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蜿蜒雄奇的左云长城，威鲁可视为
其中心。

威鲁堡的炊烟，有时会顺着寒风飘
到长城的上边。朝东，飘到徐达窑、太平
墩、管家堡、保安；朝西，飘到八台子、摩
天岭、宁鲁堡、二十边……

堡和寨、墩和台、塄和墙……构成了
边塞。而故事，就深筑在边墙（长城）、烽
火台的夯土里，潜藏在堡墙、墩燧根基的
青石条里……

威鲁是长城众多边堡里的一个，它
在风中雪中、雨中霜中守着长城。而住
在它里边的人们，一代一代出生，一代一
代离开，威鲁用它杂草的味道、羊粪的味
道、土豆莜麦的味道抚育了一代一代的
子孙们，而它的子孙们也一代一代地留
下了许许多多的威鲁往事。

认识陈全旺，缘于文字。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威鲁人，陈全旺的文字与别
人不同。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而
他的文字梦也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打
上了长城、古堡、墩台、塞口的烙印。

《塞堡民间故事》是陈全旺精心搜集
整理出来的，分两个部分 45 篇，其中明
清时期的故事 23 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故 事 22 篇 。 翻 看 这 些 故 事 ，有 神 秘 传
说，有人物传奇，有风物典故，有山川考
证。它们用通俗的地方语言、风趣的表
达方式把威鲁一带长城边的故事呈现了
出来，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长城边
的民俗、生活习惯、山川地貌、历史痕迹。

民间故事是中国文明在历史发展中
演变下来、反映人们思想和民族特质的
故事。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
民间故事，它承载着普通百姓朴素的智
慧和欢乐。从本质上来说，民间故事是
一种大众想象，在局促的现实和斑斓的
幻想之间寻觅着平衡，给贫乏生活增添
传奇色彩和诗意。相比诗歌和小说，民

间故事流传更广，影响也更深远，因为故
事 深 深 扎 根 民 间 ，也 扎 根 在 每 个 人 心
里。每一个人的童年里，都会珍藏着几
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会滋养许多孩子
不断成长。狼外婆、傻姑爷、八仙过海、
牛郎织女……在几千年文明发展中，这
些故事为一代代人传授了最基本的生
活、文学和品德教育。而如《淮南子》《山
海经》《搜神记》《神仙传》《列仙传》《搜神
后记》《太平广记》等在历史的长河中留
下来的故事集，则以经典的范式和启发
心智的形式感，深深嵌入华夏文明的内
核中，并用最朴实、最直接的方式加深着
人们对世间的理解和认识。

《塞堡民间故事》虽然篇幅不是很
多，却包罗万象：《边墙圪节草》是对普通
草药价值的记录；《烟墩山》是当地人对
本地山川热爱的独特表达；《月花池》是
对长城历史的记录；而《三英烈故事》是
对民族气节的赞美。其中大多数篇幅都
是曾经在威鲁一带生活过的真人真事，
且都留下了让后人牢记的歇后语。比如

《二蛮沟盖庙》中“二蛮沟盖庙哩——日
的神玄不小”；《赵巨才擒狼》中“巨才擒
狼——没跑”；《边墙窑洞儿》中“边墙上
的窑洞——通着两个世界”。这些故事
读起来亲切、自然，总能让人会心一笑。

《塞堡民间故事》大多是威鲁往事，
这些故事基本上围绕了一个主题，那就
是对真、善、美的弘扬和对淳朴乡风的赞
美。可以说这是这本书的温暖内核，也
是作为一个威鲁人的陈全旺热爱生他养
他家乡的具体体现。读着这些故事，熟
悉这里的人能感受到故乡故土的亲切味
道，对这里陌生的人，会在这一则则故事
里，读出边地淳朴而自然的民风民俗，并
在心底深深地记住一个边堡的名字——
威鲁。 侯建臣

《《凡人琐事凡人琐事》》

《《走夜路请放声歌唱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本书收录了李娟 20 至 30 岁初期
创作的 36篇散文随笔。

这一次，李娟不仅书写了阿勒泰
遥远空阔的旷野，更一层层拨开自己
内心深处幽远的记忆森林，将盛开的
繁花与飘零的落叶一同装点。满满当
当又盛着哀伤的童年，生而为人便一
定会经历的青春与成长，爱情的欢喜
与离别，与生俱来的敏感与孤独、坚强
与达观……

作者李娟，作家，1999 年开始发表
作品。代表作有《阿勒泰的角落》《我
的阿勒泰》《九篇雪》《冬牧场》及《羊
道》三部曲。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

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
沅先生的回忆录，也是一部篇幅宏大的
百年生命史 。全书完整再现了作者从
世家少年、流亡学生到民主青年，从出
任大学校长而力行改革开放，再到主动
辞去荣誉回归布衣学人的人生经历。书
中出现的人物多达百位，作者以流畅、
客观的笔调写下与之有关的回忆。这些
被作者谦称的“凡人琐事”，折射了百年
来的世事风云，记录了近百年中国社会
世变中不可抹去的亲历者的踪迹。

作 者 章 开 沅（1926—2021），主 要
著作（含主编）有《辛亥革命史》《张謇
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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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推动下，一批表现当下乡村巨
变的文学作品蓬勃而出，王宗坤的《极
顶》便是其一。这部作品讲述了泰山
林业人世代护林的奋斗历程，塑造了
有使命、有担当、勇于创新、甘于奉献
的现代林业人形象，勾勒出一部泰山
儿女的心灵史。

小 说 的 突 出 特 点 在 于 宏 阔 的 视
野与独特的题材。《极顶》以泰山为背
景，以林业为题材，以林业人为主角，
书 写 新 时 代 意 义 上 的“ 山 乡 ”与“ 巨
变”，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让我们
看 到 了 山 乡 题 材 更 为 深 广 的 内 涵 。
小说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以基层
林业干部禹奕泽的工作变动为明线，
描 述 其 重 返 泰 山 、面 对 昔 日 竞 争 对
手，攻克迁坟、护林、防虫等难关的过
程。其间穿插人物家庭的变故，勾勒
出他曲折复杂的人生浮沉；另一条以
泰 山 人 的“ 离 去 — 归 来 ”心 路 历 程 为
暗线，展现老炮台、禹奕泽、叶老师等
人 经 历 心 灵 重 创 后 的 救 赎 之 旅 。 两
条线索纵横交织，完成了对泰山人生
活 史 与 心 灵 史 的 书 写 。 小 说 中 老 炮
台 对 道 、佛 、儒 及 茶 文 化 的 热 衷 以 及
公司转型种茶的实验，禹奕泽对最新
防虫科研成果的探索应用，美国人诺
亚 围 绕 泰 山 知 识 开 展 的 抖 音 直 播 以
及对生态环保理念的呼吁，都显示出
小说容古纳今的开放胸怀。

“极顶”不仅指泰山之巅、人生之
巅 ，更 是 生 命 之 巅 ，它 寓 指 人 向 内 求
索、认识生命本体及其价值后达到生
命意义的完成。《极顶》是一部诠释泰
山之作，作者不仅将泰山作为历史文
化名山来塑造，更强调了泰山是万物
共生的生命体，着力彰显昂扬向上的
生命力。读《极顶》，可真切触摸到生
命的庄严、坚韧与温暖。在王宗坤笔
下，泰山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石
一水，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被山洪
冲歪的树干以少许根脉接地而生，干
枯的小溪渗进石缝以滋养大山，小说
写 道 ，“ 那 不 是 水 ，那 是 祖 先 的 血
液 ”。 山 中 万 物 已 然 与 人 类 融 为 一
体 ，生 命 是 一 条 涌 动 的 河 ，孕 育 着 无
数 生 灵 ，奔 腾 向 前 。 小 说 中 ，质 朴 的
山民怀着敬畏之心探索生命真义、经
历 生 死 离 合 ，形 成 了“ 勇 于 生 ，不 畏
死”的生命态度。世世代代的歌哭悲
欣融入生生不息的血脉涌动，升华出
勇 毅 坚 韧 、博 大 厚 重 的 泰 山 文 化 精
神。泰山，这座凝聚了 25 亿年自然历
史 的 雄 壮 奇 观 向 人 类 昭 示 着 生 命 的
伟大与从容。

王宗坤是带着自发的个体生命意
识进行创作的，他说，“这是一次行走
与书写并重的写作”。他的“行走”不
仅指穿行于山林、与泰山工友同吃住，
更饱含着自己 50 多年来的生活热望与
生命体验。泰山的儿女自有泰山的灵
性，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泰山人，王

宗坤以朴素真挚的民间立场书写山乡
巨变，他把“生命”作为扭结泰山与文
学的共同点，使作品具有了独到而厚
重的生命意识。

学者杨守森认为，生命意识即“具
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
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
产 生 的 对 人 的 生 命 意 义 的 关 切 与 探
寻”。《极顶》正是通过描绘人物形象的
心灵蜕变，深挖人与泰山生命的律动，
完成对生命本体及其意义的探索。小
说中最具生命意识内涵的人物是老炮
台。这个 2 岁狼口夺命，23 岁坠崖逢
生，近知天命之年又遭遇骗婚的传奇
人物，于生死变幻中悟出了生命真义：

“他的生命早已不属于他自己，先是亲
人们的希望，而后就是这大山的神奇
赐予。”于是，这个受恩于泰山又回馈
泰山的老人开启了新的人生。他重做
护林人，清理树根、种树，种菜、养鸡，
续写父亲留下的《泰山志》。当禹奕泽
迷茫时，他一语指点迷津；当老迟经济
困难时，他匿名捐款；当韩义盗卖护山
棘时，他为护林命丧悬崖……老炮台
不仅承载了泰山文化精神，也呈现出
一个遵从内心、认真生活的人探知生
命本义的人生之旅。他与老鹰的惺惺
相惜不仅源于绝壁救命之恩，更在于
他们历经同样的生死蜕变后达成了一
种共同的生命体认——成熟的生命需
要经历脱胎换骨的绝地重生。于是，
人与鸟，不同的生命形式却实现了相
通相融，二者共同成为小说中泰山文
化精神的象征。

人对生命的认识孕育于磨难中，《极
顶》中许多人物都带着生命的伤痕。除
了老炮台、禹奕泽，还有不堪承受亲人意
外离世而远避尘嚣的律安、叶老师，身患
绝症、孤苦无依的闫顺子……他们在生
死 艰 难 之 际 不 约 而 同 地 走 向 大 山 深
处，寻求心灵的重生。泰山，如同一位
饱 经 风 霜 的 老 者 带 他 们 看 透 生 命 本
质，从容面对生死。再次回到泰山之
怀，触摸生命脉搏，感受时光沉淀、岁
月从容，主人公禹奕泽终于领悟：人生
在世，有谁不是带伤而生？泰山的儿
女应有泰山的勇毅与坚韧，生命本是
一路歌哭，一路前行。

只有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文字才能
抵达人心。王宗坤始终怀着真挚诚朴
的情怀，忠于本心地写作——无论是
长篇小说《太阳的绳索》《向上向下》，
还是中篇小说《长路无尽》《你为何哭
泣》，他 都 注 重 对 人 物 内 心 世 界 的 描
摹，于心灵困境中剖析人性本相，呈现
出现代人的心灵变迁，这正是现代小
说的使命与艺术魅力之所在。就此而
言，《极顶》为探寻泰山文化根脉、挖掘
泰山与文学共同的生命内涵以及留存
民间人物心灵史所作的贡献是值得肯
定 的 ，期 待 王 宗 坤 这 位“ 文 学 鲁 军 新
锐”为文坛贡献更多佳作。

据《人民日报》

生命间的律动生命间的律动
——读王宗坤《极顶》

“威鲁往事”的温暖内核

——陈全旺作品集《塞堡民间故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