说题材的挖掘上，还是在艺术形象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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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上以及主题的提升深掘，《楚蝶飞》都称得上是一部长篇佳作。

　　《楚蝶飞》以作家开阔的视野和创作的灵气，描写了哀牢山中的一座小

城楚华市和周边农村飞花村，随着这片神奇土地上古茶花的兴衰荣盛，在近

半个世纪的时代潮汐中的沧桑巨变。楚华市紫溪山上名目繁多的古茶花，吸

千百年日月之精华和神奇土地之灵气，演变出了一种翩翩欲飞、像蝴蝶一样

美丽、充满了灵气和生命活力的茶花新品种，被献身茶花事业的农民土专家

查九平发现命名为楚蝶。并在楚蝶的基础上，进行科研、杂交培育出了粉

蝶、雪蝶、金线粉蝶等珍贵的新品种。还在反复的实验中，不怕失败，不畏

艰险，为培育金蝶付出毕生心血。楚蝶，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的化身，是

以靳川、九平为代表的两代人为追求崭新的人生理想、努力奋进，开拓创新

精神的艺术典型。她见证了楚华市两代时代弄潮儿的人生命运和悲欢离合，

显示了靳川、九平等典型人物为实现美好事业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楚华市

飞花村正是在靳川、九平、木香、耿茂生等时代人物的开拓奋进中，不仅迎

来了茶花谷灿烂的春天，而飞花村也乘着27届国际茶花会在楚华市召开的春

风，以茶花为支柱产业，开展茶花文化旅游，迎四方宾朋，成为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一只“金蝶”，飞出哀牢山，飞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楚蝶飞》写的是花事，也是人事和时事。《楚蝶飞》的主题，具有浓

郁的象征诗意，也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楚蝶飞》不仅是一部以茶花为题

材，讴歌为了发掘、保护、研究茶花，开发茶花产业而奉献生命热血的平凡

人，也是以茶花为载体、展现楚华大地各族人民在改革大潮中，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宏伟画卷。正是在这点上，深化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

　　我们说《楚蝶飞》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不仅仅是题材的新颖、思想

的深邃，还在于作品在典型的环境中，塑造出了一批个性鲜活、让人感动、

给人启迪的新的典型人物。靳川、九平、木香、九安、海木兰、柳玉兰、耿

茂生、李天狗、三妮等人物，全都生活在古茶花营造出来的典型环境中。他

们的人生命运、个性特点和生命价值，全都和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古茶花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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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死相依、血脉相连。作家以她对生命的感悟和茶花事业生活的深入体

察、通过茶花为主线结构出的一波三折的故事，把这些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

我们面前。靳川，从上海插队落户到飞花村的知青，他的人生命运，从与他

生命相连的第一个女人海木兰说出的她喜欢茶花，第二个女人柳玉兰在他养

伤时为他栽了一盆茶花起，他的生命就和楚华市的茶花连在了一起。他用毕

生的精力考察了紫溪山所有的古茶花树和野生古山茶，他用全部的心血研究

并写出了《紫溪茶花考》的书稿。他为保护老牛山的野生古茶树，不惜以生

命护茶，谱写了一曲时代的生命壮歌。他从茶花的品性与精神中，感悟生命

的美好和茶花文化的丰富内蕴，努力塑造自己完美的人生。他为了让他生命

中的两个女人走出不幸的命运，忍辱负重，不愿说出当年车祸的真相。为了

改变飞花村贫穷落后面貌，他支持把茶花作为产业加以推广发展。他的生

命，最后终结在他献身的茶花事业上。靳川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和无私无畏

的献身精神，都是通过他和茶花的生命走向、和海木兰、柳玉兰的感情生

活，和九平、木香的父子之情塑造出来的。曲折的故事、人性的光彩、鲜明

的个性，使靳川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又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象形。

《楚蝶飞》对海木兰、柳玉兰、木香、三妮等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很成功。

海木兰对靳川又爱又恨的各种举动，都是一个心灵受到巨大创伤女性的必然

发泄。柳玉兰的善良、善解人意，活脱出一个农村贤妻良母的鲜活形象。木

香和三妮又是新一代女性中不同的典型。特别是木香，大学毕业返乡教书，

最后为了茶花事业，辞去教师铁饭碗，把她的青春奉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宏伟事业，颇有现实意义。木香与靳川、柳玉兰，九平与海木兰、靳

川、查忠实的关系和木香与九平的爱情被作者写得悬念迭出，也有助于两个

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同时也结构出引人入胜、深邃的小说新境界。

　　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是关键。而对人物的描写，他的行为、

语言、心理活动、生活细节和与其他人物关系的合理安排，缺一不可。《楚

蝶飞》正是在这几个方面，显示了一位年轻女作家塑造人物的才华。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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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强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在生活细节的运用描写上，不仅显示了作者生活

库的丰富，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细节在营造作品的真实氛围所表现出的艺术

魅力。茶花的有关细节，在不同的章节和不同人物身上，都有不同的描写。

当我们读到九平在深夜观察雪蝶初放的过程时，随细节所显示出的人物的惊

奇、不安和最后在忘情中狂喜，怎不让我击节称赞！四妮考上大学后，送给

大妮的银手镯，其中所包容的母女情、姐妹爱和人物命运的沧桑，也让我们

无法不动容。这个细节，可以说融注着作者的泪笔，把大妮、三妮、四妮之

间的感情和一个贫苦农家的命运全都通过这一细节表现了出来。在对人物的

心理变化的挖掘上，对海木兰的描写，我感到有些不够。由于她在爱情突变

后所承受巨大压力的种种过激行动，缺少心理变化的挖掘，其行其言，就有

些“过”的感觉。总的看来，作者对人物的塑造、语言、行为、细节是她的

长处，而心理描写却似乎显得不足。

　　《楚蝶飞》是一部专门以茶花为题材，写边疆农村时代巨变的书，同时

也是一部融科学性、趣味性，能给读者增长知识的书。作家巧妙地把有关茶

花的历史、生长、杂交、新品种培育的许多知识，融入书中的情节和人物的

命运中，把一些有关杂交、扦插的枯燥繁琐的专业知识，写得生动有趣，读

者在阅读中，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获取了有关茶花的一些知识。

　　有着26个民族的云南边疆，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神奇、美丽、丰

饶的云南边疆，是动物生活的天堂，也是巨大的植物基因库。这一切，都为

我们的文艺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也是他们施展才华的平台。青年

作家秦迩殊立足于她生活成长的威楚大地，以茶花为题材，写出了一部新题

材、新人物、新境界和具有现实意义的长篇小说《楚蝶飞》。随着在楚雄市

申办成功的27届国际茶花大会的临近和举办，这部长篇小说一定会象楚蝶、

雪蝶、粉蝶、金蝶一样，飞出哀牢山中的这座小城，飞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飞到更多读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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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村庄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沉睡，一声鸡啼打破了夜的寂静。

五岁的靳木香被母亲柳玉兰从热被窝里拽出来，小小的身子温软

滑溜带着甜梦的气息。窗外漆黑一团，木香揉着眼睛从床上跳下，看

到母亲和父亲忙着收东西，想起昨天说要回家的事。

母亲说要回家，她乍一听糊涂了：“这不是家？” 他们一直和外

公、外婆、大舅、大舅妈、二舅、二舅妈、两个小哥哥、一个小姐姐

一起生活在这里。柳玉兰温柔地解释说：“这是妈妈的娘家，不是我

们的家，爸爸的家才是我们的家。”木香从没听说过爸爸的家，对那

个陌生地方充满了向往，顾不得这里的亲人和伙伴。

昨晚木香有点兴奋，在床上翻来滚去好半天才睡着。比起妈妈的

家，她更期待爸爸的家。在这个小山村里爸爸住在山上，妈妈住在外

公家里，两个舅舅不怎么喜欢她，小哥哥还经常欺负她，走了也好他

们就欺负不着了。

木香迷糊地随着母亲出了里屋，到大门口时听到外婆在厢房里

问：“这就走了？”母亲轻声回答：“走了。爸，妈，你们再睡会儿

吧。”木香望望黑洞洞的几扇窗户，她想这个家早就希望他们三个走

了。

三个人悄悄离开家门，一路上只有急匆匆的脚步声和飒飒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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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凉风。夜的浓重湿润正在褪去，因为赶路木香并不觉得冷。秋天的

早晨真的很不同，除了饱含水汽的冰凉空气外，还有凄凉的虫鸣。木

香听出了这种凄凉，虫子的叫声和在夏夜情绪饱满的鸣叫不一样，它

们知道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只能拼命无奈地鸣叫。

柳玉兰的心里也有这种虫子的鸣叫，如果不是娘家人的生活状况

越来越困窘，二嫂就不会说出是干部就应该去当干部，家里的地没有

知识分子的份，吃饭也不该在一个锅里吃的话。最艰难的日子他们都

走过来了，现在比五年前好多了。前几天她听生产队长说，要修条山

路，每个队负责一段，以后赶集不用走着去，可以赶驴车拉些山货出

去。日子会越来越好，现在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从头开始，柳玉兰心

里很不安。

柳玉兰想着想着，听不见丈夫的脚步声，忙抬头看了看，丈夫走

得很快，把她们甩开了很远的距离。她忙摇摇快要睡着的木香，这孩

子老是瞌睡，好像怎么都睡不够。别的孩子老是饿，木香却总是睡。

木香被柳玉兰扯得身子歪歪斜斜的，脚步不停，小脑袋却软软地耷拉

在胸前。

丈夫靳川的心如同挂在秋风中的藤叶东摇西摆，回家的路漫长又

陌生。确切地说将要去的地方并不是家，他十年前揣着一颗火热的心

来到那里，五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又离开了，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回

到那个令他心碎的地方，可国家政策要求他必须回去。

靳川抬头看看天，天边绽出一丝白。五年的农作生活让他习惯看

天来判断时间，他身上有一只漂亮的上海产的挂表，却很少掏出来

看，那只是过去旧时光的纪念品。他停下脚步回头望小跑跟上的妻

女。这一眼让他感慨不已，眼前这两个身影模糊的人竟不知不觉成了

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曾憧憬过婚姻，不是和这个人，不是这

个样子。他停了停，看到妻女气喘吁吁地跟上来，又默默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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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边泻出几缕橙红的光，青山被镀上一圈晕红的边。靳川一家赶

到了公路口，柳玉兰把木香抱在装着旧衣物的大包上坐着嘱咐她：

“别睡着了，刚走一身汗，会着凉的。”木香管不了着凉不着凉，就

是在抢着吃饭的时候，她也会抱着饭碗睡着，这会儿走了那么远的山

路，更是瞌睡得不行。柳玉兰陪着丈夫站了一会，回头看到熟睡的女

儿，怕她着了凉，将她抱在怀里坐在大包上等着。

大路上过来一辆大卡车，司机看到他们鸣了一声喇叭。靳川冲卡

车挥着手，卡车停了。司机探出头来问：“要去哪？”靳川大声说：

“紫溪山。”司机招招手：“上来吧。”这一段常有拉木料的车经

过，车途遥远，有的司机感到孤单也会捎上路边的行人，要一点山货

或者一筐鸡蛋。司机向他扔下一根草绳说：“把大包拴在货箱上。”

靳川拴好大包，钻进驾驶座。柳玉兰抱着孩子爬驾驶座有点困难，靳

川接过木香抱着，柳玉兰刚挤进驾驶座里，车就开动了。

近六个小时的颠簸，大卡车在一个坡头停下。靳川探头看了看

远处葱茏的山像被惊醒一样，推着柳玉兰说：“到了，到了。快下

车。”三个人下车后，靳川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缨烟递给司机，司机

斜着眼看了看他们，说：“不够，拉了这么远。”柳玉兰忙从随身小

包里拿出五个煮鸡蛋递过去。司机看出他们没什么好东西，收下鸡蛋

开着大卡车绝尘而去。

靳川一家站在三岔口上茫然地四处张望，太阳变得虚弱，路边灌

木丛中隐隐有牛出现，头戴草帽的老头挎着一捆干柴吆着牛慢吞吞地

走上公路。木香下意识地靠近母亲，这里和外婆的家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树林就是田地和高山。木香对这个地方有点失望，她拉拉发愣的

母亲小声说：“妈妈，我饿了。”柳玉兰也饿了，带出来的五个煮鸡

蛋全给了卡车司机。这几年，饥饿是勒在人们腰间的一根绳子，无时

无刻不在。柳玉兰咽了口唾沫，对木香说：“忍忍吧，等到了家，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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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吃的了。”

“走吧。”靳川扛起大包，走在了头里。这条路在梦里出现过多

次，自从那年跌跌撞撞地离开这里，弯曲的山路就像小刀刻在石板上

的沟壑，永远印在了心里。

木香想着冒热气的汤菜，鼓足气走了四五公里。路边的风景全不

重要，她的心里只胀满了食物。从树林茂密的山坡上蜿蜒而下，有一

片开阔地疏落建盖着二十多户土房子，远处是个大草塘子，围绕塘子

边有大大小小，或方块或半圆的田地。这些土地裸露出黑黄的迷人色

泽，与苍黄的山林土地颜色形成强烈对比。

靳川站在半山上激动地向妻女指点：“就是那儿，红卫公社飞花

队！”柳玉兰看到那片绿意昂然的小盆地，惊喜得难以自制：“这么

多水田，土地很肥，全是好田好地呢！”靳川理解妻子的心情，在她

娘家的大山里哪里见过这么好这么大片的水田。柳玉兰拉着木香的

手，轻声催促着：“快点，快点，我们快到家了！”

三个人走到大草塘子边，天色暗下来，有只大蛤蟆从木香脚边跳

进水里，“呱呱”地叫。木香没看清以为是青蛙，甩手跺脚说：“抓

青蛙，抓青蛙熬汤喝。”惹得靳川和柳玉兰哈哈笑。靳川说：“那是

癞蛤蟆，青蛙怕早没了。”这个草塘子曾是靳川戏水的好地方，天气

热了，脱去上衣跳进草塘子游个畅快，有时候在水里泡到太阳落山，

水牛从那边上岸，他从这头爬出水塘。

进村后已是晚饭时间，路上没遇着几个人。靳川预先不知道要安

排他到哪里工作，只通知他回飞花生产队。他只好先到生产队长耿茂

生家，到门口敲了半天门没人应，见门虚掩着就走了进去。刚走到院

子就传来耿茂生老婆高亢的声音：“整天忙得不着家，吃饭也要三请

四请，你是玉皇大帝下凡还是活佛在世！忙得吐血，还不是要我伺候

你。在外面活蹦乱跳的，回家就像个病耗子，蔫头耷脑的，多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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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舌头会被猫咬掉啊。”

柳玉兰拉住要往里走的丈夫犹豫地望望他，靳川小声说：“李菊

华是刀子嘴豆腐心，没事，进去吧。”柳玉兰还是露出胆怯的神态，

靳川在屋外喊了声：“耿队长。”又听到李菊华埋怨：“又是谁啊？

吃饭都不让人消停。”靳川有点过意不去，耿茂生走出屋来一看：

“哎呀，是靳川哪。我估摸着你们还得有两个小时才到呢，快进屋，

累坏了吧？”

木香进到热气缭绕的屋子，一眼就看到木桌上放着一碗土豆和青

菜汤，脑袋晕晕乎。她听不到父亲和大伯说话，迷迷糊糊地朝桌子走

去。她刚伸出手去，耳边传来刺耳的尖叫：“妈妈，她拿东西，她是

贼，啊——”耿队长的两个儿子又叫又吵，吸引了屋里人的目光。

柳玉兰的脸腾地红了，快步走过来一把将木香拽过来“啪啪”在她

屁股上用力拍了两下，然后拉着她出了屋子。走出屋子柳玉兰半蹲着对

木香说：“你不该拿别人的东西，我们就是穷死饿死也绝不能拿别人的

东西。妈妈知道你饿了，你再忍忍，等到家妈妈就给你做吃的。”木香

觉得屁股火辣辣的，可妈妈的责备更让她心痛，她委屈地大声哭起来。

李菊华拿着那碗土豆出来，边往木香手里塞边责怪柳玉兰：“走这么长

的路，孩子又小，哪有不饿的？你打孩子做什么？孩子有什么错，要怪

就怪这吃不饱的世道。”“臭婆娘，嘴皮痒就去墙上蹭蹭，在外边胡说

八道什么！把你家从地主老财手里解放出来还出错了？”耿茂生在屋里

一发话，李菊华不敢再吱声。

木香看柳玉兰的脸色不好，把手里的土豆全递给了她。柳玉兰

说：“大婶给的，你就吃吧。”木香乖巧地说：“妈妈吃。”李菊华

叹口气，摸了摸木香的脸说：“得修多大的福气，才能生出这么可人

疼的孩子。”

正说着，两个穿蓝布涤卡衣服肩上打着灰色补丁的年轻人慌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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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来问：“队长在吗？”李菊华皱起眉问：“又出了什么事？火

烧火燎的。”其中一个年轻人见屋外没有耿队长就想往屋里扎，边

扎边闷声说：“出大事了！”耿茂生披着外衣出了屋子问：“什么

大事？”另一个走得满头是汗，急得跺脚：“李天狗的媳妇又怀上

了！”李菊华怪叫一声：“什么？年头不是才做了？怎么又怀上了？

李天狗个挨刀的，坑死人了！”耿茂生一听，脸都黑了。他对出屋来

的靳川说：“就这样，你先去武庙住，那里要办个小学。”说完，和

那两个人一起出了门。

李菊华留三人在家吃饭，其实也没什么可吃的。靳川谢过后，仍

扛着大包领着妻女直往武庙去。天已经全黑了，月光暗淡，田野里传

来虫鸣蛙声，亮的地方是水，暗的地方是路，此情此景让靳川感到心

头豁然开朗脚步轻松。李菊华追出来，拿了只手电筒给靳川，说：

“天黑了，路不好走。明天还我就是了。”

武庙在村子最里面的半山坡上，背面是紫溪山延绵下来的山林，

山势像个斜放的筲箕。武庙建于南宋，屡次在战火中受损，毁于明

初。明末清初，有个老进士捐了银子，又发动乡民集资重建了武庙。

武庙供奉武圣人关帝爷，原是乡里为求风调雨顺捐资修建，在历年浩

劫中又因推崇其仁义智勇精神得以保存下来。

靳川记得武庙的楹联已经被人砍下烧掉，去到跟前用手电筒一照，

见庙门上贴着两张红纸，右边写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左边写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门楣上也贴着一

张，写着：与天地斗，其乐无穷。字写得还不错，只是没有劲道，笔力

软，和内容的雄壮很不配。靳川笑着摇摇头，艰苦岁月中仍有这种有趣

的事儿来解闷。他轻轻推开门，用手电筒照照，里面干净宽敞。一个正

殿、两个侧殿被收拾出来，正殿里红脸关公雄姿英发，供桌被撤掉了，

原来放着蒲团的地方空出一大片，想来这里不久会变成小学课堂。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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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侧殿空空的，墙面还被用墨汁涂黑变成四块黑板。右边的侧殿就是靳

川一家的住所了，狭长的侧殿被木头栅栏分成两间，一间有两张木板

床，一间放着一口黑锅、几只盆碗和一盏马灯。

靳川点亮马灯挂在房梁的钉子上，把大包放在木板床上，微笑着

对柳玉兰说：“这就是咱们家了。饿了吧，看看有什么吃的，我来

铺床。”柳玉兰看看空荡荡的庙子，微微笑了：“我们住这么大的房

子？”靳川点点头说：“老耿说以后这里要办小学。”

柳玉兰打开大包，从最里层掏出个小包，小包里有五个大白馒头

和一个小黑盒子。她拿出馒头对木香说：“你瞧，这是外婆偷偷给我

们做的。”木香刚吃了两个土豆还不觉得饱，看见馒头咯咯笑着跑过

来。三个人坐在木板床上吃馒头，柳玉兰问靳川：“队长怎么安排

你的？”靳川掰开馒头，一手拿半个，左一口右一口地吃着，鼓着腮

说：“说是当民办小学老师。”柳玉兰眼露崇敬地望着丈夫说：“我

心里不踏实，跟做梦似的，晕晕乎乎。前几天你还是农民，这会儿

就成吃公粮的人了。”靳川伸长脖子咽下一大口馒头，问：“有水

吗？”柳玉兰递给他一个军绿色的背壶，靳川接过去咕咚咕咚地喝个

痛快。 “哎，”柳玉兰亲热地用肩头碰碰靳川：“每个月能领到粮票

和肉票吧？”靳川笑笑：“没有粮票，有工资。吃完给孩子洗洗，早

点睡，明天事儿还多呢。”

柳玉兰抱着木香睡下，靳川吹灭了马灯躺到另一张木板床上，不

一会就睡着了。半夜里，突然“嘭”的一声，惊醒了一家人。靳川想

起庙门没上闩，八成是风把门吹开了，提着手电筒去把门闩放下。再

躺下来，却睡不着了。又回到这个刻骨铭心的村庄，心情激动难掩，

酸甜苦辣纷乱涌上心头，可是心里的疼没有离开时那么剧烈让人难以

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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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八年前，毛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所为。

在舅舅的报社里做印刷的靳川压抑不住胸中翻涌的热血，约了几个朋

友偷偷离开上海，离开孤单体弱的母亲来到了大西南。一路上，火车

里挤满了年轻的脸，歌声笑声直冲云霄。每到一地都是欢天喜地，一

片绿军装的海洋，红绸舞得人心都飘起来，眼睛忙乱得辨不清东西南

北，锣鼓喧天，人们不停地笑不停地握手拥抱。

到了地方，地区领导亲自接见他们让他们表决心，呼号声响亮得

几公里外都能听到。稚气未脱的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背包奔赴各地，

绿色奔涌的江河分流成细小的溪水，像新鲜的血液输送到农村的各个

角落。靳川和一起来的朋友分开了，他们没有流泪，相互捶着肩膀，

打赌谁能干出一番成就。

靳川长得又高又瘦，皮肤略带苍白，加上深度近视眼，被照顾性

地分配到离县城不远的坝区做红卫公社飞花队会计。靳川安顿下来后

给母亲去了封信，他知道把母亲一个人留在上海很不孝顺。他在信里

诉说了他的梦想，他对广阔的大西南的向往，还说了自古忠孝难两

全，现在正是他们为祖国出力的时候。

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靳川凭着满腔的热血，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

农村的热潮中来。他学会了翻土、起垄、理沟、插秧、喷药、薅秧、



8 9

······楚蝶飞楚蝶飞

收割稻谷，还抽时间学习农业知识。他发现飞花队水稻品种大反吊、

南山谷、临安早产量不高，就向邻县引起新品种，主动和县里农科人

员联系引起台北8号、桂潮。粮食产量上去了，分配又成了问题，按照

从前的人头分配方式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尤其是对超生户的不满。

靳川和耿队长商量要改变粮食分配方式，采用以工分加照顾的办

法分配，除去计划交售国家的公粮和集体的留粮，分配部分留出照顾

粮，照顾范围是：已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社员和烈军属，十五岁

以下的儿童，超过十五岁的在校学生。超生人口不得照顾，按每人平

均口粮标准百分之六十照顾；五十五岁以上的女社员和三岁以下儿童

按百分之三十照顾。耿茂生很赞同这个意见，可粮食分配方式必须经

由县革委批准，生产队没有权力自作主张。

耿茂生到公社找公社主任，向他详细汇报了分配方案。公社主任

用力拍了拍耿茂生的肩头，说：“这主意好，哎呀，小耿，后生可

畏啊。”耿茂生忙解释是下乡知青靳川的主意。公社主任点点头，欣

悦地说：“知识就是力量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活到老，学到

老。”耿茂生得了公社主任的认同，回到队里立即调查民意。分配方

式用大红纸写得清楚明白，分别贴在武庙前、村头的大青树上，大部

分社员对此分配方式表示满意。只有李天狗一家因超生多，分到的粮

食最少，他把红纸撕掉在大青树下撒泼骂娘，社员们纷纷过来指责，

他见众怒难犯才悻悻离开。

这种粮食分配方式很快得到县革委的批准，把飞花队列为试点。

靳川小火了一把，干劲更足了，事事处处率先，下地干活，上山伐

林，修渠打坝，忙得脚不沾地。直到一天夜里，春风吹破了纸窗，刚

收工回来的靳川发现屋前站着个俏生生的姑娘。

靳川认识这个夜访的姑娘，她叫海木兰，是兽医老海头的女儿。

靳川刚来飞花队时，因为皮肤白又不会做农活，还受了她一顿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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