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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陈仓区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的《陈仓文学作品选》，汇集了新世纪

十年来本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所创作的一批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作品以

及著名文艺评论家相关的文艺理论文章。

宝鸡市陈仓区，原名宝鸡县，是炎帝故里，周秦文化的发祥地。这里历史

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是我在省文化厅工作期间特别熟悉的一个地方。

陈仓区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区），中国民间社火艺术之乡。陈仓区民间社火享

誉海内外，我和文化厅有关同志曾带领民间社火艺术团出访德国柏林、泰国曼

谷、澳大利亚悉尼、英国爱丁堡、俄罗斯莫斯科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记得2008
年以宝鸡社火为主要艺术元素的《天地社火》节目，在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暖

场演出时，当扮相英俊潇洒的演员踩着高跷、跨上竹马一露面就被各类媒体和

参演团队围得水泄不通，争相合影留念；2009年在英国爱丁堡国际军乐节上更

是出尽风头，被媒体称为“中国社火照亮了爱丁堡”；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

2011年在莫斯科红场都是媒体给镜头最多和观众喝彩最多的表演。陈仓区的吹

箫引凤传说、姜马察回音乐、社火脸谱绘制技艺、银器制作技艺、西山酒歌、

西山刁鼓等民间艺术和民间工艺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陈仓区民

间社火、社火马勺脸谱、周末广场文化活动是著名全国的陕西文化品牌，陈仓

区的文化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陈仓文学作品选》共收入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 142篇

（首） 38万字的作品。这部文学作品选，体现了宝鸡市陈仓区文学工作者协会

对文学的热爱和坚守，对文学工作者的关心和厚爱。一本书的策划、征稿、编

辑、出版虽然是件十分辛苦的事，劳心劳力；但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一方面是对基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同时也是对作者的肯

定和鼓励，对基层文学创作的推动和激励；另一方面，也为陈仓区文学的繁荣

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基层作家协会或文学工作者协会无专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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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经费，出这样一本书，很是难能可贵。

纵观《陈仓文学作品选》，我感觉有一种巨大的内在的力量在文字间奔流

涌动，有一种热烈的澎湃的创作激情在神魂间迂回荡漾。作家们以敏锐的眼

光、饱满的激情、犀利的文笔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关注时代，深入社会，介

入人生，生动地反映了时代脉搏，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

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表现出作家对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和超然物外

的不懈追求，文本力图把人的整体意识牵引向真、善、美的方向，以及对一切

神圣、纯洁的精神追求的由衷赞许。

这部书所选的作品，或沉雄大气，或柔静婉约，或旷达飘逸，或冷峻峭

拔，或空灵淡远，或明丽隽永，或刚健，或苍茫，或纤弱，或娟秀……风格多

样，手法各异，表现了作者对人生意义、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同

时，你还能感觉到作家们那种隐伏着的清醒和自觉的努力，以及他们对文学艺

术的多元、多极、多样化、多角度、全方位的拓展。

总体上说，立足当代，自觉选择各种现代叙事手法，展示日常生活内在的

生命肌理，重塑完整的人性和多元的生活，是陈仓作家们在新世纪所体现出来

的重要美学追求。

当然，他们的作品，依我的阅读经验来看，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尤其是在叙述策略和对日常生活敏感细节的捕捉方面，尚欠足够的智性和灵

性，但也出现了一大批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总之，写作是一个需要潜心去做

的事业，我想，作家们只要静下心来，走进时代、走进生活、走进大众，汲取

营养、挖掘素材、捕捉灵感，不断地对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象进行思索，进行

提炼，进行形象的塑造与描写，就能够写出更为耐人寻味的文学作品，为社会

进步发挥文学的正能量。我祝愿，陈仓本土的作家们在辛勤的耕耘中取得更加

丰厚的收获！

2013年8月于古城西安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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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双虎

吴双虎，男，陕西省宝鸡人。原宝鸡市陈仓区文化广电局局长，政协宝鸡市十届委员。

为陕西省作协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特约编审。

曾在全国多种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近200万字。有散文集《陈仓八景》、长篇小说《红

月亮》（曾在宝鸡日报连载，并改编为同名大型秦腔戏，参加了陕西省第五届艺术节展演）、

《大禹河》（曾在宝鸡广播电台连播）、《社火》（被列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

征》首批30部作品）出版，与人合作出版《谭筱原诗词校注》。除此之外，还创作了长篇小

说《官事》、《生恋死爱》、《蓝星星》等，小说《红月亮》、《大禹河》曾分别荣获宝鸡市委、

市政府三年优秀文艺创作二等奖。

春 桃

这是三十年前的故事了。

大雨过后，穿山风带着云雾撤回了秦岭山顶，太阳露出了笑脸，把一片片

红晕揉进云里，再贴上天空，在东边的山峦上形成了一道七色的彩虹。

我坐在庵棚前的青石上，看着天玉他们渐渐消失在大山后面，心里酸溜溜

地，泪水止不住溢满了眼眶。心想，要不是天玉舍命相救，来年的今天早已是

我的周年了。要不是……我们的孩子也三十岁了。

那年高考结束后，我知道自己考上了大学，却没有路费。为了挣点路费，

我拉着架子车，走了八十多里的山路来到青石沟林场时，天玉他们已经在这里

了。我们都是来拉料的。从此以后，我们一起出坡，一起吃饭，一并结算工

钱。不出十天，我就赚了二十多块钱。我高兴啊，只要再坚持十天，就能赚够

我往返北京的车费了。

那天下午，我和往日一样早早装好了木料，坐在路边等天玉他们过来一起

走，可左等右等也不来，便拉着车子自己先走了。然而，眼看就要到料场的时

候，绑绳松了，加上又是下坡，木料后移，车辕上翘，把我挑了起来，双脚悬

空向前冲去。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深沟，车速又快，我想这下完了，彻底完了。然而，

就在我彻底绝望的时候，天玉冲上前来，抓住车辕向里一拉，车头一转，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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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出了一丈多远，掉在一块石头上。我得救了。

我不仅因为天玉救了而感激他，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我当成了朋友，当成了

兄弟，我们的心已经连在了一起。看着他们的背影没入山脊后面，我的内心陡

然怅惘起来，眼前空荡荡一片，仿佛我的生活又要恢复孤寂，这世界又要恢复

孤寂了一样。

“老孟，做啥哩？”青石沟大队会计张德才走来，远远地问。山里人说话敬

语多，只要是山外人，不管年龄大小，都要在姓氏前加一个“老”字。

“啊，德才来了，我没做啥。”我说。没做啥，就是没下地、没打猎、没

……等等所有事情的总代词。我说。

德才走到我的跟前：“你脚咋向了？”

我说：“疼，胀疼胀疼，伤口好像化脓了。”

“你莫怕有我哩，赶明儿我去挖药，药一摸上就好了。”德才看了看我的伤

口，说，“趁你歇病这些日子，你也好好教我算账。”

德才是青石沟大队唯一的中学生。五年前，他背着干粮走三十里山路，再

坐一毛钱的马车，才能到公社中学。两年下来，虽说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不算

好，但这个唯一，已足以让他一毕业就当上了大队会计。山里人最“敬重”会

计，算盘珠子掉一个，就是半年的口粮。因此，别看他年纪小，五、六十岁的

老人见了他，都要陪上笑脸问个好：“张会计没达去？”

“张会计，有活要帮么？”

有时，还有人没话找话地问他：“张会计，吃了么？”

“张会计，好哩么？”

一开始，张德才不习惯，问一句回一句，也陪上笑。可到后来，他“嗯”

上一句就走人。因为他识字多，很快就成了大队干部的军师爷。传出话来，德

才拿了大队长一半的事，几乎成了青石沟的“神”。

我到青石沟的第三天，正好路过大队部，德才算账套了进去，怎么也算不

清，我顺口就给说了出来。他很惊奇，当即要拜我为师，我说你有空了来，咱

俩一起学。从此以后，德才每天都来上门求教，我便不自觉地成了他的老师。

这时，通往山外的路上出现了一个红点，朝着我坐的地方飘来。那红点越

来越大，到了跟前，原来是春桃。春桃今年十九岁，上身穿一件大红色上衣，

下身穿一条天蓝色裤子，虽说看上去太艳太俗，但她那一对闪闪发光、绘声绘

色的眸子让你一看就会浑身颤抖，终生难忘。

春桃蹲在我面前，问我：“好点了么？还疼不？”

003



陈仓文学作品选

我说：“不疼。”

我说了假话。几天来，伤口化了脓，又痛又痒，可我不想让她替我着急，

就岔开了话题，问：“你做啥去来？”

她一边打开褡裢，取出一把镰刀，一边说：“我到集上去买了一把勾镰，

你和德才给看看，钢色好哩么。”

德才看都没看，说：“好哩。”

德才常这么说。在青石沟，他的话就是真理，他说好就是好。尽管他常常

说的不对，但人们还是听他的。

我说：“好是好，只是镗太厚，磨起来吃力。”

春桃一听我的话，忙说：“就是，我也觉得镗厚。”

这是春桃第一次反对德才的意见，也是青石沟第一次有人与德才意见不

同。

德才觉得扫兴，站在一边不再说话。

春桃也不理他，正对我说：“我在路上碰见天玉他们几个了，说是回去

哩。”

我说：“是，他们回去了，不知道我这脚哪一天才能好。”

春桃蹲了身子，搬过我的脚看了看，说：“熟脓了，要上药哩。”

我心想，自己连路都走不成，哪来的药，说：“到哪里上药去，天又要下

雨了。”

“西山上有马皮泡，能止疼，还能消毒。”春桃说完，对德才说：“天天让

人家老孟上课哩，不知道去挖药，还要人说哩么？”

德才喜欢春桃。自从当了会计，几乎每天要到她家里来一趟。他不敢有别

的意思，就想看看她。虽说他已经答应明天去挖药，可听春桃这么一说，就又

望着她笑嘻嘻地问：“你让我去挖药，给我奖啥哩？”

春桃生气地说：“还奖啥呀，你不去，再莫让人家老孟教你算账了，也再

莫到我屋里来了。”

我一看春桃逼着德才现在就去，说：“算了，天有大雨哩。”

春桃的“气”还没有消，瞪了德才一眼说：“你不想去就算了。”

德才一听她话中有话，忙说：“谁说不去了？不过我把药回来，你要给我

擀面吃。”

“吃，吃，吃，整天光想着吃。”春桃转怒为喜道，“只要你把药挖回来，

我给你擀上三升面，吃不完把头割了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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