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文作品 责编：杨 鸥 邮箱：huawenzuopin@sina.com

2022年11月20日 星期日2022年11月20日 星期日

太平畈石斛

霍山县太平畈乡地处大别
山 最 高 峰 白 马 尖 附 近 的 深 山
里，是霍山石斛的关键种源基
地和重要生产基地。由于太平
畈乡位处北纬 31 度线，因而霍
山石斛亦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
面纱。盘山公路在深山老林里
缘溪而入、穿云而上，车行两
个小时后，我们踏上了这块神
秘土地。

果然是一片仙草的王国。
在太平畈乡 86 平方公里的山岭
和林地上，到处都是柔软、饱
满却神秘的石斛身影。5 月中
旬，恰是霍山石斛花开旺盛的
时期，树林下，山谷里，溪流
边，岩石上，树缝间，各处都
是石斛盛开的洁白花朵，淡淡
的 石 斛 花 香 弥 漫 在 树 丛 、 竹
枝、山影和仄石间。

晨间沿草梢拂足的山路斜
过 去 ， 走 到 叮 咚 作 响 的 山 溪
边，除却山草及枫杨的鲜活气
息，还闻得到石斛开花和溪水跌
落的那种有魂灵的鲜香气。霍山石斛指的是霍山米
斛，霍山米斛则是石斛中的极品。石斛业内有一句
行话说得明白：铁皮石斛论斤称，霍山米斛按克卖。

原生态野生的石斛，都喜欢生长在山谷里、溪
水边和树荫下的石头上，和苔藓、松树皮、湿润的
石屑以及肾蕨等古老的孢子植物生活在一起，组成
一个小型的植物群落，千万年来，默默地、也是自
在逍遥地生生灭灭着；我猜想，古代的有道之人，
见到石斛，不由地打内心里起了大欢喜，便就地为
这种仙草起个名字，叫它石斛。石斛的斛字，一定
是从石斛的形状来的。石斛各个肉质的枝节，和古
代称量粮食的容器斛极其相似。米斛的米字，则必
定是从米粒的形状来的，米斛肉质的枝节，像极了
一粒粒饱满的米粒。

月亮湾作家村

安徽省霍山县东西溪乡位于大别山深处，当地
交通不便，没有特色资源，是贫困小山乡。2016年
初冬，我到东西溪乡采访，发现东西溪乡党委领导
正为当地已经废弃 30年的老厂房找出路。这些老厂
房建于上世纪 60年代，这些墩实高大的旧厂房不就
是最富乡情和乡愁价值的符号吗？何不将这些老厂
房与作家的文化内涵来一次火花电石般的碰撞，或
许能碰撞出一个乡村振兴、文学扶贫的新生命、新
舞台、新篇章。

2016 年 12 月 30 日，霍山县东西溪乡中国·月亮
湾作家村文学扶贫项目启动仪式，在东西溪乡原淮
海机械厂旧址举行。当地开始了艰辛的一期工程建
设，筹集资金，规划设计，持续推进。2017年10月
28日，中国·月亮湾作家村举行了盛大的开村仪式。
作家村项目得到了全国各地作家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作家王蒙为作家村题写了村名并亲自参加作家
村开村仪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也十分关注作
家村建设，多次了解作家村建设及文学扶贫情况。
2018 年 9 月，铁凝率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主题采访团来中国·月亮湾作家村采访、调研，推动
作家村在乡村振兴、文学扶贫道路上更好发展。首
批 18位作家已经入驻作家村，他们在东西溪乡开展
各种义务支文支教活动，为老区脱贫和发展贡献力
量。全国各地作家也用捐赠图书等各种方式，为作家
村这个新生命的健康成长助一臂之力。作家村的建
立，为大别山老区带来满满的活力，各地游客慕名而
来，节假日更是游人如织、人头攒动，他们不仅带
来了人气、带来了资金、带来了消费，带走了土特
产品，更带来了新观念、新思路、新潮流和宽广的
眼界。美丽乡村建设，需要的正是绝地反转、敢为
天下先的那么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文精神！

作家村一日

天似亮未亮时，山谷两边的鸟已经各式各样地
啼叫着了，咕咕，哔哔，哗哗，叽叽，有的声音是
拉长的，有的声音是拉长后又拐弯的。

其实，秋晨的山乡早已醒来。山花簃小院里的
杏树树干在深夜的寒凉里缩成紫红，但树叶深绿。
淮河书院大门外有位妇女在打扫落叶，她隔着油坊
溪用当地方言和骑摩托路过的山民说话，嗓音响亮
又带着山土味。

我们清晨醒来，先在作家村志愿者的值班日志
上记录来村的所见所闻，再沿山谷里的文学步道环
行一周。这条环路大约有四五公里路程。栖凤谷里
的石斛苗上挂着晶凉的露珠，松针上一片珠白，但
那还只是露，不是霜。溪侧人家正用老式方法磨豆
腐，豆香在溪头安逸地飘动，于是一种当地叫豚的
鸭类昂起头呱呱地在溪边叫起来，提醒路过的人注
意它们的存在。一路上都有桂花的香气撩拨人心，
桂花的香气里还有低矮深绿的茶树、高大的板栗树
和藏在野草丛里当地叫八月炸的一种香甜的瓜类的
衬托和点缀。

上午的读书会就在枕溪山房宽敞的堂屋里进
行，文友们带来了新近出版的作品集，赠送给能容
纳6万册图书的淮河书院图书馆。每位作家都介绍一
部自己最近阅读的图书。然后作家们前往东西溪乡
中心学校，给初中同学们上一堂文艺课。作家们都
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课题相互不能重复。下
午在作家村进行一周研学培训的金融系统学员进行
了结业联欢。晚饭后在各山村调研的大学生陆续回
到村里，山林黢黑，寒风愈紧，大家围坐在火盆
旁，乡干部和驻村作家为一方，大学生们为一方，
竟对起歌来。作家村的一天结束了，但山里和山外
的那颗心，仍在共同地跳动着。

哗啦一声，随着母亲手臂一抖，一大盆
洗衣水泼在冷冻的冰面上。十几分钟后，
洗衣水凝结成冰，原本坑坑洼洼的冰面变
得光滑平整。早已严阵以待的弟弟稳稳地
坐在父亲自制的滑轮上，昂头弓腰，身体前
倾，戴着棉手套的两只手用力把两支滑杖
往前伸向最远可及处，两手向后用力，滑轮
嗖地一下向前冲去。

滑轮是父亲亲手做的。一块厚实的木
板当坐骑，刨得光滑平整。四周固定，那
两条铁条被磨得刀剑般光滑透亮，被誉为
滑轮。再用粗壮结实的两条铁棍，一头装
上木手柄，称为滑杖。

滑冰场最初规模则是入冬后一层层的
雪和水凝结而成。初始表面凸凹粗糙，孩
子们玩滑轮很是吃力。母亲想出了一个主
意，就是每个周末洗衣服后，把几大盆洗衣
水一次次地泼洒在冰面浇灌。记得母亲曾
说，即使在冰上摔倒也不怕，水面是干净
的。母亲浇筑的滑冰场带着洗衣粉的香
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创举吧。

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则喜欢在冰面上
“打滑叉”。所谓打滑叉就是一只脚先伸出
去，脚呈 45 度角，脚掌用力在冰面上往

前推动，随即两脚着地，身体前倾，顺着
冰面滑动。记忆里妹妹最初打滑叉时，两
只胳膊高高架起，晃晃悠悠，缓缓地滑出
去。渐渐熟练了之后，开始花样滑冰。有
时仅右脚落地，身体前倾，左腿高高抬
起，如同小鸟一般飞出去。紫色灯芯绒褂
子的两只袖子像极了小鸟的翅膀，翩翩地
在冰面上飞翔。

唯有作为长姐的我，胆小如鼠，从来
未曾斗胆打过滑叉。有时出门不得不经过
光溜溜的冰面，总是两只胳膊左右伸开以
保平衡，小心翼翼。越是谨小慎微怕摔
跤，越是结结实实地摔过几个大跟头。好
在冬天穿得厚实，年龄又小，所以倒也从
未伤过筋骨。后来读书后，对于如履薄冰
的理解，就是儿时的自己走在冰面上的贴
切写照。

上世纪 70 年代的秀容小城，到了冬
季，漫天风雪，既无铲雪车，亦无人打
扫。整整一个冬天，大街上、小巷里，雪
铺了一层又一层，被南来北往的人们踩得
结结实实。雪压成了冰，冰上再覆上一层
层的雪。尤其到了早春时节，偶尔有一天
暖和起来，冰雪消融。到了晚间，气温骤然
下降，水凝结成冰。第二日，整座小城变成
了一座巨大的滑冰场。日日走过的北关大
街从古城楼到新建路口，整条大街滑溜
溜，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泽，俨然成了一
条长长的滑冰跑道。

到了午间，放学了。女孩子们几个人
手拉手排成一行，用棉鞋当滑板，齐刷刷
地在晶莹透亮的街道上步调一致速度均匀
地往前滑动。暖暖的阳光，澄澈的蓝天，
清冷的北风，穿着各色花罩衫的女孩子

们，笑声朗朗，步履稳健，迎着阳光，向
前滑行。我则小心翼翼地走在没有结冰的
路面上，慢条斯理地欣赏同伴们的美妙身
姿。那是记忆里最美丽的冬季画面和最绝
妙的天然滑冰场。事隔多年以后，依旧清
晰地记得那场景，那阳光，还有我的那些
勇敢的小伙伴们。

光阴在一场一场的大雪里飞扬而逝。
父亲亲手制作的滑轮，母亲用一盆盆洗衣
水浇筑而成的滑冰场，早已不复存在。父
亲不在了，母亲已是耄耋老人，当年的稚
龄孩童，已是人至中年走过半生岁月。往
事悠悠，记忆永恒。又是一年漫天风雪的
冬季，在文字里记下那些年的风雪，那些
风雪里的岁月，那些岁月里的温暖亲情、
成长故事，还有满载父母体温和印记的我
们的滑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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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里，刘绍棠老师简直是为写作
而生的。他 10 岁时第一次写作文，就写
了一部“长篇作文”《西海子游记》，整整
写满了 5 册作文本。1949 年 10 月，他在

《北京青年报》 上发表了微型小说 《邰宝
林变了》，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第
二年一年之内写出了 20 多篇小说，发表
后引起文坛关注。1951年9月，他被作家
协会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也是这
个月，刘绍棠的《完秋》在孙犁主编的《天津
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受孙犁赏识。他
在读高中时发表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被
收入高二语文课本，那时，刘绍棠还在读高
中，他学的课本上就有他自己的作品。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刘绍棠是最“红”的青
年作家，受到叶圣陶、孙犁这些文坛耆宿
的关注，被孙犁视为“得意门生”。

新时期开始后，刘绍棠老师是带着《蒲
柳人家》强势归来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刘绍棠老师先发表了一批中短篇，诸如

《蛾眉》《渔火》《荇水荷风》《鱼菱风景》《瓜
棚柳巷》《二度梅》《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但
他的主战场是在长篇小说，不止出版了三
部曲《地火》《春草》《狼烟》，仅在 1986 年，
就出版了《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这个
年月》等多部长篇小说，1987 年出版了《豆
棚瓜架雨如丝》，1988年出版了《野婚》《水
边人的哀乐故事》。

创作是一个作家终生的事业，这个事
业不是依赖某一部作品完成的，就像刘绍
棠老师，尽管不到 20 岁就出版了短篇小
说集和长篇小说，这使他的创作有了一个
很高的起点，但那也只是起点而已，他们
创作的主体部分，必须在人到中年以后才
能完成，因为文学世界的创造，不只依赖
才华，更依赖人生的历练，在 80年代“卷
土重来”之后，必然爆发出更加强劲的写作
能量，刘绍棠老师完成了一系列长篇小
说。可以说，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是一部
大作品，反映出一个作家创作的韧性、持久
性、吞吐量和综合实力，最重要的，是一个
作家对于写作的忠诚，像屈原一样“虽九死
其犹未悔”，既不因外界因素而放弃，也不
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转移。我们看待一个
作家的创作成就时，也必须把他一生的作
品当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只看他一时、在一
本书里的表现，尽管某一部作品有可能集
中地展现他的才华。也就是说，一个作家
创造的不应该仅仅是一座单体建筑，而是
像故宫那样，成为一个建筑群。这个建筑
群是高低错落的、彼此配合的，甚至可能
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这才是一个作
家创作的真实、鲜活的样貌。正如刘绍棠
老师，以他一生的创作，构筑了中国乡土
民间的壮丽史诗，这是刘绍棠老师的创作
给我最好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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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刘绍棠老师的时候，是我1986
年上大学以后，也就是他接二连三推出长
篇小说的日子。我每次去和平门那座红帽
子楼，都会提前打个电话，选定一个下午
去看他。他一般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
儿，下午会客。那时刘老师五十出头，还
不到我现在的年纪，但他很有危机感，因
为他已经失去了 20 年时光，他要把这丢
失的20年抢回来。

每次我去拜望刘绍棠老师，他都非常
高兴。我们聊他正在写的小说，他也建议
我应该读什么书。外国作家，他推崇托尔
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主张我多读 19
世纪欧洲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作品。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雨果《巴黎圣母
院》《悲惨世界》、司汤达《红与黑》，还有屠
格涅夫的大量散文，我都是那时读的，肖洛
霍夫 《静静的顿河》，我是在 30多年后写

作长篇小说《国宝》时才读。刘绍棠老师去
世后，我在一篇怀念文章里写：“刘绍棠老
师总令我想起屠格涅夫，亲爱的老屠格，
像俄罗斯的河流一样不朽，像初恋一样洁
净，像秋日的天空一样辽阔。刘绍棠老师
的善良明净，让我们对他总是心存感激。”

刘绍棠老师知道我读书多，也写了不
少书话文字，遂主张我的写作从书话开
始。我们这代人，与刘绍棠老师那代人截
然不同，他们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有着丰
富的乡土生活经验，这为他们提供了丰富
的创作素材，所以他们的作品大多取自直
接经验，而我们是从学校到学校，再到工
作岗位，生活经历狭窄，这限制了我们写
作的发展，至少对我而言，写作题材大多
取自间接经验，也就是从书本中获得，这
培养了我们的思辨力，而少了许多原始的
激情。1996年，我出版《文明的黄昏》一
书，请刘绍棠老师写序，刘绍棠老师在序
言 中 说 ：“90 年 代 作 家 比 50 年 代 起 点
高。”“看到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的理智、
冷静、潇洒、俊逸，使我对 21 世纪的中
国文学事业充满希望。”“我常说这一代人
灵气很高，底气不足。希望这一代青年别
怕磨难，生活的酸甜苦辣咸都尝一尝。天
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因而
非常希望他们重视深入生活，到人民大众
的生活中去充电和补给。”

那时候的我，正如绍棠老师所说，底气
薄，心气旺，却完全不自知。人到中年，历
经生活磨难之后，才明白了山高水低，意识
到绍棠老师所说，全是金玉良言。

对我个人的创作，刘绍棠老师夸赞了
一番，最后说：“我是写小说的，曾暗中
希望祝勇年岁大一点儿，能够改行写小
说。祝勇的散文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我
反倒更希望他成为散文专业户，不要改行
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绍棠老师如师如
父的体贴关心。想到斯人已逝，心里有说
不出的酸楚。

那时的刘老师心情愉悦，他的小说创
作也进入了他一生中的黄金期。他十分珍
惜自己的创作机会，他心中藏着一个完成
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他给自己设定
的截止时间，为1996年。

自 1984 年到 1996 年，刘绍棠老师完
成了 9 部长篇小说，分别是：《京门脸
子》《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
草》《豆棚瓜架雨如丝》《野婚》《水边人
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加上他在

“隐居”儒林村的 20 年中完成的三部曲
《地火》《春草》《狼烟》，刚好12部。

诡异的是，刘绍棠老师怎么知道他一
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总数是 12 部？而刘绍
棠老师在完成他的第 12 部长篇小说之
后，第二年 （1997年） 就去世了，为什么
老天不给他时间去写他的第 13 部长篇小
说？为什么刘绍棠老师不说自己要完成15
部、18部、30部长篇小说？

长时间的写作，严重耗损了刘绍棠老
师的身体，他太想写了，他的写作负荷太
重了，以至于在这十几年中，他每日不停

地写，可以说焚膏继晷。1984年是刘绍棠
老师从中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的一个节
点，我们看到的多部长篇，都是刘绍棠老
师在 1984 年之后推出来的，但很少有人
知道，那是他在大病一场之后，在静养的
3年中完成的。1988年，他又因突发脑血
栓住进了宣武医院，虽经抢救治疗，暂时
没有性命之忧，却造成左体偏瘫，用他自
己的话说，从此沦为“老、弱、病、残”
四类分子，他出版随笔集也以此命名，叫

《四类手记》。我记忆中的刘老师，行动一
直是不灵便的，说话时发音也有些含混不
清，只是我与他相熟，所以交流没有障
碍。所幸他的大脑和写字的右手并未受
损，他就继续写 （刘绍棠老师一直是手
写，刘绍棠老师的夫人曾彩美老师为他承
担一些抄稿的工作），长篇小说一部接一
部地完成，只为完成 12 部长篇小说的创
作宏愿。1996年4月，我给刘绍棠老师家
中打电话，久无人接，我心有不祥之感，
因为此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几天后再
打，曾彩美老师接了电话，说刘绍棠老师
病危，住进医院了。我问什么病，她说是腹
积水，重达 9 公斤，但他强忍着不说，依旧
专心写作，实在忍不了了，才去了医院。
数日后专家会诊，说不是癌症，大家才松
了一口气。刘绍棠老师出院后我去看他，
他依然是有说有笑，不改幽默本性。我看
他时，他正蜷缩在病榻上，梳理、校订他
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村妇》。

他身体不好，我想去看他，又怕打扰
他休息，毕竟接待来客是一件很耗神的工
作，而且我只要去，我们就忍不住会聊一
个下午。我默默地关注着他，他也同样默
默地关注着我。他称我们是忘年交，实际
上我们之间保持的是一份淡淡的、持久而
真纯的友谊。几次开会时见到他，他总被
一些人物簇拥着，我便远远地望着他，尽
量不上前打扰，有时见他的视线无意地扫
过来，我便微笑着向他点头，不知他看到
没有。有一次他急了，坐在主席台上，对
着麦克风就喊：“祝勇来了没有？”我坐在
下面，连忙举手。他看见，不禁笑了。

刘绍棠研究专家、《刘绍棠全传》 作
者郑恩波先生对我说，1997年刘绍棠去世
前一星期，他去看刘绍棠，刘绍棠对他说
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累了，先休息一
会儿。”

在我心里，刘绍棠老师不只是为写作
而生，他也是为写作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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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刘绍棠的笔调太土，我认为他
们所说的“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刘绍
棠以乡土为主题，他的笔一辈子没有离开
养育他的通州北运河，二是刘绍棠坚持现
实主义路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活色
生香、变幻无尽的文学实践面前显得“老
土”，显得“落伍”。即使在西风美雨强劲、
各种现代派手法轮番上阵的 80年代，刘绍
棠依然坚信：“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
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它们本
国和本民族的风格、特色与气派。我们眼
中的‘洋气’，正是这些外国文学作品自身

的‘土气’；而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越具有中
国的‘土气’，在外国人眼里也最‘洋气’。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外国作家以中国民族
的风格写他们的生活，将是滑稽可笑的；而
我们中国的作家以外国的风格写中国生
活，也必然不伦不类。”

刘绍棠老师曾用自己的经历举例，他
有一次前往南斯拉夫参加国际作家会议，
特别穿了一身中山装，脚上配了一双三截
头皮鞋，结果到了南斯拉夫，他到商店买水
果，女经理看他这身打扮不禁一笑，说：“30
年代农夫的鞋子，穿在了 80年代先生的脚
上。”原来这种皮鞋在南斯拉夫是半个世纪
前的农民穿的。反过来，他看到我们农村
姑娘脚上穿的绣花布鞋，却被当地女郎当
作时尚，穿在脚上翩翩过市。

新时期作家中，我无疑是喜欢先锋小
说作家的，他们的作品给我的内心造成的
震荡是深刻的，但我同样喜欢刘绍棠、路
遥、古华这批现实主义作家，而且随着年
深日久，后者愈发显示出他们深沉的力量
感，就像流水中的石头，因为其自身的重
量，才能永远姿态沉稳地应对着水流的冲
击。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中，这些作家用自
己质朴无华、沉郁浑厚的作品证明了扎根
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过时。
我从前只知道，刘绍棠老师的民间文化积
淀深厚，他号称是北京“土著”“‘真正
老王麻子’牌的北京人”，北京的风土人
情、世态俗相，他太熟悉，对评书和京
剧，他格外喜欢，写民间江湖，他真是闪
展腾挪，游刃有余。他去世 20 多年后，
我开始通读 20卷本 《刘绍棠文集》，才对
他有了更全面、甚至可以说是全新的认
知，知道他对古代精英文化传统的学养极
深，他的一系列论说古典文学的随笔，真
知灼见不亚于“学院派”。包括我到中年以
后才开始痴迷的苏东坡，刘绍棠老师早在
1995年就写过专文论述。单看刘绍棠老师
小说的起名，就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意
象之美。可惜我开始一点点读懂刘绍棠老
师时，他已仙逝 20 余年，我永远不会再
有机会，能与他面对面地交流。

刘绍棠作品的价值魅力不会在时间中
折损，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民族风格
的坚守，不是未卜先知，并非有先见之明，
而是出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认知，来
自对于自我和世界的深刻的省察。我想起
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可诱
惑、不可冒犯和不可动摇的时候，他身上
就具备了某些迷人的东西。”

关于刘绍棠的“土”，刘绍棠的北大同
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先生说过
一件事：刘绍棠在一个晚会上曾经流利地
背诵“三言二拍”中的小说《乔太守乱点鸳
鸯谱》。段宝林说：刘绍棠虽是天才，但他
同时下过很大工夫。刘绍棠其实并不土，
他对外国文学是努力学习过的，他把肖洛
霍夫作为自己的榜样。段宝林认为：刘绍
棠的文笔在中国作家中少有，刘绍棠的乡
土文学传统应该得到继承。

1991 年 11 月 27 日，刘绍棠老师在给
我的题辞中写：“中国气派，民族风格，
地 方 特 点 ， 乡 土 题 材—— 题 赠 祝 勇 同
志”。这是他一生创作的宗旨，尽管我不
从事乡土文学创作，但创作的道理是相通
的。我努力在后来的创作中体现刘绍棠老
师的“十六字方针”——我广泛地游走于
中国乡土，表现的就是“地方特点，乡土
题材”，只不过这个乡土，并不是我生长
的本乡本土，而是更广义的乡土，是广袤
的山河大地，而“中国气派，民族风
格”，更是我一直坚持的写作信条，哪怕
后来进了故宫，从事故宫题材的写作，也
是通过这些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和文物，
去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的菁华。按照刘绍棠
老师引领的方向前行，我觉得自己的创作
之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宽。

霍
山
三
题

许

辉

霍
山
三
题

许

辉

记忆里的滑冰场
竹 心（美国）

记忆里的滑冰场
竹 心（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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