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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 ，
陈武成从安康师专毕
业后， 怀揣着文学的
梦想回到家乡， 成为
一 名 普 通 的 中 学 教
师。 繁重的教学工作
之余， 他结合自己所
教的学科， 组织指导
班上的学生创办了学
校 首 张 文 学 手 抄 报
《岚河》， 激发了学生
的文学兴趣和创作热
情。

几年后， 在他的
支持和鼓励下， 学校
年轻教师创办了 《丑
石》文学社。 《丑石》文
学 社 通 过 几 年 的 发

展，成了全国知名的校园文学社，不但培养了大批的文学少年和
青年，也受到了国家关工委的嘉奖和表彰。 因为他的影响带动和
支持，使得他当时所在的那所农村学校文学氛围十分浓厚，出现
不少的文学少年和青年文学爱好者， 后来不乏有一定文学成就
者。

2008 年，陈武成调平利中学任职后，教学管理工作之余，助力
平利文学发展。 他认为文学与教育的功用是相通的，某种程度上
文学的教化功能更为贴近人心和天然， 对人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平利文联成立后，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平利中学和平利文联共同
创办了《平利文学》，至今《平利文学》已出 50 余期。 《平利文学》不
但成为平利文学艺术者展示文学艺术作品的平台，也是人们了解
平利、体察平利民风民情和发展的窗口，对宣传平利，推介平利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武成的个人文学创作始于学生时代，高中时期就有习作发
表。 进入安康师专后，成为中文系文学社的骨干成员，其小说作品
引起了校园文学爱好者的关注。 毕业工作后，先后在《希望》《未
来》《夜晚生活》《佛山文艺》《黄河文学》《延安文学》《陕西日报》
《安康日报》 等发表了散文和小说作品。 在早期的文学创作活动
中，散文和小说交织在一起，如他自己所言，还没有分清小说和散
文的界限。 读他的散文，有浓厚的小说味道，而他的小说又有散文
的一些特质。 比如发表在《陕西日报》秦岭副刊的《杨梅》，他自己
说是当作小说来写的，但报刊是当作散文来刊用的。 另一篇《闲散
的季节里闲散的日子》他是当散文来写的，但《未来》文学却把它
当作了新小说。 那是他文学起步的阶段。 在那一阶段，当然也有一
些不错的纯散文作品和小说作品，比如发表在《夜晚生活》的《岁月灯光》就是一篇
很有内涵的精美散文，即使现在读了也一样触动内心。 而发表在《佛山文艺》的中
篇《巴山女儿泪》，就是一部很有乡土气息的小说。 这篇小说后来成了他第一部小
说集的名字。

2016 年，陈武成主动要求离开了教育管理岗位，这使得他的小说创作也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 他深入生活第一线，采访、体验生活，把目光投向了火热的精准扶
贫工作之上，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述写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人和事，创作了不少优秀
的小说作品。 这些作品以扎实的生活基础，平实的写作手法，纪实的艺术风格，为
读者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讲述了扶贫工作动人故事。 这些人物里有忘我
工作的扶贫干部，如《出走的少先队员》中的鑫桐妈妈，有自强不息的普通百姓，如
《天上的桫椤》中宁约桃和她的丈夫覃长学，也有老上访人员，如《在那高高的山
上》中李元丽。 这些人物，无论老少男女，皆鲜活生动，一如我们身边的你我他，亲
切可触，呼吸可闻。 这些小说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深深地打动
了读者，赢得了读者喜爱。

陈武成的小说作品主要都以他生活的家乡为创作背景，无论是语言还是人物
皆具浓郁地方特色，他怀着悲悯之心，满怀深情，写家乡的人和家乡的事，直击人
心人性，让人潸然感佩，让人扼腕叹息。 比方《僻壤》《罩子灯》《打麦机》《青蛙没有
翅膀》等。 他的小说作品，用著名作家刘云先生总结说，原生态的小说质地，从小说
环境到小说人物、小说语言、小说逻辑，都是本真的生活态生活流，只把生活经验
的结晶撒落于文字后面的开阔地中，细品味道析出，思想是文字的盐分。 不动声
色，娓娓娓道来，说着家常话间完成了小说的过程，自然的就是生活本身。 好作家
必须从容不迫，急性子和斗气，心怀鬼胎，大呼小叫，或眼高手低，都做不了实在的
作家。 “武成的小说就是从容的小说，有若春风化雨，也若于无声处听惊雷，大雪无
痕，风采尽在不言中。 ”

2021 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武成的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 这部小说集
主要收录了他后期创作的以扶贫攻坚为主要内容的作品。 出版社“一幅鲜活、接地
气的精准扶贫画卷，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朴实和善良，小人物的悲欢同样有着千斤
的重量。 ”出版社的发行推荐语，深刻诠释了他这部小说集的精髓要义。 平利县作
协原主席黎胜勇评价说，“用小说家的敏锐，形象记录下一场前无古人的脱贫攻坚
壮举！ 留给后人认知当日事实，以生动鲜活的史料！ ”

值得一提的还有陈武成的网络文学写作。 他的网络写作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
代，那一时期他有不少的纪实文学作品在网络上产生了影响，如《贫困学生走访手
册》《一位普通教师的最后日子》以及《洛河亲人》等，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让读者
动容。 后期的网络写作他还是转向了以小说为主，先后与豆瓣阅读签约发表了长
篇连载小说《太阳照在山坡》，以及连载小说集《巴山鬼怪录》。 《巴山鬼怪录》以鬼
怪写现实，故事情节离奇而又自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同样反映出了作家深厚的
文字文学功力。 作品含蓄隽永，朴实深刻，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陈武成从事教学教育管理工作多年，葆有师者仁心、赤子文心，业余文海泛
舟，笔耕不辍，教育的初心不改，文学的初心不变。 无论是作为教育工作者，还是文
艺工作者，他都相得益彰，文教相宜。

杨才琎、马伯友是两位名不见经传
的写作者，长篇历史小说《蜀河口》(陕西
人民出版社，2022 年 7 月) 便出自他们
之手。 这或许是安康文坛一个少有的
“传奇”现象，从未有过长篇创作经历的
他们俩， 出手便是 70 余万字的皇皇巨
著，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读完《蜀河
口》，觉得这个“传奇”是真实的，且颇具
视觉冲击力： 这部小说以成熟的语言、
深厚的历史底蕴，扎实而又生动地还原
了当年的蜀河口。 历史的烟云或许只是
一角，但它透出的世道人心，却构成了
一幅完整的现实画卷，它为我们呈现的
不仅仅是历史渲染的背景，还有被碾压
的人性和挺立的脊梁……

明暗两条线穿插、交织，提升
了小说的内蕴

明暗交织的两条线，成为这部小说
故事和情节延展的一种内驱力。 蜀河口
很小， 但这扇窗户却是向外洞开的，优
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地位。 “蜀河口北依巍巍秦岭，南
傍绵绵巴山，依山傍水，地势险要，是古
时东下荆襄、西通汉中、北进长安的咽
喉要道， 也是汉江水运与内陆镇安、孝
义（柞水）、宁陕、西安乃至关中陇上各
地联系的重要枢纽。 （《蜀河口·前言》）”
地理位置蕴含了很多丰赡的可供挖掘
的东西，而蜀河口恰恰就拢聚了太多的
人文资源和历史资源，于是，作者在明
线的铺排上就少有束缚，航运是沟通外
面世界的桥梁和纽带，航运的兴衰直接
关乎蜀河口的命运走向。 应该说，故事
的整个发展、 推进一直没有脱离航运，
航运牵连出的众多人物便演绎出了清
末民初蜀河口血腥动荡的历史。 三任蜀
河航运会长：陈六爷、陈三儿、陶永平，
他们各自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皆是对
这个千孔百疮的黑暗世道的深刻诠释：
政治腐败、军阀混战、官商勾结、土匪横
行，航运如何能保证安全畅通？ 陈六爷
遭人暗害葬身水域，陈三儿两次身陷牢
笼几乎丧命，陶永平掌管蜀河航运独木
难支……航运的衰颓是这个病入膏肓
的社会的必然结局，航运衰、则百业敝，
这是当年蜀河口真实的历史状貌，而随
着航运的落幕，蜀河口繁盛的商业景象
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可以看出，小说的
明线是粗壮的、饱满的，而暗线似断若
续，犹如草蛇灰线，它绝不是孤立地自
我延伸，在故事与情节的发展中，暗线
较好地辅助了明线，这种看似若隐若现
的辅助， 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一种内驱
力，或者可以说是小说的张力。 暗线主
要写了共产党在大革命初期成长和发
展的轨迹，小说通过共产党人两次参与
营救陈三儿的行动，让一些隐蔽的革命
者，依次从幕后走向前台。 在这里一个
关键性的人物我们绝不能忽略，那就是
神秘的小董郎中，他的公开身份是蜀河
口的一位西医大夫，但他隐蔽的身份却
是我党的地下人员———一个坚定的革
命者！ 在两次营救陈三儿的过程中，小
董医生既是联络人，又是筹谋者和组织

者，他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一点点浮出水
面，由模糊到清晰：

“原来在杨家河铰了熊亭义老二那
天晚上，当时忙乱之中，救下包玲儿的，
正是农民自卫队鄂北支队的人马。 原是
小董郎中得了三儿被熊亭义陷害的信，
忙派人送信到郧西。 只因鄂北支队打的
是游击，忽东忽西，飘忽不定，那信辗转
了许多时日才到了项成荣手里。 见是小
董郎中的亲笔信，要他带队伍去蜀河口
救人。 他知道事关重大，但此时人员分
散，一时也聚不起来，只拢了二十几个
人，星夜兼程，赶往蜀河口。 ”

这段文字， 是包玲儿后来见到陈
三爷时的回忆性叙述。 文字中，我们对
小董郎中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 他是
一个果断、机智而又心细如发的人，处
在蜀河口这样一个人蛇混杂， 情势险
恶的环境里， 他必须时时保持高度警
觉，不能有丝毫破绽，而自己真实的面
目则被一层层严密地包裹起来、 隐藏
起来……第二次营救陈三儿， 此时的
小董郎中已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大
智大勇的革命者的姿态。 他只身与地
方势力头目孙长林会面，晓以利害，拉
近感情，最终获得了孙长林的信任，并
实现了双方的联合。

“小董先生与孙长林一夜未眠，二
人屏退他人， 促膝长谈了两三个时辰，
及至日升三竿。 小董先生见路上的泥泞
干了些便起身告辞。 孙长林也不挽留，
直送到路口：‘大恩不言谢。 董先生此
来，算是救了孙某一干兄弟性命。 你若
再迟个三两天， 大伙便被捂圆包饺子
了。 ’小董回礼：‘孙司令这话就见外了，
而今我们就该同仇敌忾，共同对付熊剥
皮，救出陈三儿。 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 就此别过，我们后日再会。 ’孙长林
亦道：‘只要我们两家联手，何愁熊剥皮
不灭！ 后日再会。 ’小董深深一揖，往那
林间小路去了。 孙长林目送他翻过山
坳，看不见身影方独自回转。 ”

这次会面，干系重大，一是及时阻
止了孙长林盲目营救陈三儿的行动，瓦
解了敌人歼灭孙部的阴谋，同时，消除
了猜疑， 坚定了双方合作对敌的信心；
二是重新调整部署，制定了周密的营救
方案，从而使整个营救行动在党的直接
领导下进行。 小说中除了小董郎中这样
的隐蔽的共产党人外， 还有马兆武、二
太爷等地下党员，他们牢牢地像钉子一
样钉在蜀河口，默默为党工作着。 小说
结尾写第三任航运会长陶永平，他在经
历了一番番命运的挫折后，终于认清了
社会的黑暗和地方官僚的腐朽，于是义
无反顾地追随陈三儿投身于革命的洪
流中，至此明暗两条线重叠，小说的主
题得到了全新的拓展和升华。

世道人心的暴露， 邪恶与正
义的角逐

《蜀河口》 较为成功地表现了人与
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小小的蜀河
口， 其实就是一张经纬交织的网络，它
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里除了利益者的

相互倾轧、算计和较量外，其实还有对
弱者的体恤、对良知的呼唤、对正义的
崇尚。 这是一个鱼龙混杂之地，各种势
力在此犬牙交错，此消彼长，一幕幕上
演的喜剧、悲剧，在蜀河口这个不大的
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造型、舞姿和唱腔。 每个人在
这个风云变幻的舞台上，都有自己的位
置和作用，他们不是孤立的，在剧情的
演变中，或相互掣肘、或互为依存、或使
绊下套， 种下什么因就会结下什么果，
但作者绝不是简单地揭示一种善恶报
应的关系，作者是要在这个不大的舞台
上，将历史的烟云呈现，将世道人心暴
露：人物的悲喜结局、爱恨情仇，皆与家
国天下相勾连，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在
一个恶魔肆虐、豺狼当道的世界，一味
地软弱与忍让只会被奴役和蹂躏，奋起
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小说表现的不是
人的命运的起落，而是人在这个社会中
的各种形态， 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
们虽构成了社会的肌体，但由于这个社
会从里到外早已腐烂不堪，它给予人的
不是幸福与安宁， 而是贫穷与绝望，因
此，人要拯救社会，首先要先拯救自己。
小说中的暗线，犹如一簇地火，虽然光
焰很小，但却有热度、亮度，它昭示着一
种希冀的前景。

《蜀河口》 在明暗两条线的处理
上、 在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揭
示上是成功的， 我在这里尤其还要强
调， 在描写邪恶与正义两种势力的对
峙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小说中的陈
三儿与熊亭义，是两种势力、两种力量
的碰撞和较量， 他们分别代表各自的
立场，前者代表正义、良知和光明，后
者则是彻头彻底的恶势力的代表。 他
们之间水火不容， 陈三儿两次深陷牢
笼， 表面看是熊亭义利用手中的特权
对其实施的报复， 但内里却是在一个
政治、法律完全被践踏、被扭曲的社会
里，公平和正义早已丧失殆尽。 谁掌握
了权力， 谁就可以颠倒黑白、 指鹿为
马、滥杀无辜。 于是，在两种力量的对
峙中，代表正义的一方，几经波折，终
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小说前后铺垫
很到位，情节顺畅而少有突兀。 陈三儿
这个形象的塑造寄托了作者很高的期
望， 他在这部小说中可以说是一个枢
纽性的人物，明面上是蜀河航运会长，
与蜀河境内三教九流既有生意上的往
来，又有道义上的交往，但暗地里与共
产党领导的鄂北支队却互通消息，甚
至资助枪支， 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在
情节的推进中被确定。 熊亭义作为陈
三儿的对立面， 他不是单纯的反衬陈
三儿，他是恶势力中最顽固、最阴险、
最残忍的代表： 他睚眦必报， 出手狠
辣；性格暴戾，毫无人性。 熊的最后下
场是注定的。 这两个人物提携着明暗
两条线，同时也观照着所有的人物，虽
然作者对他们着墨较多， 但在表现人
物的行为动机上， 往往缺乏心灵上的
暗示， 或者说没有深层次地进入到人
物内心，由此，人物形象塑造上显得太
过平面化。

没落时代背景下的商业颓败
图

《蜀河口》围绕地方势力、官场、土
匪所组成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复杂的社
会的肌体，它将一个血肉饱满的商业社
会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商会、行会、
帮会之间的明争暗斗、利益瓜分，无不
受各种地方势力此消彼长的影响，它们
往往在观望中各自寻找暂时的庇护和
归属。 而人际关系所构成的商业关系，
在这个官场龌龊、政治极端黑暗的现实
社会中，早已失去了它应有的纯净和公
平，操纵商业的不再是市场规律，而是
官商勾结下的投机。 没有利益的输送、
没有物质和金钱的铺垫、没有权利的背
后支撑，一切都将寸步难行。 小说将这
种人物关系与商业关系胶合在一起，组
成了一幅幅鲜活的人情画、世俗画……
这些画冷酷而又无奈与人物的命运叠
合在一起，将一个衰颓的世相淋漓尽致
地表现出来。 如山陕商会会长刘老爷的
发迹和衰败， 无不说明了一个事实，在
一个动乱的没有秩序的社会，当依附的
背景一旦坍塌，一切都将付诸东流。

“刘家的买卖，在刘老爷的经营下，
如日中天。 都知道通往西安的茶马道今
年被孙长林占了， 几大马帮都过不去。
唯刘老爷有这能耐，别人走不得，他的
马帮来来去去跑得欢实。 也不知他给了
孙长林多大的好处。 更有一样，水路上
也让他做成了生意， 卖给汉口的是桐
油、生漆、药材，运回来的是火柴、布匹、
大米。 黄州商会能做的生意，他刘记照
样能做。 ”

然而， 刘家的好景不过是昙花一
现，随着当县长的女婿不幸遇难以及刘
太爷的亡故， 生意场随之遭人挤压、排
斥，欠账的赖账，要账的络绎不绝，大好
的家业：房产、铺面、货栈等，或被人设
计贱价购买， 或被亲戚朋友趁火打劫、
或被不肖子孙任意挥霍，刘太爷辛苦打
下的一片天地转瞬间就被吞没了……

小说中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式
地主陶文章的形象， 这个人懂算计、有
心机，既迷信风水，又头脑活络，他与同
是地主的杨牡丹不同，他已隐约认清了
靠地租发家的狭隘性，于是想方设法跻
身于商业社会， 可惜的是他动机不纯，
用心险恶，不惜伤害自己的亲家，以下
三滥手段牟取暴利， 本想出人头地他，
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各种关
系中的人物，其实都受制于地方势力的
惯性，而邪恶的势力是强大的，面对利
益，它的眼里只有自己，因此，即使是本
阶级、本立场的人，它也会毫不留情地
反噬。

总之，《蜀河口》是一部分量很足的
长篇，这里不是指它的厚度，就整部长
篇的意蕴来看，它是有深度的，创作视
角已脱离小我羁绊，它为我们描摹的世
道人心，可以说复原了那个时代的历史
烟云。 而它所透出的亮色，让我们从这
一扇小小的窗口，看到了一片世界的辽
远与苍蓝……

在安康 7·31 特大洪灾抢险中，我
前后参与了三件有意义的事情。 时间
已过去整整 40 年，但一直不能忘怀。

一

1983 年 7 月 31 日夜，一场罕见的
特大洪水决开城堤，瞬间，安康老城被
淹没成一片汪洋，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电力、通讯、广播等设施破
坏中断。

那年我 25 岁，刚调到汉阴县广播
局广播站编辑部做新闻编辑， 有幸在
第一时间奔赴安康参与了抗洪抢险救
灾宣传工作。 8 月 1 日黄昏，汉江大桥
和城里主街道刚被清理通行， 我们就
到了安康城。

记得 8 月 1 日下午刚上班， 局长
通知我立即准备乘军车到安康参加紧
急抗洪救灾， 主要是负责宣传车的编
辑组稿任务。

下午 4 点，我来到县政府院子，看
到两辆蒙有帆布篷的解放牌军用卡
车。 这时，我才知道一共抽调的是两男
两女 4 名同志， 其中县委办主任陈良
学负总责。 车上除了装有救灾物资外，
还配有小型发电机、收音机和话筒。

当我们宣传车行驶在满是黄汤淤
泥的汉江大桥时， 看到昏黄的江水依
然很大，几乎快与桥面一样平。 我们报
到的地方是安康军分区， 城里满目都
是倒塌的民房和满地的家具杂物，解

放军正在抢险搜救、 清理国家和人民
财物。

8 月 2 日一早，指挥部给我们每人
发了一个盖有 “安康地区抗洪抢险指
挥部”公章的特别通行证，同时给了我
一些立马要播出的要紧文件和宣传
单， 说现在广播电视、 电灯电话都断
了，很多受灾群众无家可归，缺医缺食
品，需要救助，立即要把党和政府正在
全力抗洪抢险的作为， 通过宣传车宣
传出去， 灾民百姓们正急需听到我们
的声音。

我们两辆宣传车，一辆负责城东，
一辆负责城西， 主要在安康城郊可通
行的道路、 街道上向群众进行广播宣
传。 受灾严重的城中心已经戒严，群众
是不能进去的， 只有解放军在里面执
行抢险任务，我们宣传车可以进出。

在开始的两天里， 通过与一些灾
民的近距离接触， 在通讯设备被破坏
中断的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单靠人互
相告知传递信息是不够的， 需要我们
宣传车发挥巨大的作用。 同行的郭芳
表现很坚强， 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姑
娘， 忍受着闷热高温和恶心难闻的味
道， 没有一句怨言， 不带口罩坚持播
音，很勇敢。

通过几天的持续广播， 受灾群众
生活、医疗逐渐得到有效救济，恐惧担
忧的情绪得到缓解。 看到这些变化，我
们工作更加努力。

二

特大洪灾后， 最大的任务是重建
家园， 抢修被洪水冲垮的汉江护城河
堤便是当务之急的首要工作。 为支援
安康抗洪抢险，汉阴县于 8 月初，组织
全县民兵 500 余人奔赴灾区， 承担抢
修安康西堤任务。

为鼓舞汉阴民兵在烈日下抢险修
筑安康西堤的干劲和斗志， 当年 9 月
初，汉阴团县委决定，将组织汉阴文艺
青年赶排一台文艺节目到安康抢险工
地进行慰问演出。 我那时是县直机关
团委副书记，又是一名文艺爱好者，所
以我既是演员又是组织者之一。 我们
用了 20 来天时间排了 15 个节目 ，其
中有两个赞扬汉阴民兵参战抢修河堤
的原创节目，一个是三句半，一个是男
女诗朗诵，颇受欢迎。

我们这群文艺兵， 通过对英雄故
事的编排很好地振奋了民兵和群众的
士气。 10 月 1 日上午，我们近 30 名演
职人员， 来到安康西堤汉阴民兵抢险
施工现场， 利用工地上一块平地作为
演出场地， 不少人拿着工具来看节目
的。 看到已奋战在抢险一线近两个月
的基干民兵们， 虽个个脸庞和膀子都
被晒成红黑色，但精气神依然饱满。 我
们人人表演得很投入， 观看节目的民
兵们就地一坐，大家看得很开心，不时
地给我们鼓掌。 整个节目一个半小时
就演完了，当我们收拾行装坐上车时，

看到民兵们已回到自己岗位上， 劲头
十足地干起活了。

深秋的 11 月，抢修工程已基本告
竣， 在 3 个多月时间里汉阴民兵共完
成了 3 处总长 150 米，总土石方 22690
立方米的汉江护城河堤。

三

1983 年底， 我承担撰写一名英雄
在抗洪抢险中营救被淹旅客的通讯。
所写的这名英雄就是汉阴广播局的年
轻司机尹正联， 正和我是一个单位的
同事。

当年 7 月 25 日，他到安康参加驾
驶员考试，住在新城旅社。 31 日下午，
由于洪水来势迅急， 尹正联和所有旅
客没来得及撤离， 被凶猛的恶浪堵在
旅社里。 被困的旅客们看着汹涌的洪
水从一楼涨到了二楼，紧急关头，尹正
联第一个站出来，他个高体壮水性好，
很快组织四个会水的旅客成立救危小
组。 在他的指挥下，迅速组织旅客撤向
楼顶， 最终用自制的木板筏将旅客全
部安全送到岸边，化险为夷。

我和尹正联一个单位， 同是退伍
军人， 军龄相当， 采写他的时候很顺
利， 很快就完成了一篇 3000 字的通
讯，通讯稿标题《不寻常的战斗》。 后来
通讯刊登上当年的抗洪抢险专集 《青
春在闪光》一书上，尹正联个人也被评
为安康 7·31 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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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烟云的缩影 世道人心的描摹
———读长篇历史小说《蜀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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