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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天空澄明，月色铺满大地。弥

漫桂花香气的秋风，抚动着婆娑的树影，

像在翻阅久远的往事。

这一年，因专注于采访与写作，虽有

任务繁重的压力，时间仍然像长了翅

膀。书名《青松成林》，是说中国地质工

程集团由最初成立之时只有被誉为“18

棵青松”的18位员工，发展到如今上万

人的队伍，恰如几株稀疏的松苗，已成蓊

蓊郁郁的青松林。

完稿本应释怀，可中国地质人那些

动人的故事，仍在内心回旋激荡，有千般

感慨万种慨叹。通过深入采访，中国地

质的历史和中国地质人的精神，带来的

震撼非同一般。

2021 年初夏，第一次接触中国地

质人，他们是中国地质纪委办公室主任

盖文红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程俊斌。

盖文红文静娴雅，举止大方得体，她在

中国地质工作时间长，寥寥几句，便将

中国地质的发展脉络勾勒而出。程俊

斌军人出身，说话严谨果断，言简意赅

地讲述了中国地质的发展。很快，我们

就被他们的介绍所吸引。中国地质人

的事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而言，是遥

远而陌生的故事。

从诞生开始，中国地质肩负的使命

和任务，就注定了其发展的艰巨性和传

奇性。中国地质业务领域遍及海内外，

其历史浓缩了国家和时代的精神，也体

现了一代代中国地质领导人的智慧、胆

略及担当。

为响应国家号召，中国地质从1983

年的18个人开始，逐渐汇聚成有中外员

工上万人的队伍。40年来，中国地质吸

收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理念的跨国领

导人及精英人才，他们运用聪明智慧，发

扬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创造了数不尽

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业绩。无论

何时，他们都展示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几十年来无怨无悔地履行着中国地质人

的重要职责。

解读中国地质有很多视角，精神的、

物质的、历史的、时空的、文化的，甚至是

社会性的。只有从精神视野来全面认识

和挖掘中国地质的独特性，才能够更深

层次地找到中国地质的精神内核和触及

灵魂的文化内涵。

追梦路上，他们是一群怀揣中国梦

的籽粒，也是默默无声的民族英雄。他

们是一群刚健质朴的中国人，也是坚韧

不拔、具有民族血性的英雄群像。无论

是身居海外的员工，还是承担国内生态

文明建设的员工，都是中国地质丰碑中

的一分子。

中国地质人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

孤单、忧虑、恐惧。但他们又是英雄，他

们执着、坚强、刚毅、勇敢。他们能守住

内心的向往和光明，能坚守对未来的梦

想，履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开拓进

取、无私奉献、精益求精”五种精神，迈过

一道道坎，战胜一重重困难，飞越一座座

高山。在中国地质广阔无垠的平台上，

每个人的能力得以锻炼，才能得以施展，

最终锻造成为更优秀的人。

中国地质人团结一致、心心相印，结

下了深深的兄弟之谊。他们并肩前行，

见贤思齐，为中国地质的发展尽心尽

力。他们爱集体，爱祖国，爱中国人至高

无上的尊严。他们重情重义，懂得收获

果实和选择人生的不容易。他们用干干

净净的灵魂，共同擎起中国地质湛蓝明

丽的天空。

在采访与写作过程中，我们常因中

国地质人的拼搏而热泪盈眶。作为作

者，我们不能辜负那些人、那些事，不能

辜负中国地质人的信任与期望。因此，

在时间紧迫与疫情考验的双重压力下，

我们不管盛夏寒冬，或奔波于采访的路

上，或安静地坐在寂寞的深夜，真情叙述

中国地质艰苦卓绝的奋斗故事。书中的

文字，像满载记忆的镜头，回放和再现那

些怀揣青春梦的中国青年，雄鹰一般，告

别祖国和亲人，翱翔天际。

40年的历史跨度与海内外业务领

域的广度，不仅造就了企业的独特气质

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浓缩了时代的变

迁，体现了政策、措施、制度等方面的不

断深化和提升。这种博大宏阔的时代感

和地域性，不是一本书能涵盖的，本书无

法兼顾每一个场面、每一段风雨及每一

位中国地质人。但是，中国地质人群星

闪烁，写到的或没有写到的，都一样属

于中国地质的闪耀星空，都是中国国家

队博大群体的一员，都有一样的光辉和

荣耀。

从 2018年开始，中国地质尊重自

然、顺应时代，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展壮

大，立足当下看未来，在不断开拓国际业

务市场、继续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的前提下，努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产业结构成功实现转型升级。中国

地质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建设

及国内民生工程等纳入主要业务发展范

畴，将改变国家生态环境为己任，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建设理

念，充分发挥国家队核心技术和平台优

势，积极投身生态革命，以此报效国家，

层层推进，汇聚成为一篇恢宏澎湃的交

响乐章。

悠悠40年，有风平浪静，也有步步

惊心；有惊涛骇浪，也有柳暗花明。漫漫

征途，不管怎么跌宕起伏，勇敢的中国地

质人，总是坚定地向着未来扬帆。凭着

“五种精神”，谱写了艰苦奋斗的恢宏诗

篇，走过了不同凡响的40年。

本书描述了中国地质人的奋斗历

程及取得的成就，也记录了中国地质

人所到之处的地理概况，着意体现中

国地质人开疆拓土、足迹遍布世界各

地的壮举。他们走到哪里，就将中国

故事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撒向哪里。

他们是勇往直前的国际工程开拓者，

也是中华文明的播种者和传播者。在

增强各国友谊和让海外国家重新认识

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地质人贡献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这本书不但赞美和讴歌了中国地质

的“五种精神”，也意在让更多读者了解

中国地质的渊源，了解中国地质人的重

情重义，了解中国地质独特的企业文化

和优秀传统。不过，我们相信本书只是

中国地质企业文化的序曲，是中国地质

发展史诗中的一个片段或侧影。今后的

中国地质，将迎来绿水青山的生态建设

和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局面。

书已写完，蓦然回首，对中国地质，

突然有一种深深的留恋。那些人，那些

事，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感觉自己俨然

已是中国地质的一员。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恩美好与

遇见。

坚定地向着未来扬帆坚定地向着未来扬帆
——《青松成林——中国地质四十年》创作谈

□刘慧娟

《家乡散记》是这些年述说家乡风土人情的

文稿，汇而成集。对我而言，这是一本特别的文

集。说不尽的故乡事，道不尽的故乡情。它们就

像生而为人的筋骨血脉，就像谱曲作歌的音符韵

律，使我成为我。因了这份乡情，那些看似寻常

的家把什、老手艺、旧物件、村小调，都弥散着时

光的灵晕，令人寻之探之，甘之如饴。家乡于我，

是家，是乡，是情，是内心深处永远的故园。

我的家乡菏泽曹县，地处鲁豫皖苏四省八县

交界的鲁西南，是一座朴实无华的千年古城。这

里古道绵延，曲水漾波，湖泊星布，连通着黄河故

道和运河水系。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里也是

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汇通之地。这让我总是情

不自禁地生出一些特别的自豪感，为这片黄河故

土上曾经大风飞扬的历史云烟，也为自己记忆里

温暖隽永的乡亲、乡土、乡音。

说不完的乡愁往事

说不尽的家乡事，道不尽的故乡人。这本文

集里有修家族谱牒的记录，也有对祖父祖母、父

亲母亲、叔舅亲人的追忆怀想。儿时的点点滴

滴、成长路上铭心刻骨的往事，都在回忆述说中

一一呈现。故土之亲是平凡的、朴实的，他们都

是历史大潮里、芸芸众生中最普普通通的人，也

和天下所有的爹娘、亲长一样，爱得无私，行得真

挚。这些我最亲的人，勤劳、朴素、执着甚至不善

言辞，却有着最深沉的感染力，让我明白立身行

事的原则道理，感受到一种稳健坚实的人格美、

生活美。几十年来，这种情感不仅存在心里，也

化于言行、诉诸笔下，成为作品中深蕴的意义。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人近一甲子，春节时回

乡团聚，清明时节祭奠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每

次返乡，心中都会生出些许惆怅。时间总在流

逝，人生总在行进，家乡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

化，不变的是对家乡的牵挂。这种情感柔韧而又

绵长。不论何时何地，一句乡音、一曲小戏、一碗

家乡的热汤，就能唤起关于那一方水土的全部情

感和记忆。这就是乡愁吧。有了乡愁，心底的情

感就生了根，就不会飘零，不管何时回首，都会感

到温暖和幸福。

多年来从事民艺调研，我想，所谓乡愁，不仅

是千百年来文人们“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

一种精神活动传统，也是百姓们顺时应物的物质

生活传承。它虽然多是由一时一地一物而生发，

每每极具个人生命与生活色彩，但是，恰是这样

无数的人与物的情感关联，聚集起来，沉潜在大

众寻常生活的基底，静水流深，为我们的社会发

展和时代生活推波助澜。家乡的人和事，哪怕只

是些琐细的家常，都有温暖的牵挂。游子在外，

乡情难舍。就像是大树向着天空生长，但它的根

脉怎能离得开生长的土地呢？

道不尽的乡土风物

家乡的风物是我一再言说、探究的话题。家

乡地域宽广，水域丰富，历史上由于黄河水患，生

活不无艰辛。我从小记事起，视野里就时常浮现

出或大或小的水面，儿时小伙伴们常见的玩具就

是俯拾皆是的水和泥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

乡的百姓在水泊滩涂上植藕养鱼、种植林木，世

代相传，营造出烟波浩渺、荷田如盖、接天莲叶映

日荷花的人间胜景，不仅农田和林木多以万亩

计，即便是娇艳的牡丹，也“如种黍粟，动以顷

计。东郭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连畦接畛的

芍药大花，十里盛放的荷花，即使是在瘠薄盐碱

之地上，也有牛羊繁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守

住一方乡土，写就自家的田园史诗，繁衍的是华

夏的文明。

家乡的不少村庄是由家族发展起来的，也

有傍近城镇、要道等多姓家族结成的村子，民风

淳厚，人际来往亲热，讲究邻里互助。过去的街

坊邻里，日常见面的寒暄是先问“吃了吗”“喝水

吗”，若在集市上相遇，彼此的问候是“花着钱了

不”。吃饭喝水是生活必需，需要用钱时也当解

囊相助。家乡人好客，讲人情、重礼仪，各家各

户的大事小情，都是你来我往，相互支撑，人情

味儿十足，生活氛围是热闹的，人的内心是丰赡

的。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极具特

色的民间工艺也往往赋予这些乡土情感以生活

的色彩和礼俗的形态，包含心灵的愿望和生活

生命的礼赞。

几十年来从事民艺研究和艺术创作，离不开

家乡风土人情的哺育。岁月安澜，于光阴深处回

首凝望，便可体察其中的奥妙。民艺的研究与其

他艺术学科专业有所不同，民艺是“民”之“艺”。

多年来，凡所注目处，有“艺”也有“民”，有生活也

有人心。作为一个民艺之路的行旅者，我常常在

田野作业与案头研究中追寻生活的原境，认识和

体验事与物之间相互勾连的本原意义。省视自

己，细数这些经历，重新体味物用与人情的联系，

感受手艺与心灵的呼应，从中总能咂摸出生活的

滋味。

忘不了的乡音曲韵

这本文集中还收录了数篇我对家乡戏曲的

调研文稿。我的家乡是个“戏窝子”，听戏是这

方民众最为钟爱的娱乐方式。家乡紧邻鲁地，

百姓生活也深受儒礼教化浸染，岁时节日、民俗

活动里常有诸多排场和讲究。人们平素里不太

讲究吃穿，但好热闹，也讲究排场，其中最受欢

迎的排场，便是请戏班子唱戏：结婚时唱戏，生

孩子时唱戏，老人祝寿时唱戏，祭奠祖先时唱

戏，故去老人过三年也要唱大戏……人生的喜

忧大典时刻，请戏班子唱戏，主家挣足了排面，

而来自四邻八乡的听戏者，则享受了实实在在

的福利。

家乡地处交汇之处，北倚黄河，东靠京杭大

运河，这就为不同剧种的演出交流发展提供了

便利。村里每逢庆典，一个戏班有时能唱好几

个剧种，应和着观众的要求，唱了曲剧唱梆子，

梆子完了两夹弦、大平调、枣梆、大弦子、柳子

戏轮番上。台上唱的是一出出千回百转的传

奇戏剧，台下听的是一段段对平淡岁月的慰藉

安抚，久而久之，心里有了念想，精神有了起

伏，嗓子便痒痒，于是人们就把看戏唱戏听戏

作为抒发情感的一种方式，戏迷们也就渐渐入

门成精。演戏的都是戏痴，看戏的都是戏精，

彼此对戏曲都熟门熟路。有些资深戏迷不仅

会现场点自己喜欢的唱段，甚至还会现场唱上

几段，向演员们“讨教”，台上剧目场场精彩，台

下观众掌声阵阵。

在我心里，家乡不仅有黄河滩涂的苍茫意

象，有亲人故旧，有草木风物，还有家乡戏的唱词

念白，有熨帖的韵律回响。我打小爱看戏听戏，

也研究民间戏曲的服饰装扮、人物形象，一直想

把家乡戏的各种动人之处理个明白。长久浸润

其中，不难发现民间的戏文故事、形象仪态、曲韵

节奏，都与民间美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

之间往往互相借鉴，融会濡染，成为一方乡土浑

融一体的文化底色。家乡的戏，总那么热耳酸

心，荡气回肠，使人生出无尽的念想。

这就是我的家乡，生于斯，长于斯。那里的

县城与乡下，那里的乡音与人情，在我的生命里

烙下了最初的印记。那里的风土人情成了我从

事专业研究和事业追求的启蒙和起点。这几十

年，我曾与同行专家和同事、学生一起研究曹县

的民间工艺和民间戏曲，一次次走进家乡的村庄

田野、乡镇街道、作坊院落，带着专业的视野，一

次次回首打量、细细体味家乡的民间文化，亲切

而又充满韵味。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家乡散记，林

林总总，心念所及，记之叙之。家乡散记，故土

情缘，成长之路，生活之路。家乡散记，是亲朋

故旧的重影复现，也是人情与事理的叠加交

错。时光虽不可逆，但认识过往，省视内心，总

有质实有力的东西能让人含英咀华，感受到一

种积淀的能量。

内心深处永远的故园内心深处永远的故园
——《家乡散记》创作谈

□潘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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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阳关》，董新铎著，作家出版社，

2023年11月

虽然说在阅读《昆阳关》之前，我对作者

董新铎的情况一无所知，但这部历史长篇小

说却仍然引起了我强烈的阅读兴趣。

从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来说，《昆

阳关》中最核心的人物形象，理应是那位勇

于起兵反抗新朝王莽暴政，最终建立了东汉

政权的汉光武帝刘秀。与此同时，王莽末年

发生于昆阳关的那场昆阳大战，也是决定着

王莽新朝生死存亡的一次重要战役。既然

如此，那么，在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书写

过程中，作家往往就会把刘秀设定为一号

人物，同时把昆阳大战设定为最重要的核

心事件。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董新铎

所采取的却是多少有点把刘秀和昆阳大战

边缘化的创作方式。在一部 20万字的长

篇小说中，刘秀一直到故事情节已经行进

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才登场，进而徐徐

拉开昆阳大战的帷幕。

尽管从历史角度来说，刘秀及昆阳大

战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但如果仅仅

着眼于这部《昆阳关》，那么，从小说创作的

角度来说，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只能是那位

被命名为凡木的天才商人。也因此，倘若

说《昆阳关》的确是一部意在描写呈现汉光

武帝刘秀如何取代新朝王莽的历史长篇小

说，那么，小说的艺术性首先就表现为董新

铎不无大胆地采取一种切入角度颇刁的侧

面书写方式，借助商人凡木的曲折人生故

事，来折射作品既定的思想主题。

但请注意，关于刘秀其人，作家虽然着

墨不多，但其鲜明的性格特征已经跃然纸

上。其一，是他的足智多谋与英勇善战。

这一点，在那场决定性的昆阳大战中表现

得非常突出。若非刘秀主动提议并带领13

位猛士突出重围、求得援兵，若非他以极其

勇武的姿态，带领数量较之莽军要少得多、

对比特别悬殊的援兵，杀退看似强大无比

的莽军，那么这场昆阳大战的结局，肯定不

会是汉军的胜利。其二，是他的相对善于

体恤民情。具体来说，细节有二。一个是

凡木的那匹枣红马被汉军强征，身为大将

的刘秀，在晓之以大义的同时，补偿给凡木

一头小黄牛，并立下字据，强调来日一定会

加倍偿还。再一个是李知县撞柱殉难后，如果不是刘秀

的允准，其遗体肯定不可能如愿葬到城外。其三，是他

懂得韬光养晦，识时务、知进退。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昆

阳大战取胜之后。明明是自己从根本上奠定了这场大

战最终胜利的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刘秀谨小慎

微，虽厥功至伟，却丝毫不敢邀功，他深知木秀于林风必

摧之的道理，更知功高震主之害，众人的眼神他一看便

知”。也正因如此，最终的结果才会是：“刘秀的隐忍和

养晦之术保了自身。而刘演却因性情耿介，终招杀身之

祸。”事实上，也正是凭借自己那善于审时度势的韬光养

晦之术，刘秀成就了一番大业，并如愿娶得美人阴丽华，

实现了爱情事业双丰收。

其他一些人物形象，比如水生、卉子、芥子、五邑、辛

茹、知县、苏婉、姚盖、杨匣等，也都各有其可圈可点之

处。但相较而言，小说中读来最令人叹息不已、印象深刻

的，恐怕还是主人公凡木。作家虽把他命名为“凡木”，但

从其所作所为来看，其人却真正称得上是一位不凡之人。

具体来说，凡木之不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是他那似乎与生俱来的天才经商智慧。如果缺少了

这一点，那么他的漆器店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拓展

业务范围。其二，是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创业精神，这

一点突出表现在他第一桶金的获得上。虽然小说一开

始，作者就已经营造出了凡木和水生他们

主仆身有难言之隐的悬念氛围，但直到作

品的结尾处，谜底才被彻底揭开。事实的

真相是，当年在遭遇劫难后，凡木和同样幸

免于难的水生，在卉子所发现的那册书简

的指引下，一道南下蜀地，铤而走险。书简

具体内容是：“哀帝元年，巴郡太守赴任荆

州，举家乘船，落难崆岭滩，所携财宝皆沉

入江底。民间云，西陵峡中行节稠，滩滩皆

是鬼见愁。”毫无疑问，正是在书简的导引

下，二人不远千里赶到西陵峡，不顾隆冬季

节的水寒，潜水寻找并打捞这些财物：“金

银财宝和铜钱多是匿身隐秘处，打捞极为

费劲。两人不惜身子，忘却性命，忍着刺骨

冰寒，忍着酷暑与潮湿，在长江边一待三

年。最终如愿以偿，带着诸多财物返回故

里。”不管怎么说，正因为有了这笔意外之

财作最初的资本，也才有了凡木此后经商

事业的日渐腾达。其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凡木特别乐于扶危助困的宽厚仁爱与悲天悯人的情

怀。这方面有很多细节值得注意，比如，虽说因触犯了

新朝不允许买卖奴婢的政策，凡木被迫将四个从田禾那

里“租用”来的奴婢还给田禾，但特别信守承诺的他，后

来还是把这些奴婢想办法收拢到自己身边，哪怕付出巨

大的代价；面对满大街遭遇天灾人祸的乞讨者，他毅然

做出了舍粥赈济的义举。虽然被周边的行商讥之为收

买人心，但他丝毫不为所动；在获知知县夫人苏婉自杀

身亡的消息后，做出积极努力，千方百计购买棺木，以便

让夫人下葬在丈夫李知县的坟墓旁边。最重要的一个细

节是，当他得知卉子那个瘫痪在床的老年丈夫杨匣，因家

中钱财全被汉军征用，“急在心，不能表，便以泪水宣泄”，

以至于“每日里时而啼哭，时而谩骂，闹得卉子生不如死”

的状况后，不仅不计前嫌，亲自登门看望，而且在自己都

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设法凑齐了两万钱送到杨匣府上。

归根结底，这样一部以数千年前的历史为表现对象

的长篇小说，在选取恰切角度、从侧面艺术性地还原历史

情景的同时，既能真切道出人情冷暖以及隐藏其后的悲

悯情怀，也能体现出一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深刻

史识洞见。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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