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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去雄风在
兔来喜气浓

玉兔迎春到
红梅祝福来

描绘新蓝图
奋进新时代

提振精气神
奋力追赶超

行职责使命
为人民服务

有山尽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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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利高于天

东风呈浩荡
春雨咏和声

乘改革东风
圆开放新梦

万众同创新
百业共繁荣

秉初心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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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千野绿
燕舞万里春

冬去山明水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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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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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藏诗文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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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山翰墨飘香
洛水歌舞升平

花因芳香而美
人以清廉为贵

打造山水乡村
建设美好家园

聚力乡村振兴
推进民生工程

发展核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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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康养之都
提升幸福指数

倡导文明新风
共建美好家园

守护绿水青山
当好秦岭卫士

相约康养之都
共享天然氧吧

开展健身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春回大地风光好
福满人间喜事多

红梅吐艳迎春到
玉兔呈祥送福来

一帆风顺玉兔祥
万事通达伟业兴

一干二净除旧习
五讲四美树新风

一年四季春常在
万紫千红花永开

和顺一门添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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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四海皆春色
万水千山尽朝晖

丹江岸边千丈秀
鹤城风物一时新

百世岁月当代好
千古江山今朝新

百花迎春香满园
万事如意喜临门

金凤山上百花艳
丹江河畔万家乐

喜居宝地千年旺
福照家门万事兴

文化绿洲辞旧岁
商於古道谱新篇

春有笑颜春不老
岁无忧虑岁常新

岁岁春光寒转暖
年年淑景去还来

巍巍商山歌盛世
滚滚丹水谱新篇

共抗疫情迎新春
同度时艰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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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逢盛世豪情壮
兔到新春瑞气盈

国泰民安逢盛世
风调雨顺颂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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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当歌歌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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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千山秀
福泽人间万年长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鸟语花香新岁月
花红柳绿好风光

喜随节气时时长
福伴春风天天来

出门求财添富贵
居家创业永兴隆

聚力打造天然氧吧
奋力建设一都四区

华夏神州莺歌燕舞
商山洛水翰墨飘香

东西南北宾至如归
春夏秋冬温馨似家

商山洛水如歌似画
文化绿洲百花争艳

政策暖人心心心向党
科学铺富路路路朝阳

立党为公社会和谐稳定
执政为民百姓安居乐业

上善若水心底一片纯净
厚德载物大度万事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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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之乡唱响长城内外

悬明镜惩腐败秉公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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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青菜果汁美酒色味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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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傲人风骨

琴棋书画诗文歌舞彰显滚滚
丹江雅韵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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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纳福 兔年大吉

玉兔生旺 福寿康宁

福如东海 福气临门

福满人间 新春大吉

吉星高照 喜迎新春

春光明媚 丹凤呈祥

和气致祥 春和景明

春风报喜 惠风和畅

国泰民安 盛世祥和

一元复始 四海同春

五洲同庆 五谷丰登

百业兴旺 千祥云集

万象更新 万事如意

吉祥如意 莺歌燕舞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公正执法 清正廉洁

执法为民 为民服务

秦岭明珠 文化绿洲

崇德尚艺 同心同德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抗疫必胜

（王 良 辑）

兔 年 新 春 联兔 年 新 春 联

艺术人生●
“商州道中，布衣粗食，一根手杖行天下；长安城内，锦

心妙笔，八里情仇撼人间。” 晓雷先生的挽联，形象地概
括了京夫先生做人为文的影响力。京夫先生离开我们十
多年了，熟悉他的父老乡亲都很怀念他。他为人敦厚随
和，处世谨言慎行，做事低调勤奋，无论身份和工作关系怎
样变化，身上始终保持着山地人特有的禀性：亲和朴实，顽
强有为。

京夫原名郭景富，1942 年出生于商县（今商州区）腰
市马角双庙子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懂阴阳，常服
务于马角方圆几十里的民俗活动。商县解放后，7 岁的京
夫被父亲送到五里外的双庙子小学读书，学校当时没有课
本，老师自己写文章编教材，其出神入化地讲解将小景富
带入了非常美妙的艺术境界。这种启蒙教育让他很小就

向往山外的大千世界，也为他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埋下
了梦想的种子。

1959 年秋天，17 岁的郭景富从商县师范毕业，被分配
到商县腰市民办中学当体育教师。他清新率真，留个小平
头，一袭洁净的白衬衫别在裤腰里，篮球场上常有他英姿
飒爽的身影。傍晚时分，他的房子里会飘出俄罗斯民歌小
调，这让他和那些工农兵老师有了天然鸿沟，有人背地里
称他脱离社会生产，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

1960 年，郭景富被调到亘斗湾小学，此地因寺垭岭呈
牛亘斗形而得名，此小学也就是后来的腰市中心小学。郭
景富平时沉默寡言，少与人交流，但他善于观察沉思，喜欢
将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体察认识形诸笔端。他想通过文
学为自己构建一个内心的理想王国，也想通过写作来改变
自身命运，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1962 年国家经历罕见的天灾，全国人民特别是边远
山区群众缺衣少食，生活极其贫困。贫救会分给亘斗湾

（寺垭）小学一身绒衣，让校长主持分给无棉衣过冬的教
师。该小学十几名教师集中在校会议室研究讨论分配方

案，大家分组讨论六、七次，到了晚上 11 点半还没个结
果。隆冬时天，人们袖着双手，瑟瑟发抖，眼巴巴地散了
会，郭景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信手在教案本上撕下一张
纸，写了一首小诗：

“一校十数人，照顾一两身。
谁应谁不应，难煞主持人。”
在那个讲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的特殊年代，他写好的

小诗还未来得及收拾，就被游门子的闲人看见，告发给了
有关领导，说他对社会主义路线不满，郭景富老师随即被
定为“右派”，这个帽子压得他更加抬不起头。在当时开展
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过程中，他经常被当作典型批斗。
人生刚起步便蒙受重大挫折和羞辱，这使他在后来的处世
做人和写作中更加谨言慎行，始终保持着坚定鲜明的政治
立场。他常常思考人生、社会，同时把个人命运融入到时
代发展之中。我们读他的作品，根本看不出失衡、消极的
心态，更多的是他的人民立场和深沉的家国情怀，他把自
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爱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1969 年修庙湾水库，郭景富被抽到庙湾水库政工组
写材料，搞宣传。他为了获得直接工作经验，体察一线工
作的危险艰辛，冒险爬上断岩绝壁，用绳索将自己悬在半
空中，感受惊心动魄的飞岩打钎工作。这一时期，他发挥
自己的写作专长，写出了一些歌颂群众英雄先进事迹的脍
炙人口的作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快板歌颂人民群众改天
换地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并热情洋溢地在工地演出。他
还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施工安全手册》和朗朗上口的安全
歌诀，这些安全范本后来在各战斗营里被学习推广。这段
时期，郭景富老师因为工作表现突出、成绩显著，被庙湾水
库建设指挥部评为先进宣传战斗员。

1970 年前后，郭景富老师被调入大荆中学任教。小
有名气的他，被大荆区宣传干事委派到西峪南泥湖实地了
解、整理该村支书王志余的先进事迹，为全区农业学大寨
树典型、立榜样。郭景富老师脚穿草鞋，跋山涉水，走访民
众 12 户 20 余人，获得了王志余以愚公移山之志带领群众
开山修路、遇水架桥、兴修水利、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
大量素材，从多个侧面了解到王支书在自家揭不开锅的状
态下，带领群众冒严寒、啃冰碴糊汤块、不舍昼夜地打通灞
源岭的先进事迹。他白天与群众一起劳动，体验吃糠咽菜
的困苦日子；晚上和王支书溜光席，抵足畅谈改造自然、修
建梯田的困难和应对办法。在支援庙湾水库建设过程中，
郭景富不遗余力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王支书一起深
入农户，给老百姓想办法解决实际困难，回校后写成农业
学大寨典型材料《风雨中屹立不倒的好党员－－王志
余》。他满含热泪地向大荆区委书记汇报了山区民生之
困，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该典型材料后来被上呈县
上和地区，王志余被树立为商洛地区农业学大寨模范。

同年，郭景富老师被抽调到二龙山水库搞政工宣传。

他既是民工，又是技术员，白天饿着肚子，勒紧裤腰带打炮
眼、填充炸药，负责安全警卫，晚上和民工一起睡工地窝
棚，还要写稿、改稿、组稿，编写宣传材料，并完成组织交给
他的临时上报材料。这一时期，他以商县人民修麻街岭公
路为题材写成了散文《破天篁》，歌颂英雄的商县人民开天
辟地的伟大壮举。他还创编了《二嫂缴猪》的剧本，塑造了
一位一心为公、不计个人恩怨的农村妇女形象，在当时引
起不小反响。

随着郭景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1972年他被调入商县
文创室创编戏曲节目，期间又重新开始小说创作。1976
年，他被借调到《延河》编辑部协助审稿。文革刚刚结束，
郭景富似乎感知到自己生命和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便将
彭真在商县草庙沟老干所的经历感受构思成短篇小说《手
杖》，于 1980 年在《延河》杂志以笔名京夫发表，同年获得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引起巨大反响。《手杖》的成功，让京
夫的小说创作踏上了稳步攀升的阶段，并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初进入爆发期、丰收期。1985 年，京夫由原商县文创室
调入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后，开始了中、长篇小说的创作。

此后，京夫的创作始终如一地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
则和人民立场的大方向。1993 年，“陕军东征”之一的长
篇小说《八里情仇》出版，该书将社会中复杂的人性斗争客
观再现，对人物塑造坚持冷峻的现实主义原则，既注重典
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又尊重人物思想性格和命运发
展的逻辑，不拔高，不贴标签。他始终以人民认同赞誉的
价值观和精神面貌来塑造人物，不回避人性中的消极阴暗
的一面，塑造的人物能从我们身边找到影子。他的作品具
有浓厚扎实的生活积淀，多表达弱者对命运的抗争，也寄
寓着他美好理想的人格追求，读之真切、真实、富有真情。
一些作品细腻真实地再现地域生活的神秘，体现着悲天悯
人的情怀和对人物命运深刻的省察。他的作品题材广泛，
内容丰厚深沉，思想内蕴深，思辨性强，塑造人物手法精准
灵活，有较强的驾驭语言能力。他从来不回避人的思想心
理和文化冲突，充分塑造多面性立体化的人，让人物形象
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读京夫的作品，您会被真切的生活
场景和微妙精微的人物心理活动所震撼，精彩之处让人击
节赞叹。

京夫是贫瘠山地长出的顽强青松，他高洁质朴的品性
源自于党的教育和苦难生活的磨砺，他的作品开掘的思想
深度源自于他坚定的人民立场和切肤的生命之痛。他受
过整、挨过罚，命运的捉弄让他对人性的复杂性有痛彻的
体验，愈是如此，他愈能在自己的作品里歌颂真善美、鞭挞
假丑恶，弘扬高昂的人道主义精神。

斯人已去，可他传世的 400 多万字的丰厚作品，成为
商洛文学创作的里程碑。我们怀念他，愿我们后来者能秉
承他高洁的人格品性，像他一样具有厚朴的平民情怀，顽
强地扎根于商洛这片得天独厚的文学沃土。

京 夫 的 平 民 情 怀
王宇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