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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夕，单位组织了一场集体过“政治

生日”的活动，每人复印了一套当年的入党申

请书和入党志愿书。抚摸着似乎还散发着墨

香的入党申请书，铿锵的誓言犹在耳畔回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

守党的章程……”而那烘托着镰刀锤头的一

抹鲜红，也时时萦绕在心头、梦中！

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尽管农村生活艰

苦，但对知识的渴望却丝毫不减。除了学校

课本，想方设法借阅小人书、连环画，临村若

放 映 电 影 ，就 是 步 行 十 多 里 地 也 要 一 饱 眼

福。《智取华山》《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

《小马倌》《地道战》《小兵张嗄》《英雄小八路》

等，这些红色题材的影片，和黄继光、董存瑞、

小萝卜头等英雄人物的故事，都是我的最爱，

百看不厌，并且在我幼小的心田种下了“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的种子。今年春节，陪女儿观看《长津

湖》。女儿正读研三，己有三年的党龄，难得

休息几天，便走进影院体验那段浴血奋战的

光辉岁月。我是第三次观看了，影片通过雷

公、伍千里兄弟的形象塑造，深刻昭示今日的

和平繁荣，正是先烈们用“钢少气多”的意志

换取的。当听到“这场仗我们不打，下一代就

要打”的雷霆之声时，我发现 95后的女儿己经

热泪盈眶，几度哽咽！

我家是个大家庭，自小就被红色基因滋养

着。一个本家伯父是革命烈士，在一次与日寇

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大伯父是解放前参加工

作的老干部，二伯父和父亲都当过村干部，两

个姑姑也是单位骨干，都曾获得“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在此氛围之中，我耳濡目染自然

学到不少关于理想、信仰、奉献、奋斗的教育，

心底埋下了要给家族争光添彩的志向。小学

一年级时，我不仅学习名列前茅，还经常和小

伙伴帮烈军属、困难群众担水劈柴打扫卫生，

很快第一批就成为少先队员。那天，戴着红领

巾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正在烧火的母亲停下

来，把手反复在围裙上搓洗几遍，乐呵呵地揣

摩着红领巾，一个劲地说：“真红亮啊！我孩显

得更帅气了！”随后，她从柜顶的竹篓里摸出平

时舍不得吃的鸡蛋，加水煮了作为对我的奖

励。见我吃得津津有味，一旁的弟弟馋得直流

口水。母亲拍了拍弟弟的小脑袋：“等你戴了

红领巾，妈多奖你两颗鸡蛋。”

那时一年级两个班，有六七十人，调皮捣

蛋的也不少。他们往往趁老师不在的时候，起

哄干扰别的同学学习，大家敢怒不敢言。这种

情况下，我仍然不为所动，专心致志听课，积极

主动做好事，很快就担任中队长，全年级仅少

数一二个获此荣誉。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样式

为布料，略长方形，白色底子，中间缀着两条红

杆。班主任亲自把袖章戴在我左臂上，深情嘱

咐道：“荣誉代表着动力。希望你永葆荣誉，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牢记嘱托，戒骄戒躁，勤

奋好学，一路前行，在初中成为共青团员，在中

专学校被评为“三好学生”。1990年参加工作

后，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撰写的好几

篇新闻作品，获省市“五四新闻奖”，1995年如

愿成为正式党员。那天的宣誓仪式是在电视

台的演播厅举行的，pvc板制作的党旗硕大醒

目，十几个年轻人面向党旗，举起右拳，神情庄

重。我抑制住无比激动的心情，跟随领誓人厚

重的声音，仿佛置身于血与火的峥嵘岁月，沐

浴在思想与灵魂的洗礼中，人生从此掀开新的

历程新的篇章！

我入党不久，即被派驻“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贾家庄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探

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打造

美丽富裕和谐新农村。七年的时间里，我每

天起早贪黑，东奔西跑，为上项目协调职能部

门，为引进品种联络省农科所，为和谐家庭竞

赛活动完善方案，为文旅宣传沟通各级新闻

媒体，同时也身体力行办村级报纸、村广播

站，撰写文案、文章，自觉把自己融进贾家庄

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丛草木，每一片烟火，

每一步发展，无愧于胸前那枚闪闪发光的党

徽。而在与泥土的跌打滚爬中，也培养了我

吃苦的精神，磨砺了我顽强的意志，铸就了我

忠诚的品性。尽管我不是贾家庄村人，在离

开贾家庄村多年以后，村里人仍以自家人相

待相称呼，让我时时心生温暖与感恩！

最近整理书柜，竟然发现堆积的数十本

荣誉证书，有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各个层

级，红色的绒缎镶嵌着金色大字，也印证着岁

月不居，时节如流，所谓的 成长就是不断突

破自我，超越昨天，重塑明天。有趣的是，我

从 1990年参加工作，迄今三十五年的工龄中，

党龄三十年，而直接从事党务工作也长达二

十五年。从乡镇组织员、副书记，到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市直单位党组书记，可以说是长在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繁花似

锦，生逢其时，何其有幸！而我引以为傲的

是，经历、参予、组织了 2005 年之后的历次主

题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直至党纪学

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

印象中感受最为深刻的是，2019 年开展

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其时，改

革后“多局合一”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刚刚组

建，数百人的队伍、数百项的执法文书，可谓

千头万绪，任务艰巨，异常复杂，既要整合力

量又要凝聚人心，还要服务群众、净化市场。

我身兼局长、党组书记自然首当其冲，义不容

辞。经调研走访，结合主题教育，提出了“党

建立局、制度管局、监管强局、文化兴局”的 16
字方针，从建章立制、队伍建设、业务培训、行

风建设等诸方面齐头并进，整体推动，打造了

一支形象素质高、业务技能高、群众满意度高

的市场监管铁军，维护了食品药品、产品质

量、特种设备、知识产权、检测计量等行业的

健康蓬勃发展，被《中国市场监管报》大幅专

题报道，誉为“汾阳摸式”，吸引了省内外众多

同行前来观摩交流。而我本人也于 2021年荣

膺“全国食品安全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全省

仅有六人获得。

如果生命也有底色的话，我的底色就是

红领巾的红、团旗党旗的红，血染的红、赤血

丹心的红、壮志凌云的红，红彤彤的红、热辣

辣的红、璀璨夺目的红……“徘徊最爱真红

色”！

“徘徊最爱真红色”
□ 雷国裕

卦山的柏树

山形卦象。过了半道亭，就看到七星柏树上，拴了

那么多的红布，一条一条的，没有文字，或许

它就是对天发誓，或许，深藏了许多的暗语

顺着进山的路，还会看到龙爪柏、牛头柏

虎头柏、绣球柏，生长的苍翠挺拔。在山门的

大雄宝殿，柱础下的青狮、白象，在那么多的

翠柏下，活灵活现。此时，一群人在菱花槅扇中

指认着“天下太平”四个隐形文字。仿佛在这长满

柏树的大山中，谁能指认出，谁就更接近智者

我来时，已是黄昏时分。夕阳，给所有的柏树，都

穿起了袈裟。行走在这郁郁葱葱的柏树间，盯着

那些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扭动的树身上的纹路，我的

眼里除了那些柏树的空灵、亘古，什么也指认不出

净土

在石壁山上，人们用网子把峭壁围挡住

他们在加固白塔的根基。据说，站在白塔

之上，就可以瞭望玄中寺的全貌。至于，能

看到什么，因人而异。有人看到大雄宝殿前

生长的茂盛葱绿的白丁香树，看到富贵牡丹花

开败后，结出豆荚一样的果实；也有人，看到的是

供奉着德被千秋、泽慧万代的昙鸾、道绰、善道

三位的祖师殿，还有大谷莹润显彰之碑。我

看到天王殿东南方向的一排毛竹，长得郁郁葱葱

隐藏在树中的细细竹杆，像一卷一卷的经书

还有一个提水上山的人，不紧不慢地一边走一边擦着汗渍

忽然想到天津大悲禅院中的一句话：“来此作甚”时

我紧紧抱住白丁香对面的那棵菩萨树，浑身一阵清凉

麦田，麦田

很多很多年了，没有与麦田谋面

那么多的时间里，我把自己，交给

一缸大酒，举杯换盏中，麦田就荒了

镰刀也锈了，我也在虚度着光阴。一起

逃走的，还有我那捡拾小麦的书包，装满

绿豆汤的军用水壶，还有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

在我的薄情里，麦田却一次一次地原谅着我

直到有一天，我重返麦田时，大片大片的

麦田，蜂拥过来，以太阳一样的热情

亲吻我，拥抱我。那时，我像一个游子

像一个告老还乡的老人。我再一次，把一穗麦子

放在手心里，婆娑着，抚摸着，此刻，黄昏已至

落日下，麦田的金黄，更加苍老，多像一个慈祥的母亲

麦 子

六月的麦子，用金黄比喻你，远远不够

金黄容易落入黄金的俗气，那不是你的

本质。麦子熟了，我们就有命救了，而再金灿灿的

黄金，是救不了命的。用麦浪形容你，也是

不准确的。大浪滔天，太宏阔；风吹麦浪，又有

见风使舵之嫌。一块一块的麦田，那是我们

活命的道场，天地良心，寒暑交替。用收获和

希望，把你赞美，还是形而上的。你只想熬一碗

白面糊糊，你只想蒸成一个馒头，你只想煮成

一根面条，接济苍生大地，那才是你的品格

都不行的话，那就写一首诗吧。从一粒种子出发

在一场大雪中，找到你的骨头；在一根麦管里，学会

谦卑和虚心；用那么多的麦芒，懂得对付苦难和不测

麦子，现在，你就是一首诗。一首百读不厌的诗

麦田诗十二行

一场轰轰烈烈的赴死，说的就是你

夏至时节的麦田，是收获的季节，也是

向死的时刻。十万亩的麦田里，都是白发

白眉白须的炼丹之人，都有仙风道骨，都是

飘逸之士。旷野中，那些金黄金黄的麦子

身披黄甲，挺胸抬头。风吹麦浪时，扶摇

直上的仙气，气贯山河。此刻的麦子，不像谷子

垂下高昴的头颅，不像玉米、高粱，等待上天的

施舍。一把镰刀的利刃，伸进来时，仍能听到

它们的浩然正气，躺倒后，仍是铮铮铁骨

死亡就是一场历练，生命就是一次淬火。一穗

麦子，一根麦芒，做到了。好一片炉火纯青的麦田呀

交城行
□ 李峰

5月 11日，“2025山西面食超级争霸赛”在孝义市高阳镇

临水古村拉开帷幕。活动由山西省商务厅、吕梁市政府指导，

孝义市委、市政府主办。

青玉案·临水面食争霸赛

金龙山麓烟霞路，古村畔、香盈户。刀削银鱼穿沸釜。面

球通透，龙须千缕，绝技惊寰宇。非遗荟萃添新趣，百味山西

入诗赋。市集琳琅皆妙处。咬开酥脆，尝鲜软糯，醉在风情

里。

鹧鸪天·临水面食文化盛景

临水村头鼓乐喧，面食争霸展奇观。飞丝扯出千秋韵，巧

手揉成百样欢。承古法，创新颜，非遗美味聚人间。游人尽赞

三晋好，愿把乡愁碗里填。

渔家傲·临水非遗面食新篇

古村非遗开盛宴，千丝万缕皆经典。刀舞风生银线现，惊

望眼，气球吹面玲珑变。市集香飘人语沸，八珍玉食盘中满。

文旅交融春无限，齐声赞，凤凰展翅新章撰。

（组诗）

山西面食争霸赛临水赛感怀

□ 郭庆龙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记得读初中时，我从同学那里借得一本

《吕梁英雄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章回体小

说。这本书以纪实笔法勾勒出吕梁山区人民

在抗战时期的生活状态与斗争历程，展现了从

村民自发抵抗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民兵开展

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术的战争进程，成功

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一

幅气势恢宏的人民英雄群像图。这本有着强

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地域特色，巧妙运用吕梁

地区方言土语，充满乡土韵味的作品，使我读

得津津有味，深深着迷，书中那些操着“甚”“咋

介”“日头”“婆姨”方言的庄稼汉，仿佛从泛黄

的纸页间走出来……从此，我爱上了《吕梁英

雄传》，爱上了文学写作，爱上了“山药蛋派”，

爱上了写农村题材。同时也从《刘胡兰传》《我

们村里的年轻人》《咱们的退伍兵》《泪痕》等著

作和电影里，认识了著名作家马烽。

其实对马烽的真正了解还是从去年开始

的。2024年 5月，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和孝

义市委、市政府联合组织策划了一套马烽丛书，

并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全面展现

了马烽的创作历程与文学成就，涵盖马烽研究

类著作《马烽画传》《马烽年谱》《马烽评论》，以

及马烽经典作品《吕梁英雄传》《刘胡兰传》《我

们村里的年轻人》（包括《咱们的退伍兵》《扑不

灭的火焰》《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等）。

期间组织者多次开展出版工作研讨，我有幸全

程参与。为了丰富《马烽年谱》的时代背景，我

收集整理了 1938年（马烽参加革命）至 2004年

（马烽病逝）间的《山西大事记》，进一步完善了

《马烽年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说，

马烽的创作内容多样，但集中在两大题材，即抗

日战争和新中国农村建设。因此，我收集的大

事记主要也是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纪事

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农”纪事。

我们坐在山西文学院马烽小院内的藤椅

上，探讨马烽的经典作品，研究马烽的文学人

生。经过多次研讨，马烽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渐

清晰、丰满、高大——他从铅字背后的名字，化

作了扎根黄土地的真诚讲述者。随着对他创作

理念、画传及年谱的深入研读，我愈发觉得，那

些质朴无华的文字背后，是一位作家对土地的

深情与对人民的敬畏。他从不刻意雕琢英雄的

光环，而是用充满生活气息的笔触，让平凡人的

抗争与热血跃然纸上。这份对真实的坚守、对

文学使命的担当，让马烽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

家，更成为了一座照亮创作之路的精神灯塔。

马烽的童年，是浸泡在苦难里的岁月。

山西孝义的贫瘠土地上，年幼的他经历着生

活的重重磨难。在艰难的生活间隙，他如饥

似渴地阅读一切能接触到的文字，民间故事、

旧书残卷都成为他精神的养分。革命浪潮席

卷而来时，他毅然投身其中，在烽火岁月里，

用文字记录下百姓的苦难与抗争。正如时任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从马烽的文学历

程中，我们清晰地感受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感

受着人民生活的广大生动。他的一生来自人

民、属于人民，始终与人民、与土地紧紧地依

偎在一起。

我觉得马烽的一生是与文学、人民和时

代紧密相连，他以笔为戈、以文为光，在不同

领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其成就与

精神如星辰般在文坛闪耀，具体可从以下九

个方面解读：

一是“文坛立鼎”。马烽的长篇小说，是

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篇章。如《吕梁英

雄传》，以恢弘的叙事、生动的人物形象，再现

了吕梁地区人民英勇抗战的壮丽画卷。这部

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以朴实无华的

语言，将平凡英雄的伟大事迹娓娓道来，让读

者感受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热血与激情。这

部长篇小说如同基石，稳稳托起了马烽在文

学领域的崇高地位，让他在文坛屹立不倒，影

响深远。

二是“短篇新韵”。进入新时期，马烽在短

篇小说创作领域焕发新的光彩。他紧跟时代

步伐，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社会变革中的新现

象、新问题，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时代的变

迁与人性的光辉。他的短篇小说如同一幅幅

灵动的画卷，以小见大，展现出新时期的社会

风貌与人民生活。《结婚现场会》里打破陈规的

基层干部，《葫芦沟今昔》中在土地政策调整中

重拾希望的农民……这些故事以“小切口”透

视“大时代”，用灵动的笔触勾勒出人性在变

革中的挣扎与升华。他的短篇小说不仅是文

学艺术的佳作，更是反映时代的镜子，展现了

马烽在新时期卓越的创作才华与文学成就。

三是“光影流芳”。马烽在电影文学领域

同样成绩斐然。他将文字的魅力转化为光影

的艺术，创作了多部经典的电影剧本。他的电

影文学作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以生动的故

事、鲜活的人物，展现了农村青年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深受观众喜爱。在电影剧本创作

中，马烽注重情节的紧凑与人物的塑造，善于

将文学性与电影的视觉特性相结合。这些作

品搬上银幕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

反响，成为几代人的美好回忆。

四是“慧眼灼见”。马烽不仅是优秀的创作

者，更是眼光独到的文艺评论家。他以深厚的

文学功底和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对文学创作中

的现象与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他的文艺评论，

不随波逐流，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评

论中，马烽既肯定优秀作品的闪光点，又能一针

见血地指出创作中的不足。他强调故事要从生

活里“长出来”，而非凭空编造。文学要扎根于

生活，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情感与需求，展现了

他作为文艺评论家的深刻思想与卓越眼光。

五是“扶掖后学”。马烽深知文学事业的发

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因此他不遗余力

地培养中青年作家。他如同一位辛勤的园丁，

用自己的经验与智慧，悉心呵护着文学新苗的

成长。他还发起“山西青年作家创作培训班”，

像园丁般悉心浇灌文学新苗。在与中青年作家

的交流中，马烽耐心地指导他们的创作，分享自

己的写作经验，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中的难题，为

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六是“文坛躬耕”。马烽曾任山西省文联主

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

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在文艺领导工作

岗位上，马烽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艺事业的组织与管理中，

为推动地方乃至全国的文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马烽积极组织各类文艺活动，鼓励文艺创

作，挖掘文艺人才。他牵头创办《火花》等文学

刊物，为基层作者搭建发表平台；策划“黄河文

学奖”，设立青年创作基金。他注重文艺队伍的

建设，关心文艺工作者的生活与创作。在他的

领导下，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创作氛围日益浓

厚。他以“躬耕”的精神，在文坛默默奉献，为中

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是“文化传灯”。作为文化使者，马烽在

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参

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

介绍到国外，同时也把国外先进的文学理念与

创作经验引入国内。上世纪 80年代，他多次率

团出访欧美，在国际文学论坛上，他用生动的

故事讲述中国农民的奋斗史，让西方读者通过

文字了解真实的中国。他还介绍马尔克斯、博

尔赫斯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主张“取其精华，为

我所用”。在交流过程中，马烽以开放包容的

态度，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他如同传递文化火种的使者，照亮了中外文化

交流的道路。

八是“参政为民”。马烽曾任山西省政协

副主席。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始终牢记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他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心声，

了解人民的需求与困难。在会议上，他积极建

言献策，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议案与建议。

他为偏远山区的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据理力争，

为保护民间非遗文化奔走呼号。他关注民生

问题，从教育、医疗到文化建设，每一个与人民

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都有他思考的身影。

九是“桑榆晚晴”。晚年的马烽生活回归

平和淡然，褪去了文坛的光环与工作的繁忙，

他享受着宁静的生活。他依然热爱阅读与写

作，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乐趣。闲暇时光，他

会与家人朋友相聚，分享生活中的点滴趣事。

每天清晨他读书写作，午后坐在藤椅上听邻居

讲家长里短。他以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不追

名逐利，不浮躁焦虑。这种“桑榆晚晴”的生活

状态，展现了他超脱的人生境界，也为后人树

立了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榜样。

马烽的女儿梦妮珍藏着一把折扇，这是

1985年马烽从上海飞往广州的飞机上中国民

航赠送的。扇子背面原本是空白，马烽随手写

了两段话：“扇子必须两面忽闪方可生风，为人

处世则万万不可如此左右摇摆。”“老实人，敢

讲真话的人，对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

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终究

要吃亏。”落款是 1985年 7月。这两段话以朴

实的语言传递出鲜明的价值观，彰显了马烽对

正直、真诚处世哲学的认同与倡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何吉贤曾

说，“马烽是一个时代的歌手。”马烽的一生，是

将个人创作融入时代洪流的一生。他用文字

记录人民的苦难与荣光，用行动践行作家的责

任与担当，正如他笔下的吕梁英雄，在岁月的

风沙中始终站成一棵扎根土地的树，让后来者

在树荫下看见：文学的意义，从来都与人民和

土地紧紧相依。

走近马烽
——马烽的文学人生与人民立场

□ 梁大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