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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乡土文化人

1989年，冯星鹏开始对当地庙宇进
行考证，撰写出《卧龙山古迹初探》一
书。考证出元代贞佑年间的石鼎，印证
了屈西重大庙宇的古老，对唤起当地村
民 抢 救 文 化 遗 产 意 识 起 到 了 一 定 作
用。1998年，又开始考证陀耶寺。说起
陀耶寺，老人说自己此生与这座寺院特
别有缘：“记得我还在上完小的时候，听
同学们说，距学校五公里处有座很大的
寺院，由于自己心里老是记挂着寺庙，
于是趁学校星期天放假，偷偷约了几个
要好的同学，步行五公里去了陀耶寺，
那时寺院除了大雄宝殿被毁，其它殿
堂还很完整，其它同学胆子小不敢进
去，可我却如鱼得水，仔仔细细看了
一遍，各个殿堂的塑像结构和尚未倒
塌的丈八佛像深深印在我脑海里，至今
记忆犹新。”

三十年后，当他再次走进这座黄河
东岸第一古寺之后，发现昔日的旧貌荡
然无存，一座古老寺院的衰落，让他百
感交集。一种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从
他心底油然而生，他要守护这些历史遗
存，为发展旅游业注入新能量。

说起探访陀耶寺的辛苦，老人眼眶
湿润了，他说：“无数次一个人拄着拐杖
走进陀耶寺，摘录碑文、拍照，收集各种
资料，有时偶遇大雨，天黑了无法下山，
只好蜷缩在深山古刹的墙角过夜，直至
黎明才下山。”“寻访十几位年逾八旬的
老人进行访谈，又徒步十几里山路，找
到了当年在寺院修行的文斌老人（陀耶
寺兴衰的见证人）。”没有夸耀的表白，
只有朴实的叙述，却让人为他的坚持动
容。就这样通过艰辛走访和实地勘察，
终于核实了古寺的旧貌和历史，最后撰
写出《唐代丈八佛——陀耶寺》。成书
之后，由于当时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文集仅仅印刷了四十余册。没想到这
本地方传统文化的书籍，引起了广大
读者浓厚兴趣，阅读量相当高，极大
提升了陀耶寺的知名度。后来，他又
把这部稿件投到石楼县办的 《屈源》
杂志，被全文转载刊发，引起了石楼
县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时任部长多次
亲临现场指导。

2004年起，冯星鹏开始为重建陀耶
寺奔走呼号，和佛教居士将陀耶寺的情
况在网络上发布以后，先后收到全国善
心人士捐款三十余万元。2006 年又发
动创业成功人士投资，恢复了菩萨殿、
韦陀殿、弥勒殿、土地庙。2007年，陀耶
寺被批准为吕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 年，又恢复了西方三圣殿，维修了
即将坍塌的围墙四十余米，其中耗资十
万元将大殿根基修筑成功，为日后恢复
大雄宝殿打下了基础，之后又恢复了社
庙（即龙王庙、财神庙、瘟神庙）的残像。

用文化责任感守护历史遗存

之后，冯星鹏又应县委宣
传部的要求，创作了一部有关
和合乡历史的书籍《和合》，当
年印刷 100 册样本，和合乡政
府在县城举行了《和合》一书
首发式，结果供不应求，后来
经山西新闻出版局批准出版，
以山西省内部图书发行，收到
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013 年以后，由于自己
年龄较大，加之埋藏在心底
多 年 创 作 《灵 泉 女 神 传 奇》
的愿望尚未实现，因此将陀
耶寺的开发复兴托付给寺院
文保组，从此便开始行走石
楼的山山水水，遍访民间老
人，走进石楼古寺古庙，搜集
石楼及黄河两岸的民间传说，
耗时四年，于 2017 年创作出
四十余万字的大型民间文学

《灵泉女神传奇》，被吕梁市
发布为第十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

冯星鹏老人在长期考证
传统文化及民间传说中，先后
考证出：1、石楼隶属屈产郡的
沿革；2、陀耶寺始创年代为汉
唐时期；3、吐京县城距县西八
十里，对石楼县历史有了重要
依据；4、陀耶寺曾属西河大郡
古迹；5、明代置僧会司，陀耶

寺设僧会司，属山西省布政司
直辖；6、明朝隆庆元年石洲派
官吏常驻陀耶寺；7、明清时期
陀 耶 寺 七 十 余 僧 众 名 录 ；8、
1936 年 红 军 东 征 挥 师 西 渡
后，曾派出三位党的地下交
通员以僧人的特殊身份，在
陀 耶 寺 创 建 了 秘 密 交 通 站 ，
印证了红色寺院的历史；9、
陀耶寺在解放战争时期是石
永游击队的驻地；10、1937 年
石楼县在陀耶寺成立《石楼县
抗战文化促进委员会》。

除此之外，2011 年退休
以来，他还先后创作和编写了
军旅回忆篇《永不消逝的记忆》
一、二部、农村妇女励志篇《秀
玲嫂》、大型神话故事《古槐神
话》《石楼县殿山后土庙志》《陀
耶寺考略》等作品。2020年特
邀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
第二工区大型军史《戈壁岁月》
编委，现已由中国国际文化出
版社出版发行。

冯星鹏，一个用笔赶路的
乡村老人，用生命和热血谱写
了一曲又一曲乡土文化之歌，
唱响了山村古老而崭新的时
代旋律，与时代的脉搏合拍，
走向属于祖国、属于人民的广
阔天地！

用笔行走的人用笔行走的人
——记石楼县乡土文化人才冯星鹏

□ 卫彦琴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跋涉，如同奔腾不息的河流，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扬起波浪，时而催开满园春色，时而与狂
风暴雨为伴，演绎出各种不同的生命历练。石楼县的乡土文化人士冯星鹏老人的一生，就是在波澜起伏的历程
中，坚守着对文学的追求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951年，冯星鹏出生在石楼县和合
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从小就和祖父
母一起生活。祖父母不识字但脑子里储
存了许多故事。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匮
乏的年代，除了吃不饱、穿不暖，小孩子
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很贫乏。冯星鹏的启
蒙教育，就是在夏日的月光下和冬日的
油灯旁，听老祖母讲的“毛野人”“过队
伍”“躲匪兵”之类的故事，也正是这些茶
余饭后的故事，在冯星鹏幼小的心里，埋
下了文学的种子，激起了探寻历史之谜
的好奇。

冯星鹏七岁那年，正赶上我国开展
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各村兴办起农民夜
校，当时通用的课本是《农民识字课本》，
书里是一些简单的常用字。当时，大人
们不让小孩子进夜校，所以，他只能偷偷
躲在夜校门外听，并在父母夜校学习完
回家后，在父母的课本中学习生字。没
过多久，他就把那本农民识字课本里面
的字全部背会了，而且还能写出歪歪扭
扭的字来。正是这次农村大扫盲，为冯
星鹏接受小学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九岁进入小学之前，他就已经基本能
读懂报纸了。

上了小学以后，冯星鹏的语文成绩
非常优秀，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
的羡慕。不知不觉中，长大要当诗人的
愿望，在他心底悄悄生根发芽了。然而，
上小学五年级时，一场重病让他辍学半
年。在家养病之际，触景生情写了一首
小诗，老师帮他投稿《中国少年报》，出乎
意料地被报社录用发表了，报社还奖励
给他一个精致的“毛泽东诗词”纪念卡
片。这个小小的成绩，给了他大大的鼓
舞，也延续了他的文学梦。然而，小学刚
毕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使得他的
学业永远止步在了小学毕业阶段。然而
学无止境，学习是一种需要终身坚守的
生活方式，在一生不断的坚守中，才能让
生命的光辉更加夺目。

每一条河流，都在奔赴大海，有的
窄、有的宽，有的浅、有的深，有的笔直、
有的蜿蜒，再高的山峰也阻挡不了河流
的脚步。不辜负岁月，不辜负梦想，就是
岁月最好的样子。冯星鹏的文学之路，
没有因为命运的多舛而停滞不前。小学
毕业后，他在乡亲们的推介下，当起了山
村里的民办小学教师。与他同住的是一
位放牛老汉，这个老汉是当地有名的讲
故事高手。由于那时没有任何文化娱乐
活动，每晚听放牛老汉讲故事，就成了他
一天中最开心的事。也正是从放牛老汉
的故事里，他开始了解到关于庙宇、神
仙、民间传说，以及当地的红色文化等知
识。这些知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
供了最原始的素材。这位老人曾见证了
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主席经过石楼杜
家坡村（和合乡的小山村）。后来，在他
写的《和合》一书中，《红色小山村杜家
坡》记录的历史故事，就来源于放牛老汉
口述。

1969 年 12 月，冯星鹏在山村任教
三年后，又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当兵期间，他记忆最深刻的是登
上嘉峪关城楼时，看到一处处古人修
筑的长城鼓楼。当时，面对古老而沧
桑的历史遗址，自己仿佛置身于历史
文化长廊，禁不住在城楼上留诗一首，
署名晋西山人，这个署名成为他日后
文学创作的笔名，一直沿用至今。也
是从那时起，古文化的美，就在他心里
深深扎根，并吸引着他用一生跋山涉
水去寻觅。

1970年春天，他跟随部队参加了国
防建设。在一次国防施工中，耳部不幸
严重受伤，经部队医院多方医治无效，
于 1973 年 按 照 带 病 回 乡 军 人 退 伍 回
乡。当时退伍回家，组织没有解决工作
问题。1973年 9月，冯兴鹏自行在乡广
播站找了一份线务员的临时工，每月领
着微薄的工资，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
到 1991 年，他才转为正式工。期间，由
于长年累月跋山涉水架设广播线路，对
这片土地上的沟沟梁梁了然于胸，不仅
为他考证和收集资料提供了便利，也激
起了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决心为这片
热土奉献一生。

命运的坎坷对于不服输的抗争者
来说，可以成为新的机遇。2000 年年
初，在维护线路时，电线杆突然倒地，致
使冯星鹏腰部脚部严重受伤，由于没有
得到及时医治，落下了终身残疾，和拐

杖结下不解之缘。在养伤的日子里，他
没有被命运打倒，每天爬在炕头坚持写
作，为和合乡已故教师郝建国编写了一
部《小传》，石楼著名书法家宋彬先生亲
笔题写了书名，被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赞助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
响，用老人自己的话来说：“这次写作使
我枯萎死亡的心灵再次萌发了青春的
希望”。

真 正 的 热 爱 不 是 追 名 逐 利 的 狂
热，而是不求回报的默默坚守。生活
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不是来源于鲜花
和掌声的鼓噪，有时候鲜花和掌声的
吹捧容易把人引入患得患失的迷途。
相反，真正打开自己的生命，在沉寂中
坚守，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得有意义，
再把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有趣，才是生
活的真谛。写《小传》的契机，又激发
了他研究家族史的浓厚兴趣。在研究
过程中，他发现当地历史文化遗存贫
乏，只有在庙碑和墓碑中才能找到点
滴记载。所以他又义无反顾地走进了
当地庙宇及遗址，努力追寻古代家族
史迹，终于在 1984 年撰写出《石楼县上
辛川冯氏家谱》，此谱从明代万历 43年
起考证，编创出当地冯氏家族十八代
人的传系，同时，也考证出众多鲜为人
知的历史事件。这次家谱的整理与研
究，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传统文化考证
研究的热情，使他真正开始走上乡土
文化研究之路。

在老故事中
启发文学之梦 在命运的坎坷中找到新的机遇 用热血谱写乡土文化之歌

近日，吕梁学院艺术系2021届毕业生美术作品展
在该院艺术系一楼展厅举办，此次展览包括国画、油
画、视觉传达三个类型。91名同学各尽所能，从不同
视角、用不同的方式阐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感悟。

记者 白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