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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范凤驰倾 8
年之力创作的长篇小说 《汇水河》
是一首有道德的励志诗、一部有筋
骨的创业史、一本有温度的英雄
传、一幅接地气的世相图。正像

《汇水河》的封面一样，作者仿佛一
位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站在汇水
河畔，深情地讲述发生在这片热土
上的感人往事。河面上，流淌着一
首充满浩然正气的嘹亮壮歌。

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以
全知叙事视角，以现实主义的创作
风格，艺术地再现了盐河县60多年
的时代风云，还原了汇水村国内革
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记忆。在波澜
起伏的故事情节中，描述了赵家、
白家、南家等家族在同一片土地上
不同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抉择。作者
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忠实记录
中，刻画了赵大雨等一系列耕读传
家、忠正耿直的农民形象，塑造了
青年知识分子赵冠铭等一系列追求
真理、勇御外侮的仁人志士，在外
乡人、革命先驱张同之老师引导
下，参加“九师学潮”，投入爱国救
亡运动，最终成长为时代的家乡的
中流砥柱，演出了一曲“英雄死
国，壮士救民”的历史正剧。

在《汇水河》（上、中、下）83
章135万字的叙述中，作者以敏锐的
艺术洞察力，深厚的语言功力，描绘
出燕赵大地上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民风

画卷，通过200多个人物形象，全景
式展现出冀东南农耕文明的原生态。
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民间传说、逸
闻趣事、世态人情等一一呈现。对冀
东南民俗风情的真实再现，是小说叙
述语言的最大亮点。读者会通过同情
共感，沿着文本打造的时空隧道，重
新走进模糊的童年，回到炊烟袅袅的
村庄……作者笔下早年的生活图景，
恰如一个荒远的集市：摊煎饼的、劁
猪的、张马尾罗的、给牲口挂掌的、
切驴蹄的……不一而足，热闹非凡；
那些熟悉而陌生的生活画面——婚丧
嫁娶、时令节气、破五“送穷”、填仓
日“打囤”、过十二晌、吃分家饭……
这些用艺术语言创设的“老地方”和

“旧时光”，好像黑白电影真实、亲
切、温暖、生动。小说中的人物对话
和动静描述“沾泥土、带露珠、冒热
气”，既有“山药蛋派”可亲的“土
气”，也有“荷花淀派”清新的诗意。
随处可见的俗话俚语，形象表现出当
年冀东南农民的憨厚朴实、智慧幽
默，令人耳目一新，笑而难忘。

《汇水河》凝聚着作者丰厚的生
活素养、艺术学养和精神修养。这部
巨著的出版，标志着在新时代文学攀
登进程中，河北作家登上一个新台
阶，沧州文坛亮出一面新旗帜，泊头
文坛树起了一座里程碑。相信随着宣
传推介的深入，广大读者对《汇水
河》的了解逐步加深，这部精品力作
一定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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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HE RENJIA

责任编辑 高海涛 责任校对 赵晓琳
电话 3155261 电邮 yhrj2020@163.com

2024年12月19日 星期四
农历甲辰年十一月十九P6

长篇小说

汇水河汇水河（（节选节选））

范凤驰

作者简介：范凤驰，男，1958
年 12 月生于河北泊头。大学文
化，曾在泊头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曾任泊头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泊头
市文化局长、泊头市文联主席。河
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5 年开始
发表作品，有100余篇散文、小说
发表在国家级、省级报刊上。出版
有《唐诗名篇赏粹》《汉语修辞五
十格》《新选唐诗精华》《问津集》

《汇水集》《旅痕无垠》《游思集》
《泊头小说选》《泊头散文选》《泊
头诗歌选》《泊头诗词选》等多部
图书。总计创作、编写了 1000 多
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地方文史资料。

这一片土地，是黄河千万年造就
的广袤平原。黄河曾几次流经这里，
呼啸着、奔腾着流入大海。黄河不仅
留下了深厚的黄土，也留下了激荡不
息的众多河流，更留下了生动感人的
古老传说和动人心魄的美好故事。黄
河成就了这一方水土，也成就了这一
方人的永久记忆。

这里有春天的野风，天昏地暗，
黄土弥漫；这里有夏日的暴雨，浑水
涌流，沟满壕平；这里有秋夜的明
月，豆谷丰收，田野繁忙；这里有冬
天的寒冷，肃杀孤寂，狂雪搅旋。在
这块典型的黄河冲积而成的土地上，
有一个建置并不很长的小县。它的名
字并不响亮，既不叫这京那卫，也不
叫这州那府，而是叫盐河县。人们往
往去掉“县”字，称其为盐河地面。
远远近近的人一提起盐河地面，大都
有一种轻蔑的口气，暗含着这里的人
老实、贫穷、生野。

盐河地面到底是个多大的地方，
早些年人们没有丈量过，但都知道是
一个长条形的区域，东西长南北窄，
东部有一个靠运河的龙湾镇，是方圆
百里都闻名的大镇；西部有一个京大
路上的马岗驿，也是远近五县都来赶
集上店的大镇；中间夹着一个盐河县
城，像一根扁担担着两个大水筲。然
而这一龙一马非斗即掐，总是合不
拢，县官来了，两地的乡绅贤达都来
拜见，抬自己压对方，龙湾镇的人得
了势，就把马岗驿的人踩进泥里；马
岗驿的人出了头，同样把龙湾镇的人
扔到坑里。多数深知官场套路的县官
来了，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地等着，
把这根扁担放在地上，不挑在肩上，
才能平安无事。即便偶尔放到肩上，
也是按照当官的最高法则办事，掌握
好平衡，两头儿都应承着，不叫扁担
一头儿沉，压下去；一头儿轻，翘起
来。平衡是当官最高的艺术，只有不
偏不倚，才能稳当，像走钢丝一样。
他们在离开盐河地面的时候，又说盐
河地面的人好管，你给他一百个尊
重，他还你一千个拥戴。只有少数官
场套路不深的县官，来到盐河地面，
一屁股坐在龙湾镇上，或者一屁股坐
在马岗驿上，不出三个月，就像大小
姐压跷跷板一样，上来下去地折腾，
总是不能平身，地盘也就不稳，往往
干不下三年，好的奉旨转任，不好的
连官帽子都不翼而飞。也有几个县
官，待了一段时间，被龙湾镇和马岗
驿闹得无所适从，左右为难，觉得没
有必要为个芝麻大的官帽子，作这么
大的瘪子，干脆一走了之。所以，《盐
河县志》上有两种说法，有的县官说
盐河“民淳讼简，不相凌暴”“民性敦
朴，务在农桑”。也有个别县官说“盐
邑小县，号为难治”“龙湾镇五方之人
杂处，人情浇漓”，这让盐河百姓既宽
慰又脸红，真是情何以堪。

夹在这一镇一驿当中的盐河县
城，真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小团圆媳
妇，两个婆婆都要伺候着。实际上，
盐河县人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大事讲
顺势，小事讲诀窍。凡事找到诀窍就
好办，正像庖丁解牛，在骨肉的缝隙
中下刀，事半功倍；又像庄稼人扬
场，会扬的一条线，不会扬的一大
片。来盐河县当官，就看你会当不会
当了。

龙湾镇依靠着一条大运河，舟楫
往来，商业红火，多年来形成了沿街
叫卖、摆摊张罗、开店交易的商业文
明。运河的岸边，一排排的大船小船
停靠着，上面有的是皮货、粮食、布
匹，还有的是官家专运的食盐、生铁
和上好木材。龙湾镇的人每每笑脸迎
接着那些上岸买东西的玩船人，一筐
筐的鸭梨、小枣搬出去，一摞摞的光
洋、铜子收过来，黄的金条、白的银
锭也能常见，于是他们搭屋盖房，娶
妻生子，身穿绫罗绸缎，手把玉石玛
瑙。一天下来，紧盯着货物的眼睛累
了，踅进屋里叫媳妇弄几个下酒菜，
或者到街上拿回一个烧鸡，然后一口

酒一口菜地快活起来。
马岗驿紧挨着一条南北大道，

整日里人车穿梭，驿马奔驰，多少
辈子生就了种地打粮、读书科考、
忠孝传家的农耕文明。他们每天看
到那些绿呢大轿抬着胸前贴着飞禽
或走兽的官人，匆匆忙忙地行走。
他们也看见一些穿长衫、戴毡帽的
人担一个挑子，一头儿是书箱，一
头儿是行李，满脸忧郁地往北走，
进京赶考去。当然也有富裕人家的
读书人牵个毛驴，驮着行李、书箱
赶路。还有更富裕的人家套辆马
车，有人驾车拉着读书人进京。过
一段时间，有兴高采烈的人往南返
了，那是考中进士、举人的，当然
更多的人是满脸苦闷地往回走，他
们落榜了。尽管这样，那些种地的
人还是希望自己的祖坟上能够冒起
一团一团的青烟来。途径自然是叫
孩子们读书，龙种也好，跳蚤也
好，反正要到场子上比划比划，书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嘛。直到几次名落孙山，才认了
头，断了念想。

久而久之，有人将龙湾镇和马
岗驿的这种差异概括为秤杆文化和
锄头文化，实际就是商业文明和农
耕文明。两种文明中间隔着一道楚
河汉界——鸿沟。

如果细细追究，龙湾镇和马岗驿
只是近千年的辉煌，盐河地面真正的
古老是在盐河县西部的汇水村，那里
才是盐河县的老根呢。

单说在盐河县西部几百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读书求仕、科考及第、光
宗耀祖的人很是不少，而要是追溯盐
河县西部读书的历史，掰着手指头掰
扯过往的光环，更比这春天一片黄
土、夏天一地黄泥精彩多了。整个盐
河县西部没有文化的人能说上三天三
夜，而稍微有点儿墨水的人则能说上
十天半月，还不会重样儿。

他们说什么呢？首先要说到姜子
牙这个老智星。直钩垂钓，离水一
尺，还能钓上鱼来，这叫愿者上钩。
有人说那是在渭水，跟你这黄土平
原、穷乡僻壤有什么关联？且莫提那
渭河，还是先说这盐河吧。商朝末年
的时候，纣王荒淫无道，不理朝政，
整日里酒池肉林，朝廷上下一派混
乱，人民怨声载道。纣王还要大兴土
木，建造宫室——鹿台，激起朝野上
下怨声不绝，百姓造反的浪潮此起彼
伏，西边的周人更是虎视眈眈，大有
东进之势，商朝灭亡的征兆已很明
显。大臣比干进宫劝说纣王，纣王
说：“你的心黑了，我要把你的心肝挖
出来烹炸，当饭吃。”纣王说得出就做
得到，果真下令把比干杀了，还掏出
鲜血淋淋的心肝，用油炸熟当了下酒
菜。这一幕大臣箕子看得很清楚，出
于对商王朝的忠诚，他又冒死进谏，
结果纣王把箕子囚禁起来，择日砍
头。箕子趁看守不备，逃了出来，远
走朝鲜。大臣微子还想死谏，同乡贤
人说：“不能再谏了，重复的事毫无意
义，还是走吧，活下来还能给先人祭
祀，不至于断了香火。这样虽然不能
尽忠，也能尽孝。”微子听从了同乡的
劝说，远远地离开了朝歌。到了山东
的微山湖一带，躬耕田地，以打鱼为
生，后来死在那里，于是那里的湖就
叫微山湖，湖中的岛就叫微山岛。

姜子牙也是纣王的大臣，比干
死了，箕子、微子走了，他怎么办
呢？他想一旦商朝毁灭，自己也不
会有好日子过，便学着微子的样
子，在一个早上离开朝歌，回到了
自己的老家——东海棘津，以垂钓为
乐。棘津这个地方离盐河不远，那时
黄河还叫大河，正从盐河一带东流入
海。姜子牙在大河岸边除了披一件蓑
衣举竿钓鱼，还耕田种地，这一钓就
是40年。一天，姜子牙正在大河岸边
垂钓，不知不觉困神降临，他闭上眼
睛，发出了鼾声，待到醒来时，一条
大鲤鱼正在脚下翻身，再看那钓竿，
早就不见了。姜子牙蹲下，双手拾起
鱼来。只见大鲤鱼的嘴里叼着一片桑
树叶子，再细看，叶子上有一个红色
的图案，是一个大大的圆圈升起来，
分明是太阳升空的图像。姜子牙笑
笑，觉得奇怪，但也没有在意，扔掉
桑叶，拿起大鲤鱼就走。这时大鲤鱼
说话了：“听说君子都步趋光明，怎么
先生视而不见？难道先生有眼无珠，
看不见太阳吗？”姜子牙听到大鲤鱼说
话，心中又惊又喜，难道是自己施展
才华的时机到了？他审视了一阵子大
鲤鱼，说：“你要真是来点化我的，就
请明言。”只见大鲤鱼甩动了一下尾
巴，真诚地说：“你把我放回大河，咱
们渭河上见。”姜子牙顿时醍醐灌顶，
心里透亮透亮的。他把大鲤鱼放回河
里，那颗怀才不遇的心又荡漾起来。
姜子牙不顾已经72岁的高龄，背起鱼

篓，穿好蓑衣，一路西行，到了渭河
岸边。再后来他就遇到了周文王，智
慧得到充分发挥，达到辉煌的顶点，
成为千古“智星”。

盐河县西部的人认为，没有盐河
县西部，姜子牙不会成为周文王的军
师，盐河县西部才是姜子牙智慧的

“发源地”，而汇水村正是姜子牙垂钓
的地方，原先那里有一座钓鱼台，就
是姜子牙钓鱼的地方，汇水村的古名
就叫钓鱼台。

几百年后，盐河县西部出了一个
尹吉甫。他是周幽王的大臣，曾经带
着人攻打猃狁，又到盐河县西部作
战，每战必胜。盐河县的人们说：

“尹吉甫在盐河地面上的一次作战
中，一个人杀死数十个敌人，战袍也
被刺了十多个窟窿。”尹吉甫觉得盐
河县西部的人善良厚道，就脱下战袍
挂在树上，又把随身佩带的宝剑系在
战袍上，才转身而去。回到朝廷，尹
吉甫开始整理《诗经》，并亲手刊刻
在牛的肩胛骨上，因此尹吉甫成为中
国《诗经》第一人。其间他看到周幽
王贪图享乐，荒废国事，就好言相
劝。周幽王不听。尹吉甫觉得不能再
在周幽王身边待下去了，把一部《诗
经》送给盐河县西部的人民，只身回
到故乡。后来，尹吉甫老死故里，盐
河县人民将尹吉甫的战袍、宝剑和
《诗经》一起埋了起来，并且堆起了
高高的封土堆，这就是至今仍存在的
尹吉甫墓。人们把尹吉甫看作是

“仁”的化身。后来盐河县西部的人
们每到寒食节，都去尹吉甫的墓地烧
香叩拜，还要诵读《诗经》中一些篇
章，以致后来毛亨、毛苌成了专注
《诗经》的博士。

大河在盐河县西部又流淌了几百
年，盐河县西部再次迎来一个圣人，
严格说是官人和读书人的合体，名字
叫刘德。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的第三个
儿子。娶农家女为妻，在这里建造了
日华宫，豪华气派。日华宫进门是长
长的甬道，两边是四进的平房，磨砖
对缝，青瓦起脊，每排房子的门楣上
都标有文字，有收购室、库房、整理
室、校对室、抄录室等。刘德有感于
先秦古籍，特别是儒家经典被秦始皇
焚掉不少，汉初又兴黄老之学，儒家
典籍散失殆尽，便在国都以南三十里
的黄河岸边盖起了百间房屋，招揽名
儒大师聚集于此，整理辨析先秦古
籍，然后刊刻。同时他还发出号召，
让太行山以东的各地藏书者献书，辨
别真伪后，高价收买真品，再重抄一
份，让藏书人带回。刘德又指派一些
地方文化名流，到各地求购书籍。他
聘请的博士有毛苌、贯长卿等。他把
几十位学人博士分为几组，辨别真
伪，补缺校对，注释刊刻。刘德自己
也常到日华宫来，和学士们一起读
书、讨论、讲学，并同他们一块儿吃
饭、睡觉，生活简朴，一时间深得山
东文士的拥戴。他们整理的古籍能和
都城长安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相当。刘
德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成为人人
称道的佳话。刘德要全面恢复先秦的
礼节，使社会文明发展。于是刘德的

“礼”名长久地流传下来。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

朝。暴政与天灾逼得造反的农民和趁
势的野心家蜂拥而起，不下几十伙儿
百余万人。南阳粮商刘秀是汉高祖刘
邦的九世孙，公元22年与其兄刘 加
入了绿林军，打下宛城，拥戴以为容
易控制的刘玄为更始帝，继承汉业。
公元23年攻破长安，杀死王莽，定都
洛阳。

更始帝的部队分为两派，一派是
绿林军起义将领；一派是南阳豪族，
以刘 为首。绿林军嫉妒刘 功高，
撺掇更始帝杀死了刘 。刘秀含恨忍
痛，不敢服丧，假装无怨无恨，饮食
谈笑如常。更始帝觉得愧疚，封刘秀
为武信侯、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令
其持节慰问河北州郡。

刘秀觉得这是脱离虎口、远走高
飞的大好机会，立即整装启程，昼夜
疾行。新野的邓禹曾对刘秀说：“更始
帝没有能耐，不会成大事，你要广交
天下英雄豪杰。做任何事，都要顺乎
民心，争取了民众，才会成就大业。”
刘秀在河北接见郡县长官及乡间士
绅，解放囚徒，消除苛政，恢复汉
官，受到了上层人士的欢迎。

公元23年，西汉时封于邯郸的赵
缪王之子刘林将一个算命先生王朗当
成了汉成帝之子刘子舆，立为天子，
一时间势力遍及河北。他派使臣到各
郡县去，悬赏杀死刘秀者封十万户
侯。从此，势力孤单的刘秀开始了逃
亡生涯，就是人们习惯说的“走国”。

公元 24年正月，刘秀到达蓟州，
蓟州的广阳王刘接起兵响应王朗。城
中大乱，传说王朗的使臣到了，命令
官员出城迎接。刘秀所带的一帮子人

心神恐慌，急忙南逃，沿途不敢入城
进镇，只能要饭充饥。刘秀在盐河一
带，要饭讨水，艰难地等待着时机。
盐河百姓看到刘秀的头上始终盘旋着
一股紫气，觉得这是一个能成大器的
人物，就极力地掩护他，拥戴他，给
他行方便，帮他拉人马。很快，刘秀
组织了一支团结凝力、所向无敌的队
伍，他说：“等我有了天下，盐河百姓
永不纳粮。”刘秀真是天子身份，该着
称王掌管国家。在他称帝后，说话算
数，整个东汉时期，盐河县的百姓一
直不缴纳赋税。因此，盐河百姓又把
刘秀看作是“信”的典范。

再到后来，窦建德从老家广川起
兵，带领人马来到盐河县西部，走到
两河相交的地方，发现这里水草丰
美、牛羊成群，想在这里建都立国。
部将问他：“这里有什么好风水？”窦
建德说：“你看这两河奔流，汇成大
势，壮观呢，是昭示我们海纳百川，
成就霸业呀，我们的队伍要扩大。”
部将纷纷点头，表示赞成。窦建德又
说：“昨天夜里我迟迟睡不着觉，等
到睡着了很快做了一个梦，梦见五只
大鸟，把各自的羽毛在河水里冲洗干
净，然后冲着东方昂首挺立，齐声鸣
叫，那声音极像皇宫里的乐曲，美妙
动听。你们想这不是好兆头吗？”一
个部将说：“你梦到的是什么鸟呢？”
窦建德说：“是五彩缤纷的凤凰。”部
将说：“大王说得在理，是好兆头，
可是我们的地盘儿还是小了些，应当
继续攻城略地，等再打下几十座城
池，定鼎为好。现在天下未安，我们
应当……”窦建德一听，也觉得自己
目光短浅了些，一挥手说：“那就在
这里建一个高台，既能让凤凰立于高
处，还能引得更多的凤凰来。”于是
窦建德命士兵在河边垒起了一个高台
子，又修了一个亭子，以待凤凰来
栖，然后率兵北上了。后人把这里的
台子和亭子叫作五凤墩和五凤亭。

在隋末大乱的年代里，窦建德杀
富济贫，治军严谨，深得百姓欢迎，
很快占有大片疆土。他不忘前言，回
到盐河县西部的两河交汇处，开国立
都，名叫大夏，并以五凤作为年号，
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因为这里是
滹沱河和古高河的交汇处，城池在古
高河的北边，河北为阳，山北为阴，
便取名高阳城。后来，南边的王世充
和李世民作战，向他求援。窦建德平
生仗义，亲自带着十万人马南下援助
王世充。不想马失前蹄，一败不兴。
李世民没有杀死和他直接作战的王世
充，倒把前来助战的窦建德砍了头，
原因是窦建德勇敢聪明，深受百姓和
部将欢迎，足以和李世民争霸天下，
而王世充只是一个草莽英雄，不足成
事。

盐河百姓把窦建德当作“义”的
楷模，就在两河交汇处的南边为他建
立祠堂，塑像纪念。几千年的时间
里，盐河人，尤其是盐河县西部的
人，都因为有这两条相交的河流而自
豪。他们觉得正是这相交的河水给他
们带来了福气，认为这里有着“仁义
礼智信”的传统。

评论

香甜的泥土香甜的泥土 厚重的文化厚重的文化
闫兴华

我 1989 年至 1995 年在泊头工
作，对泊头感情深厚。范凤驰是我
的同事，当时在市委办公室负责文
字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工作勤
奋、文笔好，所以读他的作品感到
非常亲切。

首先，读 《汇水河》 让我回
想起泊头这方热土，感到无比激
动与豪迈。范凤驰是土生土长的
泊头人，小说写的是真真切切的
泊头事。我老家在献县，地域上
和泊头渊源很深，风土人情、生
活习惯也非常相近，一提泊头就
感到亲切。特别是我还在泊头工
作了 7 年，调走以后又住了 3 年，
一共有 10 年的时间。我有着很深
的泊头情愫。我热爱泊头，热爱
泊头的一草一木，自然更关注泊
头的人和事。所以当泊头人写出
了反映泊头历史、泊头民俗风情
的文学作品，我特别愿意看。拿
到 《汇水河》 后，我就迫不及待
地读了起来。越读越有滋味，越
读越感亲切。

其次，读《汇水河》让我又看
到了儿时的美好场景，感到无比怀
念和温暖。从上小学三年级我就爱
读小说，尤其是喜欢读长篇小说，
每天都读。那时候，能看到的小说
很少，我就去村里有书的人家借，
本村的书借完了、读完了，再到外
村去借，亲戚借不到就找乡间老先
生去借，借还期间要往返好几次，
但乐此不疲。像四大名著、“三言二
拍”，我都通读过，后来还读了《三
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 等，
白天没有时间读晚上点着豆油灯
读。后来《沧州日报》刊发了高海
涛的报告文学《那盏灯》，就是写我
在油灯下读小说的事。上中学时，
我为了读小说，不仅挨过老师的
批，还被老师没收过书。

参加工作后，我也尽量每天挤
时间读小说，红色经典作品、获得
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我读了绝大部
分，知名度高的、影响力大的作品
也基本都读过，其中贾平凹的16部
长篇小说我都读了。身边朋友给我
大致统计了一下，这些年至少读了
500部长篇小说。

我把读小说当作一种享受，一
有时间就读。既增长知识又修养身
心，还能提高工作能力。但《汇水
河》这部小说却让我读出了不同味
道，它是近年来我读到的少有的好
小说。作者精雕细刻，详尽地展现
了冀东南大地上的风土人情，尤其
有关农事、农村生活的描写，如盖
房子，从选址、找房梁、找木头、
挑槽等工序无一遗漏。种庄稼也描
写得细致入微，还有妇女捋苜蓿拌
上糁子蒸拿糕等生活片段，其考据
严谨，章法严密，场景再现，生活
气息浓郁。

第三，读《汇水河》让我嗅到
家乡泥土的味道，无比亲切和香
甜。一是这部小说有品位。从创作

手法看，有陈忠实《白鹿原》的风
格，也是同村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
恩怨纷争，展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
世纪中后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变迁。因此说，这是一部向《白鹿
原》 致敬的作品。《白鹿原》 描写
的是陕西关中地区白、鹿两个家族
的恩仇。贾平凹的作品展现的地域
是陕南地区，路遥的作品展现的地
域是陕北地区，《汇水河》 则描写
的是冀东南平原上的人和事，也写
了两个家族，但没有激烈的争斗，
也没有太大的恩仇，主要写两家在
人情世故、大是大非面前的不同选
择，写两家居家过日子的不同理
念。另外，《汇水河》 还写了抗日
战争、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
的建设情况等，内容平和婉转，虽
在写作技巧上、反映现实上不及

《白鹿原》 深刻，但内容要比 《白
鹿原》更加丰富和细腻。

小说大量地描写了当地浓郁的
民风民俗，读起来有一股浓浓的家
乡泥土味，有一种回到老房老院的
穿越感。正是这股泥土味和穿越感
才让人嗅到了家乡的亲切和香甜，
跟儿时老家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
和农家生活一模一样。这部书把我
带回了少年时代，好多事都是我干
过的，而且是亲身经历过的。最近
中央电视台八频道播放的电视剧

《故乡的泥土》，也是这种类型，写
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
村生活，很接地气，连人名都起得
很有乡土气息，如麦穗儿、麦茬
儿、麦收儿等。

《汇 水 河》 是 一 部 年 代 跨 度
大、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重点
人物有 30 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
达 200 多个，都是真实的、有鲜活
血肉的。还有以刘格平、王任重
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原型的人物。

《汇水河》 涵盖了泊头近代史上发
生 的 15 个 重 大 事 件 ， 如 九 师 学
潮、成立第一届交河县委、抢粮
事件、倒米运动、军屯惨案、解
放交河县城、解放泊镇、扫盲运
动、办学高潮等。《汇水河》 泊头
地域符号鲜明，地方特色产品丰
富，写了铸造、火柴、小枣，煎
饼等。书里还体现了大运河，写
了大运河上的一些故事，可见作
者文史功力的深厚。据我了解，
作者从 1985 年发表第一篇作品，
到现在一直在不间断地读书、写
书、编书，这些年共著述、编辑
了 42 本书，总计 1000 多万字。40
多年笔耕不辍，默默耕耘，这种
精神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另外，读这部小说，还能认识
一些生僻字，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方
言土语，其中很多就是过去我们常
说但不知怎么写的字，对这些字书
中都一一作了注释，这是这部小说
的又一个特点，也为作品增添了无
穷的文学韵味，更是对方言土语研
究的一个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