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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伎奔马俑，口径 14.5 厘米，
长 22.5 厘米，重 588 克。一女骑于
奔马背上，单髻右抛，面部丰满，
小口，面朝前，身着小圆领长裙，
双手握拳，左手高举，右手置于胸
前，马似飞驰奔跑状，头略向左偏，
马嘴张开，短尾扬，四蹄腾空飞奔，
素面。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
一个鼎盛时期，社会的稳定和经
济的繁荣为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提
供了平台，并出现了专门的管理
机构——教坊。“乐伎”这一群体
作为音乐表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欣欣向
荣的景象。

乐伎俑是古人以演奏者的形
象为范本制作的俑，是古代墓葬雕
塑艺术品的一种，在古代艺术品中
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遵循着“视
死 如 生 ”的 观 念 ，把 墓 葬 制 成 房
屋状，而乐伎俑也作为殉葬品进
入到墓葬中，此时乐伎俑的出现
不 仅 是 我 国 古 代 经 济 文 化 的 辉
煌成就，更是我国音乐艺术的重
要里程碑。

乐伎奔马俑

年代：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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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是流行于内蒙古中西
部及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地区的
一项民间艺术，因剧目大多采用一
丑一旦二人演唱的形式，故名“二
人台”。二人台以其历史悠久、题
材广泛、风格独特、形式多样，2006
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地二
人台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分为东
西两路。神木店塔二人台属于西
路二人台，孕育于“禁留地”（人称

“皇界地”，民间也称“黑界地”，清
初为休止边墙内外争端，在长城
以北鄂尔多斯部的
西南边沿、榆林郡
北部划出宽 25千米
的长条禁地，禁止蒙
汉人民游牧垦殖，康
熙三十六年开放，

“领票照在蒙旗定点
扎帐交易”。从此，

“走后套”“刮宁夏”
“爬岢岚”等外出谋
生活动从未间断）一
带，由民间爱好者和
流浪艺人在劳作之
余相互交流、相互传
唱、不断编创、加工
提炼而生。

起先，二人台艺
人班社里没有女演
员，女角全部由男演
员扮演，有时用假嗓
子演唱，二人对唱对
舞，情节相对简单。
有时一人交替饰演几个角色，这一
表现非常符合“禁留地”的生活特
征，这些远在他乡、身强力壮、辛勤
劳作的男子，唱出最多的是情歌情
调，如对唱《十里墩》、小戏《卖菜》
等。《五哥放羊》里将男女爱情表现
得淋漓尽致：“九月里秋风凉，五哥
放羊没有衣裳。小妹妹我有件（那
个）小袄袄，改一改领（那个）口你
里边穿上。”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回
家与妻儿团聚一次实属不易，天长
日久，发生在周边的爱情故事、听
到的段子，在相互取乐中广泛传
播。垦殖大军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代代相传，久而久之，一项融戏
曲、歌舞、音乐为一体的多元素民
间艺术品种便孕育而成。同治年
间，二人台初具雏形。光绪三十年
前后，表演动作日趋丰富。

经过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熏
陶，二人台像凤凰涅槃一样得到了
新生。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台得到
了较大发展，民间叫法很多，如“打
玩艺儿”“打坐腔”等。直到 1953
年，在中国第二届民间艺术节上，才
把这种艺术正式命名为“二人台”。

从现存史料看，还没有新中
国成立前女演员的记载。随着女
演员逐渐加入，表演人数由“二
人”发展到“多人”，有的由一家一
户组成，称为“窝班子”。情节也

由单一的情怨悲喜，扩展到人物之
间矛盾纠葛、命运周折，进而反映
社会人生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如
《珍珠倒卷帘》里有词：“十月里来
落梅花，赵云当年放过马。甘罗十
二为宰相，太公八十遇文王”。二人
台音乐分腔调和牌曲两部分，有宫、
商、徵、羽四个调式，其中以商、徵调
式为主体，并用装饰音、辅助音、
滑音等技巧。

乐器主要有笛子、扬琴、四
胡、二胡、四块瓦等，发展过程中
吸收秧歌调、佛教音乐、府谷山
曲、山西爬山调、晋剧、蒙古族长

调、陕北民歌、江南小调、东北二
人转等语言配音及化妆打扮的特
长，各类地方音乐之间水乳交融，
清新秀丽、优美明朗。唱腔大多
分“亮调”“慢板”“流水板”“捏子
板”，有的剧目还有“数板”（又称
呱嘴）。道具有扇子、手绢、霸王
鞭等。剧目分为“硬码戏”与“带
鞭戏”两类，硬码戏偏重于唱、念、
做，如《走西口》《探病》等；“带鞭
戏”载歌载舞，歌舞并存，如《挂红
灯》《打金钱》等。

剧本大致分为三种体裁：一
是歌谣体，一般为上下句式的“四
六句子”，有长有短，小篇幅居多，
如《种洋烟》《打秋千》等。二是叙
事体，通过叙述来表现具有简单
故事情节的演唱，通常采取叙事
体和代言体结合并用，有说有唱，
有韵文，也有散文，有时韵散夹
用，篇幅以中型居多，如《打樱桃》
《挂红灯》等。三是戏剧体，一般
应用于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演
员分别担任剧中各种人物角色，
篇幅以中型和较大型居多，有说
有唱，有串话，韵散夹用，如《卖
碗》《探病》等。本地牌曲有百余
个，剧目六十多个，大多是把生活
的情趣与深刻的哲理凝结在一起，
以描写劳动生产、揭露黑恶社会、
歌颂婚姻爱情、神话历史故事等为

主题，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
人民的血与泪、苦与恨、情与爱，具
有现实性、通俗性、思想性、生动
性、艺术性等显著特点，语言时而
粗犷豪放、起伏跌宕，时而婉转细
腻、如泣如诉，听者如临其境。舞
蹈动作幽默泼辣、舒展大方，观者
回味无穷。

1948年，店塔石拉沟、寨峁、陈
家沟岔等村打玩艺儿人在各村演
艺班子的基础上，积极筹划，联手
创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演出队。
1949年，石拉沟村刘候文、刘文刚、
马进德等艺人组建的玩艺儿班子

已初具规模。 1952
年，石拉沟村玩艺儿
班子参加神木县“第
一届民间音乐舞蹈
会演”。1954 年，寨
峁村白凤翼被陕西
省音乐工作组聘请
为民间音乐搜集和
创作员，后将整理的
成果送交榆林市陕
北二人台研究会《二
人台艺术》编辑部。
1956 年，刘文刚、马
进德被选派参加陕
西省第二届民间音
乐舞蹈会演，参赛曲
目《打樱桃》获小戏
类二等奖，演出后被
陕西省人民广播电
台录放，并由长安书
店印刷出版成剧目
单行本。20 世纪 50

年代，碾房湾村宋昌仁，编出了《我
心里有个毛泽东》《庄户脑犁弯》
《姐夫和小姨子》等二人台串话，赞
颂党的方针政策，抨击社会丑恶现
象，深受当地群众欢迎。20 世纪
70 年代，碾房湾村白狗扑与郭长
才，应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
邀请，去草原、牧场、蒙古包演出十
多天，为牧民送上精彩节目。

二人台起源于民间，扎根于
黄土地，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
结晶，是真正的草根文化，以其浓
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广大群众的
喜爱。由于专业人才的缺乏、新
老交替的断档、娱乐方式的多元、
曲目形式的单调，二人台的发展
面临不小的困顿，亟待进一步发
掘探索、抢救整理、发扬光大。

近年来，一些热爱二人台的
有识之士致力于创作新时代新作
品，并在内容形式、表演艺术、音
响技艺等方面做了大量拓展，二
人台艺术又逐渐火热起来，活跃
于酒楼饭店内、喜庆宴会上，以其
光彩瑰丽的表现力，登上众多媒
体、大型晚会及世界舞台，与陕北
民歌成为陕北民族文化的并蒂
莲、姊妹花。 □曹斌

神木店塔二人台
鉴 藏

近期热映的国产动漫电影《长安三万里》，
通过高适的回忆贯穿起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
的人生传奇，其中也透露出盛唐诗人丰富多彩
的音乐生活。

其实，唐代不仅是诗的国度，也是音乐的国
度。诗歌与音乐交相辉映。当时，无论是在宫
廷禁苑，还是在歌场酒肆，都能看到人们忘情歌
唱诗人的新作。

长安的诗、乐、舞

《长安三万里》表现的天宝时期是唐诗传唱
的黄金时代。李清照《词论》云：“乐府、声诗并著，
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
下。”据任半塘《唐声诗》统计，现存唐代声诗调有
154调，其中 80％创调于盛唐时期。天宝三载

（744年）芮挺章编成《国秀集》，选开元、天宝年间
诗作二百余首，其选取标准即为“可被管弦者”。
在唐代，文人创作的诗歌主要通过歌唱流传，名
曰歌诗。明人谢榛云：“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
以协丝簧，谐音节。”（《四溟诗话》）清人胡震亨亦
言：“谱之乐者，自有大乐、郊庙之乐章，梨园、教坊
所歌之绝句、所变之长短填词，以及琴操、琵琶、
筝笛、胡笳、拍弹等曲，其体不一。”（《唐音癸签》）

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在长安、洛阳设
置教坊，由宫廷派教坊使管理，教习日常宴饮娱
乐的乐舞、歌诗、散乐等。长安设左、右教坊，右
教坊在光宅坊，以歌诗传唱为主，有“唐代第一女
高音”许和子；左教坊在延政坊，以舞蹈演习为
主，有擅长表演《踏谣娘》的张四娘。据唐人段安
节《乐府杂录》记载，许和子在开元末年选入教
坊，改名永新。在一个璧月澄照的秋夜，她于宫
中楼台高歌一曲，“喉啭一声，响传九陌”。“神
笛手”李谟吹笛为许和子伴奏，结果到了歌曲结
尾的高潮部分，许和子的高音居然超越了笛子
所能达到的音域。一曲终了，笛子被吹裂了。

后来，唐玄宗又创建了集创作、表演、教学
于一体的宫廷音乐机构——梨园，地址选在长
安禁苑和宜春北院，由唐玄宗亲自教习太常乐
工子弟三百人表演“丝竹之戏”，“有一声误，玄
宗必觉而正之”（《旧唐书·音乐志》）。这批梨园
弟子具有极高的音乐素养，被尊为“皇帝弟
子”。当时著名音乐人如李龟年、许和子、雷海
青、公孙大娘、李十二娘等均为梨园弟子。

据唐人李濬《松窗杂录》记载，李白在长安
任翰林待诏时，一日禁中牡丹绽放，唐玄宗与杨
贵妃前来赏花，还找来李龟年和梨园弟子奏乐
歌唱。但玄宗看了歌单，觉得都是些过气的旧
曲子，配不上眼前的名花美女，就让李龟年赶快
去找李白来填新词。当时李白宿醉未醒，趁着
酒力秉笔赋词，当场写就《清平调》三首来歌颂
杨贵妃的美貌。当李龟年将这三首新词唱完，
杨贵妃很高兴，用玻璃七宝盏饮了凉州葡萄酒，
并亲自领唱了这三首歌。唐玄宗也吹着玉笛伴
奏，由此奠定了李白在盛唐诗坛“一哥”的重要
地位。李白创作乐府歌诗的事迹被收入《旧唐
书》：“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

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
十余章，帝颇嘉之。”这段关于李白的佳话，在中
国诗歌史、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展现李白即兴创作的才华，《长安三万
里》中一位舞姬为李白献上“新学的柘枝舞”，李
白边敲击羯鼓，边出口成章：“美人一笑千黄
金。垂罗舞縠扬哀音”（《白纻辞（其二）》）。“柘
枝舞”是西域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流
行的乐舞，在西安大雁塔门楣石刻、西安碑林博
物馆的唐兴福寺残碑石刻，以及敦煌壁画中都能
看到表演柘枝舞的场景，唐代还出现了专擅此舞
的“柘枝妓”，白居易为此赋诗一首：“平铺一合
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
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
面回。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

安史之乱中，长安被叛军攻占，梨园乐工也
随之星散。乐工雷海青在安禄山的庆功宴上将
琵琶摔碎，而后向着朝廷的方向放声痛哭，安禄
山大怒，将其杀害。清人洪昇在《长生殿》中专
门安排了《骂贼》一出，讴歌雷海青“我掷琵琶，
将贼臣碎首报开元”这一舍生取义的事迹。

“旗亭画壁”论高下

《长安三万里》中，高适在岐王宅里见到一
位歌伎弹着琵琶载歌载舞，她所唱的是李白的
诗作《采莲曲》。相比于李白的放浪不羁，边塞
诗人高适给人的印象是慷慨激昂。

高适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苍凉悲切的艺术风
格，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燕歌行》）。在歌场酒肆中，表现边塞风情的
苍凉之作似乎更受欢迎，而高适、王昌龄和王之
涣则是个中高手。当时，王之涣的诗就“传乎乐
章，布在人口”。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中记载
了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

冬日的一天，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人在
酒店饮酒小憩时，正好有十几位梨园乐工和四
名歌伎在此唱歌作乐，三人约定以每人被唱歌
诗的数量来评判其诗作的优劣。这时一位歌伎
先唱了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在墙
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接着一位歌伎唱了高适
的《哭单父梁九少府》，高适便在墙壁上画了一

道，随后第三位歌伎又唱了王昌龄的《长信秋
词》，于是两人颇有些自得。

王之涣见势不妙，先嘲讽了一番歌者的审
美趣味，说她们都是不入流的歌者，只会唱些格
调不高的俗曲，随后他指着其中气质最不凡的
一位说道：“等会儿如果她不唱我的诗，我就愿
赌服输，她要是唱了我的作品，那你们不但输
了，还要拜我为师。”最后这位歌伎果然唱了王
之涣的《凉州词》。这下王之涣彻底翻盘，兴奋
地大喊：“这下你们不得不服了吧……”歌伎们
见他们开怀大笑，便过来问询，方知她们所唱的
歌诗原来正是这三位诗人的手笔，于是感慨了
一番缘分难得，与诗人们把酒尽欢而散。王之
涣在《全唐诗》中仅存诗作六首，犹能一曲难忘，
成为唐代“顶流”诗人之一，这不能不归功于歌
诗传唱带来的大众传播效应。

为展现名将哥舒翰的赫赫战功，《长安三万
里》还选用了一首“西鄙人”（西方边塞之人）所
唱的边塞民歌《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
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据《新唐书》记载：“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
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
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至其曲遍繁
声，皆谓之‘入破’。”唐代乐舞在安史之乱后日
渐式微，大历二年（767年），安史之乱结束四年
后，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奉节）观赏了公孙大娘
的弟子李十二娘表演英姿飒爽的《剑器》舞。杜
甫回忆起在他幼年时，曾特地从巩县赶到郾城，
亲眼看到公孙大娘表演《剑器》，遂满怀深情地
写下《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这首诗
成了唐代乐舞诗歌中最负盛名的诗篇。“草圣”
张旭在多次观看了公孙大娘表演的《剑器》后，
将舞姿融入书法艺术，使他的草书水平突飞猛
进，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

《长安三万里》中，在岐王举办的宴会上，高
适、杜甫、李龟年相遇在岐王府中，由此揭开了
名诗《江南逢李龟年》诞生的序幕：“岐王宅里寻
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
时节又逢君。”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也伴着这

“落花时节”日渐随风而逝，永远珍藏在传唱至
今的歌诗之中。 □黄敏学

——盛唐诗人的音乐生活

请 君 为 我 倾 耳 听

汉中，北依秦岭，南屏巴
山，位于我省西南部，自古就是
鱼米之乡。

热面皮是汉中地区最富
特色的传统小吃，热面皮其实
是用米做的，米做的面皮，兼
有南方和北方的美食韵味。

当年去汉中求学，早上从
老家出发，经过半天火车的颠
簸，傍晚才踏上了秦巴山环绕
的汉中盆地。到了学校已是华
灯初上，绵绵秋雨不停地下着，
城市和学校笼罩在烟雨迷蒙之
中。第二日，在同专业学姐的
协助下办完入学手续，规整完
宿舍行李，和她一起漫步在风
光秀丽、古朴典雅的校园内，欣
赏着学校的建筑风貌、花草树
木，感受着青春活力、学风浓厚
的校园氛围。

临近中午时分，我们出了学校北
门，来到一条小巷吃午饭。巷子热闹
非凡，人来人往，学姐说汉中热面皮好
吃。在她的推荐下，我们来到了一家
小店，店主客气相迎，说着柔和润耳的
汉中话招呼我们入座。

我初来乍到，惊讶于面皮怎么还
可以蒸热吃，也惊讶于巷子里居然有
这么多热面皮店，且各家面皮门店生
意红红火火，食客进进出出，店主忙
忙碌碌，热面皮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我急不可待地想尝一尝。这一尝，就
从心底深深地爱上了热面皮。

顾客盈门的热面皮店面不大，店
里七八张桌子明显不够用，一桌没吃
完，旁边就有人在站着等候，有的显
然是这里的常客。

店门口支起一口大锅，锅上面是
蒸笼，每层笼上面都附一层蒸布，洁
白晶莹的米浆糊糊盛放在干净的水
桶里，舀起一勺适量的米浆均匀倒在
蒸布上，将蒸笼迅速放入锅中，盖好
锅盖后大火烧起来，直至四散热气。

顷刻，揭开锅盖，沿着锅边匀一点
清水，提起蒸布把面皮立刻扣在案板
上。热气腾腾的面皮三下五除二被切
成类似宽粉的模样，再用一根筷子轻
轻挑起放入碗中。

端上来的面皮色泽鲜亮，雪白绵
软，薄厚适中，碗底是配以米醋、酱油、
味精、姜汁、八角、芝麻等多种佐料的
调料汤，加上独具特色的红艳艳的油
辣子，再搭上豆芽、菠菜等时令小菜，
仅仅看一眼就馋得不行。

我立马拿起筷子搅拌一
下，让面皮全然浸在辣椒油和
其他佐料中。在红白互衬、黄
绿相间的碗里，一缕缕香气飘
荡而出，不断冲击着我的味
蕾。夹起一筷头送入口中，热
乎乎的面皮软糯滑顺，爽口香
辣，唇齿溢香，余味悠长，嚼起
来毫不费力。吃到嘴里，五脏
六腑都是舒坦活络的，一股舌
尖上的舒适感弥漫全身。

吃了两三次后，渐渐喜欢
上了热面皮，隔几天就要吃一
次，不吃觉得浑身不痛快，好像
生活中缺少一点什么。求学四
年的周末节假日，毫不夸张地
说，我跑遍了汉中的大街小巷，
也吃遍了家家门店的热面皮。

在寻访和食用中，对热面
皮的了解越来越多。热面皮现

蒸现吃，选用汉中本地优质大米，淘洗
干净后再用凉水浸泡，待发泡后打成
米浆，那乳白色的米浆光滑细腻，浓
淡恰好。蒸面皮的火候是很重要的，
太大太小了都不行，时间长短的把握
也影响面皮的口感。面皮口味和油
辣子更是密不可分，油辣子的制作和
辅料极为讲究，由辣椒面、八角、桂
皮、甘草、胡椒、肉蔻、茴香、丁香、白
芝麻等调味料，经烧沸的当地的菜籽
油调拌而成。

汉中的早晨从一碗热面皮开始，
街巷里弄，车水马龙，市井烟火中那一
间不大规模的面皮店开始了一天的劳
作，络绎不绝的市民走进来品尝着美
味，城市也开始了新的一天。

一碗碗热面皮中有柴米油盐的火
热气息，有秦巴山水的独特韵味，有熟
悉亲切的乡情乡音，有当地百姓对美
食孜孜不息的追求。更有说不清、道
不明的千万种理由，反正汉中人就是
爱热面皮。

一道美食是当地气候、人文、环境
等多种因素作用下而形成的。汉中气
候湿润，物产丰腴，素有“小江南”之
称。热面皮历史悠久，起源于秦汉时
期，相传刘邦在汉中称王，命令萧何筑
山河堰，粮食连年丰收。一日，刘邦微
服出访，进入百姓之家，好客主户便以
蒸饼丝条招待。他边吃边称赞，问及名
称，主人说不出来，刘邦听了制作方法
哈哈大笑，信口说道：“此乃蒸饼也。”后
来，人们改用重叠式竹笼，一次可蒸数
张，且又大又薄，切成条状，筋丝柔韧，
软而不断，恰像皮条，起名“面皮”。

毕业后，我离开了汉中，可
愈加思念热面皮，这思念延绵不

断，真切难挡。直到如今，
多少年过去了，在居住的
城市我还会寻找汉中热

面皮，时不时去品尝
下，以解珍藏在心中
深深的思念。

□靳亚娟

鸭口煤矿曾是铜川矿务
局的一个重要煤矿，1958年破
土动工，1966 年建成投产，
2008年因资源枯竭政策性破
产，2016 年在国家煤炭行业

“去产能”宏观调控中关闭。
鸭口煤矿是著名作家路遥《平
凡的世界》创作地和生活体验
地，鸭口煤矿即书中的大牙湾
煤矿的原型。

走进鸭口，便是走进了一
段既辉煌又沉重的历史记
忆。无论机械模型，还是真实
的矿车展示，抑或各种各样的
模拟雕像，都在诉说一段沧桑
而辉煌的历史——鸭口回忆。

那些安插在煤堆上的洋
镐，塑造着矿山铁汉艰苦创业
的英雄本色。蜗跧在低矮坑道里挖煤的矿
工，抒写着赤子般忠诚报国的壮丽诗篇——

“对弈狼吃娃”“掰手腕”“矿灯房的小情趣”，
这些富于生活乐趣的场景，都以简洁的雕
塑再现了当年挖煤工的乐观与豪迈。“妻子
深情嘱安全”“铁面无情安检员”雕塑，则还
原了“安全第一”这一美好祈愿的殷切训诫。

平常年份，年产六十万吨煤，绝不是空
穴来风的吹嘘。“地球转一圈，我上两个班。”

“倒紧班，打连班，连轴转。”“献了青春献终
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些豪言壮语，
皆是矿工们的铁血誓言。条件艰苦，阻挡不
了他们克难制胜的决心。撸起袖子加油干，
创造年产八十八万吨的奇迹，惊世骇俗，是
采煤史上的创举。

如果说采煤工付出的是流血流汗的苦
力，那么路遥则是以身体验煤矿生活的“苦
行僧”。他以切身体验，洞察矿工生活的酸
甜苦辣，将那段沉重的历史融进了他那男儿
的铁血，并真实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大
干、苦干加巧干的工人，贫苦、耐劳、不屈服
命运摆弄的农民，黄土高原、鸭口煤矿——
就在这平凡的世界里，一群平凡的工农子
弟，在荒寒苦难的岁月里，攻坚克难，战天斗
地，谱写了一曲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奉献
之歌，奏响了极不平凡的时代强音。

矿工在幽深黑暗的巷道里，在犬牙差互
的煤层深处汗流浃背，生产出供给人类热能
的煤块，让萧瑟的冬天有了暖人的温度。路
遥，一位心怀悲悯的作家，手执真善美的笔
锋走进深井，目睹矿工黑面皓齿的粗犷，见
证黑暗下一双双明亮眼眸里的坚韧和倔
强。他用作家的良知，用炽热的叙说，用朴
实的文字，让这些平凡的肉身闪耀着不平凡
的精神的光环。

鸭口记忆，让人且喜且悲，百感交
集。而那些逝去的岁月和人事，又令人如
鲠在喉——可歌可泣的矿工，在以出苦
力讨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不朽的业绩，
其精神永驻。而一部《平凡的世界》，居然
耗尽了先生毕生的心血，竟成令人高山仰
止的绝唱。

走进鸭口，煤矿、工人、路遥是挥之不去
的记忆。这里，留下了丰厚的财富和不朽的
著作，也给人留下了一种精神的感召和引
领，一种人生的启迪。 □张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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