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上延安的土地，我激情澎湃，思
绪万千。儿时，我对延安就有了朦胧的
记忆，跟着母亲在东北穆棱西岗居委会
学红宝书唱红歌。有一天，居委会学唱
歌颂延安的歌曲，社教队阿姨讲了延安
的故事。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我大声唱
起来：“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枣园
油灯亮，红日照延安……延安精神代代
相传！”歌罢，父亲拿起笔在词曲的上方
画了一座山，上面有八角宝塔，山下有
许多窑洞，还有一条河。父亲指着那一
片窑洞自语道：“离开延安快20年了，真
想回去看看！”

但直到去世，父亲的这个愿望成了
永久的遗憾，也心痛了我几十年。

魂牵梦绕的延安，今年，我来了。
塔下，层林尽染过的山峦，色彩交相辉
映，巍峨雄伟的宝塔山引领航向，这里
是世界的向往，和平的天空。忽然想
起贺敬之的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宝塔的样子，
和父亲画中那么相似。爬上嘉陵山，
宝塔就矗立在山顶。巍巍宝塔山，如
火炬似灯塔，在燃烧在闪光，全国人
民仰望着你呀。

宝塔山对面便是清凉山。山脚下
七个醒目的红色大字“万众瞩目清凉

山”映入眼帘。清凉山古有万佛寺之
称，佛家主张“离尘出世”，清凉安住，
因而得名。这里有宋代和金代石窟
群，也是陕西四大石窟之一。踏着陡
峭的台阶，登上清凉山顶，举目四望，
山上郁郁葱葱翠色如流，山下延河水
一碧千里。在万佛洞石窟群，有清凉
山新闻出版社旧址。从 1937 年初到
1948 年 3 月，这里曾经是《解放》周刊、
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
播电台、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厂、新
华书店、边区群众报社等所在地。这
里是新中国新闻广播出版事业的发祥
地和摇篮。

我在这些旧址前观看良久，简陋的
场地，陈旧的设备，艰苦的环境，却有一
群青春活泼为新中国解放事业不怕流
血牺牲的中华儿女，顶着随时都可能被
敌机轰炸的危险，把党的声音，用红色
电波发出去了。印刷厂各车间分工明
确，从编辑、排字、刻印、印刷、装订，有
条不紊，把进步书刊，一页页，一本本，
及时准确地印刷出来，送到民众手中。

新闻是党的喉舌，党中央在这山上
打了十二年舆论战。为拯救苦难深重
的中华民族，从这里传递出党的一系列
方针、政策、决策，他们像一缕缕阳光传

向祖国的四面八方，给黑暗中的旧中国
指明了方向。唤醒了全国的民众，给了
他们信仰，给了他们动力。所以清凉山
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

枣园很美，野花遍地尽显风情，各
种树木独显风骚，如梦如幻的美让人流
连忘返。谁曾想过，抗战时期，日军先
后对延安进行了17次轰炸，投弹1600多
枚，房屋被毁，人畜伤亡，延安城被彻底
炸毁……

边赏景边行走，来到伟人们住过的
窑洞前。在这些简陋的窑洞里，共和国
的缔造者们，呕心沥血，高瞻远瞩，酝酿
着国家未来的光明之路。这里诞生了
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我看到了如此多让人泪目
又肃然起敬的数字：

苏区时期，仅有23万人口的江西兴
国县，有9.3万人参军，5万多人牺牲，他
们的鲜血洒在了祖国的山山岭岭；

安徽金寨县，中国工农红军时期，
先后有10万儿女奔赴了战场，为让后人
告别苦难，他们倒下了年轻的身躯；

湖北红安县，仅有 48 万人的小县
城，14 万红安儿女英勇牺牲，他们的青
春定格在了抗击侵略者的战场上；

江西吉安市吉安县，一万多人长

征，建国后留下八百开国功臣；
富甲一方的东北戴万龄家族，一门

57人抗战牺牲54人，剩下两个妇女和一
个幼童。父子兄弟，满门忠烈！

数据显示，抗战时期，每五位军人
中就有一位是四川人。有过“无川不成
军，川人不负国”的美誉，有着“川军不
死，中国不亡”的誓言，气贯长虹！

……还有那些没有名字的英雄，不
论高山峡谷森林平川，只要有过战场的地
方，烈士的数字就会从个位到千位。数字
不同，相同的是他们倒下那一瞬间还在冲
锋陷阵，他们排列成了永恒的军阵！

共和国的今天，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
血换来的。祖国国防事业的基石上，有他
们血染的风采！

遐想中走进红秀《延安！延安！》剧
院，随着剧情的演出，又重温了那段历
史。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重温历史
让人感慨。今日的山河无恙，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英
勇奋战的成果。

从南泥湾到红旗渠，从军队到老
百姓，奋斗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
好日子。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抗日
战争时期留下来的红色革命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革命精神，延安精
神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离开延安的时候，我恋恋不舍。红
色延安，革命圣地延安，“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
深沉……”

啊 ，延 安 精 神 ，代 代 相 传 ，永 不
褪色！

延安精神永不褪色延安精神永不褪色
●●赵志军赵志军

朔州城里的七里河，一年四季各
有各的风景，各有各的韵味。春天岸
柳成行，柳絮繁飞；夏日树冠蔽阳，微
风拂面；秋季五彩缤纷，层林尽染。而
寒冬的到来，则又给生机勃勃的七里
河铺展开了和别的季节截然不同的景
象，让我对美丽的家乡更增添了一种
敬仰和依恋。

清晨，迟到的阳光刚刚散发出点点
光芒，我顶着凛冽的寒风慢慢地走在七
里河公园的小径上。地面铺上了一层
薄薄的白霜，偶尔有几个清晰的脚印向
前延伸，那是比我起得更早的老年人晨
练留下的足迹。不远处的高楼大厦还
笼罩在黑暗里，几盏太阳能路灯由于一
个夜晚的消耗早就没有了应有的明亮，
不足以照亮自己的脚下，远远望去就像
是夏天里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小林
子里的树木也没了往日里的风采，在寒
风的吹动下摇动着干巴巴的树枝，发出

“噶噶噶”的响声。在冬天还真难找到
能够让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前面是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虽说有
风在不停地吹动，由于雾气太大、太多、
太湿，所以仍然是一团一团地往上冒，而

且在离地面大约几米的空间形成了一个
有着各样图形的雾团，远远看去就像是
万米高空上的白云一般。看到这种特别
的景象，我加快了脚步走上前去，竟然置
身其中。想不到这洁白雾团的空气是那
样的特别，湿润润地散发着清香的甜味，
我贪恋地大口大口吸着这些白色清洁的
空气，一时间觉得头脑也清醒了许多，肺
部也清爽了许多，有一种久违的舒服布满
了全身，竟然有了在桑拿里享受的感觉，
而且比在桑拿间里空气更爽，味道更清。

顺着白雾低下头来一看，在清水和
白雾间的竟然是大片大片的芦苇草。
冬天的芦苇没有一点点的绿色，但白茫
茫的芦花却是那样的茂盛。我想这恐
怕是冬天这个寒冷季节里唯一叫做花
的植物了吧！

对于这种叫做芦花的植物，从心里
说我是不喜欢的。一来，这种植物在我
们家乡很少见，我的记忆里就没有见
过。我只知道，这种芦苇能做铺炕用的
席子。苇席又白净又漂亮，但这种苇席
价钱太贵，一般家庭是买不起的。我们
小时候家里铺炕的席子是用高粱秆做
的，虽说黑红黑红的，但自己动手就能

做，总比土炕要好。二来，源于一出名
叫《芦花》的古戏。这是一出有名的晋
剧老戏，就连朔州大秧歌也经常演出。
说的是一家员外娶了一个二房。这个
二房年轻漂亮，但她的心地和她的容貌
却相差甚远，特别是对待前妻的孩子更
是百般虐待。员外看到了冬天了就给
了年轻妇人一些银两，让她给孩子们做
件冬衣。这个妇人给自己亲生的孩子
做了棉花棉衣，而给前妻的孩子用的就
是芦花。从外面看着，两个孩子的棉衣
都是一样的干净整洁保暖，但对于抗冻
保暖来说，芦花就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当员外看到前妻孩子穿着新棉衣还冻
成那样就心生疑虑。叫过来孩子扒开
一看，方知端倪。虽说，我知道这是个
编造的故事，而且和芦花本身没什么关
系，但在感觉上还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
芥蒂。

可能是眼前也没什么可看的风景
了，我也定下神来隔岸观花似地观看不
远处的芦花。冬天的芦苇叶子变枯，大
部分埋没在水里，水面上只有不高的一
截，看到的只是芦花。失去了滋润的感
觉，彰显的就是冬的萧条。而此时，每

一棵芦苇都把它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美
丽，都集中到了盛放在头顶上的花——
芦花，一种有着诗意的冬寒之花。

七里河公园里，或者说是公园里的
芦花谈不上什么浩瀚，但那一堆堆、一
片片的芦花还是刺目耀眼。拥挤、阔
大、深厚，让人瞩目；素净、明亮、柔情、
婉约，让人留恋。特别是那种白，在没
有下雪的冬天，是那样的圣洁，如绵、如
絮、如天上的祥云降落人间，如仙女舞
动她那洁白的衣裙。

在寒风里，芦花摇曳飘舞，在泛着
热气的湖面上飘逸而动，于是柔软的波
涛此起彼伏，动感而秀美，素洁而高雅。

有水就有芦苇，有芦苇也就有在
此栖息的水鸟。寒冬里在水面上吃
鱼、啄草、嬉戏的鸟还真不少。无奈我
是鸟盲，能叫上来名字的特别少。但我
还是认识水鸭子，它是一种土生土长的
本地鸟。正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所以
在众多的鸟类中间，它显得格外的奔
放。一群一群地游到这边，又滑到那
边，忽而拍翅戏水，忽而扎水捕鱼。而
瑟瑟芦花寸步不离地忠实守护着自己
的这些挚友，摇头晃脑地观摩着自己朋
友们的精彩表演，偶尔也用“唰唰”的
掌声报以喝彩。

我突然想到了一句不知道是哪位
大家的名句“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
景的人在楼上看我。”人，永远是风景中
的风景，而且是风景中最美的风景。人
看芦花，芦花也在看你。人看芦花时，
满眼都是芦花，而芦花看人时，就会把
人染透。就像眼前的我一样。

寒 风 瑟 瑟 芦 花 白寒 风 瑟 瑟 芦 花 白
●●杨惠卿杨惠卿

读罢康彦宏的长篇非虚构小说《中
国大露天》，我深感这是一部有血有肉的
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的文学作品。掩
卷细思，感想如下：

一
《中国大露天》，2013 年 1 月由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十年后的
2023年4月再版发行。全书38万字，作
者康彦宏，朔州市朔城区人，平朔露天煤
矿工人。

关于改革开放精神，2018年12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改革开放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特定的历
史时期中所形成的精神品格，开拓创新、
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它的精神内涵就
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试，勇于
创新，互利合作，命运与共。《中国大露
天》这部作品以小说的特有形式讴歌了
伟大的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精神。

1984 年 4 月 29 日，中国煤炭开发总
公司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在北京正式签
订了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一号露天煤矿
的协议。因此，平朔露天煤矿被誉为我
国改革开放的最早的一块“试验田”。通
过阅读《中国大露天》这部小说，大量的
鲜为人知的开垦“试验田”的故事呈现在
了读者的面前。

小说通过对“平默露天煤矿”总经理
陈永新和煤矿工人代表李宏天等人的描
写，反映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以远大的
理想、坚韧的毅力、果敢的胆识和辛勤的

汗水，忘我地奋战在这块“试验田”上的
拓荒牛精神。

小说通过“平默露天煤矿”中美合作
前期的筹备——合作经营——美方撤资
退出合作——中方独资经营等几个重要
节点，充分展示了中国煤矿工人不畏艰
险、勇于攀登世界高峰的敢闯敢干精神。

韩愈说过“文以载道”的话，《中国大
露天》也是有“道”的，它以大量感人的事
实告诉读者，改革开放精神是来之不易
的、是伟大光荣的，是值得世代相传的。
这就是它的主题思想，也就是小说的思
想性。

二
评价一部长篇小说，主题思想的积

极向上是一个方面。如何能够以文学的
手段来充分展示小说的主题思想，才是小
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缺乏
一定艺术性的小说，是难以打动读者心灵
的，是难以引起读者共鸣的。纵观《中国
大露天》一书，以下方面值得一谈。

1、题材是小说的应炊之米，是作为
文学作品描写对象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
象。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是作家根据
自己的认识，对生活里搜集的创作素材
进行选择、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中
国大露天》的作者康彦宏就是平朔露天
矿的职工，可以说是这座煤矿的见证者，
因此，他所取的写作素材是宽广而又深
厚的，且这一题材的中心是在弘扬改革
开放精神，唤起子孙万代继承和发扬这
一宝贵精神财富的信心。因此可以说，
这部小说的题材是得当的，是作品成功

的重要因素之一。
2、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它

所描写的故事，尽管十分重要，但并不是
终极目的。它的终极目的是为塑造人
物、表现一定的思想意识服务的。《中国
大露天》在人物塑造方面是下了很大功
夫的，也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效果。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叫陈永新，“平默
露天煤矿”的开创人、总经理。他的原型
就是平朔露天煤矿的总经理陈日新。陈
日新，1932 年 6 月生，山西大同人，中共
党员，曾任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朔州市政协主席。2018年12月
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陈日新“改革
先锋”称号。如何塑造好陈永新这个艺
术形象，是小说成败的关键，也是读者关
注的焦点。作者从 1978 年冬天陈永新
带人考察露天矿写起，中间经过中美双
方的签约、投产，到美方撤资后，“平默
人”自己开采露天矿，再到2001年“平默
第二露天矿”正式投产。在这20余年的
时间里，陈永新给读者留下了平易近人、
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敢闯敢试、锐意进
取、赏罚严明、严于律己、公平正义的形
象。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就不引用原
书的描述了。总之，陈永新的形象是多
元的、立体的，一个有血有肉的顶天立地
的男子汉，是一个冲锋在改革开放“试验
田”里的先锋人物。

读了这篇小说，我们不能不说，“平默
露天矿”离不开陈永新这样的先锋人物。

3、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是李宏天，
他是“平默露天矿”的技术工人，汽车兵
出身。转业后，他凭着对美好未来的向

往，考进了“平默露天矿”从事一线生产
工作，他对技术精益求精，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最终成了“平默露天矿”产业
工人的优秀代表，受到了中外专家的一
致好评。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
的“工匠精神”。1991 年 7 月，美方转股
撤资后，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平默露天矿”能否挑起独立生产这
个大梁。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以李宏天
为代表的产业工人们的锐意进取下，中
国人自己开办的“平默露天矿”一点也不
比美国人差，反而更为优秀。

4、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如何把故
事讲好？《中国大露天》是通过两条线索
来讲故事的。一条是以陈永新为代表的

“平默露天矿”最高管理层的故事，一条
是以李宏天为代表的“平默露天矿”生产
层的故事。两条线索的交叉推进，充分
展示了故事的条理性和可读性，读来觉
得津津有味。

5、小说的开头部分历来受到作者的
重视，这是因为，开头是矛盾发展的起
因，或是作品所描写的基本矛盾正式开
展的事件，也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的起
点。《中国大露天》的开头，以塞北高原平
安堡村青年李宏天结婚典礼写起，新媳
妇为了要300元的缝纫机和自行车钱而
不上轿，逼迫男方来交钱。这一天，陈永
新等人在平安堡村附近考察完开办露天
矿的事后正要返城，结果因吉普车发生
故障，来到李宏天他们家里取暖，当听说
李家正为这 300 元钱一筹莫展时，陈永
新等三人给凑了140元后才解决了这个
大问题。这个巧妙的开头，不仅描述了
1978年时这个村庄的贫穷落后，而且把
中国要开办露天煤矿的事情引了出来，
同时也把小说两条线上的主人公聚合到
了一起。这为后面的故事开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行文即将结束，需要说的是，《中国大
露天》一书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是有的，主
要是来自作者自身的认识以及诸方面的
局限所致。另一个问题是编辑和校对方
面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细说。总
体来说，瑕不掩瑜，这部作品值得一读。

让改革开放精神世代相传让改革开放精神世代相传
———长篇非虚构小说—长篇非虚构小说《《中国大露天中国大露天》》读后感言读后感言

●●陈永胜陈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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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北藜麦酒业品饮感吟
藜麦酒香始问津，未谙夫子久为邻。
利民名士造新酿，塞上风骚会故人。
一味可舒天下气，三杯尽显海山春。
英雄饮马长城窟，就此倾情不乱神。

山居雨望
向晚荒村暝，环城淑气稠。
东风温似玉，春雨贵如油。
点滴淋田下，分钟有盼头。
农家苦中乐，只笑故山秋。

秋日私语
又感金风落，含悲忆旧游。
廿年笑亲切，经岁语和柔。
儿女告成长，知交觉应候。
唯怜故山月，长照一川秋。

秋夜吟
躺平难逆塞边秋，眼底繁华似水流。
炒股空赢十年恨，搓麻只解一时忧。
掌中宝剑已生锈，醉里虚荣不再牛。
休退何须更惆怅，任他明月下西楼。

初冬夜吟
霜冷关河雁已飞，北风吹泪促添衣。
青春易逝曾年少，白首无闲与世违。
喝酒搓麻常一快，吟诗醉月故忘机。
竹林未减山阳客，何必躺平叹落晖。

行香子·腊八节随吟
暖日和融，腊八人同。望祛邪、佛

粥成功。群情满野，鹄立深冬。伴几
寒鸦、几瘦柳、几苍松。

闲下附庸，醉里摇红。怕蹉跎、转
眼龙钟。是非垒块，自缚囚笼。但卧
山居、看山月、听山风。

临江仙·十五月亮十六圆
天上一轮溢满，人间万户团圆。

九州此夕共婵娟。山呼倾菊酒，鹄立
揖椿萱。

世事淡如春梦，风情穿越千年。
思乡载酒桂花船。莼鲈秋下美，笑语
素心安。

南乡子·霜降后作
霜降叶翻飞，寒起长天断雁啼。

万里西风愁不得，依依。碧水黄花挽
翠薇。

日晷照南移，歌舞繁华惜又稀。
过往酸甜存几滴？杯杯。执酒相看素
月垂。

浣溪沙·女儿档案遍寻未获随吟
醉卧林泉晚更宜，西风吹叶掠东

篱。雁书愁损老头皮。
世事麻烦谁共与，人生坎坷不同

悲。花开花落却相随。

西江月·冬夜闲吟
落拓江湖百半，逍遥尘俗几多。

春来秋去爱如何，信有死生在我。
日月始终流转。山川如旧婆娑。

古今万事尽蹉跎，只是无人说破。

诗词十首
●●王先生王先生

忆朔县老城
老城容貌印象深，伟岸城墙门楼雄。
八巷四街无堵塞，万人千户有缘情。
沿街商铺多客顾，前店后坊市繁荣。
路不拾遗户不闭，安居乐业热火红。

逛新城
老城旧貌换新颜，闪烁霓虹耀眼帘。
画栋雕梁争斗艳，飞檐商铺竞闹喧。
城楼伟耸南城上，阁儿雄坐十字街。
古寺鼓钟醒世众，朔城儿女笑声甜。

诗二首
●●牛应成牛应成

我喜欢朝日喷薄的清晨，也爱恋
落日熔金的黄昏。有这么一个黄昏，
是注定难以忘怀的。

那年秋天，山衔落日，金色的光
束，给旷野涂上一层红晕，染红了农家
小院，染红了我手中高考志愿填报
表。此刻，我缓缓踱步，萌发着一个又
一个念头……

父亲从田间拖着疲乏的步子归
来，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轻轻地走到
我身边，用亲切温和、略带威严的语气
劝说道：“女儿，当老师！当老师好！”

瞬间，我惊愕，虽年少懵懂，分明
感受到父爱的渴望，莫非是让女儿重
现他曾有过的教师梦。我若有所思，
紧紧攥住父亲粗糙的双手，泪眼蒙眬。

浮生若梦，机遇稍纵即逝，也许在
这个黄昏，我的理念和抉择会演化为
不同的人生。

忘不了，三年深造于朔州师专，四

年获取山西师大本科学历。一步一个
台阶，青春、理想，在二十三载执教生
涯中升华。

每天，我迎接那一张张纯洁的笑
脸，聆听那一声声稚嫩的祝福；沉浸在
浓浓的书香氛围中，感受着奋笔疾书的
沙沙声韵。抓好教学，批改作业，曾有
多少次，趴在桌前揉揉惺忪的睡眼，或
站立身子捶捶酸困的腰背。但始终不
忘“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的初心。

黄昏，伴随着清脆的铃声，我目送
孩子们放学归去，独自散步在校园林荫
道上，于宁静与淡泊中，觉得结束了一
天的忙碌，内心充实，忘却了身心疲惫。

父亲，您放心吧！女儿钟情于教育
事业，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就像您热
爱的土地，有辛勤耕耘，就有丰硕收获。

我会用最美的姿态，培育幼苗茁
壮成长。只缘这是一份责任、一项使
命，亦或是一种信仰。

黄昏忆念
●●韩海桃韩海桃

忘不了六十年前
通向洪涛山的羊肠小道上
留下我深深浅浅的脚印
桑干河浪花里
珍藏着我童年的梦
清澈见底的神泉水
我的倒影被鱼儿戏弄亲吻
石孔桥下
洗衣服的大嫂大姐们
欢声笑语阵阵
惊到荷叶上的蜻蜓
点水起舞弄清影
端午节庙会年复一年传承至今

秋天，浅水芦荡泉边蒲丛
是水鸟越冬的栖身之处
数九寒天
岸柳染成了白发随风摆动
水面上雾气
联手神磨三村的炊烟
编织出风吹不散的白纱
缥缥缈缈朦朦胧胧
行人时现时隐
仿如步入瑶池
家乡的山山水水
永远是我心目中
诗情画意般的人间仙境

我的乡愁有点甜
●●李绣程李绣程

王
孝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