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憩心亭本版编辑：刘诗萌 版式：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20年6月15日 星期一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 本期零售价壹元

夏
日
秦
岭

王
长
民

摄

廉洁
是用忠诚铸就的道德丰碑
如果私欲的心魔让你迷失了方向
请用党纪国法的光明把心中照亮
如果贪婪的念头在你的心里膨胀
请用警钟时时唤醒心智的迷茫

廉洁
是用正气书写的铿锵诗篇
为了党和人民
为了让自己内心安然
我们要始终恪守
永葆清正的本色

廉洁
是为官从政的根本
是共产党人的底色
是人民公仆的本尊
是人民群众的期许
更是新时代风尚的华章

廉洁
它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它是时代呼唤的最强音
它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让我们用真情为廉洁放声高唱
让廉洁颂歌在天地间永久回荡

廉 洁 说廉 洁 说 □朱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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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建

路遥，一个响亮的名字。
路遥，一个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

样奉献的作家。他去世后，人们以各种
方式纪念他。

2011年12月3日，是每一个怀念路
遥的人，崇拜他和喜欢他的文学作品的
无数读者，值得记住的一个日子。这个
冬日的前一天和当日，许多人冒着严寒，
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清涧的大山深
处，一个叫王家堡村的地方，参加路遥
纪念馆开馆仪式。

那天一大早，在黎明前的暗夜中，
我和三位文友从延长县出发，前往清涧
参加路遥纪念馆开馆仪式。到达纪念馆
后，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在路遥
纪念馆院子中央，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铜
质雕塑：一头昂首奋蹄的牛拉着一本大
书努力向前，上面写着“人生”和“平凡的
世界”字样。这座雕塑，寓意着路遥“像
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创作
精神，无声地道出了路遥是在繁重的文
学创作中走完了他短暂而厚重的一生。

著名作家冯骥才题写的“路遥纪
念馆”5 个大字，放置在纪念馆的顶
部；一幅路遥头像照片，镶嵌在纪念
馆拱形门的正上方。在纪念馆门前，
我们碰见了著名诗人曹谷溪，正是他
给我们提供了路遥纪念馆开馆的消
息。这时，扩音器里传出工作人员的
声音：“请参加开馆仪式的嘉宾在纪念
馆门前集中，开馆仪式马上开始。”

在路遥纪念馆开馆仪式上，工作
人员宣读了时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
发来的贺信。王侠在贺信中说：“路遥
诞生在清涧这片热土上，是我国当代
著名作家，在他短暂的 42年人生中，创
作了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
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
茅盾文学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陕西省作协主席、
著名作家贾平凹作了简短讲话：“路遥
虽然英年早逝，但是他的死却获得了长生。他除了留下他
的著作，更留下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无论生活如何贫困，环
境如何艰辛，灵魂却一定要高尚，志存高远，坚韧不拔，埋
头奋进，奉献一切。”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路遥终于有了
自己的纪念馆。过去，民间有个规矩，一个伟（大的）人
（物）去世了，后人就会为其修座庙，路遥纪念馆就是一座庙
堂，路遥配得上这座庙堂，而路遥就是庙里的那尊神。”

在开馆揭幕后，我虔诚地走进纪念馆展厅。一边听着
讲解，一边跑前跑后拍摄人们观看展览的情景。展览分

“困难的日子”“山花时代”“大学生活”“辉煌人生”“平凡的
世界”“永远的怀念”六部分，展出了路遥生前的生活用品、
手稿、信函、照片等珍贵实物及资料，真实再现了路遥不平
凡的一生，生动展现了路遥史诗般品格的文学世界。

在“平凡的世界”展览板块，我近前端详路遥的长篇小
说《平凡的世界》书籍的封面以及小说手稿。《平凡的世
界》写作与发表的 1980年代，追新求异在文学界占了上
风，现实主义写法一度受到冷落，但路遥毅然选择了现
实主义写法。路遥在这部文学巨著中为小人物造像，为
奋进者歌唱，在全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让我感触
最深的是纪念馆对路遥创作情景的还原呈现：一桌、一
椅、一柜、一盏台灯、一本日历、一沓稿子、一瓶墨水，还有
那难以割舍的红塔山，构成了路遥创作生活的全部。此
时此刻，我强烈感受到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这部文
学巨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开阔视野、深邃睿智，以及穿
透历史、现实的思想高度，感受到路遥“生活如何贫困，
环境如何艰辛，灵魂却一定要高贵”的精神境界。

在返回的路上，我一直琢磨着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
仪式上说的一句话：“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
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
有价值的艺术作品。”让我们一起铭记，路遥纪念馆在清涧
开馆；让我们一起怀念，像路遥一样，那些为人类创造了不
朽文学作品的泰斗和大师们，向他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文 学 与 乡 愁文 学 与 乡 愁

□王健春

文学与乡村有着天然联系，乡土、
乡村是文学的土壤和根脉，乡村不仅仅
是文学创作的题材，更是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文化价值，代表着许多作家的
精神家园和情感依旧。面对新形势、新
挑战，作家如何重新发现新乡土 、审
时 度 势 新 农 村 ，以 文 学 的 方 式 热 情
关 注 和 投 入 新 农 村 这 一 历 史 变 革 ，
努力追求自身的价值 、立场 、深度和
独特性呢？

“固守穷山沟，抬头一线天，原因
在贫困，症结在观念，我必须带领大伙
走出山。”这是平利弦子腔戏里的唱
词，讲述的是上世纪末，西部贫困山村
群众解放思想、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
故事；有首《致打工者》的诗，是这样
描述的：“简单的行囊/负载起沉甸甸

的梦想/贫瘠的土地/托付起展翅欲飞
的臂膀/前方是比远方更远的远方/身
后是父亲的叮嘱母亲的牵挂/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年农村大量青壮劳力离乡“淘金”，
就是当时农村的境况。如今，国家深
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正以
前所未有的气势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是目前的景况。

一度有人不屑于农村题材，写农村
成了落伍、土气、狭隘的象征。还有人
提起笔就发伤感，倾诉记忆中的石板
房、茅草屋、柴火灶、煤油灯、稻草床、
地炉吊罐、水井辘轳、篱笆刺架等等不
见了，甚至感叹看不见穿着破烂衣襟
的大爷大娘了。我想说的是，随着时
代变迁，原来落后破旧的肯定要被先
进崭新的替代，这是趋势、是进步、是
人心所向、是社会发展。某些人早早
跳出农门、“逃离”农村，把自己的怀

旧情感建立在别人身上，恨不得所有
人都永久居住在原始村落、过着原始
生活，而自己作为跳出“三界”的旁观
者，以此情此景唤回旧时记忆，这是不
可 取 的 。 我 们 要 保 留 的 是 乡 村 的 特
色 ，如 庭 院 样 式 、参 天 大 树 、小 巷 胡
同、羊肠小道等，有底蕴的传统文化，
如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礼尚往来等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诚孝俭勤和”新
民风等元素，传承的是农村淳朴 、友
善、孝道等好的文明乡风，绝不是过去
破旧、落后的农村表象。

现代真实的新农村，一定会是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
效 、生活富裕的版本，绝不是隔离外
界 凭 空 想 象 不 复 存 在 的 世 外 桃 源 ，
它 是 活 生 生 让 我 们 融 入 其 中 的“ 世
内桃源”。

文学直指人的心灵和情感，可以为
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种精神向度、文化

的警示。一方面，农村变革带来的土
地关系的变化、生产方式的更替、生活
方式的进步、精神领域的嬗变，给文学
带来了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古老乡
村的消失、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乡村情
感的转化、田园牧歌的渐行渐远，也在
另一意义上给文学以表现空间。树高
千尺，落叶归根，故乡之思，永远都是
游子的至诚抒怀。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有
作家说：“故乡哪怕是邮票大一点的地
方，都可以激发灵感成为写不尽的作
品。”我时常叮嘱自己一定要做家乡的
孝子、土地的情人，成为山水的吟者、故
园的歌手，我祈盼有这样一支大部队，
我是其中一名忠于职守的好士兵。

笔走龙蛇

一 曲 军 工 人 的 颂 歌一 曲 军 工 人 的 颂 歌
————《《红箭红箭 红箭红箭》》观后感观后感

□白雪

“试问秦岭风物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不仅是五幕话剧《红箭 红箭》中

牺牲后的刘娟灵魂的独白，也是扎根在
秦岭深处的军工人内心的真实写照，更
是直击我内心深处的一句话。提到“军
工人”，很多人会感到既神秘又陌生，在
和平年代里，军工人和他们的事业总是
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远得我们似乎
已经将他们遗忘，而阿莹先生的五幕话
剧《红箭 红箭》又将这样一群可爱可敬
的军工人们重新拉回到大众的视野之
中，让我们随着话剧情节，身临其境的感
受着他们的忠诚担当和喜怒哀乐。

作为一名几乎没看过话剧的 90后，
老实讲，让我看一部以军工行业和军工
人为题材的话剧，起初并没有那么“感
冒”。但从坐在剧院里的那一刻起，先是
被声光电交错的舞台效果所吸引，被视
觉听觉的全方位冲击所感染，尤其是秦
岭深处的那种茂密和朦胧，把我一下代
入了剧里。然后是看似质朴却又能不断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剧中人物的矛
盾冲突，让我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不想
错过每一个细节，甚至想要看清演员们
面部的微表情。尤其是到了拆弹的那一
幕，“第一圈、第二圈……”随着齿轮转动
我的心紧张得仿佛也漏跳了几拍，而成

功拆弹后，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周大军和
罗安丽相互拥抱、交谈，让周大军再一
次陷入了对妻子刘娟的追思。前一秒
还是惊心动魄的场面，后一秒又恢复了
平淡自然，这样的情感张力表达不仅把
整部剧推向了高潮，也让身为观众的我
在那一瞬间对他们肃然起敬，这不正是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伟大吗？
最后在男女主人公激烈的争吵中，话剧
也接近尾声，周大军在和罗安丽的争吵
中不仅道出了军工人们的理想信念和
事业追求，更引发了我的哲学思考，对
我来说是一次思想精神的洗礼，更是上
了一堂形象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观剧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找
来《秦岭深处》这本书，读过后才了解到，
这部剧阿莹先生前前后后修改了二三十
稿，经过这样的精致打磨，才有了剧情结
构的完美呈现，让我深深沉浸在这部剧
的美感之中，沉浸在三个维度间相互交
织的美感中。围绕“红箭98”需要被迫切
试验成功及周大军和罗安丽的情感纠葛
的现实维度，与围绕老一代军工人罗天
柱经历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国家在武器
装备上落后的历史维度，以及一出场就
在试验中牺牲的周大军妻子刘娟灵魂独
白的冥境维度，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共同
推进着剧情发展。历史维度中辫子雷和
三柱的故事是军工人们为家国默默付出
奉献的逻辑支撑和精神来源；冥境维度

中每一次刘娟的出场都是一次情感的升
温和剧情的升华，刘娟的灵魂独白更像
是对军工人精神世界的展现与总结。在
历史维度和冥境维度的帮助下，现实维
度中每一个角色的选择和意义有了更加
深刻的理解和更加全面的诠释。

沉浸在话剧人物里矛盾冲突的美感
中。男女主人公周大军和罗安丽是两个
最大的“矛盾体”，周大军作为军工二代、

“红箭 98”的总设计师，心中始终装着军
工报国的理想，他坚定的信念从未改
变。他面对事业是忠诚的、热血的，但在
面对自己制造的导弹试验中意外离去
的妻子刘娟时，他愧疚；在面对从小一
起长大又炙热地爱慕着他的罗安丽时，
他怯懦；他面对感情时又是迷茫的、犹豫
的，拆弹成功后那情不自禁的拥抱和写
给罗安丽的遗言不正是最好的证据吗？
如果说周大军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情
感上，那罗安丽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她骄
横傲慢，却对周大军爱得卑微可怜；她自告
奋勇去拆弹时的英勇无畏，和劝说周大军
离开军工厂时的振振有词；她对秦岭以外
的充满着诱惑的世界心向往之，也能和
秦岭深处的军工人们一起平凡奉献。在
这种矛盾冲突的美感中，每一个人物都
是立体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爱情的
纠结让人更加深刻理解这一严肃的主
题，也正是这样的刻画才更能让人觉得，
他们的伟大正是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沉浸在宏大主题和质朴故事的美感
中。最后一幕中，周大军和罗安丽的争
吵最让人印象深刻，两个人看似是对事
业上追求不同而产生的价值观的分歧，
但实际上两个人用朴素的语言和激烈
的争论探讨着一个宏大的主题——战
争与和平。我想这也许正是阿莹先生
为军工人们立传的真正意义吧，在和平
语境下，新老军工人的英雄主义、爱国
主义、奉献精神、使命担当有了真情传
承，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值得称颂啊！
然而整个话剧没有一处展现他们非凡
的技术，有的只是平淡的生活，就连与
死神较量的那一场拆弹戏前，还有黄
半仙的宝葫芦和系红绳，这种略显滑
稽的剧情却更能引发情感共鸣，更具
有思想穿透力，把宏大的主题润物无
声地糅合在质朴的故事里，让我再一
次被话剧深沉而厚重的美所感动。

作为一名工会干部，我想感谢阿莹
先生，因为如果不是看过话剧《红箭 红
箭》，当看到高精尖的武器弹药时，想到
的恐怕只有国防科技的进步了。而现在
再次回想起70周年国庆阅兵时，那每一
个新型武器的背后都有着一群默默为国
防事业奉献的军工人们，他们值得被敬
佩，他们的精神值得被传承，他们的故事
值得被挖掘，他们的事迹值得被称颂。

《红箭 红箭》你是军工事业的礼赞，
更是一曲军工人的颂歌！

□冯多红

我见识过桦树的挺拔，领略过垂柳的婀娜，叹服过牡
丹的娇艳。可对于月季，我充满敬意。

一个初夏的午后，我带着儿子漫步于乡间大道上，穿
梭于百花争艳的村庄花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
泥土的芬芳，花园中簇拥着各种各样各色的花，有玫瑰、
君子兰、绿萝……然而，最让人赏心悦目的还数月季。

月季的花期不算长，从花开到花谢也就一个月。一
个月里，它要经历从含苞待放到娇艳欲滴再到最后的枯
萎凋谢。这种自然规律对于月季花来说，似乎残忍了一
点，然而，它并不因此怨天尤人，依然不断地孕育着新的
更多希望，周而复始地绽放自己，把美丽留给人间。

我对月季的情怀缘于我的母亲，记得小时候的一天，
我的母亲从集市上买回来三株月季苗，刚买回来时，除了
新生出来的几个小嫩芽外，再没有长出别的分枝。母亲告
诉我，它的名字叫月季，会开出漂亮的月季花，月季花顾名
思义就是每月都会开花。母亲叮嘱我要照顾好月季苗，
要根据季节的变化不定期浇水。从此，我每天放学回家，
第一个任务就是先照顾那三株月季，按时给它们浇水。时间
一天天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一株月季长出了花蕾，格
外惊喜，欢呼雀跃地告诉母亲：“月季结出花骨朵了。”就这
样，含苞待放的花苞每天都拼命地想要绽放，如同怀胎十
月的胎儿着急想要来到这五彩缤纷的世界一般。

五天后，花开了，甚是美丽。慢慢的三株月季相继开
了花，有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漂亮极了。这三株月季
伴随我度过了美好的学生时代。月季花的花期虽然只有
一个月，但是它品格坚毅，为了美化环境，它不求回报，绽
放自己，将最美的一面展示给我们。

我崇尚月季的品格，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品格，困难面
前不低头，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努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而不懈奋斗。

月月 季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