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7 日 武夷山
早上九点在省作协机关举行了简短的出

发仪式，作协党组书记黄道峻、专职副书记齐
雅丽和副主席闫安分别作了讲话，我代表此次
出行的“陕西作家海上丝绸之路采风团”做了
表态发言。 这些年来，我好像经常代表陕西作
家在某些场合说话，感觉没什么说的，只说了
两句。 然后出门上车，直奔咸阳机场，并在安检
后简单用餐。 我要了一个肉夹馍，20 元。

之后看微信才知道，11 月 17 日是路遥去
世的日子，作为陕西作协采风团，作协选择在
这一天出发，是巧合还是有特殊用意？ 不知道。
但路遥的文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984 年
我坐在路遥办公的位子上给《延河》看小说稿，
我经常翻阅他抽屉里的书信和俄罗斯文学，对
我是有所激励的。

飞机飞行两个小时后开始下降， 白云退
去，天空碧蓝，从飞机上往下看，可以看到层峦
叠嶂的青山，线条流畅的高速公路，清新淡雅
的村落。 机场很小，不需要在机场内耗费时间，
非常快捷。 福建省文学院院长吕纯晖女士来武
夷山机场接机，这是一个很优雅的作家，有着
南方女子的精致与妩媚。 她以主人的姿态讲了
几句话，一脸喜气，满心热情。 然后直接把我们
拉到第九届海峡两岸茶博会现场，我们有幸赶
上了茶博会的最后一天，在这场“缘聚武夷，茶
和天下”的盛会上，全国各地茶业企业万商云
集，茶香溢荡。 遗憾的是，陕西紫阳县的焕古茶
参展企业的展厅已空无一人，可能是带去的茶
叶全让参观者买光了罢。

夜宿武夷山庄。 山庄是一个别墅群，临山
而建，风景奇美，古树密浓，桂香飘荡。 发了房
卡，各自拎着行李，去寻找自己的住处。 福建作
协的朋友称，大领导来了就住这里。 饭间，东道
主向我们介绍说，武夷山茶是最先销往欧洲的
中国茶叶，是海上丝路的主要商品之一，一直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是武
夷人的自豪与骄傲，也是我们此次采风首选地
的重要原因。

极为可口的晚餐之后， 主人把我们带去
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大红袍》，我被震撼得流
泪两次。 不是剧情感人，而是声光电在艺术地
结合中所产生的奇异效果。 离开剧场时，我一
直在琢磨：武夷山，茶文化，文化茶……

11 月 18 日 武夷山
早晨睡到自然醒， 起床的时候才过六点。

万籁俱静，生怕洗漱的声音吵醒了邻居。 泡了
茶，打开房间阳台的门，我发现我居住的位置
极佳，只见青山近耸，离山壁不足一丈，绿植满
目，竹枝临窗，秀色遍地，还有一层薄雾缭绕。
但闻流水淙淙，小鸟啼鸣。 心想，此乃天赋异
景，可入诗，可入歌，可入画，亦可入药：专治心
浮气躁，它能让你瞬间平静下来。

在福建省文学院同仁的陪同下，我们早餐
之后就出发了，向武夷山天游峰进发。 进山便
见云雾缭绕，如梦如幻，有几分宗教圣地的样
子。 山下有酷似人体的双乳峰，导游说这是女
性的骄傲。 武夷山中道观、庙宇密集，多达 270
余处，造就了“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的人
文景观。 从容舒缓的九曲溪从山中温婉穿过，
平时可放竹排，因近日多雨，水位太高而放弃。

天游峰下藏着文化瑰宝一一朱熹武夷书
院，亦称武夷精舍，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常年在
此讲学著述， 书院为全国极负盛名的高等学
府。 内有教室，立万世宗师之像。 朱熹《朱子四
书集注》《诗集传》 等多种著作即在此修成，成
就了理学正宗， 后世学者誉之为三代下的孔
子。

天游峰壁立万仞， 一面石壁如钢铁打造，
凌空而立，一眼能看出它的硬度，望之生怯，一
部分作家登顶去了，我和其他几个有恐高症的
便在山腰亭子里喝茶聊天，谈当代文学的现状
和 80 后 70 后作家， 以及网络文学的创作，感
慨良多。 两个小时后，登顶的朋友们下山了，个
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流着细汗的女作家周
暄璞对我一脸鄙夷之色，说：“在这里喝茶有意
思么？ 我们体验了征服的快感！ 你们白来了。 ”

下午游览大红袍基地，各种大红袍茶都在
九龙寨峽谷的岩土上种植。 我们观赏了著名的
大红袍母树(始祖）“三丛六株”。 让我惊讶的不
是茶叶，而是茶园两边的山，那山侧面光滑，坚
硬，草木不生，一座山就是一个石头，一个石头
就是一座山。 于是羡慕起来：羡慕大红袍，生长
在如此美景之中。 羡慕山中美景，它以瘠薄的
土壤养育了这驰誉中外的历史名茶。 羡慕武夷
人，有这样的山，有这样的茶。 此乃山之幸，茶
之幸，人之幸也。

在蒙蒙细雨中，我们在武夷山大红袍景点
母树茶寮上坐下来品茶， 一杯大红袍下喉，有
人居然夸张地尖叫起来，然后都在感叹，品咂，
回味，深呼吸。 忽见岩石上有块招牌，上面写着
林语堂的一句话：“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
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 ” 林语堂是喝茶
喝到骨子里去了，喝出了精髓。

11 月 18 日晚 武夷山
晚餐在市区的一家酒店进行， 酒店规模较

大，中间还有一个莲池，等人的时候我们就凭栏
而立，远看城中灯火，近观池中残荷。 忽然想起
李商隐的诗 “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
声。 ”我一不小心念了出来，有人冷笑一声，或许
是笑我酸罢。 我说： 人家林黛玉就喜欢这个句
子。 没人接话，我便取出烟来，找烟友共享。

饭后的计划是返回宾馆休息。 因为个别同
志要购物，我们便从返回途中集体下车，进了
一条卖日用消费品的小街道，我盯上一家超市
就进去了，买好“烟火”出门，大队伍已不见人
影，很显然，我是走丢了。 张望之际，只见一辆
三轮车停在路边，车上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
人，我问：我到武夷山庄，你拉不？ 他让我上车，
说 8 元。 我把你拉着转转吧，你给 10 元就行。
我想，10 元钱看个夜景也太划算了，便说：你拉
我慢慢看，把城市看完，我给你 20 元吧。 他说
好。

我从未在南方见到过如此精美的城市，它
精美得像一个手工制品，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
精雕细刻。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夜市摊点，没有
人潮涌动，没有喧嚣哄闹。 城市所呈现的，是灯
与光的线条，是风格统一的接近园林式的多层
建筑。 每一幢楼房，霓虹灯都用不同的色彩勾
勒出它的轮廓来，三轮车在市里缓行，我就穿
行在灯光勾勒的线条中，一点一点地感受着这
座城市的典雅与宁静，古朴与浪漫。 低矮的建

筑里，大都是商铺，商铺是密密麻麻的茶叶店，
大红袍、正山小种随处可见，要么就是与茶相
关的产品，根雕和茶具。 很显然，这里是因茶兴
市，因茶出名。 茶是这座城市的生活主体，是这
座城市的魂魄。 茶撑起了这座城市的龙骨。

三轮车夫和我聊天，告诉我他是附近的茶
农，希望我到他家里去喝茶，见他真诚而热情，
我就随他来到他家。 门内放着一个根雕茶几，
墙边放了一排口袋， 里面装满了各种特产，当
时几个女的正在喝茶，见我去了，喝了两杯就
走了。 沏茶的是老人的侄女，一个刚当妈妈的
少妇，笑脸盈盈，秀气可爱，是个美人儿。 一边
和我聊天，一边给我泡茶。 连续喝了三种茶，各
有其妙，货真价实。 一个多小时过去，我就装了
满满一肚子茶水。 快到十一点了，我也该回宾
馆了， 便选择了味道尚好的大红袍购买二斤。
老人送我回宾馆的路上，我说我没零钱给你车
费，你得找零。 老人说：你不要付车费了，已经
买了我家的茶叶。 我送你也是应该的。

11 月 19 日 武夷山
今天上午要弥补昨天未实现的愿望，坐竹

排。 早晨起床之后就一直眼皮跳，心里便有点
忐忑不安，担心有什么不愉快。

九曲溪是发源于武夷山风景区的一条溪
流，坐竹筏是九曲溪的传统项目，全长近 20 里
路，费时三个“半小时”，90 分钟。在码头的入场
处，游客很多，我们的这支队伍，行进中走得并
不紧密，显得稀稀拉拉。 我的前面是福建的美
女院长，穿过大厅，上方有“候筏区”字样，我就
毫不犹豫地跟着她走了，眼睛还时不时地看一
下手机。 在一拐角处，我刚进去，只见几个女士
大叫起来：“先生你走错了，这是女厕所！ ”

不是候筏区吗？ 怎么会是女厕所！ 我仓皇
退出，可这尴尬的事情还是让后面的同行看到
了。 从此成为一路的笑柄。 太丢人了。 作协王
某君说得比较委婉：“李春平只有一个，人家就
是比我们多看一处风景。 ”

我只能自我解嘲：我跟错了人！
九曲溪不是一般溪水，而是一条河。 它绕

武夷山水九曲十八弯，顺山谷而行，清澈透明，
生长着这里独有的鱼类：红眼鱼。 九曲溪的竹
筏由 8—9 根碗口粗的去皮毛竹烤后扎成，宽
约 2 米，长 8—9 米，吃水浅，浮力大，上面可坐
6 人。前后有两个撑船的艄公。艄公称自己的职
业是“吃饱了撑的”。 我们上的女艄公 20 多岁，
性格活泼开朗， 拿起竹竿就七荤八素地说，逗
得我们大笑。

竹筏一路前行，我们沿途欣赏。 这么好的
景致不抽烟是不行的，我点上烟，坐在我后面
的评论家邢小利多次抗议 ：“春平你熏到我
了”！ 只好不抽。 两岸风光无限，怪石林立。 大
王山，玉女峰，水龟石，一个接一个，还有生长
了 80 年的凤尾竹，依然茂盛。 一块岩石上雕刻
着朱熹手书的四个字：“千崖万豁”，其石粗糙，
其字歪斜，只有千字的那一竖是直的。 另一岩
石上则刻着朱熹游九曲溪所作的《九曲棹歌》。

午餐过后就直奔车站， 三点前到达福州市，
下车就感觉到了夏天，满车闷热，身冒细汗。住进
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衬衣。 刚把衬衣选好，在
福建省民政厅工作的外甥给我打电话说：“幺舅
舅，我一会给你送一件衬衣过来，这边热。 ”

我想这下有换洗的衣服了，于是穿着新买
的衬衣走出了商场。 没多久，外甥也送来了新
衬衣。

11 月 20 日 福州
昨晚的晚宴在东百洲际酒店举行，福建省

文联主席陈毅达先生做东。 席上见到了陕西作
家张艳的老公福州师大的施晓宇教授，自称是
陕西的女婿。 我因为早上误入女厕的糗事，一
个福建作家敬酒时说：“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有故事的早晨！ ”说的是我误入女厕所的
事。 这讥笑让人舒雅而暖心。

官方饭局之后， 又去海鲜城赶了一场饭
局，因为第一局吃得太饱，到海鲜城只是形式，
根本吃不下去了。 强硬吃下一只螃蟹和几块深
海鱼，就再也吃不动了。 送我回东百洲际酒店
的途中，看了看福州闹市的夜景，跟我想象中
的一样繁华。

不过，外面施工的声音让人心烦。 是那种
开挖马路的声音，有节奏的一下一下往水泥地
面飞快地打钻子。 原本，我期待十二点之后就
停止了，可过了十二点依然如故。 福州的市民
不睡觉吗？ 半夜三更的，你是什么重大工程非
要通宵加班？深夜扰民？我写这段时，已经是凌
晨四点十九分了。 朋友们已经开始在群里抗议
了。 有人提出上街求静，或许真的上街去了，七
点多在群里说街上真安静呀，不打桩，不开机
器，也没有鼾声。

今天早上是座谈节目，在福建省文联会议
室举行，陕西和福建两省的部分作家参加了座
谈会，还有两位台湾知名作家亮轩先生和丘秀
芷女士。 两位台湾作家的发言很精彩，从作家
生活到文学创作， 从报刊稿费谈到作品影响，
都谈了自己的观点。 年近古稀的亮轩先生谈到
了台湾文学的状况以及选材的问题，例证生动
且见解独到。 我比较喜欢老人的两句话：“大时
代未必有大作品。 ”（比如，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后，只出现了《飘》，写得也较差。 ）“文学是最大
的真诚，也是最大的宽容与谅解”。

中午海鲜吃了两个小时。 考虑到昨晚宾馆
周围昼夜施工，多人失眠，就调整到了西湖大
酒店 ，酒店面对西湖公园 ，环境改善 ，如在景
中。 安顿好了，就到了湖州市马尾区，参观马江
海战纪念馆和中国船政博物馆。 车上，福州作
家用“湖州话”对话，此种“鸟语”，我们一句都
听不懂。

博物馆展示的是：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在
中国兴起，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马尾兴办船
政，原江西总督沈葆桢为首任船政大臣。 这里
诞生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中
国第一艘钢质军舰（平远号），中国第一架水上
飞机，中国近代第一支军舰队。 船政学堂是中
国近代最早的军事学校。 船政学堂培育了严
复、邓世昌、詹天佑等一大批英才，中国近代海
军五分之三的军官出自马尾。 所以，参观这里，
便获得了一种神圣感。

四时许， 进国家重点公园———星罗塔公
园，领略中国船政文化。 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上重要的硬件设施。 罗星塔始建于南宋。 塔
下是罗星公园，公园旁有国际海员俱乐部。 登
临塔顶，港口码头，开发区尽在眼底。 江岸两旁
还有古炮台，可以看到当年烟火弥漫的中法战

役的古战场。 塔下郑成功古堡城寨道址上列柳
七娘雕塑。 南面山腰有亭(观战亭)，面江迎风，
江面即明清抗击外侮的水战战场。 厅侧石径下
方，旁竖清乾隆福州知府书法家李拔"砥柱回
澜"碑。 亭下有“试剑石”。 民间传说：郑成功福
州失败，屯兵于此，有人送他一把宝剑，他看见
一块巨石，祷告上天，祈求指示行军方向，一剑
劈下，石分两半，上边实向东方，郑成功才决定
以后向台湾进兵。

11 月 21 日 泉州
早上九点从西湖大酒店出发， 坐车去泉

州，行程大约两个半小时。 这是一个没有冬天
的城市，外面的温度在 25 度左右，这夏天的气
候真好，宜人，宜行，宜采风。

可我发现我又出错了，身上揣着宾馆的房
卡，忘了上交。 好在有人陪我出错，还有一个女
的也没交。 工作人员马上打电话说明情况。 某
君幸灾乐祸，扭头便说：又是你。 总给组织添麻
烦！ 我回敬道：组织就是用来麻烦的。

泉州多华侨，我们下榻华侨大厦，感觉内
置豪阔，当下留影以纪。 午餐是自助餐，全是海
鲜，品种繁多，大都前所未闻，只能一样取一点
品尝味道了。 我和朋友们集体感叹：此次采风，
必胖无疑！

一点半去开元寺， 这是泉州最好的寺庙。
有唐代古塔，千年古树，两棵巨大的菩提树枝
朵相连。 在弘一大师纪念馆外，一副对联饶有
趣味：

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
从弘一大师纪念馆出来， 只见满园桂花，

香气袭人，心中也凑出一联来：
佛地仰高师
丹桂净凡心
之后去泉州湾古船陈列馆， 此馆主要陈

列 1974 年从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沉船
及其伴随出土物 。 沉船残长 24.20 米 、 残宽
9.15 米。 这是一艘 13 世纪泉州造的中型远洋
货轮，长度为 34 米、宽 11 米，载重量达到 200
余吨。 今人无法考证古船是怎样沉没的，当时
船上发生了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我
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历史见证， 也是中
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我国的海上丝绸之
路就是从这里起航的。 看见古船，便有了几分
寻根的意味。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浔浦鱼村。 我是第一
次来到渔村，第一次看见渔家生活，陌生而新
奇。 进了渔村，一股浓浓的海腥味扑面而来，紧
紧将你包围着。 村子的边缘就是海岸，海水碧
蓝，平静无波，有开阔视野和浪漫情怀交融在
一起。 与我神交已久的福建小说家何葆国先生
介绍说，渔民生活是很艰辛的，海上作业风险
很大，遇到不可抗拒的狂风巨浪，就会翻船坠
海，所以，过去村里寡妇很多。

浔浦村口， 有几个老太太站在那里说话，
她们的头上都插着几朵小红花， 了解后得知，
这是她们的日常打扮，平时就这样子，一切都
是为了美。 往村里走进，正好有两家渔民结婚，
姑娘们穿着大红服在折叠黄色的纸筒，黄纸上
写着福字。 想必是婚礼上的吉祥用品罢。

最长见识的，是见到了一种叫“蚵壳厝”的
民居。 “厝”是福建独有的方言，其字念“措”，指
民居。 浔浦有一大片蚵壳厝，几百年前，渔民到
非洲运送物资，返回时是空船，在海上行驶极
不安全，需要一定的重量才能压浪，渔民就把
巨大的非洲牡蛎壳装在船上运回来，大量的牡
蛎壳运回后，不便处理，就将其作为建筑材料
砌成墙体，结实耐用，冬暖夏凉。 这些“蚵壳厝”
早已破烂不堪，无人居住，据说晚上在这里可
以听到海的声音。

我们在数十间蚵壳厝周围玩了许久，感叹
着古代渔民的生存智慧。 他们的智慧就是为了
对付困难，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

（连载上）

大观 07文化周末 ２０24 年 5 月 24 日 责任编辑 张妍 组版 张玲

海海 上上 丝丝 绸绸 之之 路路 采采 风风 日日 记记
李春平

李思纯从小就生活在金蚕之乡石泉，她的父辈们过去
也是靠兴桑养蚕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也许是从小受
家庭养蚕氛围的影响，对兴桑养蚕的体会深刻。 《蚕门》虽
然是一部文学作品， 但她写出了石泉蚕桑事业的历史发
展，可以说是半部“蚕桑文化史”。 为什么说它是半部，而不
是一部呢。 因为它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作品中所叙述的
人和事，虽然都活灵活现，但它并不都是真实存在的，有虚
构完美的部分，这是我在读了长篇小说《蚕门》一书后所感
到的。

《蚕门》无疑就是将石泉的蚕桑历史文化加以放大，用
细腻的文笔去诠释石泉蚕桑文化的发展历史过程。 通过讲
养蚕人的故事，讲建缫丝厂及缫丝工人的故事，讲企业改
制以及改制后的发展等，还原过去那段辉煌的历史。

众所周知， 石泉的兴桑养蚕最早可以追说到汉代，自
西汉初年建县起为州郡县治达 2000 年之久，蚕桑文化、农
耕文化、丝路文化在这里融合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
蚕文化”。 从交通来看，地处古子午道南端的石泉，早在商
周时期就是出秦入楚的重要通道和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先
秦汉唐连接巴蜀的茶马古道和水陆交通要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石泉人，丝路之源的地域性蚕桑文化
在她的成长中留下了太多记忆。 她了解秦巴山区老百姓在
养蚕过程中有开蚕门、关蚕门仪式，而蚕门的开与合既是
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有形的是养蚕人家，他们在养蚕过程
中的专注、认真、坚韧不拔以及对丰收的期待，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无形的是敬畏天地与生灵，是人生不断摒弃杂念
和贪欲的过程，以及对万事万物开放、包容、接纳的态度。
李思纯以《蚕门》定名，那门里面的故事就好展开来讲了。
整篇故事在有形与无形、天地与生灵、蚕门的开与合之间
完成人间万象的升华。

为此，笔者认为，《蚕门》是以陕南秦巴腹地的石泉和
池河镇谭家湾村为背景的一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 讲述的
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石泉蚕桑产业正处在一个黄金
的收获期，被誉为西北蚕桑蚕茧大县，促推了石泉县建设
缫丝厂，引领整过安康的缫丝行业，并在改革开发的大潮

中脱颖而出的故事。 石泉县缫丝厂是本县最大的缫丝企业，一时间，成为全市乃
至全省的明星企业。 它是改革开放中本县大力发展工业企业的一个历史缩影，
是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小说通过虚构故事，塑造以方文贺、吕蒙、夏莉莉、小
芳等人物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人物群像和以杨宝根、海玉、晓鸥、海军等人物为代
表的蚕桑人物群像，用双线并行的创作手法，让历史与现实交织，养蚕与加工生
产交替，讲述了两个家庭、两代人，在兴桑养蚕和助推丝织业发展过程中相互依
托，互为促进，顺应时代潮流，艰难承受时代浪潮冲击，并在逆境中奋力崛起的
人物故事。

李思纯情系家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为兴桑养蚕，为促进地方经济建
设发展鼓与呼，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蚕门》读起来非常接地气，每一个人物、每一件
事都耳熟能详， 好像小说里的人物就是我身边的人，
小说里的故事就是我身边发生的事。

《蚕门》立意高。 主人公方文贺爱厂如家，热爱家
乡，一心一意为了缫丝厂尽快达产达效，扩建规模，几
乎不分昼夜，克服了种种困难。 另一位主人公杨宝根
教育子女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蚕茧卖到外县去
了， 他把淘金发现的鎏金铜蚕无偿上缴给了国家，国
家没有给一分钱。 这可是西汉时期的鎏金铜蚕，国家
一级文物，当时，有文物贩子出价八千元，虽然内心矛
盾纠结，最后还是毅然决然不卖。 在这些身上体现了
热爱国家和淳朴厚道的奉献精神。

《蚕门》选材角度准。 李思纯以石泉县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县域工业经济代表、 全省缫丝行
业一面旗帜的县缫丝厂兴衰为主要题材。 短暂的兴盛
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袭来，白厂丝产品销售受
到了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加之国有企业必须走改革
之路等原因，致使县缫丝厂从兴盛走向了衰落。 故事
描写了以方文贺为代表的一群缫丝人，以杨宝根为代

表的一群兴桑养蚕人，他们的奋斗历程，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爱情、友情、亲情，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 在这
个历史阶段发生的历史与现实，工业与农业，种桑养
蚕与收烘加工遇到的矛盾纠葛和每个人物复杂的内
心世界以及思想、工作、博弈的过程。

《蚕门 》是一部地方的兴桑养蚕史 。 作家用 “江
城”所映射的石泉县兴桑养蚕历史悠久 ，而规模 、产
量 、质量达到历史最盛时期便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前后 ，当时的全县桑园面积达到了十万多亩 ，养蚕
量达到了十二万张，产茧量达到五千多吨 。 其根本
原因是原材料加工产品有市场占领份额 ，当时石泉
县的“梅花牌”白厂丝全国著名。 可以说 ，兴桑养蚕
是因为缫丝厂兴盛而兴盛 ，缫丝厂因白厂丝销路好
而效益好。 因此，说明一个道理，任何一个产业在市
场经济环境下 ，都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从原材
料的生产到产品加工再到市场营销 ， 他们相互依
赖 ，相互关联 ，缺一不可 ，没有一个环节能独善其
身。 小说在叙述这一地域标志性产业时 ，对地域环
境 、地域人文历史都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同时兼具

故事的完整性，无疑是一部有社会价值的地方蚕桑
发展史。

《蚕门》也是一部时代再现的人文史。 小说故事反
映了三十多年前社会经济状况、人文环境、意识形态
和语言习惯、行为规则，生活方式，具有特定的显明的
历史阶段特征。 如：女人们没事的时候，织毛衣、织毛
线围巾，用钩针钩毛线帽子，以此为乐，以此为傲。 职
工宿舍大多数用煤油炉子、洗脸盆要放在进门口的架
子上，用饭盒、搪瓷碗、拿东西用网兜，在伙食上吃饭
需要饭票、菜票。 缫丝女工下班了，清一色骑自行车，
成为县城向阳大道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一街两行留
下了羡慕的眼神。

我认为《蚕门》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具有很高
的社会价值，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但同
时以为，韩青阳这个小说人物的最后命运应该以“恶
人当有恶报”收场，最好安排在他从水文站出来的时
候，被等候在楼下的两名纪委干部带走了，这样能给
人们以希望，让惩恶扬善、净化陈腐的社会主流价值
观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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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谱写家园情
刘宇星

别具韵味的正气之歌
李佩今

读完李思纯的长篇小说《蚕门》有如山风拂面，一
种清新、爽快而豪气满怀的感觉扑面而来。我以为《蚕
门》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它是一曲反映农桑历史
与城乡现实生活的正气之歌。 《蚕门》读完给我一个最
大的感觉，这篇小说不仅有文学的意义，还将给后来
研究蚕桑或者写缫丝方面的人作一个很好的参考。

李思纯身处的石泉县， 是我国西北地区蚕桑大
县，且承载了石泉县 2000 多年来的蚕桑丝织发展史。
该部长篇小说《蚕门》以她独特的视角和文学笔法，以
一个蚕门、两条主线，一大群年轻人为蚕桑丝绸而艰

苦奋斗的生活历程，集中反映了江城（石泉）蚕桑丝绸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小说里，既有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又有城市与乡
村的延伸；既有养蚕和加工的融合，又有关蚕门、开蚕
门的民俗传承。 虽然地名“江城”“丝银堡”是虚构的，
但石泉和丝银坝的实物实景是真实的。 虽然丝银堡农
民杨宝根向碑林博物馆献出金蚕是虚构的，但谭家湾
谭福全向省博物馆献金蚕是真实的。

长篇小说《蚕门》别具文学风格和韵味。 小说中的
人物方文贺、杨宝根、何立秋、吕蒙、夏莉莉、海军、海

玉等人物形象都刻画得十分鲜活，都有个性和各自特
点，读后有过眼不忘的感觉。 小说在故事情节上并没
有大波大浪，确有小泉叮当；故事虽没有大起大落，却
有生活细节的闪光。

5 月 12 日，石泉县草池湾召开《蚕门》研讨会，著
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雷涛、阎安、弋舟、陈诚、李春平、
戴承元等人参加， 就这部小说进行了肯定和赞扬，并
对作品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点评指导。

作品研讨会是提高文学创作质量，宣传作品的最
好形式。 可惜过去这样文学活动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