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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 30 年的准备，三年多的伏案
创作，一年零三个月的等待，长篇历史小
说《西域英雄传》终于出版发行，读者朋
友见到了它的真容。

由于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同仁，以
及读过此书的评论家们， 对于这部作品
评价极高， 认为它是一部中国文学的脊
梁之作，因此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都想了
解一下我在创作中的情况。 故而特以此
文作答，以表谢意。

《西域英雄传》四卷 152 万字，我无
法在几千字内说得让大家满意。所以，在
此只能交代一下小说创作的一些前期准
备，我是如何从心理上、精神上、资料嵬
集上，艺术调节上，以及体力、记忆力、思
维能力的保证上， 所作的各种努力。 另
外，这部小说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和水准。
最后， 简单说说， 我在具体创作中的要
求。

下面，就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摘要
以叙。

一、精神心理准备

首先，是净化心灵，使自己的灵魂干
净、透彻、明亮，不受外界名利、享乐的诱
惑干扰。以低到尘埃的素颜，谦恭地对待
每人每事纷繁的生活。 要活得有志气 、
有骨气 。 可以受穷 ，但不可受欺 ，更不
可以自讨没趣、自取其辱，这是做好自己
的基本素养， 也是创作优秀长篇小说的
心理认同。唯其如此，才可以做到自甘寂
寞、默默无闻，心无旁骛地干自己认定的
事。

不断提高自己的修为和修养。 这体
现在方方面面。修为，是怎样对自己对别
人；修养，是别人对自己的后续反应。 对
自己，要自认渺小，是普通人一个，没什
么了不起；对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都
是值得尊重的个体，没有等级差别。帮助
过自己的，要记人家的恩德；自己力所能
及帮到过别人的， 不去说它， 也不去记
它。这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人

有了正确和不俗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和审美观，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正
气充盈、内容充实、内涵丰富。

必须要有高眼界、高境界、大格局、
大胸怀、大视野的宏大气魄。 非如此，要
想自如地驾驭一部鸿篇巨制的小说作
品，那是万难办到的。 我不是思想家、政
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可以向他们学
习、看齐，使自己变得“高级”一些。 这里
就以《西域英雄传》为例。从制度上判别，
汉朝是封建社会，匈奴是奴隶社会；从文
化差异上分析，汉朝是农耕文化，匈奴是
游牧文化；从民族特性上比照，汉民族讲
求礼仪与自卫，匈奴人剽悍、尚武，以劫
掠杀人论英雄。 这就是决定了汉匈的矛
盾是不可调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是生
死存亡之争。 那么如何在辽阔的汉匈土
地上展开故事情节，如何准确描写遥远
的西域景况，在此基础上如何准确、生动
的塑造好各类人物，便检验着作者俯察
一切，高屋建瓴的功力。 所以这里有此
一说。

二、意志、毅力的准备

坚韧的毅力来自坚强的意志，坚强
的意志植根于坚定的信念。 人的生命有
限，要想不浑噩一生，在世间留点有意义
的东西，就得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或
者说信念。 早期教书，只要教得受学生
欢迎便就满足。后来去了县人大常委会，
职务是秘书，写一些不想写又不得写的
报告、讲话，谈不上什么文学。 但是这份
工作，使我开阔了视野，接触到社会各个
层面，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体会，以及对民
生对各种人物的思索。

直到 1989 年晚春的一天，我随领导
去汉中市城固县张骞纪念馆参观，看了
张骞的陵寝及附属建筑，拿到了首届纪
念张骞的论文集 ， 灵魂受到极大震
撼———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勇于开拓、不
畏艰难、不怕牺牲的浩然气概 ，就在这
里！

我的信念由此诞生，并愈来愈坚定：
写一部张骞出征西域的大书。

我明白当时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看，
这都是力不胜任、无法完成的大事，而且
当年已经 46 岁了，我还能达到这一目标
吗？

不妨拼此一博！ 不坚持为之努力，
又怎么知道？ 我不晓得我的生命尽头还
有多长，即使未达目的，起码此生有遗憾
但是不悔。

决心一下，信念由此而生，志向也毫
不动摇。直到 75 岁，一切基本就绪，思辨
能力、文学艺术鉴赏能力、长篇小说的驾
驭能力，自认达到了出发的位置。 再说
年纪也不小了，莫名的紧迫感让我不敢
再拖，这才伏案动笔。 于是摒去一切，无
论寒暑，以决胜的意志和毅力 ，日日苦
战，从 2019 年正月到 2021 年冬，终于完
稿并初校三次。 仅手写的 12K 稿纸就
1500 多张，满满一箱近二十斤。

意志、毅力，是可以养成的，关键是
年年月月是否能做到淡泊一切。

三、文学艺术素养与资料准备

我非常清楚，一部历史长篇小说能
不能写得成功，写成经典之作，除了有对
历史、对世界有不俗的认知能力，以及个
人优秀的修养外，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
翔实广博的相关资料，亦是关键所在。

怎样才能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
养？ 除了读书，还是读书。 举凡各种文学
理论、中外优秀长篇小说，实行有选择有

目的地去读、去理解、去融会贯通，最终
形成自己的体系，达到有取舍、有新意、
有创意。

这方面我不想多说，凡同道中人，都
明白此理。只不过我是经过各种浸润、反
复比照，才对各个流派有了自己的判断。
广泛涉猎，却又不跟、不学、不人云亦云，
不养成思维定式，更不跟风。 时间长了，
才有了一些聪明。

资料的嵬集就不说了， 因为这是写
好长篇历史小说的必要条件。 我曾买过
一本书，是介绍孔雀河中生活的一种鸟，
叫鸬鹚，非常独特，善学各种动物叫声。
小说创作中，也就只写了这一点点。

四、体力、记忆力、思维能力
的训练准备

先说体力。
体力，包括精力，这是写好长篇小说

的决定性硬件。一个“病秧子”，说他要写
出一部优秀长篇小说，谁信？纯粹就是扯
淡。姚雪垠活了 89 岁，这年恰好将《李自
成》写完，《李自成》总共 336 万字，写了
差不多 40 年。 莫应丰写《将军吟》，才 50
几岁人就逝世。 还有周克芹，就一部《许
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只活了 50 多岁。让
人辛酸的是周克芹生前说最好吃的食
物，是鸡肉。 路遥，《平凡的世界》问世不
久，一下病倒，再没起来，年纪轻轻才 43
岁。 陈忠实，原计划要写三部曲，100 多
万字，见路遥那样，就只写了《白鹿原》，
也才 74 岁就告别了人世。

《西域英雄传》150 多万字， 我又跨
进了 76 岁门槛，能够完稿吗？ 好在之前
我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抽烟、不熬
夜，从不与人置气，也从不与人攀比，心
态平和，开笔这年，没有“三高”临身。

不过，写到一半时还是绊了一下。几
十年前落下的肝病，突然又找上了门，肝
硬化腹水，引起下肢浮肿，不得不去医院
求救。将近一月，回家。一边服药，一边创
作，竟忘掉了这一状况。 半年后复查，腹
水没了，第二年再复查，为陈旧性斑块。
直到完稿送出版社，至今仍无异常。

我有一大特点： 生活规律、 性格平
缓，不暴饮暴食。 另外有一个保健习惯：
每日用热水敷眼敷面部并按摩数百下。
我虽年已八旬，仍无任何眼病，看书写字
不戴眼镜。我也没什么疼痛，也不气喘咳
嗽。良好的体力，使我顺利地完成了这部
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

再说记忆力。
记忆力是可以训练的。 训练的方法

有效又简单： 背诵美文， 在街上观察行
人，记住他们的衣饰和行为特点。我有几
个本本，古典散文记诵、古典诗歌记诵，
诸子百家言论记诵， 全是手抄。 一有闲
暇，就翻一翻，默默地想一想、记一记。还
有各种形体的书法，也记、也练。 这对我
创作《西域英雄传》极有帮助，几百个人
物，上千种场景，许许多多的细节描写，
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来没有记混记
乱的情况发生。

再说思维能力。
思维能力是可以培养的。 我到现在

都在坚持一种习惯： 看任何人的文章 、
画作 、 书作 ， 都要作认真仔细的分
辨 。 好 ，好在什么地方 ；差 ，差在那些
方面 。 思维 ， 是人人都有的功能 ，但
许多人总会以惯性思维与定势思维判
别优劣，这于创作，是极为不利的。 这种
思维下的作品，绝对出不了佳作，更别说
是经典性著作。我认为，只有活性思维的
人，作品才会出彩。 思维一僵化，创作的
生命也就宣告结束。

五、要达到的目的标准

要创作出一部超大型文学作品，得
有底蕴和底气。 只将资料史料条分缕析
地列文为章，那叫编织，不是创作，是一
种低能的、 没有底气的表现。 这非我所
想，更非我所愿。

下笔伊始，我为《西域英雄传》定下
基调， 此作必须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优秀
品质和伟岸风度：勤劳勇敢、追求和平，
又勇于开拓、不怕牺牲的阳刚之气，不惧
来犯之敌的胆气， 和顶天立地的浩然之
气。

同时，此作的标准亦十分明晰：文学
性艺术性可与中国文学最叫响的作品相
媲美， 但要一反某些名著的阴柔与脂粉
气，突出《西域英雄传》的人民性 、史诗
性、民族性、艺术性。 它最终应该达到两
个方面的效果———文学艺术的涵养量博
大渊深， 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滋养量深
沉厚重。

无疑，《西域英雄传》的创作，非常艰
巨又非常艰苦， 是对我几十年所做准备
的一次总体考验。

我为此而努力， 写到现在这样的水
平。 被出版社认定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
屋脊、可与某名著相比肩。

六、具体创作的要求

限于篇幅， 只从以下四大要素予以
简述。

其一，人物形象塑造。这是小说创作
中的重中之重，必须达到细致、鲜明、到
位。可采用对比、映照、互嵌、呼应等种种
手法予以表现。 我对书中牵涉到的大小
人物都予以精心对待。 例如写过长安与
匈奴龙域的混混，均以闹剧开始、喜剧结
束，体现了混混的无奈，由天际、堂邑父
本性上的善良。只不过因性格上的差异，
处理方式上大为不同。由天际是捉弄、调
侃，使盗马贼成了朋友；堂邑父是威胁、
吓唬， 使强吃白食的地痞成了打探消息
的帮手。粗心的读者会觉得有趣，细心的
读者便会品出不同滋味。

二者，场景物象描绘。这是小说创作
的重要要素，必须达到精粹、灵巧、精确
又有现场感。 对兽群、城郭、毡帐、服饰、
作物饮食诸多要件就不说了， 仅书中牵
入的景观描写，便每每相遇。其描写的方
式与总体相谐，却又各有差别，读者不难
见到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影子， 如书中
写到的大漠日出便是。

三者，情义具象的描摹。这是小说创
作中必须涉及的重要环节。人类之间，是
有温度、有感情的。有大爱、有大义，也有
私情私谊。这点上，小说创作应该达到充
实，敏感而又色彩浓重。《西域英雄传》牵
扯多种感情，既有忠君报国，舍身为国的
壮烈情怀，也有恋家人、爱家乡的桑梓之
情。有的情感很短暂，有的又很长久……
种种情感互相交织， 构成了纷繁多彩的
历史长卷， 这是此书应该仔细品味的所
在。

最后，是语言造像描写。 好的小说，
必须要有好的文学语言作支撑， 这是大
家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但是，明白是一回
事，能不能做到而且做得相当出色，则是
另外一回事。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文字语
言必须清澈、空灵、典雅、凝练、通透，富
有创意。

《西域英雄传》的小说语言，只属于
此书。 既非别人的，也非自己以前的。

上述文字， 也可算是一种粗浅的交
底。

镇坪县文学有杜氏三姊妹。 视
文学写作为毕生追求的， 杜兰英、
杜波儿 、杜韦慰三姐妹 ，当属其中
佼佼者 。 三姐妹中杜韦慰年龄最
小 ，创作颇丰 ，执掌县作协主席之
职。

安康文人皆知山城镇坪有挚
爱文学的这三姐妹， 主业在农业、
卫生等领域， 三姐妹的共性很多，
都在为镇坪尽情地歌唱，都热爱生
活热爱大自然，尽情地讴歌生活中
的真善美，文学使她们的生活充满
了诗意与远方，犹如镇坪南江河的
江水一样清纯执着、不负使命。

2012 年随着县作协的成立，镇
坪文学队伍发展壮大，经常会组织
各种文学采风和文学讲座，杜韦慰
乐意为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奉献
青春和力量。 当年，杜氏三姐妹合
著一部散文集《镇坪情思》，或歌咏
乡土，情真意切；或赞美生活，感悟
良多；或抒发心志，轻灵高扬；或吟
唱挚爱，深沉婉约。 三人散文恰似
那山中杜鹃，给山城文坛乃至安康
文艺界带来的春天般感觉，花韵无
色，文清有香。

2022 年，杜韦慰奉献给读者的
新散文集《美丽镇坪》，是一部歌颂
镇坪 、 礼赞友情和亲情的温暖之
书，并荣登《安康日报》2022 年度安
康好书榜。 书中所写， 皆美地、美
物、美人，读她的文章感受就是：自
由畅快，坦诚率真，眼中有光，心中
有梦。 与她交往就是谈文学，谈工
作，她声音甜美，笑声爽朗，谈吐不
凡，办事干练，很有亲和力。

源于对诗和远方的向往，让她
从小与文学结缘。 杜韦慰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安康日报》发表作品，
是《安康日报》的忠实粉丝，多年的
优秀通讯员和骨干作者。 2012 年，
她在镇坪县率先加入省作协，任镇
坪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
2014 年任县作协主席，鲁迅文学院
陕西中青年高研班学员。 她参与编
撰 《自然国心·养生天堂·镇坪》,入
选 《作家摇篮》2022 年第三期杂志
封面人物。 2021 年，她光荣加入中
国散文学会。

多年来, 杜韦慰始终以业余作
家自居, 在搞好本职工作之外坚持
创作。 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纪实
都有所涉猎, 写得多的还是散文和
诗歌。 她的作品文风高雅，视野开
阔， 尤其是对当地风土人情介绍，
简直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卷，阅后
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她不仅了解
镇坪， 而且站位高境界大格局大。
镇坪的山山水水没有她不知道的，
她是镇坪美丽山水的代言人，一位
优秀的镇坪导游，一位殚精竭虑的
文学组织者和掌门人。 她积极组织
作协举办各项活动， 报团取暖，为
作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使命与担
当！ 为全县协会的发展壮大、为培
养文学新人、为繁荣全县的文学事
业不辞辛劳，作出不懈的努力和奋
斗。

杜韦慰主业是一名农业科技
工作者，她的笔触不光有家乡的美
山美水，也密切关注农业农村并积

极书写 ， 大力弘扬
时代主旋律 ， 宣传
真善美 ， 凝聚正能
量 ， 及时反映 “三
农 ” 发展新思路 、
“三变”改革新举措
和行业新风尚 ，多
角度多视野虔诚报
道镇坪在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等各方面涌现出
的典型经验和先进
事迹。

杜 韦 慰 的 散
文、报告文学 《巴山
铸梦者》《镇坪的五
味子》《腊肉飘香乡
情 浓 》 《 到 乡 下 过
年》《镇坪古盐道印
象》《风情万种天书
峡 》 《 鸟 鸣 里 的 世
界》《茶树在春天歌
唱》等作品 ，相继在
《延河》《华侨报》《文化艺术报》《青
年文学家》《新丝路》《陕西农村报》
《三秦都市报》《安康日报》等报纸杂
志发表，《巴山铸梦者》6 篇文章还
入选了省作协《脱贫英雄》优秀作品
集。 2022 年参加全市“强国兴农有
我”征文，她的文章《在广袤大地书
写锦绣文章》荣获二等奖。 她的两
篇纪实文章和五幅图片入选粮食安
全安康筑牢压舱石，守好米袋子纪
实，“为了大地的丰收”图文集。 她
的古诗词《游飞渡峡》《溪边行》《小
石仙茗》获得镇坪县创建中华诗词
之乡征文评选优秀奖，入选《那山那
水》诗词成果集。 凡此种种，在作品
中也邂逅了那座山，那座桥，那一池
南江河，看见了一枝枝月桂在蛙声
的鸣叫中荡漾万般风情，看见了如
莲花一样的女子。挚爱着这方水土，
用锦绣的笔墨在月色里轻盈曼舞，
展现了女子的娴静和才情。

由于为人真诚，文风朴实，杜韦
慰在安康文坛着良好知名度和美誉
度。 著名作家、省作协副主席、市作
协主席张虹说她是镇坪最贴心的女
儿，她的目光温和而仁慈，她的文笔
轻盈而洒脱，笔力所到之处，一片灿
烂阳光。 心灵干净，不染尘埃。 她看
山是美，看水是柔，看人是爱，看景
是情，并在美与爱的浸润下将自己
锻造成了一束光。这光是如此温暖，
如此强烈，既照亮了她自己和亲人、
朋友，也照亮了笔下的文字，从而使
笔下文章充满理想主义光辉，散发
着精神的强光。

安康知名作家李焕龙评价杜韦
慰：“这些年来，通过她散见于各地
的美文佳作，让我熟悉着镇坪的历
史人文、山水风貌、风土民情和时代
变迁。 不仅对镇坪的前世今生有了
系统了解，而且走进了她的情感世
界，探知了她心灵深处的镇坪之美，
发现镇坪就是她的文学乡土，自然、
人文、美食就是她这丰富多彩文学
世界的三大精神支柱。 ”

（梁真鹏）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 通讯员
王飞）由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省委宣传部 、省委网信办 、省教育
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团省委、省妇
联等共同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
团（台）文旅戏曲中心承办的“唱支
山歌给党听”陕西省青少年“全家总
动员” 主题展演颁奖晚会，6 月 24
日在陕西广电大剧院举行。 安康市
3 个节目和 1 组家庭参加本次颁奖
晚会。

颁奖晚会公布了“唱支山歌给
党听”陕西省青少年“全家总动员”
主题展演活动节目奖项。 安康市 15
个节目获奖。 其中，安康中学高新
分校选送的创意课桌操《少年心向
党》、岚皋县文化馆选送的民歌《陕
南民歌联唱》斩获一等奖，长安银行
安康分行选送的歌舞《不忘初心》、
旬阳市委组织部选送的情景剧《战

地山花别样红》 等 4 个节目荣获二
等奖， 安康育英中等职业学校选送
的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等 9 个节
目获得三等奖； 安康市关工委荣获
“优秀组织奖”。

今年 4 月， 主题展演融媒接力
直播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发
源地铜川拉开帷幕，3 个月来，历经
安康、 西安等地共 11 站 ， 现场观
摩 群 众 人 数 突 破 20 万 人 。 省 、
市 、县各级关工委会同有关部门
精心组织 ， 选拔了主题鲜明 、富
有创意的家庭展演节目， 展示了新
时代文明家庭的风采， 表达了孩子
们在党的光辉照耀下， 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为着理想勇敢前
进的信心和决心。 本次主题展演颁
奖晚会将于“七一”前后在陕西五套
公共频道、 陕西卫视矩阵大小屏同
步播出。

辽阔的田园，活鲜的风景。
最美的风景，是这犁田的水牛，还是

插秧的农人？ 是这浑浊的泥田里播下的
绿色秧苗， 还是一经插秧就成诗行的这
绿色海洋？ 是这水田掩映的一排排小洋
楼，还是田园四周那延绵起伏的青山？

最为抢眼的，是这片稻田正中，那三
间金黄色的平房， 以及门头上的巨幅匾
名：稻米文化馆！

兴建田园文化馆， 是恒口人对家园
和土地的崇高敬意， 是他们刷新农耕文
明的一大创意。

2022 年初夏，恒口示范区发挥月河
盆地、良田万顷的水利优势，创办安康市
首届“插秧节”。预告新闻一经发出，四方
游客翘首以待。 那么，游客来了，除了这
沿路数十公里的连片水田、 青山绿水间
的嫩绿秧苗和美食、美酒、美景之外，还
有什么让他们感兴趣、增口碑的内容呢？

当地干部群众一合计， 就想出了兴
办稻米文化馆的妙招！

此招一出，显出三妙：首先，是让观
光农业与农耕文化巧妙融合。 当游客看
罢稻田，入馆浏览，熟悉了稻米文化，便
对农田、农民、农业和这些农产品有了
情感 ， 便让农旅融合有了乡愁的诗

意 ；其次 ，是让科普 、研学和劳作巧妙
融合。学生到田间来研学旅行，或是来上
劳作课，由此获得稻米科普知识，便会使
研学、劳作的意义升华，便让社会实践有
了社会效益；再次，让农人的生产劳动价
值与文化传播价值巧妙融合。 当四周农
民由此得知他们的田园与家园是 “贡
米 之 乡 ”， 他 们 的 产 品 是 “富 硒 食
品 ”， 他们的商品经线上销售走出国
门，那种自豪感，便成了“黄土变成金”的
决心，便成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信念， 便让田野里长出了文旅融合的
典范与经验。

今天， 当我来到恒口示范区的袁庄
村，深入到安康市第二届插秧节现场，看
着生龙活虎的插秧竞赛场面， 欣赏莺歌
燕舞的文艺表演， 心中默念着古人颂田
咏稻的诗句， 脚步沿着一段连一段的田
坎，轻轻走过排满农产品、工艺品铺面的
小广场，进入了心仪已久的稻米文化馆。

当我在这里阅读月河川道的水利
史、稻作史时，左侧的休闲角传来了几位
农人关于“恒口贡米”的争论。寻声望去，
只见身着白衬衣的中年人挥着右手，大
声说：“是朱元璋！”头发花白的老者拍着
大腿，肯定道：“是朱厚熜！ ”留寸发的那

个老头子，看似年近八旬，但耳聪目明、
思维清晰、语言干练，他笑了笑，轻声说：
“那是嘉靖年间的一个秋天，明朝第十一
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来到汉江下游、江
汉平原的湖北荆州考察农业。 汉江上游
的陕西安康当时叫金州府， 知府大人便
携各县官员，带上大米赶去朝拜。皇帝着
人查看了各县大米的品相与成色， 选出
一筐恒口米用来试吃。正午一碗蒸饭，傍
晚一碗米粥，吃得皇帝龙颜大喜，当下发
出颗粒饱满的、晶莹剔透、滋味甜美、营
养丰富的赞誉。同时决定：恒口大米用于
朝贡，每年一千石！ 金州府闻此大喜，立
即成立专班到月河川道兴修千工堰、万
工堰等水利工程，大抓水稻生产；抽出专
人指导技术，以恒口古镇为中心，专营贡
米生产。 ”

当我在欣赏从谷种到秧苗、 从插秧
到打谷的稻米生产过程示意图时， 侧目
看到一位年轻的妈妈， 正在给身高不足
一米的小男孩指认农人下田时戴的雨
帽、穿的蓑衣。 不一会儿，我便听到了背
诵古诗的童声：“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
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

当我在拍摄稻米的营养成分结构图
时，便见右边的绿裙大嫂，指着墙上的稠

酒、黄酒酿制工艺流程图，笑问同行的白
裙小媳妇儿：“你会哪样？”小媳妇儿快人
快语，爽朗回答：“不是哪一样，而是每一
样！我们恒口川坝是鱼米之乡，大姑娘和
小媳妇儿，人人都会做米饭、酿米酒、制
米糕！ ”

这时，走进了几位到恒口考察的关中
汉子。 讲解员从外边一路带进来的话题，
让我听到了两位当地人的名字，一位叫毛
锋，一位叫王凤琴。 讲解员边给客人递稻
米饮料，边指着墙上的图片介绍：梅子铺
古镇上的安乐社区党支部书记毛锋，携手
袁庄、余岭、南月等周边几个村，联片开发
稻田养鱼，打造了远近闻名的稻花鱼品牌
农业！ 接着，讲解员指着展柜里的恒口贡
米及其米酒、米醋、饮料等系列产品，自豪
地说：袁庄村女能人王凤琴，团结周边几
个村的妇女，创办姐妹合作社，科学种植
水稻、系列开发贡米商品，走出了产供销
一体化的特色农业创新之路，成为闻名三
秦的职业农民、优秀妇女！

在这个仅有三间平房的田园文化
馆，我满怀崇敬之情，十分动情地欣赏着
这里的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农
业文明， 以及文明成果所积累的地域文
化；同时，也十分欣慰地看到了文化赋能
农业，农业文明正呈现着日新月异、富含
时代特色的丰硕果实！

走出稻米文化馆， 我似乎明白了许
多，似乎又新欠了许多。 明白的，我将回
馈于馆舍四周的广袤田园；新欠的，我将
向这田园文化馆和田园四边的绿水青山
继续求知。

我市获全省青少年“全家总动员”
主题展演多个奖项

《西域英雄传》之题外话
李茂询

编者按：
6 月 21 日， 陕西省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闫安在省作协副主席、安
康市作协主席张虹的陪同下， 代表
省作协亲切看望著名作家、 长篇历
史小说《西域英雄传》作者李茂询先
生。 闫安一行 4 人来到年逾八旬的
李老家，了解他的作品创作情况，询
问他的生活和健康情况， 向他致以
祝福并送上慰问金。

此前的 6 月 17 日，由市文化和
旅游广电局、市文联主办，市群艺馆
承办的李茂询长篇小说 《西域英雄
传》研讨会上 ，著名作家 、省作协副
主席张虹怀着激动的心情说道：“因
为《西域英雄传》不仅是李茂询先生
倾注半生心血打造的文学巨著 ，更
是一部彰显伟大爱国主义情怀的英
雄史诗。 李茂询先生以坚韧的毅力，
几十年如一日，历尽千辛万苦，打造
出 150 万字的皇皇巨著， 给党和人
民交了最好的答卷。 毫不夸张地说，
李茂询的《西域英雄传》在安康文学
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我们热
切地期望通过本次研讨会， 能够启
迪后来者追寻先贤的脚步， 创造更
大的奇迹。 请允许我们以文学的名
义 ， 向李茂询先生致以崇高的敬
意。 ”

田园文化馆
李焕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