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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暮春，一部描写张骞凿空西域的长
篇历史小说《西域英雄传》由陕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发行。 这部被列为陕西省重大文化精
品项目的作品，是著名作家李茂询先生年逾
80 岁推出的长篇巨著， 计四卷 152 万字，主
要刻画以张骞为代表的使节团群英图。

为了再现 2160 多年前的历史情景，作
家曾多次亲临城固张骞出生地，沿途到新疆
南北探看，做了几近三十年的资料和知识储
备，集数十年心血凝成一部开辟从中国通往
西域丝绸之路里程碑式的皇皇巨著。 整部小
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场景震撼、高潮迭起，
是丝绸之路开拓者、杰出的外交家和民族英
雄张骞及其群体卓越贡献的英雄大传，集中
描写了以张骞等为代表的大汉使节团历经
千山万水、 克服重重困难出使西域各国、打
通丝绸之路、 传播中华文化的英雄事迹，堪
称一部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特殊的文本结构

以主轴与齿轮结构的艺术方式，突出人
物的形象塑造。 张骞的历史定位，在司马迁
的《史记 》和班固的 《汉书 》中 ，已有明确记
载，这里不再赘述。 但是，使节团的群体，除
却堂邑父历史留名，其他重要成员均漫漶于
古往岁月之中。 他们与张骞一样，是应该予
以歌颂的英雄人物。 而张骞与堂邑父，二人
的具体行为轨迹，也需进行符合史实的打捞
和求证。

作家用其智慧和深厚的文学功力，艺术
地将他们一一展现于今人面前，以此证明我
们的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本部小说刻画
人物的艺术手法特殊。 次要人物对于主要人
物，不是烘托与从属，而是齿轮与主轴密切
共进的关系， 而主轴与齿轮共进的动力，便
是那个神圣而伟大的使命———去西域寻找
大月氏，完成汉皇刘彻对于抗击匈奴的战略
构想。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部小说刻画人物的
巧妙，书中出现的各等人物，不管是使节团
队中的重要成员或是汉皇周围、 汉中郡县、
匈奴王廷、匈奴王爷部落、大宛大月氏诸多
人物，所围绕的主轴皆为张骞。 而其他人物
犹似齿轮，推动故事情节激荡而进，新奇迭
出，看点颇多。

在第 53 至 55 回，主要描写堂邑父救友
复仇的曲折情节。 在这数万字中，堂邑父又
成为故事的主角。 尽管张骞未曾露面，但是
堂邑父所有行动的主线， 指向性非常明确。
再如第 63 回，杨柏主谋，脱困于龙廷农场，
其中这样写道：“杨柏首次带领众人，独当一
面，才深知张骞昔日之难。 各种意料之外的
事体，均由他拿出主意予以应对，是何等不
易！ 一点儿思虑不周，都可能招来灾祸，而他
们的这一行程，才刚刚开始！ ”结果杨柏带领
众人去西部沙漠绿洲，建立了汉朝初级政权
“念汉里”，一候七年，终于等到张骞一行。

以民族大义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颂扬英
雄人物的伟大精神。 这部作品中，不管是离
奇怪异的故事，抑或波谲云诡的情节，使节
队予西域征途中一直是险象环生，随时都在
生死立判的境地， 其遭遇到的艰难困苦、种
种磨难，远比玄奘取经曲折，远非常人所能
想象。 使节队初始 104 人，13 年后只有二人
生还， 与此可见征途是何等艰险和不屈不
挠!

张骞带领使节团队， 实际做了三次出
征。 第一次到峦芳洲，因为误会发生争战，负
伤多人，耽延多日；第二次出征时 62 人。 至
噶弘因、因突部落遭匈奴骑痞和土司骑兵袭
击，阵亡 29 人，被俘 21 人，其余被打散；十
年后，剩余使节队员重聚，第三次出征开始
8 人，后又增加任扶、杨柏二人，过乱石滩时
陈尚斗殉国，只有 9 人到达大宛、大月氏。

第一次出征，首战时李肃百牺牲，其后
遭沙尘暴，杜槐、戴羽牺牲、副使夏宏投崖自
尽；第二次出征，除当场阵亡者，十年为奴期
间先后又有容南、容北、宋石、宋木、公羊鸣

执、王兼、范佑铭多人被害；第三次出征，由
天际、苏疾丧生于狼群搏杀，公孙瑾、杨柏、
任扶、赵无编葬身雪暴，一桩桩一件件，一个
个英雄相继倒下， 而使节队仍矢志不渝，不
达目的誓不罢休。

张骞时刻做着牺牲的准备，为了民族大
义和使命担当， 他不止一次要求出征队友，
即使使节队剩下最后一人，最后一人便是正
使，代表着大汉朝廷。 他因此预先安排好了
使节队的正使顺序。 在他坚强意志的引导
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一个一个呈现在读
者面前。

由于作家全身心的感情投入，许许多多
雄伟悲壮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物，使人过
目难忘。 例如周重抗击匈奴的战斗、商人聂
壹在马邑之战中的壮烈殉国……他们虽然
不在使节队行列， 仍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充
分展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以情爱与侠义的双重链接，膨大作品人
物的感染力度。 本部小说中的情爱故事与侠
义情节，亦在相互叠加与紧密连接中，辉映
出异样的人性光彩， 使人物更加具体化、生
活化， 读者从中亦可受到直接和强力的感
染。

张骞与昆丽的初恋，是纯真的、无邪的，
充满着神话般的理想色彩。 到了周月英，我
们看到的是互相欣赏、互相体谅，显示张骞
已日渐成熟。 到了五公主塔丽版宓赤，张骞
却是理智理性与执念的———这执念是坚定
西行的顽强意志。 虽然婚姻没有结果，但他
并非无情大丈夫， 反而十分珍惜这份真情。
在他为塔丽版宓赤唱出那首长长的惜别之
歌时（第 40 回），五公主不由得掩泪而泣、悲
咽难忍， 后来张骞率众路经缅捏土司时，予
以了积极帮助。 而对昆古丽玛月伦，张骞开
初是怜悯、同情。 小说在此予以了细节刻画：
为其脚手上的勒伤敷药、包扎，并剪去脚手
指甲去除其中的泥垢，将鞋子比照破损的烂
鞋样子，予以撮小，还为其准备了充足的上
路干粮。而这一切，都是在其熟睡中进行。昆
古丽玛月伦敢在陌生男人的炕上倒头昏睡，
是因她早已经从王兼口中了解到张骞的为
人豪侠。 所以，在她睡醒之后看到发生的一
切，情爱的火花便一下子爆燃。 对张骞而言，
这样的匈奴底层苦女倒是合适的配偶。 后来
的事实也证明，双方的选择都是对的。

秦自乐与卡帖娜的恋情，是水到渠成的
生死之恋。他们爱得执着，也爱得忘情。可是
在爱情与友情使命面前，秦自乐毅然选择了
后者。 他本来是峦芳洲的大王，在和张骞、堂
邑父结拜为兄弟，同时被任命为使节队副使
之后，便追随张骞，至死不悔。 为了寻找张骞
和使节队的旌节及青锋宝剑，他在草原流浪
了七年。

堂邑父与嘎女子的恋情， 充满了偶然，
又有其必然。 嘎女子是小业主，生活安定也
比较优裕，所以在爱情的坚定性上，难与前
面所述两人相比。 在堂邑父明白这点之后，
便只有分手一途，因为他与张骞已是生死相
依的兄弟，必须继续完成西征任务。

三人在行侠仗义的行为上， 又各有千
秋。 张骞在都嘎部落冒死与群匪搏杀，映衬
了他的正义与机智；而堂邑父从开始的不杀
族人，到后来为公羊鸣执在大兴安岭的复仇
之战， 到英风客栈为使节队的复仇之战，于
是重新认识到他思想和行为的巨大转变，表
现得果敢、刚毅又颇有心机；秦自乐则又不
同，自从在噶弘因部落受到土司“拖骨”虐杀
被救之后， 对匈奴的大小统治者便切齿痛
恨、应杀尽杀。 为替容南容北报仇，血洗了河
督府，为了获取旌节和青锋宝剑，毫不犹豫
与王爷卫士予以杀伐， 并击杀了巴布彦、律
金答两王爷。 而在为卡帖娜的复仇行动中，
作者又采用隐笔手法，给予了读者想象的空
间。 秦自乐的灵巧、飘逸和英勇，尽现于笔
端。

此外，医者孙治瑾、农食杨柏、投崖白解
的夏宏、机警有趣的由天际、守节不屈的范
佑铭、王兼，直至鞠无田、朱厚良、戴羽、杜槐

诸多英雄，皆各有各的民族大义精神。 而在
匈奴底层牧民，亦有侠者义气。 如索日力、达
斡汗、草原艺人达力诺等，都是张骞的友人。
突阿贺部落的头人勒古台夫妇，更是张骞的
生死挚友。

对此，张骞自有他的英雄侠义观：“人间
英雄，当有多种。 知难而上，锲而不舍，是为
英雄；助友脱困，不求回报，是为英雄；扶孤
助弱，见义勇为，是为英雄；蒙冤受挫，其志
不堕，是为英雄；当然，报国杀敌，舍生忘死，
亦是大大的英雄。 ”

联系几个人的情爱经历，也无不渗透着
古典的英雄观和人生观。 作者正是通过这样
的深刻描写， 膨大了人物的感染力度和韧
度，这比一般的侠义小说，境界和格局均高
明得多!

深广的艺术开掘

以深广的艺术开掘，提升其巨大的文化
价值。 《西域英雄传》的视野辽阔，境界高远，
知识量更是非常广博， 其文化价值不能低
估。 作者以如椽之笔，在汉匈和西域万里疆
域上纵横捭阖，自如挥洒，将万般情景予以
复活、生动地呈现于今人眼前：

巍峨庄严又雄壮肃穆的汉皇皇宫、大帐
罗列又宽大肃杀的匈奴龙廷、修饰精美又不
乏阔大的王爷大帐、 精巧美丽的大宛宫廷、
大气别致的大月氏宫殿，以及汉匈大宛大月
氏的城镇街市、汉族民居，牧民毡帐。 奴隶居
所……一一毕现。 需要何等的魄力与笔力!

民以食为天， 书中涉及描写的饮食文
化，其细微精当到如闻其香、如品其味，且又
与饮食风俗习惯密切相接。 大到皇宫王宫国
宴，小到奴隶餐饭，又需要作者天才的想象
观察并予以恰切地描述。

书中写到的植物，不但种类繁多，而且
具象清晰，从高山到草原。 从大漠到森林（如
大兴安岭），从河岸到河底，全都详略可见，
如在眼前。 动物门类亦异常繁多。 水生从汉
江的各色鱼种到呙国的翡翠巨蟒，陆生的从
草原狼、野马、黄羊、草原鼠，山林的雪豹、岩
羊、貂、豺到大象、狮子、老虎，飞翔的从各种
猛禽到细小的恶蚊，甚至地上的蚂蚁、蹄窝
里的虫子，都写得栩栩如生，细致入微。

古代医学知识、音乐知识、绘图知识、花
草知识 ，厨艺食品知识 、放牧知识 、菌类辨
别、养马驯马、奴隶刑罚 、衣被服装 、气 候
气象 、路径识别 、绳结捆绑 、囚车设计 、军
事武艺 、武器枪械 、兵书巫术 、工具农具、
水利种作……，无不包罗其中，俱在容内。 不
同民族的风俗民情、婚俗观念、骑痞土匪、江
湖混混等社会百般状况，也尽皆毕现，惟妙
惟肖。

再说叙述的艺术表现手法， 其灵活巧
妙， 令人难以察觉。 不管是常规的顺叙、倒
叙，或是插叙、夹叙，更有独具一格的分镜头
并叙、适时的补叙、特别需要的回叙和注叙，
都了无痕迹、十分自然。

我们不能不佩服作家博大的胸怀、宽广
的视野、 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渊博的知识储
备。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物更加血肉丰
满，更加真实难忘。 同时其文化价值、认识价
值也得到很大的提升。

以场景的具象描写手法，突出事件及景
物的现场感。 精确细腻的场景具象描写，是
本部小说又一令人钦佩的艺术表现。 纵观全
书，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 大场景有大场景
的格局、小情节有小情节的韵致。 凡此种种，
无不生动、无不令人难忘。

第 23 回，在沙暴来临时，是这样描写大
漠状况的：“此时， 一股股炙热强劲的北风，
正向人的脸上削来，话一出口，声音便被带
走，相互之间，只能靠手势比画。 而奉皇命而
来的苏疾、沙里修、赵无偏、陈尚斗、容南、容
北、宋石、宋木，以及受重点保护的孙治瑾、
由天际被集中在一块，他们的串捆重任由戴
羽、杜槐分担。 俩人深知干系甚大，串捆时便
格外细心，不敢太紧亦不敢太松。 二人刚刚

串接完毕，便见沙尘蔽空而降，刹那间暗如
无月之夜，无尽无穷的沙粒像无穷无尽的箭
矢，穿透衣服，直钉人体；沙粒互撞的怪响，
如万千魔鬼狂叫，震耳欲聋。 ”（P315）去过大
漠的读者读到此处即道：“这种场面太恢宏
了，使人仿佛又回到多年前的经历。 描写得
如此真实，不晓得作者是如何做到的。 ”

极致的语言美感

以宝塔式语言结构方式，在灵巧运用中
尽显其美感。 但凡用心的读者，不难体会到
《西域英雄传》高超的语言艺术。 其精致、空
灵、典雅、准确的叙述手法，毫不夸饰地说，
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语言之境。 写景有写
景的精妙，叙事有叙事的简明，对话有对话
的贴切，物象有物象的精准，洋洋洒洒百余
万言，没有冗长的交代，没有只言片语的赘
语，读来十分地让人愉悦，不由得沉浸其中，
心随波动，爱不释手。

如果我们再深入研究，便会有惊人的发
现，这部巨著涵盖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所有
的文字语言风格。 从荒村看到的甲骨文“万
物并作，天下为公；三友益我，百年树人”到
张骞引用的先秦文学晏子谏齐景公的故事
（第 10 回）；从《史记》《汉书》体的皇帝诏令，
到张骞应试文章《论使节队之必行及统领之
法》和与大月氏的国书（分别见 P132、1284）；
后古典文学体则是张骞所颁布的律令、所读
的祭文、所记的记事等；含有古典文学韵味
的则体现在写景及场景描绘之中；而文白相
间及简明现代白话，则在人物活动、人物对
话予以大量运用。

这种六层语言集中在一部小说著作之
中，而且做到了无痕迹、十分自然，显示了作
家深厚的历史文学渊源和功底。 我们阅读
《西域英雄传》，不能不体会到，为了继承发
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殚精竭虑著鸿篇，
英雄史诗赋长律，作家做得很棒很了不起。

以锦屏式诗词歌赋布列艺术，使本部巨
著别具风韵。 锦屏式的诗词歌赋布列艺术，
则是这部历史小说的又一文学贡献。 在仔细
阅读与体会中不难发现，书中因为情节需要
而出现的各种诗歌，涵盖了中国传统诗词文
化的全部品类。 这里有以诗经体出现的《竹
丈夫》《盘龙之识》《吾见巴人》等；有以离骚
体出现的 《大漠行》《西域路歌》《过冷龙岭》
等。 特别是《大漠行》，不但是本部作品的灵
魂与精神走向， 亦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
在大汉气象下，作者以炽热饱满的爱国主义
情怀，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威武雄壮、令人奋
进的不朽之曲：

大国情怀今云海四方，明戈骏马兮神威
飞扬；

大漠荒原兮悲喜负载，异域踏阙兮英雄
儿郎。

泓下龙吟兮衡轭奋蹄，登峰造极兮葱岭
履荒；

践而无逵兮勿问懭悢，劈棘所届兮问鼎
他乡。

当然，还有宋词体的开篇词《念奴娇》、
终篇词《水调歌头》，以及文本之中、回尾诗
里接近的词体诗与长短句；有接近唐诗的七
律与绝句；有民歌体的如《采茶歌》《看到情
郎心发慌》（40 回、65 回）等。 有在文本与回
尾诗中出现的许多自由体如草原艺人、张骞
的唱词等；有许多如散文诗一般短小精致的
写景片段；甚至还有儿歌体如《小面果》（85
回）；而在第 67 回中，张骞在与李广叙及乱
石滩之难时，那 324 字的回忆文本，直接就
是一篇绝妙的汉赋!

整部小说内容丰赡厚实， 血肉饱满，全
书涉及各类大小人物 300 余个，故事前后跨
度 20 余年，在波澜起伏、交错复杂的历史画
面与场景切换中，饱满、淋漓地呈现出中华
民族坚韧不拔、不怕牺牲、勇于开拓、热爱和
平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的历史襟怀。 应该肯定的是，阅读这部巨著，
将是一门艺术的追问。

善泳者，才能教人以泳技；善厨者，才能
授人以厨艺。 跟上庖丁学解牛，跟上鲁班学
木工，即使不下苦功，技艺也差不到哪里去；
反之，跟上南郭学吹笛，跟上燕雀学翱翔，即
使拼尽全力，也注定徒劳无获。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刚跨过 20 岁的
门槛， 就站在了一所重点中学的讲台上，从
事高中语文的教学。 那是一个冬去春来的时
代，因循守旧的教学模式，引发整个社会的
普遍质疑， 教学改革的呼声犹如劲风吹刮。
然而，突破自己，无异于变相地否定自己，于
是教改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身处教学一线
的老师。 我初次踏入职场，不谙世故，以初生
牛犊不畏虎的鲁莽，硬生生地把套在语文学
科身上的“紧身衣”撕开一个口子，在中学语
文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和审美教育。

语文，本是一门“极有意思”的课程，却
被条条框框僵化成了 “没意思”。 闪烁的思
想 ，鲜活的语言 ，在捆绑之下 ，变得面色乌
青，呆头呆脑。 老师照本宣科，敷衍了事；学
生昏昏欲睡，厌倦不堪。 年轻气盛的我，则致
力于把语文的魅力展现出来，以使其像野鹿

一样撒欢，像风云一样激荡。 每一堂课，从导
语到教学内容，再到结束语，我都预先进行
了独具匠心的设计， 希望能做到课课不一
样，次次有新奇。 与此同时，我也把大量的中
外经典搬进课堂，一一介绍给学生，以拓宽
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如此一
来，不但让学生欢天喜地，也在业界激起了
朵朵浪花。 我所带两个毕业班的语文高考成
绩，连续两年居全市第一。

后来我告别讲台，成为西安《美文》杂志
的一名编辑。 身体离开教育，心却从未走远。
潜意识里的教育情结如影随形，我对教育的
关注亦未曾有过半点减弱。 文学是人学，而
教育则是塑造人格的基础性工程，来不得半
点含糊。30 余年里，在各类教育报刊，我发表
过的涉教文章数以百计。 我还通过实地采
访，有针对性地创作并出版了一部调查类长
篇纪实文学《那些家长》。 该书出版后，各界
反响热烈， 有近百位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
找上门来寻求帮助，我皆来者不拒。

近 10 年，我执笔的《美文》青春版的刊首
语，受到好评，其中超过半数的篇目，分别被

《作家文摘》《读者》《青年文摘》等刊物转载。
编稿之余， 我没有与文学写作挥手作

别。 文学像恋人那样，赐我以甜蜜，虐我以憔
悴。 且爱且痛数十载，劳作之收获，不敢妄言
已硕果满枝，但至少也非颗粒无收。 浅显而
深刻 ，普通而非凡 ，庸常而高贵 ，朴拙而智
慧，柔和而有力等，既是我一以贯之憧憬的
文学理想， 又是我矢志不移沿袭的文学轨
道。 于烟火处显现人间万象，于小事中追踪
世间大理，于寻常中隐匿奇思妙想。

把自己最为精华的文章交付出来，把自
己积攒了大半辈子的写作经验和盘托出，是
我对自己人生理念的具体落实。 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
关。 爱，是我恒定的信仰；关怀，是我秉持的
准则。 基于这样的初衷，我以书为媒，根据小
学、初中和高中各册书的主题所选文章特点
来总结相关写作规律及写作方法，将阅读与
写作的真谛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与各位老师
和同学一起分享。 我更想以自己的作品为样
本，激活同学们的写作思路，使大家从下笔
时“老虎吃天”的困境中突围而出，从而让同

学们能愉快阅读，轻松写作。
我不高明，但很真诚；我的作品也许并

不完美，却绝不平庸。 我的所有努力，都在于
帮助同学们推墙：推倒心中的墙，推倒脑中
的墙，推倒眼中的墙，推倒围困思维的墙，推
倒禁锢作文的墙。 墙倒了，想象的翅膀才能
高飞，文字的精灵才能翩翩起舞。

点石成金，跟我来，我们一起走，踩着花
露，亦踩着泥泞。 高耸的峰巅沐浴着绚烂的
霞光，在朝我们招手和微笑。

我坚信，《安黎开讲———新语文读写公
开课》丛书，能够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让阅读成为学生书面表达的灵感源泉，并在
愉悦的读写实践中去感受思想火焰与文字
魅力的交相辉映。 教育名师鹿丁联独到的分
析和精彩的点评，更为本丛书锦上添花。

我坚信，本丛书能唤醒那些本就属于读
者的个性意识和自由意识， 点燃思想的火
焰， 让想象的翅膀像鸿雁一样自由翱翔，让
激情的洪流汹涌澎湃！ 在这座四季如春的大
花园里，祝福同学们在阅读中成长，在表达
里成熟，早日破茧成蝶，展翅高飞。

元旦前夕，恰逢周末。
妻子叫上我，加入“乐购”行列，因

为有了 “帮工 ”，她便可以放心 “买买
买”。

日常生活中像采购蔬菜粮食，包
括洗衣做饭一类的活都是我的短板，
家庭生活谈资中， 本人最受打击的就
是“不会做饭，不会买菜”。为了平衡夫
妻关系， 体现家庭义务， 只好揽下洗
碗、 拖地、 搞卫生一类的辅助性家务
活。不然的话，没法体现家庭平等的光
荣责任与义务。

一大早，我们前往东关菜市场，购
买牛羊肉。走进夜市村口，只见车水马
龙， 人声鼎沸……映入眼帘的首先是
夜市口的街道变了样，新铺了柏油路，
两边都焕然一新。

妻子说：“又是一年多没来了吧，
是不是大变样了。 ”我说：“是啊，不知
不觉又一年！”尤其是新修的蔬菜摊点
的雨篷比较好，第一个当口是卖烧饼、
卖油条、 卖早餐的， 商贩们集中在一
块， 大家想吃什么随便挑， 选择余地
大。 紧挨着就是一排排规划齐整的蔬
菜贩卖点，红艳艳的西红柿，绿茵茵的
菠菜，上红下白的水萝卜，青春圆硕的
大白菜，还有群众喜爱的 “50 白 ”，螺
丝辣椒、红黄水果辣椒，豆苗、豆角等
等时鲜蔬菜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有的在谈价钱，有的在选
菜，有的在过秤，一幅热热闹闹买得放心、买得实惠，卖得
开心、卖得物有所值的市井图出现在眼眸中。

俗话说：“冬天滋补，牛羊赛虎。 ”我们继续往前走，一
边走，一边看，很快就来到副食摊位区。 牛羊肉摊位前也是
人头攒动。 妻子瞅瞅东家，又瞧瞧西家，货比三家，终于找
着在抖音里经常发视频的售货女羊倌， 一番讨价还价下
来，每斤少两元。 于是决定购买一条羊后腿、几斤牛腱子和
牛后腿肉，过完称，扫过码，一串串吉祥好数字，图的是吉
利、高兴，也为过好年。

阳光里，有凛冽的寒风，有冻红脸颊上的欣喜，我们双
手提着塑料袋，满载而归。 一路走着，一边想着，如今的菜
市场，物质极大丰富，市民采购热情高涨，一片繁荣景象，
浓烈的烟火气弥漫大街小巷。

翌日，我们一家人又回了趟石泉老家。 下了高速，从前
池河进山，沿着池迎（池河—迎丰）路走走停停，又是一番
别样风景。

天空灰蒙蒙的，却不显冷。 山山岭岭树木萧瑟，树干枝
丫慵懒兀立，叶子零零散散铺在地上，没有了春夏季节浓
绿覆盖大地的郁郁葱葱，也没有秋日里的姹紫嫣红。 山上
的石头裸露着、沟沟壑壑现出本来面目。 平日里浩浩荡荡
的池河水，消瘦了、孱羸了，没有了往日奔腾逐浪的气势，
它们顺着山石缓慢流淌着，只在落差比较大的滩头和水电
站的出水口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一条河，只有水声哗哗，才
有动静，河流该有的样子是不断地咆哮奔跑。 正是这种反
差和与众不同，才让人感受到冬日里山乡的宁静和平静。

冬闲农不闲。 田地里的油菜、白菜、蒜苗、萝卜们披着
一层白霜，顽强生长着。 这些绿着的精灵们，是整个冬天大
地上的活力秀。 有农人在油菜地里施肥间苗，也有人在翻
地备耕。

老表哥在村口支起一个烤酒的甑子，非要我们停车品
尝品尝他的拐枣酒。 近年来，当地大量种植拐枣树，建拐枣
园、 拐枣酒成为发家致富的新产业。 表哥说自己家收了 3
万多斤拐枣，又收购村民一些，年底前烤酒原料没有问题，
销路也不愁。 我问了一下大致收入情况，他说比打工强一
些，吃了喝了一年下来能挣几万块。 我知道农民都保守，不
愿透露更多信息，但为他善于探索新路，坚持勤劳致富，建
设美好家园，感到由衷高兴。

回到家里，隔壁邻居正在杀年猪。 一问才知道，今天他
们家一次性杀了两头大肥猪，900 多斤呢。 从一家人欢欢喜
喜的表情上，看得出人勤家顺，肉多粮丰，衣食丰盈的幸福
感和成就感。

冬至寒极一阳生，冰融草萌又一春。 袅袅炊烟里，农民
忙着杀猪宰羊，烤酒煮糖，整理田地，播种希望。 村在白云
边，市在繁华里。 城乡年味渐浓，乡村振兴可期。

旧岁千重景，新年百尺
竿。执爱前行，勤勉耕耘，不
负时光，总会遇见美好和惊
喜。春日暖阳，人间值得。新
年快乐，万事祥和。

“凿空 ”西域的英雄史诗
———简评李茂询长篇历史小说《西域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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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成长 在表达里成熟
安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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