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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李学江创作出版一套
共 5本系列丛书，这 5本书分别是
长篇小说《同一条河流》、短篇小
说集《河神》、小小说集《烟味儿》、
儿童文学集《滴水姑娘》，以及长
篇散文《慧儿》。

长篇小说《同一条河流》，写
发生在他家乡河岸上的事情。这
是一篇回忆式的励志小说，以作
者上个世纪 80 年代读书生活为
背景，写一个文学爱好者经历迷
惘、苦闷、挣扎、奋斗的过程。该
小说共分 5个部分，每个部分由 3
篇短篇小说构成。每篇短篇小说
独立成篇，且环环相扣，人物有穿
插，我、父亲、母亲、姐姐贯穿长篇
小说的整个过程。

短篇小说集《河神》中，《河神
与河长》一文以赤峰市境内西拉
沐沦河为背景，以巴特尔父子两
代人守护河流的故事为主线，刻
画了以生命保护母亲河的英雄形
象，诠释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关系；《来生石》以赤峰市著名的
巴林石为寓意象征，写一位老诗
人、画家写诗、爱诗的故事。

小小说集《烟味儿》共计50余
篇，每篇故事都发人深省、震撼心
灵。行文自然朴实，寓意深刻，不
乏诙谐幽默，于平实的叙述中探索
人性、启迪人生。《烟味》写一位老
人一整天都在乘坐同一辆公交车，
坐过去又坐回来。老人每次上公
交车，公交司机都会闻到他身上熟
悉的烟味儿，他喊年轻人给老人让
座。坐到最后，车里只剩下老人一
个乘客了，司机温柔地对老人说：“您坐了一天的公交
车，累不累啊？”老人腼腆地把头低下了。司机说：“您到
家了，下车回家吧。等交了车，我去看您，陪您喝酒啊，
爸爸！”这个故事虽小，体现的是却大精神，让人们看到
了平凡普通的公交司机高尚的职业操守与人格坚守。

儿童文学集《滴水姑娘》，以一个村子为故事背景
地，村子依偎在绿水青山中，村子里的人们纯朴善良、
真诚实在，但憨厚中蕴含大智慧。《滴水姑娘》描写一个
叫秀儿的美丽姑娘，她喜欢到村子前面山里的水潭前
照镜子，她感觉自己和这个清清的水潭有一种感应。
她有一个朋友，喜欢唱歌，美妙的歌声时常飘荡在整个
村子。可是突然有一天，秀儿发现好久没有听到歌声
了，就到朋友家去看望，这才发现朋友得了病，脸色发
黄，有气无力。秀儿坚信水潭里的清水能治疗她朋友
的病。她每天把自己的美照进水潭，再从水潭里打来
清水，让朋友喝下、洗脸，渐渐地，朋友的病好了，而秀
儿自己却失去了原来的美，变得像老太婆一样，满脸皱
纹。她的朋友和她一起来到水潭边，朋友以美妙的歌
声为秀儿祈祷。村子里的人们也得了同样的病，秀儿
和朋友就用这个方法为村子的人们治病，全村子的人
们都治好了病。当她们又一次在水潭里照见自己时，
发现她们美丽如初……该儿童文学集共计 21篇，作者
力求适应儿童的情趣与审美，在一个个美丽的故事中
融进中华传统文化内涵，让作品的主题更加厚重、深
刻，耐人寻味。

长篇散文《慧儿》是写女性的散文，通篇以一个名
字叫慧儿的女人为中心，以慧儿一生的经历为线索，诠
释女人的情感、处世与智慧。该散文从女孩的第一声
哭啼写起，自从那第一声哭啼，女孩就与天地自然成为
一个整体，在家庭中成长，在人群中感受，在社会中成
熟，在自然中丰满。全书由 80篇散文构成，每一篇散
文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一个故事、一种感觉，比如

第一个微笑、第一天上学、第一次春
游，比如生命中遇到的一次历险、一
次情感波折、一次失去亲人的痛苦等
等。整部作品贴近生活，分析透彻，
充满了深刻的思考与哲理。

这套丛书文笔朴质，情感真挚，
读来如友促膝、如遇故知、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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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阿拉善右旗文联的白爱
琴老师相识已有几年。2018年，
我编辑出版了阿拉善右旗文联组
织编写的、我国第一部岩画诗集
《诗意曼德拉》，就是白爱琴老师
全程与我联系的；2019 年，我又
编辑出版了白爱琴老师的蒙汉文
对照诗集《日常的河流》。几年交
道打下来，我俩已有了老朋友般
的默契。

2019 年夏天，白爱琴老师与
我通电话，说她计划去采访一位常
年在阿拉善右旗边境巡边的老人，
并准备创作一部报告文学。我初
以为白爱琴老师只是想再出版一
部作品，而对她提到的巡边老人并
没有太放在心上，以为只是当地的
一位老人在边境岗位上完成了自
己的工作而已。

在繁忙的工作中，这件事渐渐被我遗
忘。2020年 7月，白爱琴老师联系我，浅谈
了这部作品的事。2021年 4月，白爱琴老
师再次与我联系，并发来稿件。原来在 1
年多的时间里，她数次去往边境采访，亲赴
那位巡边老人尼玛身边，与她同吃、同住、
同生活，采访、收集、整理了诸多材料，并经
过 8个月的闭关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
学《护边额吉》的首稿。

我只是看了看白爱琴老师发过来的内
容简介，就被吸引、震撼了。20世纪 70年
代，25岁的尼玛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带着体
弱多病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前往大漠
深处的恩格日乌苏嘎查中蒙边境线执行巡
边护边任务。在黄沙漫天、空无一人的戈
壁滩上，生活上的困顿、情感上的孤寂、荒
凉的大漠、恶劣的气候……一齐向这个柔
弱的女人涌来。但是，想到边境的安全，想
到国家的安全，她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
一切，毅然决然地始终留在边境线上，并且
一待就是整整 50年。有着 45年党龄的尼

玛老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
献，切实践行了“忠诚”和“守护”。如今，尼
玛老人已经70多岁了，但她带着她的儿子
和儿媳，两代人仍然坚守在那条熟悉的边
境线上，“好似大漠戈壁的一匹老驼，志笃
情痴，负重怀远”。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首先是要打动
人。我被尼玛老人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是
怎样的初心使得她 50年如一日，于平凡、
细碎的生活中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是怎样
的心路历程使得她如此坚定？一个普通的
共产党员是如何拥有如此伟大的情怀？这
是我想探究的、想了解的，更重要的是，我
想将尼玛老人身上那种执着坚定、一心为
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传颂出去，让更多读者
感受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怀与信念，并从中
得到鼓舞和激励。于是我迅速申报了选
题。

初审工作开始了，我只看了几页，便发
现稿件语言表述上有些问题。作者白爱琴
老师是一位诗人，她的作品大多是诗作，长
期的诗歌创作经验使得《护边额吉》这部稿

件中有太多语句有着诗句的意味，断句过
多，似乎不够连贯和流畅。还有一些描写
过于运用文学手法，与尼玛老人这样一个
质朴的形象不是很吻合，读起来就有一种
不贴切之感。我将我的想法反馈给白爱琴
老师，她欣然接受，并很快改好一稿，这次
审稿就流畅许多了。

白爱琴老师的文字平静、细腻、温暖，7
个篇章 41个小故事，通读整部稿件，就好
像看到一个女子在辽阔大漠上描绘出一幅
多彩的画卷，那里有岁月的痕迹，有生活的
悲喜，有温馨的时刻，有感动的瞬间……20
余万字读下来，好几次我湿了眼眶，尼玛老
人的形象在我心里渐渐高大、伟岸。

这一稿仍然不是完美的。字词句这些
问题略过不谈，在内容安排上我觉得还是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稿件中有一些数据的引用
过于庞杂，还有一些文字并没有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反而有华美、堆砌之感……所有
这些，我都坦率地与白爱琴老师进行了反复
沟通、协商，做了最合理的处理，使得稿件有
了一定的完善。

白爱琴老师是一位极认真、
细致的作者，力求作品尽善尽
美。我认真地审校了 3遍稿件，
这期间，白爱琴老师也始终在完
善，或许只是改一个字，或许只是
换一个词。其实从编辑的角度来
看，这样的改动已然没有太大必
要，但本着尊重作者的原则，我还
是全力配合进行了修改。经过一
次次调整、一次次处理，稿件终于
达到出版要求。回首这个过程，
翻看着微信里与白爱琴老师翻不
到头的沟通记录，我心里的感慨
不是一点半点。

封面的确定也经过了一番
波折。白爱琴老师对封面早已
有初步设计，但提供过来的封面
色调有些灰暗，显陈旧，而书名
使用的字体也非常普通，有单薄
之感，跟作品厚重的主题不符。
封面设计人员调整了几次，始终
不是很满意，于是我特意抽出一
天时间，跟在封面设计人员身
边，一点一点调整，一点一点尝
试，又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调
整了封面的色调，处理了腰封的
布局，终于使封面呈现出一个较
满意的效果。

2021 年 12 月初，为了拿出
最好的作品，达到最好的印刷要
求，白爱琴老师特意从阿右旗飞
到呼和浩特市。我带着她去到印
刷厂，从内文用纸到护封材料，从
书壳贴纸到腰封宽度，从环衬用

纸的颜色到书脊形状的确定，甚至连书脊
处的花头和书签线都进行了精准的选择和
确认，并反复与印刷厂核实，从根本上确保
了这本书的印制质量。

2021年 12月末，《护边额吉》终于下厂
印刷了，8个月的工作告一段落，我的心暂
时平静下来。但我内心明白，我完成的不
是一部书稿，而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尼玛
老人说过一句话：“党和国家让我来守边，
我就要一直守下去，直到生命结束。”她以
瘦弱的身躯向人们传达了什么是责任与担
当，什么是守护与忠诚，她的家国情怀令人
感动。如今，她50年的忠诚和坚守已汇聚
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一束耀眼的光芒，在祖
国大地上昂扬振奋、熠熠生辉，那是向上的
力量，那是希望的光芒。在此，向尼玛老人
家的两代守边人以及千千万万为了祖国的
安宁默默奉献的人们致敬！

2022年 8月，《护边额吉》一书荣获内
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

（作者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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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学者、新闻理论家梁衡在
2023年第一期《当代》杂志上发表了散文
《开河》《打猎》《挑水》3篇散文，连同他之前
在《十月》《北京文学》杂志和《光明日报》上
发表的10篇，构成了《梦回塞上》系列。

河套地区，指黄河“几”字弯和其周边
流域。河套自古以来就为中华民族提供了
丰富的生活资源和文化资源，民谚亦讲“黄
河百害，唯富一套”，被称为“塞上江南”。

当年晋北多苦寒，而河套甚富饶，“河
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于是很多人到口
外谋生，出现了走西口的逃荒队伍，传下了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样
凄美动人的民歌。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笔者虽然不是
走西口，也曾在河套地区读书和参军，对河
套自有特殊的感情。我到过临河、五原、陕
坝、米仓、狼山等地，留下了青少年时代不
可泯没的记忆。

梁衡近作《梦回塞上》散文系列10篇，
以如椽巨笔轻拿轻放，书写他们这一代人

的生命轨迹和内心历程，如品茗话古，似闲
话家常，讲述河套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
人情世故、历史渊源，读后令我这个老河套
人萌生旧情，不胜感慨，既引起我年少时的
回忆，又惊叹时代的巨大变化。

梁衡在他的《梦回塞上》散文系列中写
出了那个特殊年代作家处于逆境中的向上
精神、困境中的创造和险境中的乐观精神。

1968年 12月，梁衡从中国人民大学档
案系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在这
里一待就是6年。他被分配到临河劳动锻
炼，所在的村庄是“整整一个黄土、黄沙、黄
风搅动的混沌世界”“京城亲友若相问，一
袭黄尘在风中”。

梁衡笔下的河套不是写它的草木粮
丰，写它的沃野千里，而是写它在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荒凉贫瘠、飞沙走石。他们
是一群在沙漠中被遗忘的青年学子。

处于逆境中的斗争精神，见梁衡的《风
沙行》。他写到，“沙丘相拥而去，一个连着
一个；连绵的弧线，一环套着一环，如凝固
的波涛。才知‘沙海’这个词的确不是随意
地杜撰的。”“谁知还没有两天，沙漠就露出
了真容。”就在作者拉上行李到火车站办托
运时，“走到半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瞬间
黄尘蔽日。前日里美丽温柔的沙海早不
知躲到何处。”“一张口，好像旁边正等着
一个人，立即就给你嘴里塞进一把沙子。”

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人们
对付的办法是造林栽树。“天不
绝人，有沙就有抗沙的植物。”他
们发现了一片沙枣林。梁衡写
有小词：“干枝有刺，叶小花开
迟。沙埋根，风打枝，却将暗香

袭人急”。他仔细描写沙枣、红柳和沙漠中
的灌木，还讲到沙子的多种用处。正如作
家所言：“人久生情，地久生恋。长年生活
于沙地，对这里也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感。”

作家在风沙中发现了绿色，在逆境中
找到了希望，人总是在锻炼中前进的。

写困境中的创造精神，见于梁衡的《泥
墙小院记》。他在河套临河县住的是平房
小院。房子是用“坷垃”垒成的。所谓“坷
垃”，“就是秋后庄稼收罢，选一块平整的土
地漫上水，待水渗进土还未干时，用石磙子
将地碾平压瓷实了。再用一把齐头大铁锹
如切豆腐一般，一脚踏下翻起一块湿土立
于平地，横成行，竖成列，如士兵列队一
般。秋阳融融，天高气爽，土块慢慢变干，
这就是起墙盖房的基本材料，当地名‘坷
垃’。”就这样用“坷垃”垒墙，用废木条做篱
笆门的平房小院里，作家苦中作乐，发明创
造，竟然办成两件大事。

先是用小学自然课上学过的水管锅炉
原理，找来一个废脸盆，去底坐于火上，制
成夹层炉膛，烧开一锅水节约一小半时间，
作家“不禁大喜，就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更有奇异事。作者突然发现“在两墙
相接的直角处，西墙向外倾斜，裂开一条
上宽下窄的大缝，犬牙交错，足可探进一
个拳头。这要是倒塌了，不但前功尽弃，
还可能砸着行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梁

衡日出日落，仔细观测，原来是
短墙的东面晒不上太阳，西晒的
阳光却可以照到西面的墙根，冻
土渐渐变软，墙就向西倾斜了。
他认为“既然是受热不匀惹的
祸，何不吃点偏饭，沿东面的墙

基开一道沟挖去冻土，让热气直接软化墙
根”。梁衡的想法引起大家的哄笑，但他
却认真去做。“大约过了半个月，那斜墙不
但回归正位，连直角处呲裂着的‘土坷
垃’，竟也一块一块严丝合缝地重新咬合
在一起。”梁衡在意大利参观比萨斜塔，还
想到“就不能定向注水，扳回这位固执的
斜塔老人？”有人说他：“你这个文科生，无
师自通，投错了胎，该去学工。”作家自己
说：“正是这些不经意的游戏，给我带来了
童年的欢乐。多年后，我这个文科生真的
写了一本畅销书《数理化通俗演义》。”他
苦中作乐，乐中求知，终成大家。

险境中的乐观精神，见于多篇现实生
活体验的散文。《骑马》记勇，《挑水》记
苦，《搭车》谈醇厚的民风，《吃瓜》说野
趣，《打猎》言雪夜草原追黄羊，无不兴味
盎然。

作家说：“塞上 6年，马车、拖拉机、汽
车，甚至领导的专车，也数不清搭了多少次
车。现在想来，那 6年的搭车生活真是一
种享受。当我坐在慢悠悠的马车上，听车
倌聊天，看着两边的青纱帐、麦田、羊群时，
就像是在听一首古老的歌谣或者喝一壶老
酒。而当仰面躺在载货的卡车上，则是一
种追逐在云端的旅行。”这搭车的感悟使作
家写成一首 600行的长诗，后浓缩成一篇
600多字的短文《夏感》，收入小学课本一
直使用到今。作家说：“这还要感谢那次搭
车捡来的灵感。”

这就是梁衡，在那许多平常的琐事回
忆中见出一个时代。我觉得《梦回塞上》像
沈从文的《边城》一样，会是一本为河套这
个地方立传立碑的书。

半 个 世 纪 前 的 河 套 记 忆半 个 世 纪 前 的 河 套 记 忆
———读梁衡—读梁衡《《梦回塞上梦回塞上》》散文系列散文系列

◎◎韩玉峰

图为《梦回塞上》散文系列作者梁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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