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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2006 年上半年，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计划在全省开展以“知荣

辱树新风，提升陇人品格”为主题的思想教育宣传活动，安排甘肃

省社科院围绕这一活动做些研究工作。接到任务后，院领导、科研

处组织人员进行了座谈，并要求参加者结合专业特点，先在学理上

予以思考，同时组成了由院党委书记、院长范鹏和副院长刘敏牵头，

王步贵、穆纪光、邓慧君、马步升、周小华、魏静、李骅等科研人

员参与的“陇人品格”课题组。课题研究初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青和宣传处的其他同志就一些问题亲临我院进行了指导。

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对“陇人品格”达成了共识，将其

概括为“诚实守信、包容创新、执着坚韧、团结奋进”这样十六个

字。范鹏院长对其予以解释说明，认为陇人品格就是长期生活在陇

原大地的甘肃人民最具特色的社会心理特征和地域文化形象，这一

品格主要是通过千千万万甘肃人，数千年的社会实践和个人言行以

不同形式反复表现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陇人品格是地方精神和

地方人文涵养的具体体现和定格，受精神因素和人文涵养的制约和

引导。就群体或个人而言，它集中体现出群体或个人的心态和行为，

是做人为人的风范；也体现出群体或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就其范畴而言，属于地域文化范畴，反映出地域文化的特征。

同时也认识到，这项思想教育宣传活动是省委宣传部为深化树立社

会主义荣辱观搭建的一个平台，其目的是通过这项活动，继承、发

扬陇人身上已有的优秀品格，并使其进一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

求。

从这一理解入手，我们从品格与精神的含义、品格本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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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的源流、地方人文的特征、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地方文

学彰显出的陇人形象、传统品格的现代化等角度入手，撰写论文，

对陇人品格进行广泛梳理和深入论证。

两千里河山的雄伟苍劲，造就了陇人。陇人作为生活在甘肃这

一自然环境下的群体，受自然环境的感染和熏陶，如黄土一样厚重，

如山塬一样高远，如草原一样辽阔，如黄河一样豪迈，如大漠一样

深沉。在自然面前，她一方面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恭敬谦虚、因

势利导、真实质朴、悲天悯人，另一方面又积极抗争、不懈进取、

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她的精神和品格与自然环境的神韵相适应，

与自然环境的特点相依存。

七千年沧桑的悲壮起伏，历练了陇人。她从远古走来，披荆斩

棘，蹒跚而行，她从对自然的感悟中创造物质需求，提炼精神营养。

她开天画一，烧陶铸鼎，定秩序，明规矩，立郡县，制法令；她以

民为本，以和为要，以和而求统一，以统一而求和；她点燃了边关

烽燧的烟火，夯实了大漠戈壁的墙垣，聆听了丝路驿站的驼铃。她

在金戈铁马的嘶鸣声中，沟通了心灵的鸿沟，跨越了语言的障碍；

在箫管鼓乐的齐奏声中，迎来了八方的来客，送走了四方的友人；

在低吟浅唱的诵经声中，提升了人生的感悟，化解了生命的无奈。

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传递出陇人久远的记忆，无不显示出陇人生命

的痕迹；这一切的一切，造就了陇人宽厚仁和、恢弘大度、包容超

脱的人格魅力。

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风霜雪雨，三十年改革的峰回路转，激励

着陇人。陇人在中华民族千年的巨变中，在工业文明的感召下，从

沉沦中奋起，从懵懂中觉醒，陇东高厚是孕育新社会的摇篮，大漠

玉门钻探出中国的第一口油井，荒漠戈壁崛起举世瞩目的航天城。

陇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谱写出了一个个大我，形成了一个又一

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神和品格，如老区精神、铁人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白银精神、会宁精神、石述柱精神、“人一之，我

十之”的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反映出了陇人踏实憨厚、吃苦耐劳、

舍己为人、坚韧执着的优秀品格。陇人的历史和发展是一段体现其

精神气质和品格风范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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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总结历史，传承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论证视野，

梳理出了具有广泛共识的陇人品格的丰富内容和独特魅力，同时也

指出了某些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了提升传统品格并使其现代化等方

面的问题。我们把体现在陇人身上最典型、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品格，提炼概括为“诚实守信，包容创新，执着坚韧，团结奋进”

这样几个字，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也有一定的实践激励意义。陇

人品格是甘肃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

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感到这项活动仅靠纯粹的学术研究和理

论宣传有曲高和寡之嫌，必须用其他方式进行诠释和阐述，这样才

能对陇人品格既有抽象的论述，又有具体形象生动的说明和刻画，

使人们的感觉更为生动直观，理解和认识也更为深刻全面。于是，

经院党委书记、院长范鹏策划，课题组成员斟酌后，决定由几位中

青年成员分别牵头编写一套“陇人品格”丛书。根据课题组成员的

研究专长，我们进行了分工：由邓慧君同志从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

的角度负责选题，主编《论陇人品格》一书；马步升同志从描写陇

人陇事的杂文、散文、随笔等作品中选优秀作品和典型范例，主编

《说陇人形象》一书；周小华（笔名杨景） 同志从最能体现陇人风貌

的小说作品中，精选汇编《话陇人情结》一书；魏静同志以正史为

主，兼顾其他资料，汇编《忆陇人风范》一书。

我们选编这套丛书是期望对大众达到精神引领的目的。作为此

次活动的参与单位，我们结合学科专长，通过学术探讨、理论阐述、

文学形象汇编、历史人物回顾等形式，对陇人品格进行了论证、筛

选、提炼、展示、点评，初步从思想上统一了认识，为大家提供了

一个参考的范本，以期引领人们的思想行为，以达到客观再现和精

神引领的统一。从而使全省人民能够形成进取协作、自强不息、蓬

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养成素质优良、文化健全、情趣高尚、知识

完备的人文风貌，树立文明、和谐、开放、进取的良好形象。这算

是我们为甘肃省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尽了一份微薄之力，这也

是我们编这套丛书的实际意义。

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活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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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发展。甘肃作为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要想在各个方面能够有

所发展和突破，关键是解决人的问题。而在人的问题中，使每一位

工作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人们，具备一种继承传统、立足现实、面

向未来的崇高精神和品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陇人品格”丛书的选编工作，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配合省委宣传部思想教育宣传活动编辑的

这套丛书，是从特殊的视野对陇人进行了剖析和观察，理解和评价，

这种探索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的愿望是真诚的，试图使读

者从对陇人品格的集中展示和解读中受到启发和感动。这是我们献

给读者的心灵读本。

课题组成员长期身处书斋，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完成这样一个

“经世致用”的课题还是有难度的，在此感谢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励小捷，副部长陈青以及宣传处的同志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也感谢给我们不吝赐稿的学者和作家。正因为有他们的关心

和支持，才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陇人品格”课题组（邓慧君执笔）

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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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凝重的陇人黄土历史血脉上繁纷的幸福
———论短篇小说中的陇人品格

“穷人的幸福很低。”这是民间的哲理。陇上，这片自古以来遭

受频繁战火涂炭、多灾多难的土地，她以自己累累的创伤为中华民

族筑起了边关温暖的屏障，使憔悴内陆得以深深抚慰。大唐以来，

又首先以开放的风姿接纳融汇了西方进步的文化艺术，为一个民族

的开放浇灌了第一苑鲜花。然而人间美景却没有永驻，奢华又在蹉

跎中流失，在表象上代之而起的尽是满目苍凉、贫瘠，而唯有在精

神世界长存的是无与伦比的幸福观：安平乐道。

陇人品格短篇小说所展示的安平乐道的精神世界是繁纷的、多

元的。作品通过个人心灵秘史透射出陇上辉煌的、沉重的历史，苍

凉、隐忍背后的暖色是小说的主要特色。陇人品格小说是当代陇文

学的主流。陇人品格短篇小说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多年的碰

撞、融合与发展，容纳了中国乃至于世界文学宽阔的叙事经验，近

年来不断有作品被各大刊物频频转载，在域外不断获奖。陇人品格

短篇小说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安平乐道是陇人价值观的核心。安平，并非安于贫困，它的灵

魂是和谐中的平和。乐道则是对传统道德从容自信的坚守。这就是

陇人内心普遍的价值观，这是历史的血泪凝成的生存哲理。这就是

现实中的陇人。在文学世界中，陇人形象略有所变，那是作家智慧

活动的苦心孤诣，而灵魂却和现实世界没有异样：暖色调的贫

困———博大的精神王国支撑着的贫困生活。因此，这是一个独特的

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离奢华生活的人很远，离一切看重精神生

活的人却很近。它的优势是沉重，劣势也是沉重。

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它凝聚着一个地域历史、哲学、民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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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文化元素，否则会无法卓立于世界。

陇上作家以爱心展示的世界是特色中国的缩影。也许人类再进

化几十年，这些都会成为珍贵的民俗或是精神“化石”，已不复还

原，但它永远属于中华民族，而不能被同化。这就是“艺术陇人”

的真正价值。

近十几年来，文学艺术的流变以丢弃这些为代价，去探寻更深

的宝藏，而西部乃至陇上作家以他的愚钝坚守着自己的特色，结果

不知是艺术圣殿的光芒重新照耀这里，还是西部人的大智若愚恒定

了流变的漩涡。总之，当下的中国文坛已承认：上世纪的西部作家

以创造西部汇入文学的潮流，而当下的西部文学则是以展示西部引

领了文学潮流。这不能不说陇上文学深深的支撑作用。从这里说明

陇人任何时候蹒跚足迹中所含的审慎态度，才真正代表着陇人的价

值判断。他永远不敷衍趋势，不急功近利。恒定是陇人的魅力！风

起浪急时才更显本色。

细说起来，地处北方的陇人在历史的记忆中应该是豪放霸悍。

北宋大儒苏东坡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

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

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在这里却是儒学的力量轻轻抹平了南北

文化的差异 。因为最彰显陇人精神的是儒家道德风范。它有伟大而

不可磨灭之功，却也存在着大量的糟粕。陇人蜕变的缓慢也导致了

发展过程中坐失了许多稍纵即逝的机遇。但是丢失的因此而丢失，

得到的也因此而更沉重。

当代陇人品格在陇上作家近年来的小说中得到多元表述。在上

世纪流派林立的文学世界中以自己恒定的文学精神力量，在多元化

叙事中经受了碰撞与融合，从而展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特别

是对人类和谐生存愿望的倾诉与表达，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已产生了

经典性文本。这充分说明陇上作家将对陇人品格的关注始终作为其

文学的主要视点，构成陇上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如果历史地看待

这些价值，这种始终从容自信的坚守力量，却正暗合了当下中国文

学“重返 80年代”的审美追问。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小说经历了对历史创伤肤浅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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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转向了文学本真意义的追寻，对新的文学叙事与本土表述在内

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探索上，创建了里程碑式的经验。在后来文学

多元化的追潮中，一些作品走向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再加上随着文

学本身正常的边缘化，使文学变得曲高和寡。“重返 80 年代”对整

个当下文坛有一点似乎是曲折的反复，但对陇上作家却不是重返。

陇上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的文学，它所阐释的和谐生存愿

望是我国文学作品中最丰富、最具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内容。它

所呈现的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已达到空前的水平，已构成当代

优秀作家阐释和谐思想的重要文化现象。但是目前国内文学批评却

尚无涉及这些内容。在全国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

批评家张燕玲女士指出：“确实，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作家很难

再依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必须做到既向内又向外，在直面自己

真实内心的同时，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这个时代丰富复杂的经验，

从而进行一个艰苦的自我提升，真正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和艺术能力。” （见《南方文坛》 2005 年第 1 期，第 5 页，《文学

在当下的艺术可能性》）

其实，“宽阔深入的眼光”早已潜藏在陇上作家的心底，在笔

下率先呈现。自牛振寰女士的《风雪茫茫》顶着当时乍暖还寒的风

险开了先河，邵振国先生的《麦客》风靡中国文坛，陇上作家便是

一发而不可收，对陇人品格走向了自由纵情的展示。像安可君先生、

彭中杰先生，对陇人品格的表述，从生活的细微处着眼，使厚重的

黄土地显得灵秀轻盈，使陇人品格信手拈来，释放着生活的暖色。

陇文化哺育下的陇人品格便通过小说艺术走向世界。这是当代陇上

作家对当代陇文化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短篇小说，表述的陇人品格是通过

农民、知识分子、工人，这些社会的中间力量，展示当代陇人的价

值观和操守，那么到了世纪之交则题材涉猎更加广阔，视角更加新

颖，主题更加多意，艺术手法更加圆熟。《哈一刀》就是一个例证。

陇人的侠肝义胆，是古代人的楷模，深刻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品格

的魅力。刀客在古代民间是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和今天的网上高

手一样凭智慧和精湛的技艺为生。今天在这个历史陇人身上我们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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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够体会到陇人品格的渊源是当代人最大的精神财富。而且作者

倾情展示古代陇上刀客铁血柔情的文学价值，还在于陇人品格所蕴

含的十分丰富的精神元素，那首先是人。只有揭示人性的真实，才

能使艺术的感染达到一定的力度。

爱情、亲情、博爱是历代文学永恒的主题，它成就了许多文学

大师。陇上的爱情却产生不了《梁祝》和《红楼梦》，也产生不了张

洁《爱 是不能忘记的》，它只能产生《风雪茫茫》中的爱情。这是

这片特殊的土地对文学最高的馈赠。沉重的历史、凄惨的生活，迫

使一个女人为两个家庭付出了无法言说的代价。辛酸中的幸福尽管

没有巨大的艺术落差造成的强大感染力，但却是陇上的现实，仍然

是独具魅力的。在文学史上它将会得到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

《为奴隶的母亲》同等重要的位置和影响。无愧地说，《风雪茫茫》

是陇人品格小说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到了《手背》，陇人爱情生活的

背景变了，但陇人的价值观却没变。《手背》通过上世纪末陇上开

放的小城市一群只对肉体负责的男女，追逐欢乐却逃遁一个女性的

真挚情爱，使她在空茫中殉情。它仍然像《风雪茫茫》一样，用低

调张扬着陇人当下的价值观，让人感受到陇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持

守传统品格的撼人力量。

陇上，这是一片极其脆弱的生态下埋藏着历代战争创伤的土地。

贫瘠、落后是无法掩盖的现实。就像《旱滩》中说的：“一口水，一

把料，在一个干涸的季节就能挽救一个生命。她背负着它们，几乎

等于背负着生命的全部希望在草滩上前进。”但是，苍凉、忧伤、凄

婉背后的暖色是陇人品格短篇小说的色调。作品永远展示着人的力

量，它是一种绵里藏针的力量。构成了陇人价值的冲击力，是一种

平缓的、和合的、包容的形式。在《哈一刀》、《茶缘》、《拿枪的桑

林》、《黑脸人》、《旱滩》、《弹弓》等作品中，很有品位的叙事，

使陇人品格的短篇小说从内容和形式都到达了一个新的层次。

因此，我们足以喜悦地说：文学中的陇人品格将会为这个时代，

人们如何走出精神困惑的隧道提供烛照。

杨 景

2007年2月



前 言

2006 年上半年，省委宣传部计划在全省开展以“知荣辱树新风

提升陇人品格”为主题的思想宣传活动，安排我院围绕这一活动做

些研究，接到任务后，院领导、科研处组织人员进行了座谈，要求

参加者结合专业特点，先进行学理上的思考和讨论，同时组成了由

院党委书记、院长范鹏和副院长刘敏牵头，王步贵、穆纪光、邓慧

君、马步升、周小华、魏静、李骅等科研人员参与的“陇人品格”

课题组。课题组组成后，宣传部副部长陈青和宣传处的同志就一些

问题亲临我院进行了指导。

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对陇人品格达成了共识，范鹏院长

将其概括为：陇人品格就是长期生活在陇原大地的甘肃人民最具特

色的社会心理特征和地域文化形象，这一品格主要是通过千千万万

甘肃人数千年的社会实践和个人言行以不同形式反复表现出来的。

大家认为：陇人品格是地方精神和人文涵养的具体体现和定格，受

精神因素和人文涵养的制约和引导。就群体或个人而言，它集中体

现出群体或个人的心态和行为，是做人为人的风范；也体现出群体

或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其范畴而言，属于地域文化

的范畴，反映出地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认识到，这项思想教育宣

传活动是宣传部为深化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搭建的一个平台，其目

的是通过这项活动，继承、发扬陇人身上已有的优秀品格，并使其

进一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从这一理解入手，我们从品格与精神的含义、品格本来的意义、

地方文化的源流、地方人文的特征、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地方文

学彰显出的陇人形象、传统品格的现代化等角度入手，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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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陇人品格进行广泛梳理和深入论证。

两千里河山的雄伟苍劲，造就了陇人。陇人作为生活在甘肃这

一自然环境下的群体，受自然环境的感染和熏陶，如黄土一样厚重，

如山塬一样高远，如草原一样辽阔，如黄河一样豪迈，如大漠一样

深沉。在自然面前，她一方面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恭敬谦虚、因

势利导、真实质朴、悲天悯人，另一方面她又积极抗争、不懈进取、

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她的精神和品格与自然环境的神韵相适应，

与自然环境的特点相依存。

七千年沧桑的悲壮起伏，历练了陇人。她从远古走来，披露蓝

缕，蹒跚而行，她从对自然的感悟中创造物质需求，提炼精神营养。

她开天画一，烧陶铸鼎，定秩序，明规矩，立郡县，制法令；她以

民为本，以和为要，以和而求统一，以统一而求和；她点燃了边关

烽燧的烟火，夯实了大漠戈壁的墙垣，聆听了丝路驿站的驼铃。她

在金戈铁马的嘶鸣声中，沟通了心灵的鸿沟，跨越了语言的障碍；

在萧管鼓乐的齐奏声中，迎来了八方的来客，送走了四方的友人；

在低吟浅唱的诵经声中，提升了人生的感悟，化解了生命的无奈。

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传递出陇人久远的记忆，无不显示出陇人生命

的痕迹；这一切的一切，造就了陇人宽厚仁和、恢弘大度、包容超

脱的人格魅力。

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风霜雨雪，二十年改革的峰回路转，激励

着陇人。陇人在中华民族千年的巨变中，在工业文明的感召下，从

沉沦中奋起，从懵懂中觉醒，陇东高塬是孕育新社会的摇篮，大漠

玉门钻探出中国的第一口油井，荒漠戈壁崛起举世注目的航天城。

陇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谱写出了一个个大我，形成了一个又一

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神和品格，如老区精神、铁人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白银精神、会宁精神、石述柱精神、“人一之，我

十之”的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反映出了陇人踏实憨厚、吃苦耐劳、

舍己为人、坚韧执着的优秀品格。陇人的历史和现实都走出了一条

体现其精神气质和品格风范的历程。

我们以总结历史，传承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论证视野，

梳理出了具有广泛共识的陇人品格的丰富内容和独特魅力，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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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某些缺陷和不足，提出了提升传统品格并使其现代化等方面

的问题。我们把体现在陇人身上最典型、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品

格，提炼概括为：“诚实守信，包容创新，执着坚韧，团结奋进”

这样几个字。陇人品格是甘肃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写照，也是中华民

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组成部

分。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感到这项活动仅靠纯粹的学术研究和理

论宣传有曲高和寡之嫌，必须用其他方式进行诠释和阐述，这样才

可以对陇人品格既有抽象的论述，又有具体形象生动的说明和刻画，

使人们的感觉更为生动直观，理解和认识也更为深刻全面。于是，

经院党委书记、院长范鹏策划，课题组成员斟酌后，决定由几位中

青年成员分别牵头编辑一套“陇人品格”丛书。根据课题组成员的

研究专长，我们进行了分工：由邓慧君同志从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

的角度负责选题，主编《论陇人品格》一书；马步升同志从描写陇

人陇事的杂文、散文、随笔等作品中选优秀作品和典型范例，主编

《说陇人形象》一书；周小华同志从最能体现陇人风貌的小说作品

中，精选汇编《画陇人情结》一书；魏静同志以正史为主，兼顾其

他资料，汇编《忆陇人风范》一书。

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达到精神引领目的。作为此次活动

的参与单位，我们结合学科专长，通过学术探讨、理论阐述、文学

形象汇编、历史人物回顾等形式，对陇人品格进行论证、筛选、提

炼、展示、点评等工作，从思想上统一认识，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的范本，以期引领人们的思想行为，以达到客观再现以及精神引领

的统一。从而使全省人民能够形成进取协作、自强不息、蓬勃向上

的朝气和活力，养成素质优良、文化健全、情趣高尚、知识完备的

人文风貌，树立文明、和谐、开放、进取的良好形象。这算是我们

为我省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尽了一份微薄之力，这也是我们编

这套丛书的实际意义。

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活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

人的发展。甘肃作为经济社会欠发展地区，要想在各个方面能够有

发展和突破，关键是解决人的问题。而在人的问题中，使每一位工



作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人们，具备一种继承传统、立足现实、面向

未来的精神和品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经过将近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陇人品格”丛书的选编

工作，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配合省委宣传部思想教育宣传活动

编辑的这套丛书是从特殊的视野对陇人进行了剖析和观察，理解和

评价。我们试图使读者从对陇人品格的集中展示和解读中受到启发

和感动。这是我们献给读者的心灵读本。

课题组成员身处书斋，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完成这样一个“经

世致用”的课题还是有难度的，在此我们感谢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励小捷、副部长陈青以及宣传处的同志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也感谢给我们不吝赐稿的学者和作家。正因为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才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陇人品格”课题组（邓慧君执笔）

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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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西北地区刀客突然多了起来。在官路上，在驼

道上，在豪门大宅的门楼下，经常可以看见留着“死毛头”、

身穿灯笼状黑衣黑裤的精壮汉子。他们就是刀客。

“死毛头”其实就是“时髦头”的方言谐音。这些人剪掉

辫子后，并不将头发剪短，而是长发披肩，额头与后脑勺间勒

一条红布带。西北地区缺水，风沙大，长时间不洗头，长发板

结起来，就成了一头死毛。穿的衣服，料子都是民间土布，颜

色一律是黑的，款式上衣紧束，下身裤裆宽阔，裤脚抿缩，为

的是纵跃自如，行动利落。一名刀客往往有两把刀，一把长

的，背在身上，一把短的，插在裤脚上的刀鞘里。

刀客为何在民国年间多了起来呢？清朝末年，西北有过几

十年的变乱，往日有嫌隙的，或见财起意的，等等原由，趁着

社会的无序，你杀我，我杀你，若干年下来，你吃了亏，我占

了便宜，大乱结束了，仇恨却越结越深。现在都做良民了，总

不能再去公开地刀来剑往。但有些人并不打算轻易地放弃寻

仇，浪迹江湖的散兵游勇就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有些豪富人

家或商队，并不想再生是非，便雇用一个或几个名头较大的刀

客，在庄院门楼上，或商队领头驼的背上，插一面三角形绿

旗，写上刀客的名字或特殊标记，如此，名头不大、本事欠佳

的刀客便见旗退避了。大量的刀客却是为主家临时雇用，双方

先定好寻仇对象，刀客若觉得力能胜任，便谈定价钱，雇主先

付一半定金，待刀客行事成功，再付全酬。刀客在接受定金之

后，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一要保证行动成功，二是自家

的生死命运与雇主无关，三是出现任何问题，比如被官府缉

哈一刀

马步升

哈
一
刀

马
步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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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陇
情
结

人
获，不能出卖雇主。一个刀客应了事而不尽责，或干了有损行业声誉的事情，这

碗饭肯定是吃不下去了，他的那颗头也肯定保不住了，其他刀客即使掘地三尺也

要找见他，将头从他的肩膀上卸下来才算完事。

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人命关天，规矩便如天一般大。

刀客中名头最大的是哈一刀。这个名号是他自封的还是别人赠送的，已不重

要。他的名字究竟叫哈什么，很少有人知道。哈一刀只带一把刀，说准确点，是

一把刃长八寸的短剑，挂在右半边屁股上。他杀人从不背后偷袭，都是先喊对方

名字，再报自家字号，待其转过身来，做好准备，他拔刀，出手，刺人，收刀，

一气呵成。眼慢一点的人，根本不会发现他做过什么动作，刀原来在哪儿现在还

在哪儿，对方的咽喉已血喷如泉，睁大莫名其妙的眼睛，轰然倒地。有必要交代

一下，他的下刀处都在咽喉，绝不会弄偏地方。成名后，他曾扬言说，哈一刀什

么时候杀人用了第二刀，他心甘情愿为死者家属做一辈子牛马。

话不能说绝。哈一刀终于找着了必须用第二刀才能完事的角色。哈一刀未成

名之前，马五是刀客中名头最响的。马五犯了刀客行中不可饶恕的罪过，他为雇

主刺杀了仇家，没有回去取另一半酬金，却将被害人的闺女劫了去，从此销声匿

迹。刀客只管为雇主取指定对象的性命，不可旁及无辜，更不可劫财劫色。马五

犯了规矩，众多刀客苦苦搜寻，立志要洗刷他带给刀客行的耻辱，谁将马五杀

了，谁便是当之无愧的刀客领袖。可是，没有人能找着马五。哈一刀成名了，但

在未见到马五尸首前，任你有天大的本事，赢得雷鸣般的名声，也没有资格被其

他刀客尊为领袖。

哈一刀决心要找到马五。许多有钱人花重金聘他做护卫，他概不答应，他只

求有一个自由身去寻马五。日出日落，月缺月圆，驿路万里，无边风沙，六年光

阴，哈一刀访遍了西北的豪门大宅，马五还是黄鹤杳然。哈一刀偶然听到一个曾

在腾格里大沙漠中迷路的驼商说，他在沙漠深处碰见过一户人家，男的高大威

猛，女的年轻漂亮，靠耕种一片绿洲过活。哈一刀心中一动，按照那人所说的方

位搜索而去。

在一个阳光可以晒死人的午后，哈一刀找着了这片绿洲。四周是横绝天地的

流沙，一块洼地渗出一股泉水，几十亩沙地得到泉水灌溉，白杨冲天，葡萄溢

香，一片空地上堆放着刚刚收割的小麦。白杨树下有一座庄院，泥巴砌房，树枝

结篱，鸡鸣马叫，好不祥和。他见院中树阴下有一男子光着上身，背对院门，肌

肉纠结，彪悍异常。他没有见过马五，但他知道这就是马五。他纵身越篱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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