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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建 臣：行 走 在 文 学 之 路 上 的 身 影
王 庆

闲看一片云
白俊华

在翠屏山下，桑干河畔，有一个
村庄叫堡村，堡村有一位名满乡里的
人 叫 刘 珖 ， 人 称 四 先 生 。 四 先 生 刘
珖，追溯起来，应该是我的太爷爷，
当 然 是 远 之 又 远 了 。 我 们 刘 姓 家 族
大，满村人都出于一支，相传是 500 多
年前从洪洞县大移民迁徙而来。刘氏
家族人丁兴旺，后又分支四门，我们
同属于东门。但，后又分支，他为大
东门，我为二东门，算起来，虽为同
宗，可也分出了距离。刘珖在兄弟中
排行为四，故称四先生。称他为四先
生，不是因为文化高，而是因为武艺
高，更重要的是他在族中德高望重，
村人们都敬重他。

四先生刘珖出生在清末，那时大
东门大多是富户人家，他自然是富家
公子。在他十五岁的时候，遇到了一
位 来 村 沿 街 乞 讨 的 和 尚 ， 他 见 而 异
之，便给予资助，并让那位和尚留在
了村里到寺院里做了住持。原来这和
尚名广，是当年因少林寺反清被朝廷
追捕逃亡避难到此的。他隐姓埋名，
只 让 村 人 称 他 为 广 和 尚 。 生 活 稳 定
后，广和尚招徒传艺，刘珖便拜之为
师 ， 精 学 苦 练 。 广 和 尚 本 是 少 林 高
僧，武艺高强，加之感恩刘珖的资助
收留，对他格外器重，几年之后，刘
珖便习得了一身超群武艺。

四先生在我们村那可真是鼎鼎大
名。我生已晚，无缘目睹他的英武风
采，而且我们偏僻落后的乡村未能留
下他的任何影像和遗迹，现在村里八
十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也只是传说着他
的故事。乡亲们口口相传他许多的奇
闻轶事，传颂着他的功业事迹，为之
骄傲，成为了我们这个山村故里百十

多年不散的灵魂。
四先生故事多多。相传，他只练

武修身，不事生产劳动。他是富家子
弟，自然衣食无忧，家居营生也从不染
半指。可他绝非纨绔子弟，游手好闲，
而且没有任何恶习。他的行为只是仗
义行事，立德立功。他在村中，常常是
在热闹的场所闲坐，与人笑谈，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遇有谁有事相求，立马
起身。他对全村每家每户的生活状况
了如指掌，隔三岔五，他登上自己的房
顶查望，如果看到有谁家的烟囱不冒
烟，他就赶快打发下人去送粮送物。他
武 功 高 强 ，可 从 不 伤 人 ，总 是 点 到 为
止。有一次，村里有一家人的马车套绳
被盗了，告与他之后，他立即去追。快
要追上的时候，盗贼便用乱石击打，可
他始终不予回击。盗贼边扔石头边逃
跑，后来他便将他们放走了。回来之
后，他将自家的套绳给了被盗人家一
套。他说，我不能再追了，他们飞石乱
扔，我如果一回手就会伤了他们，算了
吧，不值得计较了。

那么，四先生的武功到底有多高
呢？传说他能飞檐走壁，村人们也很
好奇。有一回，四先生晚上在村里的
南铺子闲坐完回家，就有人在后边悄
悄地跟着想一看究竟。四先生知道有
人跟踪，不慌不忙地往回走。等快走
近街门时，仅在一瞬间四先生人就不
见 了 。 这 时 就 从 院 子 里 传 出 他 的 喊
话：“你回去吧，我已经到家了。”真
神奇，跟着的人什么也没看到。每年
到了冬天，村里六七辆马车结伴去矿
上 拉 煤 ， 往 往 要 邀 请 四 先 生 跟 着 押
车。有一年真的就碰上了劫匪，几名
劫匪在御河桥边拦住了去路。这时，

四先生便从车上跳下来，他一边脱身
上穿着的羊羔皮袄一边对劫匪们说：

“你们稍等片刻，等我把这件皮袄压在
车下，看让大风给刮跑哩。”只见他不
急不慌地一只手抬起车轮，一只手将
皮袄放在下面，一两吨重的煤车被他
毫不费力地就轻轻掀起了。然后他对
劫匪们又说：“来，兄弟们，咱们比划
比划？”劫匪们面面相觑，醒过神后，
一溜烟地跑了。

据说四先生是最爱打抱不平的，谁
家有难，他都会出手相助。往往他一出
面，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他武艺高，但
从不外露，只是在他不得已露手的时
候，人们才能目睹他一显身手。据说他
练得一手好铁球，把铁球打出去，会自
动再收回来。他乐善好施，每每扶贫济
困，为贫苦的人家送衣送粮，送钱送物，
不仅维护本村本族，就连三邻五村都有
求必应。他一生功德如此，因而被后人
津津乐道，盛赞有加，享誉乡里。历史
总是在有形和无形中得以传承的，四先
生刘珖的事迹虽然并没有文字见证，但
在 乡 村 故 里 的 乡 亲 们 中 间 却 流 传 至
今。我只是从我们刘氏家族的宗谱中
看到这样几句记载，说他：对穷人，博施
济众；对村人，排难解纷；对文艺，落笔
成章；对武艺，飞檐走壁。四先生武功
传奇，广施仁爱，名不虚传。但关于他
的文名却没有任何流传故事，也没有什
么诗书文章传于后世。客观地评价，说
他能够落笔成章，我想应该是过誉。追
溯过往，乡村文化落后，想必他应该是
私塾识字能写能画而已，服务村民，温
暖担当。但由此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可以说四先生刘珖以习武为生，武
功传奇，可他并不收徒传艺。他只秉持

自我修炼，许多慕名拜师者，都被他拒
之门外。他对人们说，习武之人多争强
好胜，自恃勇武，非得有一个好脾性，否
则会惹是生非，伤及无辜。我能保证我
自己，但我不能保证别人，所以我不授
徒。他的高强武功到他就为止了。他
去世后，为纪念他的功德，邻村的人们
在我们村专门为他立了碑楼。据传，旧
时与人立碑是有规矩的，有功名的人才
可以立碑楼。而四先生的功德碑是有
碑楼的，我的前辈们说，过去我们村有
十多座寺庙，在南寺庙旁，有四先生刘
珖一座碑楼，村人都叫小碑楼。他的
重 孙 说 ，他 家 祖 坟 也 曾 有 一 座 碑 楼 。
可惜的是早年间被毁坏，现在已无痕
迹，但由此推断，四先生刘珖可能曾是
清末的武举人。当然这也是传说了。
但许多邻村的人们说起堡村，都说你
们村出过武举人，大概也只有四先生
刘珖当得起吧！

四先生刘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
的事迹，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乡村
普通人平凡的道德行为引领，是我们
刘氏家族的榜样和骄傲。我在想，一
个村庄或者一个家族，总是要有一些
什么来支撑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灵
魂吧。四先生刘珖的所作所为就是我
们村和我们刘氏家族的典范，他的故
事是我们村的灵魂。让一个村庄站立
起来的应该是村史，村史是一代又一
代流传下来的故事。我收集记录了我
故土家族中刘珖先祖的传说轶事，我
对我的先人肃然起敬。我进一步想，
生而为人，是应该为家族、家乡、社会、
国家做奉献的，你的行为只要是为别
人谋利益的，人们就不会忘记你，任
何功德都是会代代相传的。

四先生刘珖轶事
刘富宏

绿草如茵花似海，
青山染黛柳眉长。

蜂飞蝶舞文瀛暖，
桑干晚晴映斜阳。

孟夏
郭继生

我看见
阳光在越来越浓的绿之上跳跃
一树繁花接替了另一树繁花
所有的芬芳都氤氲了季节

鸟鸣也开始变得亲切
在每一个清晨
婉转轻啼
学着用最新的曲调表达喜悦

抽穗、扬花、灌浆
麦子正忙着将金色的梦想书写

我多想走进麦田
细细品读它的每一个章节

哦，夏天
是不是鸣蝉正在赶制第一张唱片
是不是满池的荷花就要开放
随着微风在夕阳里摇曳

哦，夏天
星星和月亮被擦得如此明亮
我要趁着夜色
寻找儿时乡村那些美好的感觉

与夏书
吕会香

“六一”感怀（外一首）

张谟

朝花夕拾几回重，
过往春秋复夏冬。
子稚欢娱曾有影，
童真烂漫未留踪。

焉知梦境星河取，
但觉情怀岁月封。
思绪从来闲不住，
常常想起少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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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口古镇（素描） 陈柳作

不久前，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山西
省作家协 会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省文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山西文
学盛典·赵树理文学奖之夜”在晋城市
举 行 。 大 同 作 家 侯 建 臣 作 为 23 名 获
奖者中的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已是连
续三年入围山西省最高荣誉的文学奖
项——赵树理文学奖，这次载誉归来，
可谓实至名归。

“朋友里最优秀的作家，作家中最
本真的朋友”，这是大同文学圈里对侯
建臣最多的评价。掀去文学的霓裳，生
活中的侯建臣纯朴平和，热情厚道，有
一种不羡鸳鸯不羡仙的诗意和超然。

走近侯建臣，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
别样的人生精彩。

古道热肠

侯建臣身边的朋友众多，因文学爱
好，同味相吸者有之，因他的真诚热心
而追随者更众。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有
多大的能力或实力让人敬佩，而是因为
其发自内心的纯净和人格的本真而感
到亲切和温暖。

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憨憨的笑，
超然的笑，智慧的笑，大智若愚的笑。仿
佛，他的生活中没有烦恼，即使有，也在
他嘿嘿一笑中化作轻风飘远了。他认为
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尽管出生在
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但父母之爱、兄弟姐
妹之情、家庭之睦、朋友之谊，每时每刻
都让他感受到一种暖意。他时时感恩生
活，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每一次遇
见，感恩自然间的阳光雨露。

生活中，侯建臣看似对一些事情不

太在意，但对原则性的问题，他则是底
线分明的。对于看不惯的地方，他评论
不多，而是将自己的思想寄寓在笔下优
美的文字里，看似不着痕迹，但越品越
有味道，让人不忍释卷，肃然起敬，进而
能让人自省自责，发现“皮袍下面藏着
的‘小’来”。他的文字里，或许见不到
锋芒，但是，到处充溢着一种感人的力
量，正如他的为人一样。

经常听到朋友说起侯建臣的古道
热肠，他看似没有刻意记挂着什么，但
又总是在不经意间默默就做出一些让
你特别感动的事情。对此，他总是谦然
自嘲，根本就没在他大脑里存在过什么
事一样的风轻云淡。他习惯了在这种
超然的热情里为人处世，举重若轻，这
是他让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

低到尘埃

侯建臣的文学创作成果斐然，他却
总像那是别人的事一样，走过了就不回
头，不自恋，更不自炫造势，而是坚实地
走好每一步路。正如一位报社记者评
价：“那是一位低到尘埃里的作家。”

中 国 作 协 会 员 、中 国 散 文 学 会 会
员、山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山西省散
文学会荣誉副会长、鲁迅文学院高研班
学员……这众多荣誉头衔的得来，完全
是他创作成果的累积。

多年来，他在《新华文摘》《小说选
刊》《散文选刊》《山西文学》《黄河》《散
文百家》《读者》《意林》《特别关注》《小
说月刊》《佛山文艺》《鹿鸣》《短篇小说》

《当代小说》《小小说选刊》《儿童文学》
《文艺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民

晚报》《羊城晚报》《山西日报》等各级各
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并曾在

《大同日报》《大同晚报》等报刊开辟作
品专栏，多篇作品入选各类作品年选、
排行榜。出版散文集《边走边哼》《乱
炖》、小说集《走着去一个叫电影院的地
方》、童话集《森林爷爷的大靴子》《点点
白的俏鞋子》和传记文学《闪光的种子》

《老臣高允》等。其中长篇童话《点点白
的俏鞋子》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传记文
学《闪光的种子》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五
个一工程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侯建臣首发于
《鹿鸣》杂志 2018 年第 9 期的小说《北都
街的燕子叫着齐福仁的名字》，很快被

《新华文摘》2019 年第 1 期转载。这在
大同文学界里，绝对是可圈可点的记
录。《新华文摘》是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
大型理论性、综合性、学术性、资料性文
摘类权威期刊。其选登文章代表了各
领域最前沿思想和荟萃了各学科的学
术精华，在我国学术界和期刊界拥有极
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

有人作过统计，多年来大同文学界
被《新华文摘》转载的文学作品只有四
五篇，如马骏先生的报告文学《丰收不
在田野》、王祥夫先生的散文《荷心茶》、
王保忠先生的小说《一百零八》。对此，
侯建臣却说，我完全不能与其余几位并
列，人家是大家，靠实力，我是凭运气，
这完全是“碰巧了”。只是自己喜欢，又
碰巧编辑喜欢，读者认可，是大家有着
共同的审美取向罢了。

在这种“碰巧”的背后，侯建臣每年
都有新收获，其作品风格不断有新突

破。文学创作如此，做人更是，真正印证
了文如其人的谦和与低调，踏实与沉稳。

执着慢跑

侯建臣总是说，自己悟性不高，灵
性不够，能偶尔发几篇小文章，完全是
文学界众多朋友对他的抬爱和包容。

他是属于慢跑型的人，他的跑步姿
势没有百米冲刺之势，始终是不声不响，
在静静的一角，朝着一个目标不歇地慢
跑。正如他的散文《给生命配乐》一样，
不需要喝彩和助阵，一个人静静地写，静
静地跑，跑成了一爿妙曼的风景。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之前有十
多年公文写作的历程。公文是一种实
用文体，看似也是文字写作，但与文学
创作完全不搭界，甚至还相互掣肘。然
而，侯建臣却能在二者之间自由切换，
左右腾挪，在服务好本职工作之余，潜
心创作，接连有大小文章在全国各大期
刊发表，在报纸开辟作品专栏，一不小
心文章被大刊转载，稍不留意就获得文
学大奖。

文学光有才情是不够的，更需要一
贯的坚持和持续的勤奋。侯建臣说，搞
文学创作，必须具备一种坚韧不拔的吃
苦精神，还要有甘于寂寞的写作定力。
他诸多文体皆涉，小说、散文、传记、儿
童文学全面开花，兴之所至，更能诗意
大发，语惊四座，令人拍案。

侯建臣走的路虽不腾达，但一直方
方正正；他的文字，虽然不很唯美，却一
路芬芳。

侯建臣是一位文学的慢跑者，他坚
定执着，散发出真挚持久的魅力。

清晨，在院子遛弯儿。
北方的春，虽已花开遍野，但早晚

两个时段，天，还是透着些许的凉意。
风也很大，偶尔卷起一地落花，在空中
飞舞、回旋，仿佛在替一棵树诉说纷乱
的心语。

尽管如此，脚步依旧轻盈，心境也
很超然。

无意间抬起头，发现空中有一片
云，状如蒲扇，很美，很静。我想，这个
时候，高处，肯定无风，要不然，一片云
也不会如此安静。

此 时 ，太 阳 很 像 一 个 老 人 ，正 用
温暖的手，轻轻握着这把蒲扇，不摇，
不晃，似乎是在默默等待夏天的悄然
莅临。

宛若蒲扇的一片云，把柄处，略微
有些发黑。大概，上面早已浸染了太
阳早出晚归的汗水。日积月累，就把
岁月的痕迹，留在了浩渺的天宇。抑
或，还有一些潮湿的心事，欲在某个不
经意的时刻，尽情地泼洒下来。

由根部缓缓舒展，向左，向右，向
前，不多，不少，不薄，不厚。扇面，也
由把柄开始，慢慢地由黑变白，由白变
淡，并弥漫开来。而扇面之外，竟然没
有其他任何一朵云。也许，这恰恰融合
了生命的本意。聚了，散了；浓了，淡
了。直到，化作一抹尘烟，悄然而逝。

扇面边缘，云的形状如一道道波

纹，细细观察，波纹之内，好似有一尾
尾小鱼正在惬意地游动。观的时间稍
久，或许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在里
面轻轻地飘着。

看得有些累了，继续遛弯儿。脚
步，偶尔踏出空灵的回音，听起来，很
是悦耳。

迎 面 吹 来 一 缕 花 香 。 突 然 间 觉
得，这香，是从云中传来的。一片云，
抑或一朵云，也有内质的香气，在天空
中舒缓地流淌。倘若落下来，就融入
了某个人的心境。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
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既是一种
境界，更是一种悟道。而达此者，眼里
要有花，心中要有云。只是，这花，这
云 ，已 不 是 物 质 的 花 ，更 不 是 物 质 的
云。这花，这云，开在本真的血脉里，
飘在纯净的灵魂里。

院 子 里 的 梨 花 开 得 很 灿 烂 。 而
我，却在缤纷之中，看到一道道四射的
光芒。

恰在此时，隔壁院子传来一阵清
爽的嬉闹声。那是一所学校，里面的
孩子，还在既定的方圆之内，解读着既
定的行程。但不管怎样，他们最终也
会像一朵云，飘向各自的远方。而飘
的过程和飘的体悟，总会在一片蓝天
之下，适时地舒展开来，并呈现出独一
无二的色彩。

忆童年一日

讶然往梦未尘封，
犹忆儿时一日踪。
家犬二三如约聚，
村童四五不期逢。

摸鱼戏水下河早，
放牧骑牛入野重。
最是天真揣怀里，
笑声已越夏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