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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商洛山还处在严冬的
围裹之中，处在商州西府的黑龙口人
便忙碌起来，一年之计在于春，他们
与春天赛跑，用勤劳种下希望，期待
收获幸福。

最先感受到春天气息的是迎春花，
房前屋后、台塬上、河堤边，当阴坡山上
还有点点积雪的时候，而在阳坡山上，
迎春花已经爆出花蕾，一条条绿绿的枝
蔓，一个个淡黄的花骨朵，在寒冬中开
始孕育，只等着开放。有一天，不经意
间抬眼，发现房前台塬上的迎春花已经
开了，让人眼前一亮，带着惊喜，远远地
观望着，生怕不小心撞落稚嫩的花瓣，
这应该是秦岭山里最早的春了。

人常说，春雨贵如油，立春后连下
了几场雨雪，地里的麦苗喝足了雪水，
阳光出来了，麦苗们欢快地迎着春风，
竞赛般疯长，由浅绿色慢慢向墨绿色转
变。今年定会有一个好的收成，父亲站

在地头，看着麦子自言自语。
春水潺潺，鸟儿欢叫，这是黑龙口

春天的又一番景象了。丹江发源于秦
岭山脉，上游黑龙口的七盘河是其支
流，沟沟岔岔的小溪流汇入丹江形成一
江清水。冰封的冬天，山里的清泉也冻
住了，自来水管不能解冻，农家人吃水
只能靠扁担挑。无奈之下，我接父母到
城里过年，正月十五刚过，母亲就嚷嚷
着要回家，刚下车就听到了潺潺流水
声，水来了，母亲高兴地说。这是一个
已经废弃不用的旧水管，常年搭在崖石
上，一股水从废弃井里流出来，流水不
腐，流水也不冻，在自来水管冻住的日
子，父亲用一个软管接在这个管子上做
饮用水，从水量看明显大了许多。父亲
说，气温回升了，自来水管快解冻了。
确实是这样，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门
前小溪中的水流也大了起来，都能听到
流水声了。

农家人是坐不住的，不是种地就是
砍柴，一年四季都在为吃饭和烧柴忙活
着，即使是春节期间，老人们也停不下
来，准备着春播。十五刚过，人们便坐
不住了，从小商塬到秦岭铺一带，农家
人已经开始在地里种土豆了，川道里的
雪融化得快，尤其是阳坡，早已不见积
雪的踪影，赶农时，农家人记得最准。

拉农家肥，平整土地，男人们有的是力
气，帮媳妇种完土豆，又该出门打工了，
留下媳妇照顾老人，种几亩地，一年又
一年，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出门打工是
黑龙口人生活的主要方式，三六九朝外
走，在蓝小公路边，每到路口就有人在
等去西安方向的大巴车，年过完了，该
出门挣钱了。

这个时间段种的是地膜土豆，山里
的气温还很低，土豆发芽还需时日，于
是在每一行土豆上面覆盖着塑料地膜
用来保暖，提升温度，加快发芽。种得
早就收得早，还能卖一个好价钱。男人
在前边拉着犁，女人在后边撒洋芋种，
再撒上农家肥盖上土，一天工夫一片地
就种完了。

门前的一片地被去年的大水冲毁
了，父亲站在地头，规划着如何耕种。
父亲今年七十六岁了，耳朵一年比一年
背，在家也是闲不住，种了一辈子庄稼，
看着地撂荒了心里就难受。父亲说，等
你们都走了，我将地里的石头捡走，种
一片土豆，再种一片玉米和豆子。我知
道挡不住，只能劝他少种一些。父亲
说，就种门口这片地，远处的地也不能
种，山上野猪太多了，种上庄稼也收不
回来。这一片连同父母亲共住着两家
四口人，野生动物比人多，种的庄稼也

是各吃一半。
不仅是农家人，黑龙口的生意人

也忙碌起来了。黑龙口豆腐干有上百
年的历史，远近闻名。如今在公路两
边，搭一个棚子，摆几张桌子，支一个
炉子，晒几盘豆腐干，就开始经营了。
时不时有过路车辆停下来，车上人或
吃饭或买豆腐干，有的还是从西安专
门吃热豆腐来的，摊点也从当初的两
三家发展到现在的十几家了。有做豆
腐的，从做豆腐到加工豆腐干，形成一
条龙产业链，付出得多也就赚得多；没
有技术的，批发别人家的老豆腐加工
成豆腐干卖，也不少赚钱。冬天是吃
热豆腐的旺季，他们都赚得盆满钵
满。春天来了，出山的、赶路的、经商
的人又多了起来，每家棚子里都坐得
满满当当，生意红火。

春 天 到 黑 龙 口 ，不 仅 仅 有 热 豆
腐，还有软麻花、水煎包子，吃得不想
走。离开时还可以带一些黄豆、柿
饼。山里人实在，宁愿自己吃亏，绝
不短斤少两。

在这个春天，来一次黑龙口，感受
一次秦岭山里不一样的春天，吸吸新鲜
空气，吃吃农家美食，散发久居城市的
憋闷，舒畅心情，打起精神，向着新的一
年继续出发！

春到商洛山
马元社

小时候，在秦岭南麓，亦步亦趋
学赤地村的方言，练习母语

在兰草沟，学苘麻，独自按时长大
学父亲，日出而作，将身体拉出一个满弓
沉迷于后坡上，茶花的美丽，学母亲
柔韧，在洁白香气中，安然地吐芳

笃信爷爷的话，五脏对应金木水火土
学习熬汤药，治未病，调和阴阳
在老屋，学老祖母，贵重东西压箱底
每日祈祷，不赌咒，不杀生

除夕夜，学族人，选方位，升盏天灯
一家人整整齐齐，和祖先一起守岁

学梁上燕，来回地飞，年年回到老巢
学落花生，倚赖泥土，果肉藏在壳里

现在，学父母，咬紧牙关，挺直腰杆
学察看天色，学辨识风向，学慈悲地凝视
学他们推石头上山，摸石头过河
某时谨小慎微，某时冥顽不化

老 街

很多个悠长的黄昏
我们穿过这条老街
有时举着伞，有时牵着风
有时背着落日与云彩
我们踩着，常踩的那几块青石板
一次次与旧时的影子重逢

老树的荫蔽，隐去了多余的光线
叶子常落常新，我们偶有捡拾
渐渐地，与祖辈的步调一致

青瓦将过往相似的日子
规整起来，叠成方块
整齐摊晒在屋顶上
阳光的针脚，绣上去几朵苔花
经年的雨雪，一层覆盖一层
滴落成斑驳的屋漏痕
与木门的锁锈做伴

熟识的人，陌生的人
逆光中，面容模糊
向我们迎面走来，又擦肩而去
我们都只是，在黄昏从老街穿过
就像穿过一条古老的掌纹
静默地走向各自的命运

学 习（外一首）
泠 风

三月，是万物复苏、微风渐暖的时节，在这样
美好的月份里，藏着一个让所有女性都能感到自
豪和幸福的节日——国际劳动妇女节。

女性，是美好的，伟大的，值得赞美的。
在人类存在之初，女性便拥有撑起一片天的

伟力。然而在时间长河中，人们曾经忽视过这份
力量，柔弱感性几乎成了女性摘不掉的标签。但
是，众多优秀女性努力打破这种桎梏，用实际行动
为被忽视的力量作出证明和诠释。

有很多形容女性的词语，比如“花容月貌”
“弱柳扶风”“沉鱼落雁”“娇憨可爱”“娇俏伶俐”
等等，总结起来不外乎“娇”“美”“柔”“弱”四个
字。可是女性除了美丽，也兼具果敢和英勇。花
木兰替父从军，让多少男儿羞愧；平阳公主镇守
娘子关，也曾智勇无畏，为大唐开国立下汗马功
劳；梁红玉抗击金兵、柳如是全力资助抗清义军，
桩桩件件皆是家国大义、傲骨铮铮；更遑论近现
代史上，一个个投身革命事业的女性先烈，秋瑾、
刘胡兰、江姐……她们用宝贵的生命，与革命同
胞共同撕碎暗夜，为中国人民带来黎明和希望。

女性是柔和的，也是坚韧的。女性天然拥有
细致温和的力量，这在母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孟母三迁”而有儒家圣贤孟子，“岳母刺字”激励
名将岳飞抗金报国，欧阳修之母“画荻教子”则让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杰出
的文学家、史学家。养育子女，是每一位母亲的本能和使命。亲切温柔的关
爱，能为子女成长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但是在孩子长大成人这条路上，挑
战和艰辛无可避免。母亲为了担负起这份责任，需要不尽的毅力来坚持。
我们歌颂母爱，更理解“为母则刚”背后女性的不易。

女性是善良的，也是睿智的。金庸笔下曾经塑造过一位很典型的女性
人物——包惜弱。这个人物的特点是善良，心软。她平时会救治受伤的小
动物，自然后来也会救人于危难。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平凡又有爱心的女
性，但是女性从来不只有善良，她们充满智慧与胆识。我国古代女政治家武
则天，兴科举、整吏治，亲手治理出了一个强盛辉煌的王朝；居里夫人发现元
素钋和镭，我国科学家屠呦呦研究发现青蒿素，均为人类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护士南丁格尔则是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学创始人；文学和艺术方面，
古今杰出女性更是数不胜数，班昭、蔡文姬、李清照、林徽因、冰心、丁玲、萧
红……她们的名字如同历史长空中的璀璨繁星，至今闪耀。

在今天，我国女性能够获得丰富的教育、医疗资源，成长空间更大，就业
前景更广阔，女性的身影遍布各行各业，在各自行业内，她们发光发热，其中
不乏佼佼者，文能泼墨挥毫、徜徉恣肆，武能戎马征战、护卫和平，既细腻温
柔又坚强独立，既风趣幽默又优雅自信，做得了一日三餐，造得了飞机火箭，
传承得了民族文化，编得出高端代码，既宜室宜家，也为国为民。她们，也是
民族的脊梁，也有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之力，当得起世间所有赞美。

三月来了，也会过去。赞美女性，尊重女性，不只是在妇女节，不只是
在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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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距离周瑄璞老
师在镇安挂职已经过去十年。十年前，她
风尘仆仆来到秦岭深处的小城镇安，她走
访山里人家，聆听乡村趣闻，用心感受这里
的风土人情；她独自住在古镇体验生活，记
录古镇沧桑的历史和现代故事；她和镇安
的文友们交流分享创作心得，给予了很多
人创作上的帮助。她用自己的才华、勤奋
和坚韧诠释了她对文学持之以恒的热爱和
坚守，她带给我们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更
带给我们对那个纯粹的文学世界的热切想
象和无限向往。

读过周瑄璞的很多作品，《曼琴的四
月》《骊歌》《房东》……直到这本散发着泥
土气息的《芬芳》。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
系列善良、坚忍、美丽的女性形象，无论是

《多湾》里的季瓷、章西芳，《日近长安远》里
的罗锦衣和甄宝珠，还是《芬芳》中的杨烈
芳、春棉、素芬，作者都赋予了她们温情、悲
悯的人生底色。周瑄璞是最擅长刻画女性
人物的，在《芬芳》里，她用对生活细致入微
的观察力，以及女性作家独有的感受力、表
达力，刻画了多姿多彩的女性人物，讲述了
杨引章、杨烈芳兄妹穿越苦难，跋涉成长的
感人故事，描绘了中原大地上一个大家族

几代人的众生相。读《芬芳》，我感受最深
的一点，就是作者通过小说人物告诉我们，
女性无论美丽动人或是相貌平平，善良隐
忍还是勇敢泼辣，出类拔萃还是渺小平凡，
都应该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绽放生
命独一无二的光彩。

小说主人公杨烈芳，她用自己的双手
撑起这个穷困潦倒的家，挣钱供哥哥复读、
考大学。烈芳平凡普通的外表下，有一颗
善良、乐观、坚韧的心。面对生活的困境，
她从不怨天尤人，乐呵呵地过好每一天，热
心温暖帮助着身边的亲人，她像一棵倔强
的树，在风雨磨难中努力生长，伸展枝叶为
家人遮风挡雨，枝繁叶茂后为更多人带去
阴凉。面对苦难，她从容应对，最终长成了
自己最舒服、最喜欢、最自在的样子。

女性在生活中原本就面临比男性更
繁杂、更多样的困难，有太多问题会影响
我们的身体和情绪，所以，如果我们能像
烈芳一样，阳光开朗，坚韧乐观，就一定能
找到生活中属于自己的一束光，照亮余生
漫漫长路。

故乡对于每个作家来说，都意义非
凡。周瑄璞也不例外，她生在河南临颍，长
到十岁左右转学来到西安上学，后来一直

在西安工作生活，尽管她在西安生活的时
间远远长于河南，但是显然，一个人一生也
走不出自己的童年，童年生活和成长的地
方，才是她真正意义的故乡，无论她后来走
到哪里，故乡的风土已经深深融入她的血
肉。在《芬芳》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周瑄
璞对中原大地上的乡村风物，对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热爱。她的文字
中，散发着浓浓的乡愁。读她的小说，想象
着她一次又一次回到大周村，和那里的父
老乡亲用家乡话拉着家常，听着家长里短：
妯娌婆媳，婚丧嫁娶，挣钱花销，孩子上学，
老人看病……她记录着他们的悲喜，寻找
着自己童年的记忆，还原记忆中依然鲜活
的家族故事。她的创作源泉永不枯竭，正
是故乡给予她无限的力量和勇气。

小说是细节的艺术，细节在文学创作
中对于人物刻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个性化的细节对人物心理隐秘的揭示，胜
过千言万语的叙述介绍。《芬芳》给我们留
下的深刻印象，首先就是细节的精彩。比
如在小说第十二章《一台大戏》中，剧团就
要离开了，小烈在黑压压的人群里，内心
感到隐隐的难过。“她将目光转向戏台左
边，那个打锣的小伙子低着头，像是在想

着什么心事，是因为我吗？小烈感动而忧
伤，她看见灯光照射下年轻人那张英俊的
脸上闪烁着高不可攀的忧郁。她深深低
下头，眼里快要涌出泪水”。作者通过细
致入微的心理和细节描写，让我们感受到
一个在夹缝中生长的少女，她自卑而敏
感，背负家庭的重担，情窦初开时面对异
性小心谨慎、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在小
说《芬芳》复杂的人物关系谱系中，正是许
许多多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让这些人物
形象深入人心。

《芬芳》中，还有许多显著的特点，比
如书中大量的河南方言，读来亲切生动，
诙谐幽默，比如对很多中原美食和生活方
式的描述，让人有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感
觉……总之，这些特质构成了《芬芳》独有
的味道，引人入胜，回味悠长。

一直以来，周瑄璞的作品就以一种
特别的力量吸引
着、激励着我。相
信未来，她会用自
己非凡的笔力，继
续书写身边的故
事，带给我们更多
的惊喜。

扎根生活的泥土 绽放生命的芬芳
——读周瑄璞长篇小说《芬芳》有感

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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