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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的一滴泪
好大的一滴泪
大漠中的一湖水
泪花映照着
沙退人进 人进沙退
我在泪中寻觅
芦苇丛中找美
风有情 波有意
柔肠百转 百转千回

好绿的一湖水
沙海中的一颗翠
翡翠映衬着
大漠孤烟 贺兰巍巍
我在翠中滑行
碧波摇曳看美
映着日 飘着月
云水斑斓 日月同辉

多情的一湖水
荒原中的一叶肺
绿肺讲述着
寸草不生 绿映春辉
我在绿中游弋
如诗如画不知归
百荷绽 鸥鹭飞
浪花怒放 小船欲醉

这滴泪
大漠因你而明媚
这湖翠
荒原因你而生辉
这叶肺
宁夏因你而尊贵

望月石的诉说（歌词）
一

你是一首流动的诗
披着火红映着霞
沿着丝路落脚华夏
生根 发芽 开花
生生不息 贺兰山下安了家
甘醇 绵长 浪漫 潇洒
贺兰东麓 葡萄美酒
紫了贺兰 美了宁夏
塞上望月 香飘中华

啊
这是望月石的诉说
你从丝路来 再沿丝路去
有思念 有温馨 有潇洒
端起这杯酒
干杯 走天涯

二
你是一支流韵的歌
回味生命品桑麻
带着深情走天下
温馨 温润 温暖
风雨兼程 贺兰山下又出发
晶莹 剔透 飘逸 挥洒
贺兰星辰 黄河浪花
长河望月 灯火万家
香了宁夏 醉了中华

啊
这是望月石的诉说
你从远方来 再向远方去
有思念 有回味 有风华
端起这杯酒
干杯 走天涯

在六盘山区泾源县地界的沟梁塬峁当中，我
最熟悉不过的，是故园龙爪柳、醴水泉附近，老屋
背后那道被称为北梁的普通山峁。之所以这么
说，是因为自我记事起，到考上县城高中并彻底告
别老屋，北梁于我一直扮演着精神和物质双重“补
给站”的角色。说得再直白明了一些，当年从学
校“六一”组织的爬山比赛、勤工俭学，到为了解
决吃饭生活问题，诸如放牧、挖药、砍柴、采集野
果杂蔬等行为，都和北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把北梁和丁香这样浪漫，且诗意氤氲的字眼缀
连到一起，并形成完整非虚构故事情节，则是这两
年的事情。

经过一干人马紧锣密鼓地全力推进，2022 年
9 月，北梁脚下华兴村，一度曾令我扯心到食不甘
味程度的龙爪柳、醴水泉综合保护工程终于要画
上句号了。不承想，在该区域绿化美化树种的选
择上，有人主张枝干修长曼妙、俊秀挺拔，具有卓
然不群气质的六盘白桦；有人倾向抗病耐寒，古风
与时尚兼备，雍容大度的国槐或与“龙爪柳”同属
一族，有“早春使者”美誉的旱柳。而骨子里多少
潜藏发酵着一些唯美因子的我，则对两种意见“不
敢苟同”。

究其原因，不管白桦、国槐，还是旱柳，我觉得
缺乏一种与古老历史遗存、田园牧歌和农耕文化元
素，妙趣天成的关照呼应；少了一些温暖色块和文
化格调。

就在我为此而大伤脑神经之际，那天早上，由
银川前往固原调研路上，车载QQ音乐，一句豪迈奔
放，磁质感极强，“丁香啊丁香，丁香啊丁香，在巡逻
归来的路上……使我想起家乡”的男高音，令我茅
塞顿开。

——华兴村龙爪柳、醴水泉保护工程的绿化美
化树种，就选故园华兴村老屋背后，北梁山坡随处
可见的野生丁香。

掏出电话，我将这一想法和大家进行沟通，意
见达成一致。第 3 天上午 9 时，当我如期由固原
抵达华兴村工地现场时，六丛绿意盈盈，被特意剪
掉枝梢的北山丁香，已经栽植在早就预留好的坑

位上。
丁香栽在了理想的地方，殊不知我内心的忧虑

才刚刚发芽。
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指导，树木尚在正常

生长期的 9月上旬移植栽种，它能随我美好心愿活
过来吗？

一段时间，我甚至为自己操之过急的理想主义
行为而深深懊悔。

果然不出所料。9月下旬，当我打电话询问泼
辣能干的侄女马兰时，她说，北梁灌木丛里自然生
长的好着呢，但所有移植到广场的丁香叶子已经
掉完了。

听完这话，我由不得浮想联翩起来——除了节
令因素，或许是挖树者动作草率、急于求成，挖断了
主根；或许是图方便、求快捷，把树根的原始土球没
有缠紧；或许是人为剪了树梢，水分蒸发流失太多；
或许是树坑的砖瓦石块没有捡拾干净，影响了新根
的延展生长；或许是缺少底肥，营养没跟上；或许是
丁香牵念故地，水土不服……

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5 月的银川北塔湖边，处处桃红柳绿，芳草萋

萋。一天，环湖走路时，我又拨通了马兰的电话。
她说，王叔啊，村里房前屋后的其他树木发芽散叶
了，昨天检查环境卫生时，我特意仔细查看广场的
丁香树，还都是光秃秃的干枝，一片嫩芽都没有
长出来，好像成活的可能性不大。闻听此言，我
的内心掠过几丝凉意，还有挥之不去的遗憾和
惆怅。

7月 11日，因为一个主题讲座的事，我又一次来
到泾源，直奔黄花乡华兴村。

北梁脚下，阵雨初霁的华兴村连同旗帜般的龙
爪柳，在丝絮一样轻盈缥缈的云雾中时隐时现；仿
佛连空气都是精心过滤淘漉过似的，令人喷嚏连
连，神清气爽。马兰侄女和几个老乡闻听我来，已
在广场上早早等候。

车子在距龙爪柳不远处缓缓停下。当我下车
疾步过去，准备亲眼察看验证六棵丁香究竟是死
是活之际，突然，我被眼前跳跃变幻的一簇簇新绿

惊得目瞪口呆——六丛丁香不仅一丛都没有枯
毙，而且刚刚抽出的新芽长得一派葳蕤葱茏，碧翠
发亮的叶片仿佛刻意用油涂抹过似的；俯首仔细
辨识，顶端一些粗壮健硕的芽尖上，已有花蕾在悄
悄孕育。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叔啊，您有所不知，听说您要回老家来，这

些丁香是这几天才发芽绽叶的。”
“马兰平时不仅把老乡们的事情办得漂亮，话

说得也格外中听！”
我的打趣引来大家一片笑声。
以小学生之态询问请教，一位年过八旬、髯须

飘飘的老者说，这丁香树之所以七月初才发芽吐
叶，主要是因为去年刚刚栽植，新根萌发入土有一
个比较长的过程。同时，今年前半年气温普遍偏
低，树木的发芽开花结果自然要迟缓一些。另外，
这两天的一场透雨也着实帮了大忙。

诚哉斯言！
说好的在村上只逗留十分钟，谁知稍不留神就

过了一个小时。
车子驶离广场，西行经过伏羌庄，折南越焉支

川，下瓦窑坡，只十分钟时间，泾源县城和那处知名
度颇高，名叫“楼上楼”的泡馍馆便在眼前。但我的
思绪还与来自华兴村北梁山洼上的六丛野生丁香，
紧紧缠绕纠葛在一起。

有智者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自觉或不
自觉地背负着故乡的大地河山与草木四季。滋生
于他灵魂高地的每一种风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
特质和斑斓意象。

穿越时间隧道，携一份甘醇乡情，恣意游走在
北梁写满世事沧桑，举目处皆草木杂花，时窄时
宽，时陡时缓，时隐时现，唐人诗意画一般的盘山
道上。

那一刻，我不仅读懂了属于华兴村的历史天
空，袅袅炊烟的乡愁意绪，理解了龙爪柳的宠辱不
惊，悟透了醴水泉的澄澈甘甜；还以当事人姿态，亲
眼见证了枝干如虬、冠盖如云的北梁野丁香，开花
时节缨穗的高洁素雅，散发清香的幽远绵长！

北 梁 丁 香
□ 王治平

N 岁 月

毫无疑问，王西平的小说为我们打开了他的
文字王国。

读西平的《铁马纪事》，仿佛读着一个作者
的心灵成长史。这部小说集共收录了九个短
篇，它们写法迥异，各有侧重，内容关涉求学、
成长、爱情、婚姻、家庭、青春、生命、存在、死
亡等诸多命题。看得出来，西平很会讲故事，
布局谋篇，匠心独运。他正在一步步建构属于
他的诗意乡土和精神栖居之所。西平的写作
既传统又现代，是稳固建立在他的广泛阅读
和情感经历的基础上的。他的小说大致划分
为两类，一类是以旁观者视角展开叙述，另一
类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直接介入并参与故事
进程。

以旁观者视角展开叙述

《雁南飞》是这部小说集里时间跨度较长，叙
事架构较为完整的一篇。西平以旁观者的视角，
用饱含悲悯的笔触，全景式地勾勒出主人公苏小
北艰辛的奋斗之路，从她出生、求学、工作、爱情
为主线，一路写下去，写到了现实中的冲突、和解
和互证。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旁观者）对这片
苦甲天下的土地上的人们的无限同情和热爱，细

致地刻画出了苏小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
与自然和命运抗争到底的倔强性格。

小说《王小萌偷生铁马坪》，篇幅不长，写了
一个叫王小萌的都市女孩，到一个叫铁马坪的小
镇开了一家茶楼，搅动了小镇原本平静的生活。

《恋恋三季》是一部发人深思的关于爱情、婚姻、
家庭、工作的都市情感剧，生动再现了蒋梅和以
鸣二人世界里的欢乐与烦恼，理想与现实，生存
与挣扎，显示出作者对生活卓越的观察力和感知
力。

西平一次次从时间的长河中，为我们打捞出
不同的生活场景和人间百态，比如在《武氏父女
铁马唱响悲情戏》一文中，主人公武丑丑和父亲
武旦旦相依为命，在铁马街讨生活的感人故事。
在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的华丽蜕变背后，催生
出人性的善良，也催生出人性的丑恶，读来令人
唏嘘慨叹。

这四篇小说都采用旁观者视角展开叙事。
短篇小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
讲好一个故事，写好有血有肉的人物，让他们丰
满地站立起来。好在西平有所准备，他详略得
当，剪裁自如，故事的完成度上较为成功，笔下的
人物也个性鲜明。

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

小说《致我铁马的青春轶事》，是一部关于
“我”的心灵成长史，心灵史，整个故事在“我”和
初中同学豆红之间展开。诚然，青春是懵懂的、
迷茫的，也是敏感的、叛逆的。张贤亮先生在他
的小说《早安朋友》的题记中说，“作者有权代表
全知的上帝”，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便于开展
心理活动，推进叙事进程。

在《花季少女死亡记》中，作者一下子就把死
亡这一重大的命题拎出来，摊平在我们面前，有
意地呈现一个人和一群人，在直面死亡时复杂的
表现和矛盾的心态。西平以影视导演的视角，记
录了他关于生活、生命的思考，他的文字就像他
不断变换焦距的镜头，时而宏大，时而纤细，时而
明丽，时而阴郁。读着读着，心情就沉重起来。

《雪域雄鹰和斜眼山羊》以一种轻松的寓言
式的笔触，写了“我”和工地上的几个老乡守在烂
尾楼里讨薪的故事，有微笑背后的眼泪，有沦落
的人性尊严，有挣扎、绝望和呐喊，读来心情沉
重。《父亲母亲的婚事》一文，展现了一个作者非
凡的大胆的想象力，还原和再现了父母恋爱、结
婚的种种细节。这些细节，逼真传神，颇具画面

感，仿佛作者就置身现场，亲眼所见。在语言、结
构和格调上，皆有创见。小说《驴年月里的祖
宗》，全篇弥漫着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其中光怪陆
离的情节设置和近乎荒诞的叙事，让人瞠目结
舌，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好奇。

这五篇都是以“我”的视角介入叙事，突出阅
读过程中的代入感，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避免
面面俱到的散乱和庞杂，让读者能更细致深入地
体会主角的感受。“我”担当的是一个次要人物，

“我”只能和故事的主人公有交往，并不知道事件
的全部，这样就会出现一些疑点和空白，需要读
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使“我”的叙述有强烈的真
实感。

纵观整部小说集，无不弥散着黄土地上特有
的泥土的芬芳和厚重，呈现了一个个复杂多变的
现实，为读者打开丰富多彩的世界。看得出来，西
平正在苦心经营他的创作，在文本的流变和新变
中，他始终保持一个写作者的真诚，大胆地以小说
的形式敞开自己的内心，公开坦白并接受阅读者
无限的审视和揣测。他的内心已足够强大。

作者简介：张开翼，宁夏灵武人，中国诗歌学
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艺评论家协
会会员。

从城乡叙事的流变看王西平小说创作的新变
——以《铁马纪事》为例

□ 张开翼

看到钱红丽写给柳宗元的信。她说去年冬
天，心境郁闷，将《永州八记》一遍遍地读，读至夜
不能寐。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借写山水游
记抒发胸中愤郁的散文。最触动我的是信的结尾：
子厚兄，而人生一场，何尝不是万里投荒？这让我
想起早晨乘地铁时遇到的一件事。

一个年轻女孩和地铁上的安保发生了争执，起
因是上车的时候安保挤着了女孩子，女孩子不依不
饶，怪安保着急上车，说他应该在最后一刻关门时
再上车，应该把机会让给乘客，而不是去和乘客挤，
选择做这份工作就得能受这份苦。一个巴掌拍不
响。安保也不依不饶，义正言严，说既然选择来坐
地铁，就不要怕被挤着，安保也是人，虽是服务行
业，也是有尊严的。

两个人噼里啪啦，在密实的车厢里“炸”起来，
似乎都有自己的委屈和愤懑，都是值得同情的。渐
渐地，委屈越拉越大，从芝麻大的小事件波及到了
人品、底线、生命。像一条抛物线，眼看抛到了顶
端，车厢里的人不安起来，毕竟大家都是同条船上
的人，都不容易，纷纷劝，齐心协力接住，再安安稳
稳放下。

这样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几乎天天在发生。面
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很多人很焦虑，仿佛是一根干

燥的摇摇晃晃的柴草，轻轻一触，就火花四溅。
如果你去挤过早高峰的地铁，你就知道什么叫

活得不易。车门开的那一刻，大家争抢着上车的情
形，像是车里有宝藏，真让人心酸。有人为了赶上
一班车不迟到，竟会不顾安危，眼看车门要关了，还
要抢着上去。

这只是一天的开始，谁又知道后面有多少苛
责，多少困难呢？谁不想优雅从容？谁不想清闲自
在？面对生存，很多人感慨没法选择。看看那黑压
压的人群，大多是远离故土的漂泊异乡者。是的，
人生一场，着实不易。

柳宗元寄情山水，是无寄之寄，我们把一片心
寄在哪里呢？

旅游，电影，运动，美食，养花，读书……总得给
精神找一片乐土吧。

钱红丽在信中说，柳宗元等一批批惊才绝艳之
人，留下的浩浩诗文，一直静静搁在那里，让无数后
来人童年背诵，只有到了中年，才会一点点懂得背
后的曲折景深。岁月让我们读诗阅世，一直都是水
到渠成的，也只有等到他把日子过到中年，世间的
风雨披沥多了，人间的辛酸历经够了，方渐渐明白
——世事多艰，人生实难。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而读书大概是最容易通
向精神豁达的那条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潘向黎有一本书叫《梅边消息》，她说，古诗词
就是她心目中的一片古老的梅花，梅树虽老，花却
长新；历代人读诗犹如赏梅，那些激励、感触、思考、
发现，就是源源不断的梅边消息。而杜甫的诗是不
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等她，等她风尘仆仆地进入中
年，等她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

劳苦人生，忧惧相伴，潘向黎有一个好办法：作
为一个不能免于郁闷和忧虑、时常觉得活得辛苦的
普通人，我觉得多读古诗是让自己寻找心理平衡的
一大妙法。

我在拥挤的地铁上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叶
嘉莹先生作品集》，在摩肩接踵的空间里奋力伸展
出一小片自有的空间，然后记下这样的句子——以
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境过乐观
之生活。

一个豆荚里有五粒豌豆，整整齐齐排着……它
们觉得世界都是绿的。下了地铁，乘着电梯缓缓上
升到地面的过程中，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绿意和
诗意共婆娑的安徒生童话里的世界。透过玻璃窗，
我看到地铁外面的树枝上全是盈盈新绿，越接近地
面，新绿的面积越广。

那一刻，我为看到这样的世界感动不已，随即
想起叶芝的诗：她劝我从容相爱，如叶生树梢；她劝
我从容生活，如草生堤堰。

叶生树梢，草生堤堰
□ 耿艳菊

好大的一滴泪，大漠中的一湖水；
一首流动的诗，披着火红映着霞，沿着
丝路落脚华夏，生根、发芽、开花；穿越
时间隧道，携一份甘醇乡情，举目处皆
草木杂花，时窄时宽，时陡时缓……

对美好的大自然，我们给予最高的
礼赞；对美好的情谊，我们表达最深的
祝福。

对万事万物，我们要保持“诚意”。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诚心正意”。

只有至诚，方可止于至善。
也可以说，无诚意，即无“正心”。
一个人只要诚意、正心，诚心、正

意，就可以达到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
“君子坦荡荡”，否则，就只能“小人长戚
戚”了。

比如，一个人在工作时间偷着打游
戏，这个时候，同事或者领导过来了，他
马上就隐藏起来。他嘴里说着：“我在
写方案呢，我忙工作呢。”他的神色很慌
张，心里很乱。

其实，偷偷摸摸的事情，别人看得
清清楚楚，只不过不说破而已。他以为
别人看不见——自己家的孩子在偷着
玩游戏，你知道不知道呢？

你是知道的。
伪装的时候，就是没有诚意的，别人

心里清清楚楚，只有当事人在自欺欺人。
你做的事情，别人都能看得到，都

能感知得到，或者说，总有一天都能知
道，所谓“诚不我欺”。

你做事情是坦坦荡荡的，别人看得
到的就是坦坦荡荡。自我欺骗的人、没
有诚意的人，就会每天忙着隐藏这个、
隐藏那个，他的心很累、人很累。

有了诚意、正心，不说别的，首先自
己的心里舒服、干净、清爽。

无论独处，还是跟众人在一起，
都 要 保 持 自 己 的 诚 意 ，就 是 保 持 与

“无明”相对的那个“明”，是一种清明
的状态。

只有逐渐趋向于这个境界，一个人
的创造能力才能越来越强，德行才会越
来越好，才能去承载更多的事情，境界
才会更高一层。

□ 薛保勤

诗词二首

湖里蟹鱼肥硕，田中稻谷
金黄。满园鲜果正飘香，一派
丰收景象。

遍野牛羊牧草，数群鹅鸭
荷塘。游人欢笑赏秋光，顿使
心花怒放。

西江月·塞上金秋
□ 孙士彪

山水 宋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