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大学阎琦教授于 5月初
病故了。业内的学人都知道他在
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有着突出的成
就，却很少有人晓得他还是一名
“孙犁迷”。

阎琦在上大学中文系二年级
时，曾模仿孙犁的笔调，写了一篇
短篇小说《柳歌儿》，歌颂农村的新
女性，发表在1965年的《西安日报》
副刊上。我知道，他入学前就迷恋
文学创作，孙犁等写农村题材的几
位名家，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入学
后，他的作文受到了写作实习课老
师的表扬。1981年硕士毕业留校
后，他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教中国古
代文学几十年，但一届一届的研究
生和本科生，都知道他十分喜爱孙
犁的作品。

青年时代，他手边不离孙犁
的那本《白洋淀纪事》，不知翻了
多少遍。
“文革”中有一天，西北大学学生三楼一层过

厅东墙上，贴出两张小字报。一张是雷抒雁（比
阎琦高一年级）写的，另一张是阎琦写的。具体
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两人的文笔都很好。留校
后，阎琦把几十年的光阴，花在了研究李白、韩愈
两位大家上。他的文集《识小集》里，除收录了一
些研究唐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外，还有一组记人的
散文。知人论世是他的特长，其文字的雅洁、空
灵，更是引人入胜。这一组散文，都是写中文系
几位已经辞世的学者的，其中多是前辈老师，也

有英年早逝的同事。特别是他写
导师傅庚生先生的那篇，活灵活
现，得其神似，气度格局实不一
般。陕西师大的几位教授，一度在
传看此文。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们
经常谈及孙犁。
他父亲阎景翰（笔名侯雁北），

任教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
其气质、文风，非常接近孙犁，淡泊
名利，耕耘不息；为文质朴自然，清
新隽永，著小说、散文近20部，人
称“陕西的孙犁”；陈忠实称之为
“陕西文坛的一棵大树”。阎景翰
早年为解放军文工团成员，晚年主
编《写作艺术大词典》，聘请孙犁为
顾问。他曾请书家写了孙犁的名
言，挂于书房。他的几位及门弟子
都是作家，受他的影响，这几位后
辈无一不喜爱孙犁作品，议论孙犁
的人品与文品，是他们见面时的一

个话题。
阎景翰、阎琦父子俩著作等身，都酷爱孙犁

及其作品。此种情况，在全国似不多见。这也表
明，“荷花淀派”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西北地区，除
贾平凹之外，还大有人在。阎纲先生就曾说：我们
醴泉阎家，与孙犁有缘！此非虚语。想到孙犁大
师的作品对我所熟知的文人的沾溉、滋养，我情不
自禁地说出心里话：感恩，礼拜，孙犁大师不朽！

阎琦去世一个多月了。他音容宛在，引人
哀思。

端午节于西安

2022年7月，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
读到了由宋曙光策划、主编的纪念丛书“我与孙
犁”。这套丛书共计五册，包括冉淮舟的《欣慰的
回顾》、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的
《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宋
曙光的《忆前辈孙犁》，五位著者均与孙犁有过深
层交往，是走进孙犁文学世界的新的索引指南。
循其路径，我随后又购买了《孙犁文集》《书衣文
录全编》《孙犁年谱》《孙犁传》等书籍，认真研读，
并撰写了多篇文章。

在冉淮舟《欣慰的回顾》一书中，有专论孙犁
《津门小集》的一篇文章：《〈津门小集〉：文学速
写的典范》，又在《孙犁：一九六二》《协助孙犁编
书稿》两篇文章中，读到《津门小集》的编辑出版
对于孙犁研究的重要性。而在谢大光的《孙犁教
我当编辑》一书中，也有专文谈到《孙犁与〈津门
小集〉》。孙犁出版于1962年的《津门小集》，全
书共两万八千字，被冉、谢两位老师如此看重，
引起我的浓厚兴趣。在《孙犁文集�书信》卷末，
有冉淮舟撰写的《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
革年表》，我从中查到《津门小集》诸篇目，又在
《孙犁文集�散文》卷中找到相关文章，始料未及
地开启了一段孙犁作品研讨之旅。

《津门小集》与白塘口

《津门小集》共收入孙犁18篇作品。1962年2
月8日，孙犁在致冉淮舟的信中说：“这些短文，它
的写作目的只是在于：在新的生活急剧变革之
时，以作者全部的热情精力，做及时的一唱！”在
后记中又写道：“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
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
的努力所做的颂歌，供献给读者。”可以说，《津门
小集》是孙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人民新生
活充满欢欣与热情的记录，是一曲“美的颂歌”。

18篇文章中，有进城之初满怀激情写下的
《新生的天津》《人民的狂欢》，也有1950年，下工
厂写的11篇速写。而《妇女的路》《刘桂兰》《青春
的热力》《一天日记》《津沽路上有感》几篇，则是
他1955年入冬后，到时属津东郊区的白塘口乡深
入生活、了解合作化运动的农村速写（据政协天
津市津南区委员会文史委编的《辛庄溯源》记载，
当时的白塘口乡下辖白塘口、上小汀、唐庄子三
个村，乡政府坐落在白塘口村）。这几篇文章的
写作时间，从1955年12月10日至1956年1月17
日。《孙犁文集》中，在这5篇之后的《积肥与择
菜》，文末标注写作时间“1956年1月”，内容是对
白塘口村冬季积肥的青年团员的采访，与其他5
篇属于同期同地写作，却不在《津门小集》篇目之
内。疑惑之下，宋曙光老师帮我联系到当年编辑
《津门小集》的冉淮舟先生，始知因当时没有找到
这篇《积肥与择菜》，故未能收入书中。

关于白塘口的几篇速写，人物、事件具体生
动，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十一、二位，基本是青年
人，女性居多。孙犁在《妇女的路》中写道：“农村
的劳动妇女，她们所经历的生活艰辛，在我童年
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们负荷深重，伛偻
以行；她们长夜织纺，机杼、纺车的声音，和星辰
共同起落。她们生育时营养不足，老年多咳嗽；
她们终生，除去村歌小唱，不能接触更多的文
化。”他深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一开
始就给农村劳动妇女，打开了通向解放和幸福的
门，铺设了斗争和前进的路。但是这一条道路，
并不是一时轻易地就可以建设成功……小农经
济个体经营的弱点和农民生活的贫困，是建设这
条道路的障碍。”

怀着对这些与母亲、妻子一样的农村女性深
切的同情与爱，孙犁下乡到白塘口，了解农业合
作化运动，他把视线更多地投向她们，笔墨更多
地倾向她们。按作品中的人物年龄，有些可能还
会在世，这引发了我的思考：生长在冀中，擅长写

农村的孙犁，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生活在天津，写
天津乡村的只有《津门小集》里的几篇作品，难得
而珍贵。如能实地走访孙犁曾经到过的村庄，或
是见到他采访和写到过的人，不是很有意义的一
件事吗？

我为有这个想法而激动不已。白塘口现归
属于津南区，我联系到该区的一位文友，询问能
否找到孙犁当年到白塘口深入生活的知情人？
一听是了解孙犁在家乡的行迹，文友热心相帮，
但因时间久远，乡镇建制几经变化，白塘口村早
已拆迁，未能找到知情人。不久，偶与津南区女
作者李纪莲提起，方知她婆家就是
白塘口的，我立即将孙犁文章中涉
及的人名等信息传过去。经李纪
莲细心电话寻访，终于找到《一天
日记》中所写人物林桂兰的亲弟弟
林桂起，并约好了相见时间。

寻迹白塘口

我们于2023年9月17日上午，
来到津南区辛庄镇，与李纪莲一起
去拜访林桂起老人。出发不久，我
们便行驶到了津沽公路上，我仿佛
看到那些冬日里，孙犁先生在城郊
结合部的灰堆下车后，从这里去往
白塘口的身影。在这条路上的所见
所感触发了他从中国近代史开端到
新中国成立、从城市到乡村的深切
思考，并写下了《津沽路上有感》：
“在这里的农村，邻近这样大的一个城市，无疑
的，农民的生活是和都市紧紧联系着。都市曾经
给过它哪些东西，或是它曾经以及将要给都市些
什么？”他想到清末时帝国主义入侵后，国家民族
陷入了深重灾难，想到日寇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
统治时期，津郊人民经历的苦难和反抗斗争。他
亲眼看到公路上连绵不断赶往城里的大车，有供
应市民的嫩绿白菜，有运往造纸厂的金黄稻草；
而奔赴乡村的，有运送化学肥料、新式农具的汽
车，赶赴乡下为农民演出的演员和电影放映队
等。他“深切地感到以前进的津沽公路本质的变
化，彻底理解今天城市和乡村——互助相关的意
义了。”

孙犁为时代热潮下的乡村变化而欢欣：“我
走进了乡村，乡村正在进行紧张的、愉快的、千
家万户的社会主义改造，强烈的、火热的社会主
义激情，崇高的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在乡村的胸
怀里燃烧起来了。”他还特别写道：“我们还是应
该多请那些年老的祖父、祖母、老姑母、老外婆，
给我们讲些过去的故事……我们得以过现在这
样幸福的生活，国家得以在国际上这样坚强有力
地站立起来，是走过了多么长远崎岖的路，经过
了多少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斗争。”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孙犁进城后思想的集中
体现，与写于进城初期的《吴召儿》《山地回忆》
《两天日记》等文章的写作思想一脉相承。一是
不忘本的思想，即不忘艰难岁月里，人民竭尽所
能给予的支撑、奉献，不忘与人民的血肉深情，
共过苦的人民，也应共享胜利果实，更不应该被
忘记；二是看到城里曾经的剥削阶级，不事生产
却仍享受优渥生活，想到还过着艰苦生活的人
民，感情上产生不平；三是看到战争年代生死与
共的战友，进城后因地位身份等变化而疏离，心
理上产生不安。而这一切的根本，是孙犁写作思
想与实践上的“人民立场”。

孙犁从小在农村感受民生之艰，“初学为文，
意在人生，语言抒发，少年真情，同情苦弱，心忿
不平”。他自高小、中学起，阅读进步书籍，由此
产生对鲁迅先生一生不变的尊崇热爱，鲁迅的
“人民立场”也成为孙犁写作思想的重要根基和
遵循。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亲历了与人民建

立的血肉深情，如《吴召儿》结尾处：“关于晋察
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在我们吃
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
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
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
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他坚持的正
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的“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写于刚进
城新旧交替节点的《新生的天津》《人民的狂
欢》，写于1955年城乡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
中的《津沽路上有感》，都是孙犁自觉奉行并遵
循的“人民立场”的体现，这是解读《津门小集》
“美的颂歌”的钥匙，也是解读《铁木前传》等作品
的钥匙。

很快，我们便在津沽公路边的白塘口小学门
口，见到了李纪莲和她丈夫，还有津南区的几位
文友。我们来到约见之地时，年已八旬的林桂起
出来迎接，他豪爽热情，身后的院子里堆着很多
建筑模板、脚手架等，原来他还担任着自己创业
的建材租赁家族企业的老板。在场的还有现已
82岁，从15岁时就从白塘口村迁居市里的他的表
哥等人。林桂起老人带我们来到一片在建住宅
楼前，介绍说这是白塘口村的还迁小区，属于白

塘口地界。往北走不远，是1901年海河裁弯取直
前的故道，原来这里有一座小桥，过了桥就是上
小汀村。我立刻想到了孙犁在《青春的热力》中
写的：“从白塘口村北，走过一架拱腰的小木桥，
到上小汀只有半里多路。”孙犁到上小汀，是为采
访村里22岁的女青年柴玉英，她为动员说服哥嫂
和全家入社，不惜推迟婚期两年，以至男方解
约。我想象，随着熟悉情况的带路人到处走动采
访的孙犁先生，是怎样以满腔热情走进白塘口一
户户农家，感受着农业合作化的热潮，为林桂兰、
柴玉英等年轻人，留下饱含青春热力的可爱形
象，记录了她们果敢向前的行动，也为韩家舫、郑
淑琴以及刘桂兰的公公、柴玉英的哥嫂等人，留
下主动或被动汇入合作化大潮的真实记录的。

时近中午，我们到附近饭店用餐。看到我带
去的《孙犁文集》中有关白塘口的记述，特别是
关于姐姐林桂兰的内容，林桂起老人不禁感慨，
作家写得太准确了。他说，林桂兰后来一直担任
村干部，68岁时因病去世。对书中写到的其他
人，林桂起等人确认，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因为
出嫁、居住分散，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健在。林
桂起老人表示，他逐一落实后一定通知我。对
《积肥与择菜》中写到的李文太，一位文友说，散
步时还曾见到过呢。他表示找到李文太时会及
时与我联系。

当过生产队长、现在还经管着家族企业的林
桂起老人，不出两天，就落实了我提供的名单。
目前，只有李文太老先生健在，其他人均已过
世。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在《积肥与择菜》中，孙
犁采访交谈过的女青年李文惠，后来嫁到市里，
大约十年前去世。此前，她就住在孙犁1988年起
居住过的鞍山西道学湖里附近，很多年里，她与
先生仅一步之遥。

白塘口与《铁木前传》

白塘口，是天津市区南面，距海河西岸不远
的一个大村，据林桂起老人提供的《辛庄溯源》
一书介绍：清末民初，辛庄地区最大、最古老的
村庄白塘口，街景热闹繁华、店铺林立……出现
过四周邻村及外地人来白塘口赶大集的热闹场
面，从此成就了白塘口的大村地位。1949年1月
15日，天津解放，白塘口等十四个村成立了村级
政权。1950年，白塘口村的李吉顺带头组织17
户农民参加的互助组，是当时天津县第一个互助
组（天津县，当时为河北省天津专区天津县，1952
年4月21日，划归天津，1953年5月14日撤销天
津县行政建制，设立津东、津南、津西、津北四个
郊区，1956年1月1日起，分别更名为东郊区、南
郊区、西郊区、北郊区，白塘口时属东郊区）。
1951年，白塘口村在李吉顺倡导下，把互助组及
合作组归并在一起，成立了由84户贫雇农组成
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也是天津县第一个农业生
产合作社。1955年，辛庄地区各村农业生产合

作社已经普及，共建立了34个初级农业合作社
和一个集体农庄。1956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
改造任务的完成，辛庄地区全部建立了一乡一社
式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白塘口村、上小汀
村、唐庄子村组成的白塘口乡，建立了金星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白塘口村带头人李吉顺任社
长。他出生于河北青县贫苦农家，解放前逃荒要
饭来到白塘口，以扛活卖苦力为生，新中国成立
后以极大热情积极工作，1951年，他被评为“河
北省劳动模范”，是合作化高潮时期涌现的知名
度很高的先进人物，1956年1月12日，受到毛泽
东主席接见。白塘口在李吉顺带领下，始终走在
农业合作化前列，在天津知名度很高，这也是孙
犁到白塘口采访的原因吧。

在与林桂起等人见面之前，我收到津南区一
位文友寄来的准备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校订本，其
中讲述白塘口村木匠传人田树豹的一篇中，其父
田景云在上世纪50年代，加入村里铁木二社的情
节引起我的关注。按文中内容推断，田景云加入
铁木二社的时间应该是在1955年，这与林桂起等
人介绍的铁木二社建立时间基本相符。他们说，
上世纪50年代，村里确实有铁木二社，建立时间
或在1955年之前，但一时又说不准。据林桂起同

村的李华成老人说，铁木二社曾迁
址至他家不远处，他到铁木二社院
里去收人家不要的刨花，拿回家烧
火，院子里有铁工、木工和铁匠
炉。约在1958年，铁木二社迁往海
河东边的小东庄。

与林桂起等人见面后的第四
天上午，津南区文友给我打来电
话说，这些天，他们一直开车在路
上转，终于遇到李文太老先生，让
我前去会面。因我当时有事一时
过不去，便在电话里对李文太做
了采访：李文太出生于1940年，他
对孙犁采访青年团员积肥的事
迹，还有清晰印象。李文太说，白
塘口村的铁木二社是在1954年成
立的，他那时放学后总去铁木二
社的铁工厂玩，来自津南小站的
一个铁匠，还与邻居张家的姑娘

结了婚。
为进一步确认铁木二社成立时间，林桂起老

人又找到白塘口年纪更大的一些老人了解情况
并做了记录。我们再次来到白塘口，除上次见到
的林桂起、李相清、李华成三位之外，还有82岁的
李海津老人。据林桂起了解记录及李海津讲述，
铁木二社成立于1954年，用的是村里官称杨四爷
的地主家的旧宅。杨四爷家的房屋很多，铁木二
社最初建在他家交给村里使用的房院，前院铁
工、后院木工。1956年扩大后，迁到村东的新址，
1958年再迁往小东庄。

据此，1955年入冬后，孙犁到白塘口深入生
活时，白塘口村已有铁木二社，且发展良好。孙
犁来到白塘口乡，先去坐落于白塘口村的乡政府
听取情况介绍，再由熟悉情况的人带着前去采
访，铁木二社无疑是会进入孙犁耳中、眼里的存
在，白塘口村洋溢着的进步的喜悦和热情，自然
给了作家丰富的感受与创作的灵感。孙犁看到
为之奋斗过的理想，正在这里蓬勃生长为美好现
实，这里的人民正焕发出足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热
忱和力量。进城后，他内心深处产生的不平、不
安的感觉，突然找到了书写的载体：铁木之配合，
如朋友互助，如战友无间，如城乡共荣；铁木之离
殇，如朋友背弃，如战友疏离，如城乡发展之不平
衡。还有比铁木之间的关系，更好表达这些难以
言表的苦恼心绪的吗？

孙犁在给阎纲的《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
说：“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
物。其实不然……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之前，常常
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铁木前传》的写作也是
如此。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
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
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
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
为这种变化苦恼。”《铁木前传》中，木匠黎老东生活
好转后，做起发家致富梦，置了宅子，并背弃约定，
使年老多病的女房主不得不离家，他提前入住；黎
老东穿上温暖讲究的皮袄，袖手监工衣衫单薄破旧
的患难朋友、铁匠傅老刚为自己打大车；穷苦时，为
儿子六儿向铁匠提亲，如今孩子们都已长大，日子
好过了的他却不再提儿女婚事；羡慕黎七儿赶大车
做买卖发财，寒冬里让傅老刚赶制大车，完工后却
不给工钱……

铁匠和木匠关系变化的情节设计，正是孙犁
进城后思想感情的体现：“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
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
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
开始。”在白塘口听闻的“铁木二社”，应该是让
孙犁脑中灵光闪现的直接催化剂。“小说进一步
明确了主题，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
合作化运动。”孙犁明确说《铁木前传》不是
1953年安国下乡的产物，而从安国下乡后的5
篇速写看，一是从时间和内容上距合作化运动
还比较远，二是《铁木前传》结尾的“但是，你的

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你的舵手的经验也越来
越丰富了，你正在满有信心地，负载着千斤的重量，
奔赴万里的征途！你希望的不应该只是一帆风顺，
你希望的是要具备了冲破惊涛骇浪、在任何艰难的
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的那一种力量。”这充满激情
的、激励人心的一段，在安国下乡的诸篇速写中，找
不到生发的感觉和氛围，而白塘口采访后的几篇速
写里，那处处洋溢着的“青春的火力”，恰是产生《铁
木前传》这种感情抒发的动因。

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中有篇《耕堂聊
天记往》，1985年10月3日那天的记录载：“孙犁说
《铁木前传》本来是要在（19）55年写的，后来一反胡
风，写不下去了，拖到了（19）56年。”（1955年反胡
风，批丁、陈，12月，孙犁到北京参加批丁、陈，但也
许因对丁玲的敬重，与谢大光聊天时未提丁玲）。从
时间上看，1955年入冬后的白塘口采访见闻，特别
是铁木二社的存在，与随后的《铁木前传》写作，显然
更符合水到渠成的创作规律。

孙犁在1956年1月，完成下乡采写任务，开始写
作《铁木前传》，当1956年3月29日即将完稿时，却
因过劳头晕而突然摔倒，磕破面部，治疗后暂停写
作，外出疗养。5月21日，孙犁回到天津，暂时封锁
回津消息，闭门完成《铁木前传》的末章，正是小说结
尾标注的“1956年初夏”。他在1956年5月31日给
王林的信中说：“回来以后，对外封锁消息数日，盖因
修改《铁木全传》颇为紧张……回来以后，突击五日，
初稿完成，已交亢之同志审阅。其实没有多少字，只
三万五千字，我前和你说‘十万计划’，只能待后努力
了。”1956年9月26日，又在给田间的信中说：“我这
一年是在半病中度过……只写了半部小说，其名《铁
木前传》，十一月份，你大概可以看到。”据以上信件
内容看，孙犁起初给小说起名《铁木全传》，并有“十
万计划”的写作雄心。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匆匆结
束，小说名也改成了《铁木前传》，并以此名在1956
年第12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一部内涵深邃、解读
不尽的优秀作品就此诞生。1957年1月，天津人民
出版社出版《铁木前传》单行本。

富于美和诗意地写农村的“孙犁风格”，农业合
作化的故事背景，精彩的叙述和结构、人物、情节设
计，让喜爱《铁木前传》的读者如饮醇醪。但《铁木前
传》与当时主导性的文艺创作思想对照显得“非主
流”，致使围绕作品的争议，甚至批判不断——尽管
批判者往往不得要领，如“负面人物比正面人物还
多”的指摘、对作者创作倾向的诟病等。实际上，含
蓄是孙犁写作的重要特点，作者的倾向从不经意处
细心阅读即可体察。如对被小满儿讽刺脸黑的九
儿，作者这样描述：“九儿长高了……她的脸蛋儿很
是干瘦，头发上挂满尘土，鞋面已经飞裂，只有那一
对大眼睛里射出的纯洁亲热的光芒，使人看出她对
于回到这里来，是感到多么迫切和愉快。”“九儿上到
滑车上，用力攀登着……四儿从井底望着她，一时感
到这是一个奇异的动人的少女图像。”字里行间，能
读出作者对傅老刚、四儿、九儿、锅灶等人的感情，他
们不断学习进步，改变落后生产条件，积极走合作化
道路，作者对他们是肯定、赞赏的；黎老东的生活渐
富、情义日薄，黎大傻夫妻的好吃懒做，特别是丑陋
凶悍的婆娘，白天走东串西，晚上家里来人多得“挤
倒屋子压塌炕”的混乱，六儿、杨卯儿的不务正业，黎
七儿的生财有道和对吃香喝辣的生活追求，代表了
“嫌贫爱富”和“吃喝玩乐”的不良诱惑。与傅老刚闹
掰后的黎老东，见到回来的六儿，“在儿子的身上脸
上，只能看见一层不成材的灰败气象”，作者的倾向
在笔下表露无遗。

对很多人都认为是写女人美到极致的小满儿，
作者写作时的感情应是复杂的。在上述“吃喝玩乐”
的诱惑之外，小满儿是“色”的诱惑象征。新中国成
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贪腐大案，就发生在天津，
特别是张子善在女色堆里的腐化，印证了孙犁进城
后的感受和担忧，也是面临同样诱惑的人们需戒惕
的。对于美的热爱和欣赏，是人的天性，希望小满儿
这样美而动人的年轻女性，向着好的方向转变，也是
作家的良好愿望。

小满儿的原型，有孙犁1953年在安国长仕村下
乡时，房东儿媳满花的影子，但在借用满花俊俏的外
貌之外，主要是借用她姐姐、姐夫的原型，塑造小满
儿的姐姐、姐夫黎大傻夫妻。在安国速写的《齐满
花》中，满花姐姐的丑陋，两口子好吃懒做、卖什么吃
什么的情形，在《铁木前传》小满儿的姐姐、姐夫身上
充分体现，小满儿身上的不安分，作为有夫之妇和六
儿的鬼混纠缠，则有孙犁在《乡里旧闻》中，写童年时
代“木匠的女儿”小杏的影子。

在《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孙犁说：“创作
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即使一个短篇，
也很难说就是写的一时一地……它是通过创作，表
现了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人与事的爱憎。”《铁木前传》
是在孙犁进城后思想感情长期酝酿之下，在白塘口
合作化热潮激荡下，由铁木二社引发灵感后创作出
的不朽杰作。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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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在中学河流中练习游泳的人

都不会忘记那个长满荷花的水泊

五十多年前，一个名叫孙犁的年轻人

曾在沁人的荷香深处

当过一年孩子王

但战争爆发了。这个

名叫孙犁的年轻人，毅然

抛下隔夜粮，扎上绑腿，加入一支

放下锄头、扛起猎枪的队伍

奔赴黄沙遍地的圣地

那时，中国的圣地名唤延安

耸立的宝塔与含沙量很高的那条河流

至今，名气依然很大

让我们每个人都心驰神往

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硝烟，熏黑了

那个名叫孙犁的年轻人的清瘦脸颊

他俯身窑洞昏暗的油灯下

在清脆的塔铃和悠长的水流声里

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满怀

对离别八年的母亲、妻子和故乡的思念

用浓淡不一的笔墨

为那个在月光下编织苇席的女人

和名唤水生、举枪瞄准的年轻后生

塑起了一座热爱和平的雕像

如今，名叫孙犁的那个年轻人老了

我们恭敬地称他为先生

先生在津城寓所深居简出

如扎根白洋淀的老藕，以岁月为节

撑起碧绿的荷叶，绽放迷人的荷香

而我陆续成年的弟弟妹妹

置身温暖的阳光下

用青蛙般干净的声音

诵读先生多年前

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

开创出一个文学流派的清新文章

——写在孙犁先生逝世22周年

今天是孙犁先生逝世22周年忌日，本刊特以专版形式刊发《〈铁木前传〉新考》《不负平生

识真金》《荷花淀》三篇作品，以示缅怀。南北萍研读大量孙犁作品，从中受到教益和启发，实

地走访《津门小集》中提到的白塘口村，有了不同于他人的新发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写

作时间、孙犁创作前的思想状态及“铁木二社”的原址等，并提供了翔实而可信的论证，使这部

经典作品又有了新的解读。闫庆生先生曾有《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视域中的孙犁》

等专著面世，他的这篇悼文，情感真挚动人，写出了孙犁作品对读者的深远影响。杜康的诗歌

创作于1992年，30多年过去，从诗歌练习册上抄录下来，仍然清新流畅、质朴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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