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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述顺，男，1961 年 10 月 5 日生，陕西镇安人，大学学历。

1985 年参加工作，1989 年考入西安体院运动训练专科学习三年，

2004 年 9 月考入中央党校法律本科学习三年。曾任商州市体委二级

武术教练、举重教练、一级举重裁判，陕西省武术协会第三、第四届

委员会委员、商洛市武术协会副主席，商州市体委副主任、文化体育

局副局长等职，现任陕西省镇安县人大副主任。 

1990 年前曾出版闯王武术首卷《双股剑》（未来出版社 1985 年

出版）、《五套传统武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象形武术丛书》（12 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出版），计

200 万字。《中国传统武术丛书》（9 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年出版），计 300 万字。本次奉献给大家的长篇故事《武林探宝》，

系作者刚刚完成的乡土文学作品。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剑锋是我国西部秦岭南坡的一

位青年。他练就了一身绝顶的武功，为了珍惜祖国几千年遗留的武术

真功瑰宝，深入武林，自费万里走访考察，历尽千难万险，克服重重

困难，历时数年，用血的经历探究挖掘蕴藏在民间的优秀武术套路功

法，出版了几十部著作。 

这些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闯王武术”首上中下 4 卷 100 万

字真功瑰宝，主人公为了将蕴藏在商洛山中的明未农民起义领袖李自

成将军。率 18 骑进入商洛山中整军习武，休养生息期间遗留的拳剑

刀枪棍鞭 10 个优秀的武术套路功法挖掘出来，不使其失传，让它造

福人类的强身健体，惠及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为了表达他的爱国

之心，将其所著《中国传统武术丛书》9 卷捐献一部分给北京第 29

届奥运会，由奥组委分送奥运成员国。 

这是一部可读性的乡土文学故事，根据真实事件刻画而成，书中

虚构了一些动人的情感情节，使人回味。撰写这部故事的目的是为了

启迪青少年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努力追求梦想、攀登向上的刚劲和

韧劲，使他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热爱生活、热爱

自己的中华美德精神，能够得到极大的彰显。 

人常说，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创造奇迹纵皇之古今历史，凡是那

些能够为人称颂，身后流芳百世的圣贤志士，英雄豪杰，无不是身怀

远大理想、不怕千难万险执著的追求和努力，踏平了一路坎坷，最后

才达到光辉的顶点，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 

这正是人们平日所讲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

坚强刚毅之精神。话说距我国西部首省山区佑县县城约十里之遥，有



 

 

一个被大山遮挡的依山傍水的小山村。这个村子四周都是郁郁葱葱、

玲珑秀气的小山，村子中间有一条长约五里的小山沟，沟里常常流淌

着清澈见底的溪水，沟两边长满了芦苇和翠竹。在半沟里有一座年代

久远的小石桥。连接着沟两边人家的来往。这个小村庄虽然离县城不

远，但却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如果用“翠竹白云山下，小桥

流水人家”的诗句来形容它的美景也实不为过。 

由于村里绝大部分都是姓鲁的人家，因此，这个村子就被称之为

“鲁家庄”。鲁家庄里的姑娘很少嫁到外村，基本上都是嫁给本村的

小伙，因此，村里人家都是亲戚套亲戚，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亲戚

链。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鲁家庄自古以来民风纯朴，耕读传

家，村民待人接物厚道实诚。无论哪家有了红、白喜事，乡亲们都会

不约而同，主动赶来帮忙，督管分配干的事情，大家都各负其职，尽

责尽力。每到伏天给包谷地薅草的季节，村民们都会自发地组成变工

队，互相换工锄草。轮到薅草的人家，主人就会提前一天打豆腐、煮

腊肉。早、中午吃便饭，晚上收工时，主人就会尽其所有，炒上满桌

满碗的菜，让帮工的乡亲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划拳猜宝，一醉方

休。 

腊月过年杀猪时，左邻右舍都前来帮忙。未开膛的白条猪被吊上

木梯，杀猪匠按惯例，首先割下一个猪项圈，女主人立即将猪项圈放

在锅里煮，肉煮好后，炒上几大盘子菜，热情地招待左邻右舍和一些

帮忙的乡亲。大家吃着烧肉，喝着纯正的甘蔗酒，谈笑着轶文趣事，

那时的热闹场面不言而喻。 

每到正月，一年一度的“磨盘会”又开始了，从正月初几一直吃

到正月底。在你来我往的“磨盘会”上，乡亲们联络了感情，加深了

友谊。即使平时曾发生过一点小摩擦的人，也会在酒桌上相逢一笑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恩仇。正是因为世世代代乡亲们的友好往来，对生活充满憧憬，才使

得村民有股奋发向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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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10 月 5 日，一声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划破了鲁家庄

平日的宁静，一个胖乎乎的男婴诞生了，添丁进口，是乃寻常之事，

乡亲们谁也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男孩竟然走出

了一条非同寻常的人生之路。 

这个婴儿的父亲在少年时代，曾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在村里

也算得上是略通文墨。他见这个男孩在出生时，哭声洪亮，又长得虎

头虎脑，心中喜意油然而生。他盼望孩子从小就能在艰苦环境中磨炼

自己，以便将来成为有用之才。于是他就给孩子取名为剑锋。可惜剑

锋生不逢时，出生时正是我国 60 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的第一年。

那时由于天灾人祸，广大农村饥民遍野，人们吃糠咽菜、食不果腹。

剑锋出生前，家里已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和大嫂成家后，已

分家另居。由于母亲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常年累月，哮喘不止，又

无钱治病。如此病体，别说去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

就连在家里干家务活，也力所难支。更可悲的是，可怜的父亲由于患

白内障，无钱医治，导致双眼失明，从此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人的

生活重担就落在了尚未长大成人的二儿子和大女儿的身上。 

在生活状况如此艰难的岁月里，剑锋的出生，不仅没有给父母带

来丝毫惊喜，反而带来了无尽的忧愁，剑锋的母亲在月子里，家里粮

食紧缺，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吃不饱，也吃不好，哪有奶水喂养噢

噢待哺的婴儿。母亲在生下剑锋的第三天，就强支虚弱的身子，下地

做饭，熬些面糊糊喂养缺奶吃的小剑锋。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天照应。不管吃啥、喝啥，剑锋都见风而

长，身体也比他哥哥姐姐结实。在 60 年代以前，我国没有实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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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农妇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就在剑锋刚上村初小时，母亲又给

他生了一个弟弟。家里本来就穷得难以过活，却又多了一张吃饭的

嘴，实在是雪上加霜。分家单另过日子的大哥大嫂，也有了自己的孩

子，他们根本帮不了父母的忙。剑锋一家 5 口人，老的老、小的小，

只能在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中过日子。 

日子尽管如此穷困，但奉行“子孙不读书，长大不如猪”信条的

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让儿子剑锋从小学读到初中。1971 年 8 月，

正当剑锋上小学时，佑县城关公社给鲁家庄生产大队，分配了一名地

区冷库的招工指标。当时在鲁家庄生产小队里有 12 名城镇插队知

青，知青们都千方百计，挤破脑袋地在争取这个招工指标以便早日跳

出农门，进城当工人。要知道，当工人那该是一个多么惹人眼红的工

作啊！因为在 70 年代，社会上曾广泛流传着“一工二干三教员，最

穷最苦庄稼汉”这句口头禅，可见当工人在当时是多么吃香。大队支

书王学礼,见剑锋家里实在困难，就把这个难得的招工指标给了剑锋

的姐姐。没过几天剑锋的姐姐就进城，当了每月有固定工资的工人。

虽然当时的学徒工每月只发 18 元的生活补贴，剑锋的姐姐省吃俭

用，每月都要给家里寄 5 元钱，以补贴家用，这点钱给家里多少解决

了一些燃眉之急。 

剑锋上初中时，二哥又结婚分了家。家里当时就没有劳动力，年

仅 8岁的弟弟只好给生产队放了 3头牛，每年 210个工分。全家 4口

人就靠这为数不多的 200 余个工分参与生产队里分配口粮和劳动日工

钱。当时队里每个工日价值两毛钱。剑锋在县中上了不足三年的初、

高中，因家里是生产队的欠粮、欠钱户，加之弟弟也应该上小学读

书。面对如此困境，剑锋只好含着辛酸的泪水，离开了学校，回到农

村，参加队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体力劳动，一年到头，过着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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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背朝天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此，年仅 14 岁的剑锋，用他那稚

嫩的肩膀，承担起瞻养体弱多病的二老，供养年幼的小弟上学读书重

担；他用颤抖的脚步，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跋涉，

在汗水和泪水的浸泡中，剑锋饱尝了生活的苦涩…… 

回到队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剑锋，在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超

负荷的繁重劳动和枯燥、单调、乏味的生活中，真正感受到了农村劳

动人民的艰辛。他所在的生产队全是油沙半山坡地，虽距县城不远，

但交通不便，没有公路，出门、下地全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稍不

留神就随时会有掉进深沟的危险。来队里插队知青都不堪重负，千方

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不同程度地步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岗

位。他们在洒满阳光的起点上开始了充满着希望的人生之路，书写着

令人想往的精彩人生。 

俗话说的好，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人，而环境的不同，生活

落差如此之大。剑锋看在眼里，心里的天平失衡了。他想着自己整日

在家乡的黄土地上为挣几个工分，为养家糊口而拼命挣扎。这样的艰

难日子，何日才能出头。当时剑锋深知中国的户籍制度是铁板钉钉

子。自己家里祖祖辈辈是农民，农民的子女生来就注定是农业户口，

招工招干都是吃商品粮户口子女的专利。农民子女想跳出农门，除了

应征入伍或考上大学，就别无选择。大丈夫应能伸能屈，既然命运安

排了自己，自己也暂时无法改变命运，剑锋也就认可了这严酷的现

实，一头扎进家乡那贫脊的土地上为挣得几个工分而拼命地劳碌着。 

一年春天，在播种玉米时，队里要把掺杂着猪粪、牛粪和垃圾的

肥料用人工送往几里以外的大山上坡地里。送粪都是用竹子背笼背

粪，按土筐子记工分，一筐子土粪一分工。强壮劳力都可以轻松地背

三土筐粪。而出校门不久，年仅 14 岁的剑锋最多只能背一筐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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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但他为了一次能挣到二分工，就硬着头皮，让装土粪的人给他背

笼里倒了两土筐粪。开始上路时，还觉得不太重，勉强能支持得住，

也能跟得上背粪的人群。 

山上的粪场和对面的大山粱中间隔着一道大山沟，先要沿着羊肠

道一步一挨地下到沟底，然后又要爬上对面又高又陡的山坡。剑锋感

到背上的背笼越来越重，像一座小山似的压在身上。他拼足全身力

气，小心翼翼地加快步子，唯恐自己挡住了背后的同伙。好不容易把

粪背到沟底，剑锋又渴又累，他把背笼靠在一个土坎上，就一头扎进

山沟的溪水里，大口大口地喝了一肚子冷水，这才稍稍地松了一口

气。 

刚歇了不到 5 分钟，背粪的人又开始登上了上山的小路。这次剑

锋学聪明了一点，他担心自己人小体弱，赶不上队伍、挡了别人的

路，就等着其它背粪的人都上路了，这才背上背笼跟了上去。背粪的

人为了中途歇肩，每人都拿了一个用木棍做成的支撑背笼的支架，当

地人把它叫做“打柱”。“打柱”在平路上还比较好支撑背笼，而在

陡坡上使用，可要有一点技巧，否则就支撑不住背笼。剑锋由于不会

使用“打柱”，在山路上歇脚时，尽量找一个能停靠背笼的土坎休

息。可是，当他上到半山腰时，前面的人都用“打柱”在路上歇脚

了。 

这时，在剑锋所处的位置，前无土坎、后无土墩，根本没有停靠

背笼的地方。剑锋被背笼压得实在忍受不住，双腿不住地打颤，没办

法，只好撑起“打柱”来支撑背笼。由于山势太陡，剑锋立脚不稳，

看着山下深不见底的山沟，他心里突然一慌，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连

人带背笼，一个倒栽葱滚下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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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剑锋滚下山坡时，背笼还背在背上，而背笼里的粪却荡然无

存，这时，尽管他在坡上翻着跟头，但神智却非常清楚。他默默地

想，如果滚到沟底，后果将不堪设想。多亏剑锋福大命大，当他仅仅

翻了三四个跟头时，刚好有一颗粗大的核桃树将他拦腰挡住。剑锋此

时早已惊出一身冷汗，但却化险为夷、虚惊一场。 

30 多年后剑锋在广州出差时，巧遇一位来自香港周易研究所的

周易预测大师。这位大师用周易准确地推算出，剑锋家居山区、出生

农家、家境贫寒、少年时代饱受饥寒，14 岁那年，险遭大难，但大

难不死，后福不浅。听罢大师所言，剑锋暗暗称奇，没想到他的人生

经历被大师一一言中。 

剑锋经此大难，对人生命运顿时大彻大悟。他觉得人生在世，福

祸相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即使再苦再累，活着就好。如此

以来，繁重的劳动，缺衣少食的生活，这一直困扰在他心中的煎熬，

才稍微有所缓解。 

一天，生产队里来一位县畜牧局的干部，和社员们一起参加队里

的春季备耕劳动。到中午收工时，大家都纷纷回家吃午饭去了。由于

小队长的疏忽，没有给这位干部安排吃饭的地方。这位干部也不好意

思去问，就只好忍着饥饿，坐在地头。剑锋见此情景，就二话不说，

热情地邀请这位干部去他家里吃饭。 

在吃午饭的闲谈中，剑锋才知道他家住在关中，姓姚名家昌，毕

业于西北农学院兽医系，不仅会给牲畜治病，还会割猪阐牛。这个人

很健谈，还有出门人的嘴甜工夫，出言很中听。他具有良好的文化素

质，他以关切的口吻对剑锋说：“兄弟，好好努力，将来会有前途

的。”剑锋长叹一口气：“难啊，咱前面又没有得力的亲戚朋友，自

己的文化程度又不高，机会怎能轮到我的头上呢！”这位干部语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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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地开导剑锋说道：“事情总是在变化的，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

平等的，只要把握时机，勤奋努力，总会有收获的。无论你做什么事

情，觉得有意义，对社会有益，对家庭有利，对个人成长有帮助，就

应该努力地去做，为之奋斗。”他说的一番话，虽然剑锋当时听得不

大明白，但在少年的心里却产生了一定的震撼。从此以后，剑锋心中

产生了细微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朦胧思考着改变人生处境的意识。 

春天的农村，阳光明媚，鸟语花香，麦苗也在起台子了，满遍野

的油菜花，豌豆花在尽情地炫耀着它们的姿色，展现出旺盛的生命

力。春光美好，但却掩盖不了农村贫困、压抑、沉闷的气氛。因为这

个时候，也正是中国广大农村青黄不接的季节。剑锋家里的粮食要接

上夏粮分配，还差一个月的口粮。他姐姐在学徒期间、省吃俭用，攒

下了 30 元钱在春节前，托熟人捎回来给父母添置衣服。母亲把这点

钱锁在箱子里，一直没舍得用。母亲眼看着家里的粮不够春季吃，接

不上小麦下镰，于是就让剑锋揣上这几十元钱，去距县城较远的深山

农户家里买玉米。母亲担心儿子出门饿肚子，就烙了几个糠菜饼子，

让儿子带在路上充饥。剑锋揣上干粮，拿着化肥袋子，出门上路了。

他一边走，一边打听，看哪家有玉米要卖。经过仔细打听，他来到距

家 30 多里的向阳公社前进大队第三小队的余粮户尹昌贵家。剑锋满

以为，尹家有余粮，自己吃不完，一定会把粮卖给他。那晓得，来到

尹家后，尹昌贵害怕露富，又害怕队里人知道他卖粮，会整治他。因

为在那个年代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买卖粮食是投机倒把行为。一旦被

人发现，轻则没收粮食，重则在社员会上被批判斗争。剑锋再三说好

话，尹昌贵才答应卖给他 15 升玉米，每升 5 市斤，一升 2 元钱，刚

好 3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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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锋用手张着口袋，看着装满金黄色玉米的大板柜，多么希望尹

家主妇把升子量满一些，每升能多给几粒。在量玉米时，主妇很老

练，总是把升子量得平平的，量满升子后，再用竹尺子刮一下，一点

也没有多余的。剑锋看着从升子里刮下来的几十粒玉米，心疼极了。

要知道，在难熬的春荒季节，每一粒粮食对烧火断顿地农户来说，都

是很珍贵的。看着装满 15 升玉米的口袋，剑锋的心里高兴极了。他

暗想着，当他把粮食扛回家时，父母一定会很高兴！因为靠这一口袋

玉米，再掺些萝卜干和野菜，全家人就可以度过难捱的春荒了。然

而，过后不久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击碎了他人生的梦想，使他深深

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当时天虽然有点冷，但县城的大街上到

处张贴着标语：“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欢迎适龄青年，踊跃报

名应征”，给冰冷少人气的大街带来了丝丝暖意，因为这是广大农村

青年最盼望的时刻，是美好希望开始的起点，他们多么向往能够应征

入伍，去当一名光荣的军人，跳出农门。 

征兵报名工作开始后，好多适龄青年都争先恐后地踊跃报名，鲁

家庄大队也有几名符合入伍条件的青年报了名。早已对当兵渴望的剑

锋，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报名应征的机会，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参加

了体检。体检结果出来了，完全合格。当剑锋听到这个消息时，别提

心里有多高兴了。城关公社武装部长让剑锋把当兵的事给大队汪支书

说说，希望能得到大队和支书的批准。 

剑锋兴冲冲地来到支书家，向他说明了来意，并表达了自己当兵

的决心。剑锋满以为支书一定会满口答应。他万万没有想到，支书沉

思了一会说：“你要当兵虽然是好事，但你家庭条件不具备，你爹双

目失明，你妈体弱多病，你弟弟上小学，你要是当兵走了，家里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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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看，全家人的生活咋办？这不行，你还是打消参军的念头吧！”支

书的一番话，如瓢冷水浇在剑锋的头上，使他从头凉到脚。他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如同一个木偶，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发呆。心

里如同放了一块石头，只觉得沉甸甸的，他深深的知道，大队汪支书

那说一不二的犟脾气，他即使再求情，支书也是不会松口的。此时此

刻，剑锋觉得天昏地暗，无路可走他强忍住泪水，头也不回地跑回家

里趴在床上伤心的痛哭着。这次打击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支书的反

对，击碎了他的梦想、击碎了他的追求、击碎了他唯一能跳出农门的

希望。 

在征兵的那段日子里，剑锋像霜打的茄子。他精神恍惚，白天做

活打不起精神，晚上整夜的失眠。几天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圈。母亲

看到儿子为当兵的事这样伤心，就劝他说：“娃呀！你心里想开点，

人没有过不去的坎，为这么一点事，你就熬煎得吃不下，睡不着。地

上的路千万条，你总不能光指望走这一条道，只要你有志气，有的是

机会，将来你一定会有出息的。” 

话是开心的钥匙，母亲语重心长的一席话，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

认识。他渐渐地想通了，调整好了心态。他暗暗地发誓，只要我努

力，总有一天我会有出息的，会实现我人生的价值。 

1974 年夏天，公社赵书记下乡来到剑锋所在生产队检查工作。

赵书记从他家门口路过时，好客的剑锋，热情地邀请赵书记到他家喝

水、纳凉。在闲谈中，赵书记知道了剑锋的想法和愿望，就诚恳地对

他说：“你这小伙子人不错，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考虑优先推荐你出

去工作。”赵书记的话，又一次点燃了剑锋心中的希望之火，他多么

希望赵书记说话算数，把他的事放在心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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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伏的天气，太阳像火球似的挂在空中，晒得人身上火辣辣的。

剑锋和社员们一起在包谷林里薅草。包谷叶子像一把把小刀似的割着

剑锋的脸和裸露的手臂，划出了一道道细小的血痕。汗水顺着前胸和

脊背向下淌，汗水流在划破的伤口上，针扎似的疼。汗水不时地糊住

剑锋的双眼，他手抹着脸上的汗水，不停地用手甩汗。 

这时，生产队吴队长领着社员们从边赛上压过来了，不时地喊

着：“脚麻利点，卧肚子了，今晌午要熬晌，把这片地的草薅完了再

收工吃饭。”剑锋拼命地鼓足劲，不停地挥动薅锄薅草总是赶不上赛

口，已经卧肚子的赛口总是鼓不起来。这时，他又累又饿，身上的衣

服已被汗水浸透了，力气已被这超负荷的劳动消耗得一干二净。尚未

长大成人的剑锋在那些青壮年强劳力面前，显得那么的弱小，他再用

力也赶不上压过来的赛口。他身上在流汗心中在滴泪，他心里在哀

叹，这一天天，一年年无休止的强体力劳动，何年何月是个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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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在艰苦的劳动中，过去了一天又一天，剑锋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慢慢地习惯。对前途看不到希望，日复一日无休止的劳

动。他那不安于现状，力图改变命运的欲望逐渐被严酷的现实磨灭

了，他思维似乎麻木了。就在他绝望的时候，命运让他又一次看到了

希望。世上的事，有时也说不清、道不明，可能就是人经常所说的机

遇或许是缘分吧！一个人如果平时总是处心积虑地在向往着办成某一

件好事，而命运之神却偏偏和他作对，让他东不成、西不就。而当一

个人万念俱灰，默默屈从，不再有任何希望的时候，命运之神却又突

然垂青于己，给人带来意外的喜悦。而已逐渐屈从于宿命安排的剑

锋，在不知不觉中遇到了从天而降的好机遇。 

酷热的夏季过去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终于盼来了秋收。

1974 年秋季的一天，剑锋正在地里和社员们一起收包谷。突然听到

一个操着东乡口音的人在大声喊着：“哪位是剑锋，你快来一下，我

有事找你。”正忙得满头大汗的剑锋，听到喊声，也不知有什么事，

一头雾水地来到地头。只见一位身着蓝色中山装，身高约 1.75 米，

年龄在 20 多岁的干部模样的人，用温和的眼光打量看他，和颜悦色

地对他说：“我姓王，在县城建办工作，你们公社领导推荐你到县城

建办去工作，你愿意去吗？”他的话使剑锋既又惊又喜，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天哪！有如此好事能到县城参加工作，好机会能轮到自己

吗？莫非是这个陌生人拿他开心，和他开玩笑？剑锋疑惑不解，呆呆

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一会，都没敢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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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见剑锋站在那儿沉思不语说道：“兄弟，想好了吧，今天时

候不早了，要不明天你到县城建办来找我。”话一讲完，这位同志就

告别了剑锋，向县城方向走去…… 

放工后剑锋回到家里，尽管做了一晌午活，肚子早饿了，但他却

一点也不觉得饿。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他担心好事来得太快、

太突然，会不会又突然消失了。这天夜里剑锋失眠了，怎么也睡不

着。他思前想后，脑子像过电影似的，好的消息，与不可能的结果在

一块纠结。他想，如果真的梦想成真，那岂不是时来运转？如果事情

办不成，那岂不是老鸦叼个猪尿泡空喜一场吗？已平静的生活，又是

一次意外的抨击。就这样，他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天快亮时，才迷

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由于心里有事，虽然睡着了，也睡得很朦胧，不踏实，天刚亮一

会就醒了。他匆匆弄了点吃的，就心急火燎地一路小跑直奔县城。尽

管昨天小王给他把招工的事情交代的很清楚，但他心里有些没把握。

担心事情会节外生枝，突然间发生变化。他一边奔跑，一边在心里默

默祈祷：“老天保佑，千万让我今天把事情顺利办成。” 

真是心急腿快，剑锋很快就来到县城建办。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情走进王同志的办公室。王同志见他来了，就十分亲切地说：“来得

早啊！”“不早，你都上班啦！”他微笑地答道。 

小王起身给剑锋倒了一杯水，含笑地对他说：“这里有三份招工

表，你拿去看看，是否同意到这里来工作。同意来，月工资 27 元，

干得好，每月还可以给你发一至两元的奖金。来年要是不愿意来了，

就不再续签合同。如果你干得不好，单位可以终止续签合同。”剑锋

听王同志这样一说，知道事情没有变化，顿时压在心中的石头落了

地。他连忙点头答应：“我愿意来，我一定把工作干好。”小王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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