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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名师》一书，宛如一块璞玉，历经

１８

个春秋的精雕细琢， 终于和读者见面

了。

曹雪芹这样形容他的《红楼梦》：“字字

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

而我写的这部书稿， 字字句句不仅仅

是血，还有火、有泪、有汗、有爱、有恨。

是血与火的悲壮；是汗与泪的辛酸；是

爱与恨的呐喊， 凝成这部

３０

余万字的小

说， 展示了自清末至改革开放年代

100

多

年间的风云变幻， 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

风貌，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气壮山河史

诗般的人生之歌。

我的少年时代，曾生活在四川万州。那

时正处在黑暗与光明交界处。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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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

年，当时我已上

4

年级，一天，父亲领我去

逛书店，在万州二马路桥头书店里，在一排

排堆满书籍的书架上，我抽出一本《格林童

话》， 书中神奇的故事像磁铁一样吸引了

我。父亲看完他所爱的武侠书后将要离去，

回头看我还在埋头看书，喊了我几声，我竟

然没听见，直到父亲来到我跟前，看我入迷

的样子， 摸着我的头说： “天智 （我的小

名），你看啥书这么入迷？ ” 这时我才从书

中走出来， 仰头望着父亲说：“爸， 我正看

呐，看你。 ” 父亲看我这么爱书，笑着说：

“你想看，我给你买。 ” 我点了点头，随即父

亲给我买了那本书。那一瞬间，我幼小的心

灵中萌生出 “要是我也能写出一本书该多

好” 的想法。以至于后来的岁月，经訾有信

先生启蒙和张弦、赵文超老师的点化，还真

写出了几本书。 而影响我最深的当是我的

父亲王思恭，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胸

怀坦荡、无私无畏的人格，令我敬仰、崇拜，

是我人生的航标，生命的灯塔。他常常谈及

曾祖、祖父当年怎么仗义疏财、济世救人，

祖母怎么贤惠仁慈、和睦乡邻，谈及当年他

怎么学拳、打擂，从军参战的神奇故事，这

一个个传说、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常常出

现在我眼前、梦中。当我完成《黑玫瑰》长篇

小说书稿后，请父亲阅审，他当即在我书稿

上方写了“祝我儿写作成功”。短短几个字，

给了我多大的鼓舞啊！两年后，这本书终于

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而后

我加入了河南省作家协会。 当我把这一喜

讯告诉父亲时，父亲开怀地笑了，说我有出

息，并挥毫书写赠我“大器晚成” 条幅。 意

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不久， 父亲带着他对

人生的感慨和遗憾走了……

后来的岁月， 生活的艰辛， 疾病的折

磨，家庭的不幸，曾给我写作带来了许多困

难，困难到连稿纸都是别人施舍的。但当我

忆起父亲的临终遗言 “把我的太极人生写

好”， 这个重托使我的写作激情再次点燃，

我把父亲给我讲的，所记录的，片片断断整

理又整理，和父亲相处的

60

年间的生活琐

事梳理又梳理， 在心里列了一个不成形的

提纲，以父亲的人生轨迹为一条主线，将与

他有关的人和事构成一条副线，相互穿插、

交相辉映，塑造了王德方、王定邦、王思恭、

陈发科、陈一雄、陈小旺、何广位等武术界

人物英雄群像，塑造了历经人生磨难、苦不

堪言的老一代巾帼英雄：赵秀清、赵世英、

李宝珍、何晓珍、訾晓荣的苦难人生，塑造

了活跃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不同人物：

訾有信、赵英魁、王江、张三昆、张弦、王法

汤、郑跃等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形象，也鞭

挞了做尽坏事、丧尽天良、灵魂肮脏的可怜

虫的丑恶面目，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

汉奸走狗的滔天罪行。这些构成了这部《太

极人生》的摩天大厦，设计精美，构思奇特，

故事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 宛如一处处风

景、一幅幅油画、一个个雕塑、一曲曲颂歌

呈现在世人面前， 令人赏心悦目、 峰回路

转、回味无穷……

人生的意义，不在索取，而在奉献；不

求轰轰烈烈， 但求清清白白； 不求高官厚

禄，但求平平安安。 人生之美，在于对事业

的执着，对爱情的忠贞，对生命的热爱。 奋

斗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幸福的人生，真

正的人生。

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完这本小说，你是

否思考过人生涵义？ 人生真谛？ 人生价值？

人生信条？人生哲学？答案在哪里？答案就

在这本书里，答案就在作者用

18

年心血和

汗水甚至用一生的忠诚、 挚爱和一颗执着

善良宽容的心铸造成的 《太极名师》 一书

中。

在成书过程中，曾得到各级领导、亲朋

好友热情支持、鼎力相助。借书稿出版机会，

向曾经鼓励过我、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的至

爱亲朋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真诚的问候。 祝

他们家庭和睦，事业成功，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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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阴沉沉的早晨，在一个站台下等公交车的时候，脑海

里冒出这个词的，简直有些莫名其妙。但许多时候就是这样

子，像是刚刚历经一场春雨，像是心底的泥土里本来就埋有

它的种子， 它便这样毫无征兆却理由充足地从心底里冒出

来，如一只从草丛中惊跳出来的野兔。

那一刻，心里湿湿的，滑滑的，有股时光的凉意在慢慢

弥散。 它青色或红褐色的毛茸茸的身影如一块长在身体上

的胎记，又像是一片刚刚愈合的伤疤，让我的心疼疼的。

也是那一瞬间，我看见斜对面一家烟酒专卖店二楼上，

一个推开的窗口处，正站着一个年轻女孩子，红色套裙下露

出她白皙修长的腿。她一脚在里一脚在外悬在窗口，一只手

紧抓窗框， 腾出的另一只手用来仔细抹去蒙在玻璃上的尘

土。 抹了一会儿，她不时把头转向屋里，像是和人交谈着什

么，又像是换个角度在查看自己的工作。 那时，我真真切切

看见了长在窗台上以及玻璃上的青苔，干涩的青苔。 不然，

擦它干吗呢？

有时候， 会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某个角落里， 发现它

们。 整理杂物时，它们就那样突兀地露出嘴脸，湿滑、油腻，

还有腥臊的气味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让我的手停下来，不

想去碰它们。 可是我知道，那隔着时光的距离，证明有一段

时间，我没有来打理它们了，有一段美好的光阴就这样呼啸

而过。 留下的只有指间风的凉意与心中的茫然。 我忽然想

起，有段时间没有回家看望父母了，甚至电话都没打一个；

该问候的朋友也没有问候，彼此都有些疏远了；搁在书柜里

那本新买的书，看了半截便再也没有看下去。不算太长的一

段时光，因为我的疏忽，在荒芜中，不知不觉长出了青苔，长

出了生活的青苔、情感的青苔、思想的青苔。

其实， 在家乡的老屋、老院里时常也能看到它们。 水缸

边的土地上，荒废的台阶上，水池旁的小土沟边，常常会见

到它们的身影。常常是一场雨过后，院子里的空地上就会冒

出一层绿意蒙蒙的青苔。那时候，院子里总会出现几个小孩

子，蹲下身子研究它们，叽叽喳喳谈论一番。 那时候青砖黛

瓦的房檐下， 年轻的母亲正坐在一张凳子上择菜， 父亲常

常会蹲在地上无拘无束地抽一袋旱烟。 这样散漫的时光看

上去是那么的清闲、 舒适、 美好。 可是那些青苔像是长有

脚和手， 不知什么时候爬进母亲的生命中———是从什么时

候， 她的脚步变得蹒跚起来的， 我记不清楚； 她的额头什

么时候布满了岁月的皱纹， 我更是无法知晓； 还有母亲鬓

间那花白了的头发。 那些青苔让父亲的双手布满老茧粗糙

不堪，也漂白了他曾经乌黑发亮的须发 。 时光的颜色就这

样无情地在他们身上一层一层褪去 ，然后又不容商量

地一层一层覆上无法剥落的沧桑 。 当年在院子里玩耍

的孩子，如今已经成年，内心也开始长出了青苔———生命的

青苔。

我常常在想，人生许多时候就是这样。你毫无防备它就

来了。其实它就在那里等你，等了你好久，你却不知。就像你

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个“青苔”的词汇。 在你长满野草的生

活中，在你布满荆棘的生命里，青苔就这样一片一片、一层

一层地长出来，然后不断扩展版图，直至占领你整个人生。

那青苔，是长在人生路途中的青苔，是带着生命感伤的

青苔，有着思想灵魂的青苔。

张掖丹霞地貌：大地上的彩虹

□

张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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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张掖的路程是从额济纳开始的。 驶离

那个有着金黄胡杨的沙漠绿洲， 我们重又进入

了金黄的沙漠与戈壁。 这种金黄与胡杨的金黄

不同，它是坚硬、辽阔和乏味的。 大地在这里消

失了自己形态上的界限，只留下颜色的界线。黄

色的是大地，而蓝色的是天空，二者或呈一字界

限分明，或缥缈而相互晕染。 有时，金黄吞噬了

湛蓝， 有时湛蓝覆盖了金黄。 阳光仿佛是调色

师，把两者都调到了最浓烈的度数。但持续数个

小时观赏这样的大地，仍会感到乏味。因为颜色

和形态的单一，映衬出天空中白云的变化，映衬

出天空中蓝色的变化。大地，在这时仿佛成为了

天空的镜子。

抵达酒泉之后， 大地就开始变得不那么单

一，不是大地的形态本身，而是大地附属物的出

现和增多。树木、庄稼、房屋，使大地慢慢恢复到

了我们惯常所认识的大地。 对天空也由直视而

褪变成了仰望。这一切， 似乎使大地变得丰富，

但同时又使大地退居幕后。 它们削弱了大地的

辽阔，但并没有将大地本身凸显出来。直到抵达

张掖，抵达丹霞地貌地质公园，大地才从遮蔽而

变得裸露，凸显，而且是令人惊艳地裸露和凸显

出来。

这种裸露的确令人惊艳。 我们先登上了一

座并不高的山峰， 整个山峰就是一个巨大的观

景台。 从台上望去，山峦、丘陵、平地重重叠叠，

相互映衬，仿佛一幅辽阔的画卷。从最低处的谷

地和道路开始，仿佛被蜡笔描绘过，呈现出遥远

的五彩斑斓，视线再往上升，丘陵的尖顶和山峦

的坡地也同样被色彩镶嵌， 在红色的背景色调

下，斑斓的色彩仿佛一道道跨越天空的彩虹，弯

曲着横穿了大地。我们惊异于这色彩，也同样疑

惑于这色彩的来历。 如果说彩虹是阳光与天空

中水滴的偶然组合， 那么这永恒地镶嵌于大地

之上的色彩带， 又来自于大地怎样偶然又巧合

的地质运动？

视线再往上拔高， 最终停留在了高处的雪

山峰顶。这不仅仅是视线的拔高，同时也是色彩

的拔高。大地与丘陵的色彩斑斓，被雪山拔高到

了洁白的纯净与虚无。 因为有了丰富色彩的烘

托，白色才可以代表着纯洁与虚无；因为有了白

色在高处耸立，赤橙黄绿青蓝紫才像是热情、俗

世的一种狂欢。它们在整个视野中的相互构成，

就像是哲学与诗的相互映衬。因为有了哲学，诗

没有沉沦；因为有了诗，哲学并不缥缈。 这就是

丹霞地貌的全景， 用一幅近乎完美的空间景观

构成了日出的背景。 是的，我们登上山峰之时，

太阳还没有从大地上露出头来。 我曾在许多地

方观赏过日出，平原以及山峰。而更多的是在日

常生活中，看太阳从城市的楼群中冉冉升起。此

刻，因为空间背景的不同，日出仿佛拥有了完全

不同的意义。见证了我的日常生活的它，也见证

了我的远行， 我在空间状态和心理状态上与日

常生活的迥异。这种迥异却是见得了阳光的。光

芒从远处缓缓升起，变得强烈，然后太阳从山峦

和大地间跃出。只是一瞬，我们却似乎准备了很

长时间。如果把太阳的出现当作是一天的开始，

我们观赏日出， 是为了与它共同见证这完全不

同的一天，也是为了观赏我们自己的这一天。所

以，从昨晚就开始准备的观日出，是一场有蓄谋

的对于生活的审美。 如果说日常生活遮蔽了这

种审美， 那么旅行就是把日常生活对审美的遮

蔽剥离，脱下。

朝阳之下， 大地和山峦的色彩也仿佛经历

了一番换装，它穿上了光芒的衣裳，这衣裳没有

遮蔽它裸体的美，反而让它更为凸显。

从观景台上下来，我们走进了具体的山峦、

平地和道路，走进了具体的色彩。如果说远处的

观望更像是阅读中的浏览，那么近处的观察，则

是精读。这种精读让我们走进了每一种色彩，走

进了色彩王国中的每一个子民与个体。 地势也

从高拔的山峰而成为低处蜿蜒的丘陵。 这里的

每一座小山包都有自己的色彩。 红色的大背景

已经完全退居幕后，各种色彩纷纷登场。而在这

个舞台上，每一种色彩都是主角。它们或以整个

山峦的方式呈现，或者相互镶嵌，编织成一道道

泥土的彩虹，或者将整座山坡作为画布，进行铺

排或者渲染。

如果用画来比喻， 在观景台上远远望到的

色彩带可以用蜡笔画形容的话， 此时在近处观

看到的色彩宏大而鲜艳，只能用油画来比拟。在

质感上，它们也同样只能被看作油画，因为这些

色彩并不是由山体的附着物， 比如树或草来构

成， 而是由山体本身的泥土和细碎的岩石来构

成。这些山体上，并没有植物生长。因为如此，它

们与我惯常印象中的山不同， 可以看作是大地

本身。 看着这样在地质上偶然形成的彩色山峦

或坡地，我总是感觉它们是应在的，即应该就是

如此。 也许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对于油画的观

赏，使我对这种色彩的构成方式熟悉，成为了这

些彩山的原型， 而这些彩山只是它们在现实中

的对应物罢了。 但究竟是哪一位画家画过这样

的山，我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是塞尚，莫奈，马

蒂斯，还是高更？ 可能每个都是，每一个又都不

是。

与观赏油画不同的是，这些山峦是立体的，

而且是以天空为画布绘成， 仿佛是最为巨大的

油画，或称超级油画。与这些泥土岩石构成的彩

色的大地不同，天空的色调无比单纯，只是蓝，

无法用深蓝或浅蓝来区别的蓝，且轻盈透明。也

许这是最为巨大而完美的画布。 画布自身也有

装饰，即月亮。 日出很久之后，一轮近乎透明的

月亮依然在天空中悬挂。它能近乎透明地存在，

也许是因为天空比它更为透明。因为这种透明，

它无法躲藏。在登上一座较高的小山的时候，这

近乎透明的月亮始终紧挨着山顶， 仿佛让我们

走在通往月亮的路途中。 通往月亮也许许多人

都曾经想象过， 通往它的路途也许也在梦中出

现过。而在现实之中，这是唯一能与梦对应的路

途。因为梦是不讲究逻辑的，同样也应该不讲究

色彩的逻辑。 这丹霞地貌也没有按照色彩的逻

辑来呈现。比如，紫色与山峦之间没有直接的联

系。 但在这里，紫色与一座山峦可以画上等号。

日常生活中，彩虹与大地也没有直接的对应物，

但在这里，彩虹就在大地上蜿蜒。它们仿佛是天

空中彩虹的影子，但却比影子要真实而有质感。

它们是可以触摸的彩虹。

也许正因为这不合逻辑的彩色山体， 我才

可以不合逻辑地想象这是一条登月之路。 事实

上，在这里的每一步，我都是在惊讶的心情中走

的。 这里的每一个景观，每一种色彩，都可以让

人惊讶。 惊讶这种感觉本身其实意味着感觉主

体与客体的隔膜。在进入丹霞地貌之后，对于它

的欣赏与观察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进入

我的审美经验中。新体验的形成与进入，首先构

成了审美经验的颠覆，这种颠覆过程中，惊讶是

必然产生的审美情感的副产品。 但当这种新体

验的逐渐稳定，它就会被收编入审美经验之中，

与以往的审美融合为我的完整的审美经验。 在

丹霞地质公园里， 我的审美过程也和这个规律

相合。 从山上下来，心情激动的我，想要与这种

景观更近地接触甚至相融。 于是我走到色彩近

处，以手来触摸这些色彩，让脚步在它旁边留下

脚印。为了能够与它更为亲近，我走出了公园规

定的观景区，也摆脱了规定的观景模式，没有乘

车，而是从一条行人稀少的路上，走进了一个没

有人走进的山坡谷地。这里彩色的土地上，是生

长了低低的野草、野花的。 我的脚步走在上面，

柔软的触觉仿佛让我的生命接通了与这片大地

的通道。 我没有敢直接踩在那些镶嵌在坡地的

彩色泥土上———那是对它的美的侵犯。 我躺在

了这片土地上生长的野草之上。 这是我一直渴

望的一个姿势，这是与它最为亲近的姿势。我用这

个姿势来加快我与它的融合。 整个天地在这一刻仿

佛都寂静无声， 只有面前彩色的山峦发出了巨大的

声响。在这种巨大的声响中，在这种最为亲近的姿势

中，一座彩色的山峦仿佛在我长久的注视中，融

进了我自己，也融进了我的记忆。彩色大地的记

忆融入了我整个的大地记忆。

因为这次独自的行走， 没有遵循规定的观

景路线与方式，我错过了其他的景观，但选择这

种观景方式，与景观本身，我并不觉得失去了很

多。因为面对如此的天地大美，选择个体与它独

对，也意味着这种美对个体意识的唤醒：用我自

己的方式去观看它，去与它亲近。 真正的美，都

是拥有对个体审美的启蒙， 与个体情感沟通的

力量的。

虽然经历了那种独特方式下的相融， 但要

走的时候，我回望那座屹立在门口的彩山，仍然

惊讶。我又惊讶地看了它几分钟。也许真正的相

融并不能由我单独来完成。 它还需要时间的参

与，并作为一种催化剂，使之在记忆中完成。

晨曦中的路标

□

周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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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的道路上不停地走着， 从一个

路标到另一个路标。

从懵懂少女的羞涩到而立之年的成

熟，从初涉文字的欣喜若狂到久而久之的

泰然自若，从自由自在的女孩到忙忙碌碌

的贤妻良母， 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通讯

员、记者的称谓。 没有谁能够阻止我在文

字道路上前进的脚步，我用自己的手书写

着自己的历史。

曾经因为爱文字， 我放弃了多年学习

的专业，曾经因为爱文字我选择了一条艰

辛的路， 当我了解了创作的艰辛之后，朋

友对我说： 当你把爱好变成一种职业，就

相当于把情人娶回家。 虽是调侃，却极为

形象。 残月当空，当别家欢聚在电视的荧

光中，陶醉在欢乐的聚会里，我却如孤独

的朝圣者，在通往天堂的崎岖小路上艰难

爬行，一不小心踩醒了野草尖上镶嵌的露

珠，不知是小草的泪，还是我在来回的路

上种下的多少凝望。

对于现世， 人们多注重物质， 对于久

远，人们更注重精神。

至少保留一种非功利的爱好吧。 爱钓

鱼，并不是为了解谗；爱书法，并不是为了

卖钱 ；爱跑步 ，并不要创世界纪录 ，爱歌

舞，并不是为了上台和得奖……

崇高的侧面可以是平凡， 但绝不是卑

微。

崇高其实发源于恐惧的感情， 是一个

渺小的生灵战胜了恐惧之后的苍凉与豪

迈。

几次想去叩响远方某一个最后的路

标，寻找文字路途的终点，然而终于不能够

放弃，积年来对文字的情有独钟，才发现我

对文字的钟爱已经变成一种本能，无法忘却，

无法离开，无法停止。 在无聊的岁月里，在

五彩的生活中，在高兴、忧伤、快乐、无奈、

痛苦、悔恨的情绪里，我喜爱文字的冲动，

无处不在。 在对文字无可奈何的恐惧里，

在对文字欣喜若狂的依恋里，在对文字顶

礼膜拜的虔诚里，我看到了文字，一个站在

晨曦中的路标，摇曳在黎明的狗尾草里。

（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