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 纯 军旅作家。主要作品有《浪漫

沧桑》等 6 部长篇小说，《秋莲》《天佑》等

逾百篇中短篇小说。多次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

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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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讲赵有良，还是从抗日战争时期

的靖边说起吧……

靖 边 位 于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西 北 面 ，

属 于 边 区 的 北 大 门 ，离 延 安 有 三 百 多

里。随着共产党在边区结合部逐步建

立 并 稳 固 自 己 的 政 权 ，国 民 党 的 靖 边

县 长 被 赶 跑 ，北 大 门 的 局 面 算 是 稳 定

下来。

1942 年秋末，夏庄稼收罢，新任靖

边县委书记贺华想选个地方搞社会调

查，挑来挑去，他选中了离城不太远的

赵 家 沟 。 这 时 候 的 陕 甘 宁 边 区 ，由 于

人员膨胀，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外援断

绝 ，边 区 的 经 济 正 处 于 极 度 困 难 之

中 。 陕 北 本 来 就 地 瘠 民 贫 ，要 想 让 一

百万边区百姓养活十万人的部队和工

作 人 员 ，是 根 本 不 可 能 的 事 情 。 年 初

党中央决定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

动 。 作 为 地 方 官 员 ，在 自 己 辖 区 内 推

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多产粮食，多

交 公 粮 ，是 首 要 任 务 。 延 安 那 边 产 生

了 著 名 的 农 业 劳 动 模 范 吴 满 有 ，一 时

风 头 无 两 ，贺 华 作 为 新 任 靖 边 县 委 书

记 ，也 很 想 抓 几 个 大 生 产 的 模 范 典 型

人 物 ，大 张 旗 鼓 地 予 以 宣 传 ，以 点 带

面 ，发展生产 ，搞好经济 ，创造一个热

火朝天的新靖边。

贺华带县委宣传部长、一个秘书、

一位报社记者，以及通信员小高、警卫

员小黄等六人来到赵家沟，挨家挨户让

人们说出自己心目中的“好劳动者”，一

共 筛 选 出 几 位 候 选 人 ，其 中 就 有 赵 有

良，而且他的呼声很高。

一 天 上 午 ，贺 华 带 警 卫 员 小 黄 离

开 住 处 ，一 路 打 听 着 摸 到 了 有 良 干 活

的 地 方 ，他 正 在 翻 地 。 巴 掌 大 的 一 块

山边坡地 ，离家又远 ，有良不想放弃 ，

打算明年开春种点蓖麻。有良早听说

村里来了共产党大官，搭眼一看，这位

书记比自己年轻多了，瘦高个，戴着黄

边 眼 镜 ，像 个 白 面 书 生 。 贺 华 老 远 就

招 手 打 招 呼 ，说 ：“ 老 哥 ！ 干 得 咋 样

了？歇会儿吧！”有良嘿嘿一咧嘴 ，放

下镢头，大步走到地头，把一双泥手往

裤 腿 上 抹 了 又 抹 ，不 好 意 思 地 握 了 握

贺华伸过来的手。他感觉手上的泥巴

沾 到 了 贺 书 记 的 手 上 ，老 盯 着 贺 书 记

的 手 。 贺 华 全 然 不 当 回 事 ，拉 他 坐 在

地头上拉呱儿。一问年龄，两人同庚，

都是 34。但是看上去有良至少比贺华

大 十 岁 。 有 良 个 头 不 高 ，但 身 体 敦 实

强 壮 ，上 身 穿 着 打 了 一 摞 补 丁 的 黑 夹

衣，下身穿着一条灰色长裤，也满是补

丁；他脸色红润发紫，一双小灰眼珠子

不停眨巴着，脸上的皱纹很明显，像冬

天冻裂的土地，留着一小撮胡子，头顶

过早地秃了，一身的泥汗味儿。

贺华拉着有良蹲在地头聊了半个

钟点，就下山去了。他大体摸清了有良

家的情况。以前有良家中只有可怜的

五亩半土地——放在平原，不算少了，

可是山地产量极低，每亩平均收七八十

斤。他终年劳作，却一贫如洗，遇上坏

年景，粮食减产绝产，全家常常吃糠咽

菜 ，饿 到 啃 树 皮 。 他 婆 姨 嫁 过 来 十 年

多 ，感觉一年到头 ，就没有吃过饱饭 。

国民党撤走后，我党在赵家沟一带搞过

一阵土改，有良家分地八亩，他又开垦

了 十 多 亩 荒 地 ，加 上 这 两 年 的 年 景 不

错，没遇大旱，除了应交的公粮，剩下的

够他一家三口填饱肚皮。去年交公粮

时，因为村里没完成任务，他带头多交

了 两 斗 四 升 谷 子 ，因 此 被 选 为 乡 参 议

员 。 有 人 说 他 傻 。 他 说 ，共 产 党 没 来

时，咱吃什么喝什么？现在吃什么喝什

么？人得讲良心。

问 他 种 田 的 经 验 ，他 说 ，额（陕 北

方言：我）没有啥秘诀，就是肯劳动。他

穷怕了，饿怕了，所以他爱土地，对土地

有感情。全村就数他起得最早，睡觉最

晚——天没亮就下地，天黑了才从地里

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闲着，他背个粪筐

到处去拾粪。他还把冰块背到地里，春

天，就有了消融的雪水滋润土地。庄稼

出了苗，有人懒，怕上山，不锄草，或者

只锄一次，他至少锄两次。一般农户耕

地时掘土 5 寸深，他至少 7 寸深。因此，

他的粮食亩产比一般农户多出五分之

一。他还抽时间割柳条编筐子，不久前

换来一头猪崽，打算明年养到二百斤，

而他家已经很多年因为缺粮不养猪了。

县委最终确定了赵有良为赵家沟

和 乡 里 的 劳 动 模 范 ，并 打 算 报 区 委 批

准，把他树为全区的劳模；同时还产生

了乡村级纺织模范、拦羊模范、拾粪模

范等数人。有良不想当什么劳动模范，

他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口

舌又笨，让他当劳模，听说还要外出做

报告啥的，他一想头都大。

晚 上 ，有 良 踏 着 月 光 到 贺 书 记 住

的 人 家 去 ，想 把 这 个 事 辞 掉 。 走 到 那

家的院墙外，透过门缝，看到月光下贺

书 记 正 在 推 碾 子 ，边 推 边 向 众 人 说 着

啥。有良住下脚步，只听贺书记说道：

“今后我也要亲自动手，和小黄合作种

棉花、白菜 ，每天捻毛线一小时 ；办公

用 品 力 求 节 约 三 分 之 一 ；一 年 内 衣 服

被褥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

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锻炼身

体，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你们看，可

不可以？”只听小高说：“首长！我坚决

做到！”

有良心里热了一下。这些共产党

的官，跟以前的国民党，真不是一路人。

有良在外站了一会，觉得来一趟，

不进去说句话，不对味儿。于是他就大

声 咳 嗽 了 两 下 。 小 黄 出 来 ，把 他 领 进

去。他跟贺书记一块推碾子，插个空儿

壮起胆子说 ：“贺书记 ，额不想当劳模

咧！额只想种好地，当个好老百姓。”贺

书记停下推碾子的脚步，把他拉到一旁

的石磨旁坐下，给他倒上一碗热水，拍

拍他肩膀说：“我还想建议你当村主任

哪，老赵同志！等你达到入党标准，我

们就介绍你入党！”

有良摇摇头，叹口气。贺书记都把

话说到这个份上，他知道推不掉了。贺

书记又道：“有良！咱共产党不图别的，

就为让天底下像你这样的老百姓填饱

肚皮……”

有良心窝子一热，眼圈湿了。他抬

起粗大的手掌，抹了抹眼睛。

二

转 过 年 来 ，贺 华 又 来 了 一 趟 赵 家

沟。这之前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

记者为赵有良写的文章，他的事迹几日

之间传遍陕甘宁。他成了靖边的名人。

短 短 几 个 月 ，赵 家 沟 变 了 模 样 。

村 支 书 赵 荣 是 个 老 党 员 ，但 他 身 子 骨

弱 ，经常病倒 ，想管事也管不了 ，这期

间村里的事主要交给有良负责。有良

带 头 开 垦 荒 山 ，他 一 冬 开 出 了 二 十 多

亩 荒 地 ，开 春 全 部 种 上 谷 子 。 赵 家 沟

每 人 平 均 开 荒 三 亩 多 。 春 耕 开 始 后 ，

有 良 组 织 农 工 队 ，把 村 里 的 四 十 多 个

壮 劳 力 动 员 起 来 干 急 活 重 活 ，把 二 十

多 个 老 汉 组 织 起 来 垫 圈 、割 草 、做 零

活 ；把 十 多 个 娃 娃 组 织 起 来 拦 羊 、放

牛，把三十多个妇女组织起来做饭、拔

草 、纺 线 。 村 里 的 生 产 工 作 搞 得 有 声

有色，有模有样。

贺 华 这 次 来 ，特 意 介 绍 有 良 入 了

党，就这样他成了党的人。

1943 年的庄稼长势不错。有良整

天 在 地 里 转 悠 ，他 除 了 做 好 自 家 的 活

计 ，还 得 惦 记 全 村 的 生 产 。 这 年 秋

天 ，区 委 表 彰 全 边 区 的 劳 动 模 范 ，赵

有 良 被 推 举 为 甲 等 劳 模 ，排 头 一 名 。

贺 书 记 代 表 县 委 ，奖 励 他 一 头 大 黄

牛 ！ 在 靖 边 城 ，上 万 名 群 众 集 会 ，有

良 穿 着 干 净 的 衣 裤 ，身 披 大 红 花 ，牵

着 同 样 披 着 红 花 的 大 黄 牛 ，在“ 砰 砰

嚓 嚓 ”的 锣 鼓 声 中 ，走 过 欢 呼 的 人

群 。 他 的 眼 睛 是 模 糊 的 。 他 的 血 是

滚 烫 的 。 他 的 心 是 剧 烈 跳 动 的 。 他

一 个 大 字 也 不 识 的 庄 稼 汉 ，早 先 无 人

瞧 得 起 的 穷 受 苦 人 ，凭 啥 享 受 这 么 崇

高 的 待 遇 ？ 往 上 数 三 代 五 代 ，又 有 哪

一 个 先 人 有 这 等 荣 耀 ？ 没 有 的 ！ 没

有 的 ！ 现 在 赶 上 了 好 年 景 ，穷 苦 人 有

了 指 望 ，才 活 得 像 个 人 样 儿 ，他 才 有

了这至高的尊严……

有 良 牵 着 大 黄 牛 往 家 赶 ，一 路 上

不断地有人给他让路，冲他鼓掌，竖大

拇 指 。 他 呵 呵 笑 着 ，脸 放 着 光 。 还 没

到 村 口 ，就 见 村 里 人 纷 纷 涌 出 来 迎 候

他 ，大人孩子 ，足有二百来口 ，站在道

路两侧高高低低的崖畔上。人们一律

冲 他 吆 喝 、鼓 掌 ，还 有 的 亮 开 嗓 子 唱

歌 。 那 大 黄 牛 似 乎 比 他 还 自 豪 ，得 意

地扬起脖子，“哞哞”地高声叫起来，叫

声在沟沟壑壑间传递着，回荡着，都传

到天上去了……

三

赵家沟村支书赵荣因病去世后，乡

里让赵有良接任村书记，有良这回没有

推辞。解放战争开始时，村里已经有了

九名党员，那时节村里没有办公地点，

他的家就成了村部。有良他们带领群

众组织起自卫队、运粮队、担架队，保卫

边区，支援前线。

从西北野战军二打榆林开始，区里

动 员 全 区 群 众 积 极 大 力 支 前 ，有 钱 出

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人出人。赵

有良带领赵家沟四十多人的支前队伍，

跟着主力行动，主力打到哪里，他们就

把物资运到哪里。

不久，大军要攻打宜川，有良继续

带 支 前 队 伍 跟 进 。 出 发 前 ，他 把 家 里

所 里 的 粮 食 都 带 上 ，还 牵 上 了 自 家 大

黄牛。

有良带四十多人的队伍风餐露宿

赶到宜川城外四十里的杨寨子，把粮食

卸下，然后等待战役打响，运粮队全部

转为担架队。听说贺华担任政委的独

立团就在附近待命，他打听着去找。解

放战争打响后，贺华离开地方，到野战

部队任职，有良掐指一算，有两年半没

见贺书记了，还真想念他呢！

有良摸到独立团团部所在的村庄

时 ，碰 巧 贺 华 不 在 ，到 前 沿 阵 地 检 查

去 了 ，他 看 时 间 还 早 ，就 留 下 来 等

他 。 等 人 的 过 程 ，听 到 里 屋 一 个 大 嗓

门 打 电 话 ，吼 叫 道 ：“ …… 不 管 有 什 么

困 难 ，都 要 保 证 让 战 士 们 每 人 吃 上 二

两肉……”

能听出来，他们在电话里为二两肉

打 嘴 仗 。 有 良 又 等 了 一 会 ，不 打 算 等

了，跟招呼他的群工干事告辞，回到杨

寨 子 。 这 时 天 已 经 黑 下 来 ，他 无 心 吃

饭，在拴牲口的棚子外面转圈。他转呀

转呀，一直转悠到九点多钟，熄灯的号

声隐约传来，他不想再等了，命令自己，

下狠心吧！

他 走 进 玉 米 秸 围 成 的 牲 口 棚 子 。

大黄牛趴在地上反刍，见他进来，四蹄

一撑立起来，像往常那样伸出温暖的舌

头舔他的手背。大黄牛是他荣耀的见

证。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做一件狠心的

事……不敢往下想了，害怕自己会改变

主 意 。 他 从 裤 腰 里 拔 出 短 枪 ，打 开 保

险，推弹上膛，枪口抵准它的心口窝，一

闭眼睛，食指一动，一声尖厉而沉闷的

枪响，划破了夜空……

赵家沟支前队伍里的四头毛驴、三

头骡子，都在这天夜里倒下了。

十天后，宜川战役结束，听说打掉

了胡宗南的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堪称

西北战场上的大捷！可是，有良却听到

一个惊人的噩耗——独立团政委贺华

被冷枪打中牺牲！

有良死也不敢相信！直到在城北

的一片荒滩上找到贺华的新坟，他才不

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眼前这片荒滩

上，一排排一溜溜，得有几百座新坟，有

的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有，这就是无名

英雄了。贺华的坟头前，插着一块新剖

的柳木板，上面用黑漆写着他的名字和

生卒年月。有良鞠了三个躬，泪水止不

住 地 流 淌 下 来 ，滚 落 到 脚 下 的 黄 土 堆

上。他回忆起跟贺华交往的点点滴滴，

深感贺华是他的引路人，没有贺华，他

就是个普通的庄稼汉，就跟脚下的任何

一块黄土圪垯一样，正是因为贺华，他

才成为赵家沟的带头人，领着大伙干出

了一番事情……

荒滩上，有良扯开喉咙唱起来——

厚厚的黄土哟，

你埋着我家的祖先呀。

厚厚的黄土哟，

你埋着我家的后生呀。

厚厚的黄土哟，

你何时把我老汉子埋呀。

亲亲的黄土哟，

你吞下了血，你咽下了泪。

山 丹 丹 儿 花 开 ，开 遍 了 那 个 山 坡

坡。

亲亲的黄土哟……

我亲亲的黄土哟……

四

几场大仗打过，边区便清静下来，

胡宗南的人马不知跑啥地方去了，赵家

沟的支前队不用再东奔西跑，人们回到

土地上，村子重新热闹起来。

一 天 ，那 小 黄 又 来 到 赵 家 沟 。 只

见他吹着口哨，进了有良家院子，笑眯

眯 地 掏 出 一 个 信 封 。 小 黄 告 诉 他 ，这

是 邀 请 他 到 北 平 参 加 开 国 大 典 的 请

柬。有良接过来，摸着厚实的信封，一

股 暖 流 顿 时 涌 向 心 头 …… 他 懂 ，这 次

去北平，他不是一个人去，是代表赵家

沟、代表靖边、代表陕北的父老乡亲 ，

也 代 表 贺 书 记 ，代 表 埋 在 黄 土 里 的 万

千烈士……

第二天一早，鸡叫二遍有良就起床

了 。 他 不 想 打 搅 乡 亲 们 ，简 单 收 拾 一

下 ，背上小包袱 ，悄悄出了窑院的门 。

一出门，透过晨光，他蓦然看到，外面已

经聚了不少人，都是来为他送行的。人

们有的站在自家院子门口，有的站在山

前高坡上，有的站在道路边，沟沟畔畔

上，都站上了人。老人、年轻人、孩子，

人越聚越多，纷纷冲他挥手告别。他就

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中，迎着晨曦，向远

方走去，耳边一直回荡着那首抓心抓肝

的歌谣……

黄
土
谣

■
陶

纯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延安时期，人们的生活
虽苦，人心却是热的。边区
的百姓常见一位身穿粗布灰
军装的“老八路”，他不但说
话和气，背筐拾粪、锄地种菜
也是一把好手，而且一有空
就和老农蹲在地头聊天，开
口闭口一个“刘老兄”“张老
弟”。大家也随便，就亲切地
管他叫“朱老汉”。这人是朱
德，也是无数个党的好干部
的化身。

《黄土谣》中的贺华就
是其中之一。有这样的干
部，百姓自然真心爱边区。
故事里，贺华如一束照亮寒
夜的火光，给了赵有良希
望，指引他成长和前进。在
许许多多像有良一样的穷
苦人眼中，共产党来了，“光
景像春花春草，一天更比一
天好”。所以，有良带队支
前时，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
带上，还为了让将士们能在
战前饱餐一顿，心甘情愿地
杀了那头见证他荣耀的牛。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那回荡在黄土上的歌
谣 ，充 溢 着 浓 烈 的 悲 情 。
作家却用这悲情，唤起崇
高，唤起力量，唤起希望。
陶纯故事的魅力，在于他
擅长揭示人物命运背后的
历史规律和内在逻辑——
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生
活有奔头！

奔 头
■郑茂琦

这事还得从连长阿地力江说起。阿

地力江，一位从战士成长起来的连长，有

想法、够活络、也挺严，用心带领着一个

多民族的连队。

晚点名时，他宣布：“明天的工事构

筑要加点佐料。全连都把背囊带上，哪

个排最后完成，就背着背囊跑步回来，其

他人坐车。”狡黠的语气中透露出阿连长

蓄谋已久——他就想出点难题。

第二天到了工事构筑现场，全连按

照分工，各自带开。2小时后，一排向连

长报告工事完成。现场察看时，连长眉

头紧皱，用手中的尺子一量，说：“掩体和

堑壕尺寸不够，怎么能保证战斗人员顺

利通过。返工！”返工就意味着要把工事

推倒重来。

几分钟后，二排报告完成，并且顺利

通过连长验收。不过，二排没有带回，而

是径直奔向一排的工事。三排、四排完

成后，也加入了一排的队伍。

天 黑 前 ，一 排 的 工 事 终 于 通 过 验

收。谁背背囊跑回去，这道原先给大

家出的难题现在成了连长的难题。一

排说，我们背背囊跑回去。其他排有

的战士却说，是大家同时完成的，要么

一起跑，要么一起坐车。还有战士说，

我们是“团结好六连”，哪有分两拨走

的道理，在我们连队以前没有，现在也

没有。

“一排跑回去，其他排现在登车。”连

长果断下了命令。让人吃惊的是，连长

没有登车，而是背起了背囊，转头朝一排

一挥手，然后就跟着车子跑起来。很快，

车子扬起的灰尘便淹没了他。

难 题
■高宏杰 向黎鸣

每当抱起吉他时，中尉梅应汗总会

想起连史馆里的一张老照片。老照片

名为“战地生活”，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

拍摄的。照片里，一个弹吉他的士兵站

在人群中间，周围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

笑容。

听老兵说：“这个人牺牲了，子弹从

他的脸颊穿了过去……”听完，梅应汗内

心瞬间被一股力量击中。后来，梅应汗

组织了一支乐队。梅应汗所在的单位是

“雪枫旅”的“天狼突击队”。所以，乐队

取名“雪狼”。

在天寒地冻的演训场，“雪狼”最受

欢迎。只要一处篝火，一个巴掌大的便

携小音箱、几只强光手电，你就能看着那

一张张被冻得红彤彤的脸庞，在火光的

点缀下笑得如此灿烂……梅应汗发现，

战友们的快乐竟然如此简单。篝火背后

有一片黑影，隐约中，梅应汗似乎看到一

个陌生又熟悉的老兵——他弹着吉他唱

着歌，青春洋溢。在悠扬的旋律中，梅应

汗总期待着与那个吉他手相遇。

相 遇
■王钰凯 张九鼎

军校毕业后，我被选调到某部“神枪

五连”。刚来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我尴

尬的事情。不过，这件事也让我知道了

“神枪”是怎样练成的。连队有一个课目

叫作“吊砖据枪”，说得专业些，就是指以

跪姿进行射姿定型训练时，于枪口处吊

5公斤重的砖，用于强化肌肉记忆，提升

据枪稳定性。我以为，不就是吊块砖

吗？第一次课目训练时，我就向狙击班

贾班长发起了挑战。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随着时间缓

缓地流逝，我的身体抖动起来，枪口也出

现晃移。30分钟过去了，围观的战士越

聚越多，我瞥了一眼身旁的贾班长，他的

眼睛依然紧紧盯着靶子，全身纹丝不动，

这让我更加绝望。正当我筋疲力尽，想

扶着腰慢慢起身认输时，连长夏宇突然

走了过来。

是连长叫停了比赛，使我免于认输

的尴尬。当时，从他脸上看不出不悦，只

是淡淡地对我说：“这个课目练的是保持

射姿，保持一会儿容易，但是当遇到困

难，就像枪口上挂块砖，还要保持住就难

了，必须靠体能，还有意志！”说完，连长

就大步流星地走了。从此以后，每次练

习射击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连队

荣誉室里一张张坚毅的面孔。

射 姿
■胡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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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