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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的某个春日，突然收到李文庆老师托

人送来的新书，随即便接到了他的电话，邀请我参

加他的新作《驮队》的发布座谈会，并一再请求我

在会上做个发言。承蒙厚爱，惊喜之余我怀着好

奇的心情走进《驮队》，一来是为完成李老师厚望，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二来也想知道，在继《走进黑

茶山》后，已近古稀之年的他，这几年又在哪个领

域钻研。不曾想，这一头扎进去，却发现自己走进

了一片新天地。

“黄沙漫漫连天远，驼铃声碎夕阳间。”当我一

口气读完《驮队》，眼前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

样的画面。书中那些穿越西口古道的晋商驮队身

影，正穿越时空而来，那些被黄沙掩埋的往事，被

朔风吹散的传奇，此刻都在书页间喷薄而出。作

者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描绘出一帧帧晋商走西口

的画面，让人在驼铃与风沙的和鸣中，听见了历史

深处的回响。

翻开书页，文字浅显且尽显吕梁、内蒙方言特

色，平实、朴素、直白，真实再现了西口之路上那些

赶脚汉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些素材来源

于作者小时候坐在村口听当年跟随驮队走南闯北

的老人们讲的那些故事。少年匆匆不回首，半世

痴情已白头。一个听故事的人，多年后终于用他

自己的执着成为讲故事的人。

西口古道是除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外另一

条通往甘肃、新疆、印度等地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

贸易之路。西口之路上的每个脚印都是史诗。这

条比丝绸之路更接地气、比茶马古道更悲壮的贸

易通道，承载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

《驮队》围绕主人公王树红一生的创业故事展

开。从少年出山到创建著名的“兴业驮队”，他的

一生都奔走在西口往来贸易之路上。全书故事情

节不算很饱满，以略显平淡的口吻再现了他们通

往甘肃、新疆、印度、俄罗斯等地进行商贸往来的

艰辛历程。语言对话浅显直白，虽无太多文学装

饰，但毫不影响阅读的快感，足以窥得驮队各色人

物的坎坷命运和复杂人性。

这是一首用血泪写就的创业之歌——

在这条路上，无数普通的山西人为了生存、创

业、求财、逐梦，一路向北转而向西，经历着生离死

别、尔虞我诈，诱惑与艰辛。他们有的客死他乡成

为孤魂野鬼，有的九死一生终获成功，有的家破人

亡消逝于古道戈壁狼群荒漠，也有的矢志不渝怀

揣家国大义，投身民族救亡，舍生取义。

当驮队的铜铃摇醒沙漠的黎明，晋西北的汉子

们背着褡裢走出杀虎口，过草原、沙漠、戈壁、险滩，

把“信义”二字刻在驼峰之上；当西域集市上的算珠

声响起，奏响东西方文明对话的乐章，驮队人在喜

悦、希望、伤痛、绝望中完成各自对命运的救赎。

王树红的兴业驮队是无数驮队的缩影。他们

在穿越戈壁时遭遇狼群环伺拼死保住商货，在遭

异域商贾的算计中守护中国商人的信誉；但也在

面对同行落魄时，没有落井下石依然伸出援助之

手；在自身艰难时，仍坚持多年做慈善，义葬沿路

亡魂、捐赠庙宇公墓。此刻，晋商的“诚信为本”

“义利并举”便在这些“引车卖浆之流”身上得到了

最质朴的诠释。

书中对他和妻子月梅的真挚情感的描写也深

深打动人心，可以说是走西口的人在苦难、悲情基

调下的创业路上，难得的一抹亮色。

这是一部反映社会风貌的历史记录蓝本——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驮队》以小

切口再现了晋商走西口的历史场景和生动画面，

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清末民初时代的社会

风貌和人文精神。康雨生的遗憾离世、王平平的

西口执念、乔小平的有家不能归，都是作者在竭尽

所能还原当时北方社会的底层人民生存现状：一

人走西口，走的家中无人欢；籴米、拜师、联姻、义

葬、商会、兼并等等，也反映出西口路上除了陷阱、

危险，还有行业规则和风土人情，有人间大义和世

俗成功。所以说，《驮队》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价

值，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教育意义。

书中对王守业的巅峰堕落着墨颇多。从拥有

十八链骆驼队的行业翘楚到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异

地孤魂，王守业在生命最后说出的“死在口外，我

罪有应得的”反思，成为驮队创业路上的反面教

材，时刻警醒着每一个赶脚汉；同样，赵达厚的贩

铜生意因自己的贪婪而错判时势，导致一无所有，

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最后也是死不归乡。这二

人的故事都在揭露人性中的贪婪与恐惧，都是当

时走西口的人“穷不回家”的理念践行者，哀其不

幸的同时，也引发深深思考。

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精神图谱——
西口之路上的生死悲欢，实则是中华文明的

毛细血管。这条被历史教科书轻描淡写的商路，

承载着比官方文书更鲜活的历史记忆。书中记载

的不仅是晋商的兴衰，更是文明交流的密码：当驮

队将山西老醋、皮货、烟叶运往西域时，带去的何

止是商品？那是“民胞物与”“义利并举”的商业伦

理；是“宁叫钱吃亏，不叫人吃亏”的商业遵循；是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书

中每个人都是被命运逼到极限的小人物，恰恰是

这些小人物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了：历史从来不只

是大人物的传记。

黄沙漫漫，没有掩埋走西口的人用智慧与血

泪写就的晋商义利并举；朔风阵阵，也没有吹散他

们对梦想和命运的追逐抗争。他们以驼铃为笔，

以黄沙为纸，在历史的长卷上勾勒出一幅惊心动

魄的文明交流图景。

最令人动容的是书中对吕梁人集体性格的刻

画。王树红、王卫国、王建国为代表的吕梁人忍得

千般苦，不畏万重难，耿直忠厚如黄土，坚韧不拔

似山岩，尤其在国家利益面前，义无反顾，倾其所

有，决绝奔赴。这些品质在主人公王树红全家投

身革命的抉择中达到高潮。在儿子王建国影响带

动下，王树红把他的驮队，还有他一手创建的商业

帝国全部奉献给我们党的革命事业，血洒疆场，以

身殉国。当商业文明与家国情怀共振时，一个普

通人所产生的精神能量，在贫瘠处爆发出惊人的

力量，足以照亮历史的天空。王树红倾尽一生积

蓄支援革命，体现的岂止是个人选择？那是“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基因，是“位卑未敢忘忧

国”的赤子之心！那缓缓倒下的身影，在血色残阳

下书写着“商道即人道”的终极诠释。可敬，可赞，

可惜，可叹！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从来不缺

抬棺出征的将军，也不缺视死如归的英雄，脚下这

块土地浸润了无数吕梁儿女的鲜血，他们前仆后

继的壮举数不胜数，但王树红的故事仍然深深打

动着我。这让我想起复旦大学教授熊浩在其《家

国天下》的演讲中讲的一段话：爱国，对于我们每

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

它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

地的生命关乎，它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它需

要的是吾国与吾民的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

全。我想，王树红最后的选择，正是一个普通人对

国家最赤诚的奔赴！

所以说，《驮队》这本书从另一个侧面解码了

吕梁人刻在基因里的性格密码，是宏大叙事背景

下，后人在历史的上空再次凝望先辈，发出的高度

礼赞！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命力的强

烈回响！

掩卷沉思，忽觉驼铃声从未远去。从西口古

道到“一带一路”，变的是交通工具，不变的是中华

民族“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李文庆老师用质朴

的文字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看见：

在历史的风烟里，永远挺立着那些“把生意做成道

义，把商路走成心路”的中国人。

如今的我们，处在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重

读这些故事，更能理解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

觉”的深意——唯有守住根脉，方能真正走向世

界。当我们再次聆听西口古道上的那阵阵驼铃声

响，读懂先辈们用生命写就的商业史诗，才能真正

理解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深刻内涵。

千年风沙吹不走印在历史的血痕，悠悠驼铃

见证岁月更迭里的沧海横流。感谢李文庆老师的

创作，他的《驮队》给我们带来了一把打开文明记

忆的钥匙，这个讲故事的人终于用笔尖完成了他

的梦想！

愿声声驼铃永远回荡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

中！

西口长歌里的家国叙事
——读《驮队》有感抒怀

□ 康彦红
为什么山谷学我说话？

为什么蜗牛每天背着房子旅行？

为什么古老的化石藏着密语？

为什么中药宝宝可以治病？

为什么闹钟会唱起床歌？

小鸟叼着树枝能在云朵上写童诗吗？

萤火虫的灯笼是向星星借的吗？

闪电能斩断洪水吗？

豆角攀着梯子能去拜访月亮婆婆吗？

舌尖上噼啪跳动的糖果在练武功吗？

笑眯眯的妈妈点着我的鼻头说，

我是会走路的《十万个为什么》，

脑袋里，

开满了闪光的好奇花。

爷爷摘下的苹果

是阳光酿的甜

骨碌碌滚进竹篮

奶奶揉的面团

裹着麦香打转

馒头的甜味爬上屋檐

爸爸张开的臂弯

像座安全城堡

甜味在风里喧嚣

妈妈俯身的亲吻

带着雪花膏的甜

轻轻落在额头

老师递来的小红花

别在胸前摇晃

那是童年最甜的勋章

小伙伴弯弯的笑眼

快乐的打闹

让空气都变成棒棒糖

我要做一朵时光的花

把家安在四季的枝桠

清晨，饮下第一滴露珠

我张开笑脸

听风儿讲课

弹雨线竖琴

和蝴蝶蜜蜂嬉戏

用花瓣给蚂蚁搭滑梯

时光是蜗牛的触角

轻轻爬过我的枝桠

春天涂粉

秋天抹金

就算花瓣凋零成泥

也会在年轮里继续开花

儿童诗一组
□ 马艺华

好奇花

甜

做一朵时光的花

“人生是一种期盼、幻想和希望，怀揣

希望之人，必能为其奔赴，不懈奋斗与拼

搏。艺术则是人们心灵的映照，凭借各自

的禀赋、悟性和执着追求，人们往往能够实

现内心最美好的愿望。”孟养玉先生在《孟

养玉画集》自序中这样写道。

我结识孟养玉先生是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当时我担任共青团文水县委书记，

孟养玉先生是文水县文联主席。出于对

先生的敬重，我一直尊称他为孟老师。因

为我爱好文学，经常与文联往来，我们联

合举办的活动也多了起来，比如青少年文

学创作征文比赛、文学爱好者采风活动，

还出版了《英雄故乡的报告》等。团县委

出版书籍时，都会请孟老师设计封面，他

总 是 有 求 必 应 。 后 来 我 创 作 了《晋 风 词

韵》一书，孟老师的画作中，常常会出现我

为各地创作的诗词。在为太原画展创作

的《龙城无处不飞花》画作中，题写了我创

作的《夏云峰・ 咏太原》；在为文水画展创

作的《花舞凤城》画作中，题写了我写的

《文水赋》……当然，在我出版的《非遗吕

梁》《乡村记忆》《遥望故乡》等书中，也常

常选用孟老师的画作。

孟养玉先生是孟子 69代嫡裔，1935年

出生于文水县。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

战火纷飞的年代，历经诸多坎坷与磨难。

20 世纪 50 年代初，孟养玉先生刚从学校

毕业，便被分配到县文化单位，这为他发

展爱好、施展绘画才能提供了宝贵机遇。

他常以宣传画、壁画、幻灯片、连环画等形

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喜悦

心情。凭借处女作《收音机下乡》入选全

国首届青年美展，还在山西省第三届美展

和第一届青年美展中获奖。此后，他佳作

频出，《能工巧匠》《刘胡兰》入选国庆 10周

年全国美展；《学英雄精神，练好杀敌本

领》《台柱子》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青年

人》入选中国对外文委主办的赴欧洲四国

美展……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每逢春节，贴年

画和贴对联一样，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

事情。浓墨重彩的年画为千家万户增添

了许多欢乐的喜庆氛围。那时候，购买年

画是我们小孩子的任务。走在乡村集市

上 ，看 着 琳 琅 满 目 的 年 画 ，我 们 左 挑 右

选。我印象深刻的一张年画是《万盏花灯

连北京》，画面中孩子们举着各式各样的

花灯，兴高采烈，群情激昂。北京是每个

小孩心中既神圣又向往的地方，刚上学的

孩子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我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这张画。由于保存得好，

这张画在我家墙上连续贴了两年。后来

我才知道，这张年画是文水籍画家孟养玉

先生的作品。每当提及这张年画，孟养玉

先生总是风趣地说：“那群孩子都是有原

型的，举着宫灯排在第二个孩子的原型就

是我家二小子。”

孟养玉先生始终秉持“艺术为人民而

创作”的理念。1980年，他被吸纳为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从此拥有了更广阔的创作

空间。在 7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孟养玉先

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发表、出版的作品近千

万张（册），荣获诸多荣誉。他始终专注于

中国人物画创作，技法上从细腻工笔画向

兼工带写的小写意转变。无论是借鉴传

统，还是创造新法，他都力求实现内容、形

式、意境的完美融合与统一，从而营造出新

的语境。特别是对代表女皇故里英雄家乡

的武则天和刘胡兰，他更是倾注了毕生的

心血。为女皇武则天创作的画作《武则天

游上苑》被上海邮局出版发行，并由原人民

日报社社长邵华泽题写了“三晋笔墨唱大

风”；《亘古一曌》收入《世界当代著名书画

家真迹博览大典》。为女英雄刘胡兰创作

了《刘胡兰精神代代传》《红花》等一批画

作，其中《咱队伍在前方打得好》收入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名

家精品集》大型画册。他先后被授予中国

百杰画家、吕梁人民艺术家等称号；画作曾

在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在腾讯视频

《经典展厅》“孟养玉书画”栏目中，收录了

他一百多件作品，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

泛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孟养玉先生的绘画

作品中，有许多红色题材作品，特别是《咱

队伍在前方打得好》《吕梁丰碑》《光荣八大

员》《刘胡兰精神代代传》《从小热爱毛主

席》《红花》《十二月花开致富忙》《红色保育

员》《扑不灭的火焰》等。这些画作既是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又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信仰、革命精神

和革命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革命性、

大众性。

孟养玉先生在书画艺术界不仅自身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还不遗余力地培养学

生。他采用集中授课、个别指导等方式，义

务培养了一大批书画爱好者，有时还自掏腰

包为他们购买书画工具和材料。他的付出

取得了可喜成果，一批批书画艺术人才不断

涌现，县、市、省级美协会员层出不穷，为地

方书画艺术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水县晋韵艺术馆设立了红色画家孟

养玉书画艺术研习基地，深入挖掘孟养玉

先生书画艺术的精神内涵与艺术精髓，继

承和发扬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推

动红色书画艺术不断发展，使其更好地发

挥宣传教育作用。通过研习活动，吸引了

更多美术爱好者投身于红色书画艺术。这

本画册出了孟养玉先生创作的红色画作

外，还收录了部分他学生的作品，既是孟养

玉老先生辛勤培育成果的展示，也是地方

艺术队伍的一次检阅，更是文水书画艺术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事！

丹青绘就赤子心
——《丹青映初心》文水县红色主题绘画作品集代序

□ 梁大智

门敞开着

黄河留下一朵不败的微笑

东去了

那撑船的汉子

立在船头上

吟着一首没有内容的歌

沉重的跋涉

透过如诗的祝福

在栈道上雕刻出

淌血的目光

已经记不清

他的脉管中

那狰狞裹挟的冲动

有多少是来自于辛辣的种

子

只知道他手指间碾碎的陶

罐

曾是古钱币装订的风景

于是

你展开衣襟

包揽他疲惫的旅行

目光里那股温柔的风

一遍一遍地抚摸着

拳头击倒的狂笑

直到把孤独送到一个

摇摇晃晃的倾斜世界

你的心才得到平衡

门依然敞开着

你相信

赤足的黄河

从未走过苍白的岁月

而迈进酒店的

才是你的儿子

守着黄河的酒店
□ 李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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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炎热五月的星期天，我踱进街角

的雪糕批发店。冰柜腾起的白雾裹着

盛夏的燥热，玻璃门开合的瞬间，收银

台前突然响起清亮的“老师好”。

循声望去，扎着高马尾的女孩眉眼

弯弯，手中攥着几支雪糕，包装上的水

珠顺着她的指尖往下淌。记忆里那些

青涩面容如同褪色的书签，在我脑海中

飞速翻涌，却怎么也拼凑不出她的名

字。她身上白色短袖沾着几缕颜料，倒

像极了她眼底不含杂质的笑意。

“老师尝尝这个！”她快步上前，踮

脚将一支无糖雪糕递到我面前，包装

上的淡蓝色雪花在掌心洇出水痕。我

慌忙摆手，金属货架在推拒间轻晃，碰

落的冰碴跌在鞋尖，凉意顺着脚踝攀

上来。旁边的顾客笑着解围：“收下

吧，这孩子一片心意呢。”

塑料包装被撕开的声响，在寂静

的店内格外清晰。雪糕入口是绵密的

清甜，没有蔗糖的腻人。恍惚间，我忽

然想起课堂上那些昏昏欲睡的午后，

自己反复讲述的思政课案例，原以为

会像风掠过荒原般不留痕迹，却不知

早已在某个角落生根发芽。

我抬头想道谢，却见她已转身走向

店门，马尾辫在阳光下轻轻晃动，转眼消

失在街角的人流里。握着渐渐融化的雪

糕，凉意化作一股暖流，流淌在心底。原

来教师的价值，从不在讲台上的慷慨陈

词，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学生用一

支雪糕的温度，温柔地丈量出来。

一支无糖雪糕的重量
□ 闫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