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山风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香山风云>>

13位ISBN编号：9787227040750

10位ISBN编号：7227040755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冯玉森，王凤菊　著

页数：271

字数：2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山风云>>

前言

　　大山的背负总那么厚重。
　　大山的故事总也说不完。
　　大山告诉了我一个又一个故事，却又收藏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我的童年便是在那一个又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中度过的：山里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古
经”，成了我们童年时代抵御寒冷、忘记饥饿、追忆往事、憧憬未来的最好“食粮”，那一个个或悲
或喜、或哀或怨、亦正亦邪的历史人物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多年后我走出大山，来到小县城“淘金”，寻求谋生的路子，但我知道自己的心并没有真正走出
大山，每次回家走在羊肠般弯弯扭扭的山道上，总能听见“山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的吼
声，那吼声总是能把我的心一下子拽回去，于是我知道自己对大山的那份牵挂是不可能忘却的。
每当此时，我总是在想，山，真的还是那座山？
梁，真的还是那道梁吗？
我心里的那座山、那道梁又听说了些什么故事？
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心中总有一个化不开的结：那段蛮荒的岁月，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却上演了一个个如歌如泣的故事，孕育了一批金戈铁马的汉子。
他们不该被人忘记，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称道、值得传扬的故事，我要写写他们，要把发生在他们身
上的故事记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了解他们，知道在香山的历史上还有那样一群敢作敢当、敢
抗争也敢胡闹的人，否则，我便会在梦中时不时地梦见他们——尽管他们的面相是那样的模糊，但他
们的故事却是那样清晰地在我眼前一遍遍回放。
　　当我动手下笔的时候，才知道写作的难度远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且不说知情人已一个个作古，
考证起来十分困难，单是对书中人物的定性就很是让人挠头——他们的后人多与我相识，没有谁愿意
自己的老先人被写成反面角色。
他们既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们听来的故事，盼我早点把书写出来，可是却又怕我写出来后，他们的老
先人在地下不安哩！
他们中的好心人怕书写出来会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劝告我，“听听算了，还是不写的好”。
但我想，历史就是历史，该发生的早已发生了，这不是谁能掩盖或避忌的。
无论是英雄的事迹、辉煌的伟绩还是难于启齿的往事，如果不经人传诵，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渐渐地被人们遗忘。
与其让那些事、那些人长埋地下，与黄土为伍化为腐朽，还不如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去评说，在评说中
让他们和他们的故事经久地流传下去。
何况有这么多的人对那些人和那些事感兴趣，很想了解那段历史。
　　历史是一本算不清的账，我也曾试图对书中的人物作出简单的定性评价，但几经尝试，最终还是
放弃了——在当时那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或为生存，或为
生计，或为扬名，或为立万，总之是有了为“什么”，才催生出“那么做”，他们的是非功过不是三
言两语就能“定性”的，也不是我所能评价的，还是留给历史学家或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去评说
吧，我只尽好自己的一份职责——负责真实地把那段往事记下来。
　　当我书成收笔的时候，心中积聚多年的忧闷一扫而光，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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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倾多年心力创作的一部小说。
故事通过众多人物的塑造反映了中卫香山地区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风云变幻，小说文字精到考究，文
风洗练大气，故事情节的设计富有历史学的质感和穿透力，是一部极具地域特色、深厚文化底蕴的文
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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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玉森，男，1968年生，宁夏中卫香山人。
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多年来一直利用闲暇时间访古问幽、考证方史。
曾撰写大量专业文章，并参与《中卫岩画》《文化明珠中卫》《中卫旅游》《宁夏中卫》《中国宁夏
·中卫市》的编撰工作。

王凤菊，女，1970年生。
银川师范专科政史系毕业后，长期从事历史研究、考古和地方文化研究。
曾在《中国文物报》《考古与文物》《北方文物》等报刊发表作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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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回 焦生和一枪二匪吴金山打狼捉豹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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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中卫香山地区遭了大年馑，天旱得把人身上的水分都快吸干了。
按说干旱自古就是山里最常见最普通的灾情，或轻或重几乎年年都在发生，本不足为奇，通常四、五
、六三个月是一天接一天、一月连一月地炸红天气，也是旱象最严重的季节，但一般挨到七月份，只
要“麦场雨”一来便会有所好转。
可是这年却与以往不同，老天爷仿佛要杀人，不给山里人一点期盼，过了年便春旱连着伏旱，伏旱接
着秋旱，两茬庄稼颗粒无收，真正出现了一地一苗的奇观——那一棵稀罕的麦苗是在驴尿里侥幸出土
的。
田野里一片精赤，不见麦禾也不见青草，真个是山上无青，地里无禾，蝗虫成精，疫病滋生，赤地千
里，饿殍遍地，万木枯谢，百草死绝，遍山遍野看不见几丁点绿色，满眼是枯死的柴柴草草。
土地被烈日暴晒得炸开锹把宽的口子，麦子麻子谷子豆子没有一样能种下去。
有人怀着侥幸心理在干透的黄土里撒下谷种，心想着好歹能有场雨，庄稼就会冒出来。
然而他们押的宝却落了空，扒开耧沟儿捡起种子在手心里轻轻一搓捻，种子就全成了酥酥的灰色粉末
儿。
田野里到处都是被晒得闪闪发亮的土坷垃，铁板似的地皮，铁锨、犁铧根本扎插不下去，一些强性儿
的人狠着心、聚着劲扎翻土地，却撬断了锹把儿。
干旱一直延续下去，持续不降的高温热得人日夜汗流不止喘息不定。
村里的那个几亩大的雨水坑只剩下炕面大的一洼墨绿色的臭水，热急了的娃娃们仍然趴在烂泥坑里不
肯离开。
　　当可怕的饥荒年馑刚刚露出暴虐先兆的时候，五谷杂粮一下子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开
始主宰世间万物。
除了粮价天天冒涨外，其余百物，如骡马牲口、农具、土地天天往下跌价，女娃儿定亲的聘金也是大
打折扣，有养活不了的人家干脆把还不到出阁年龄的女娃儿送人。
在这样的年景，任何东西包括人本身都不得不低头、不得不俯首称臣、不得不跌价再跌价了。
　　山山川川里到处是饥饿哀号声，官方开办的舍饭场上万头攒动，饥民如蚁，喧哗如雷，涌动如潮
，像是打开了箱盖嗡嗡作响的蜂群，更像是一个倾巢而出的庞大的蚂蚁家族，站着的躺着的坐着的走
着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如同混浊的洪水，四面八方望不见头地向这里汇聚。
开阔的粮场上临时垒起八九个露天灶台，支着足有五尺口径大的铁锅，锅台的两边支架着一只大风箱
往灶台下送风，火焰从前后两个灶口呼啸着蹿起二尺多高，灶锅前拥挤着的尽是年轻人，密密实实地
连一根麦草也插不进去，老人娃娃则被远远地挤到一边。
十几个民团团丁挥舞着棍棒，强令人们排起几路纵队领舍饭，但不等团丁们转过身，刚刚形成的队列
便在顷刻间冰消瓦解，蜂拥的程度更加激烈。
灾民们一个个衣裤肮脏邋遢，头发里锈结着土屑灰末和草渣儿，脸颊和脖颈粘满污垢，有的眼角边积
结着干涸的眼屎，有的挽卷着裤脚的小腿上，被狗咬了的血洞里渗出的血脓正散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干旱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开春才落下一场透雨，人们呼儿唤女地把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粮食种到了地
里，盼望着能有个好收成，好渡过荒年。
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麻绳专从细处断”，快到收获之际，却又闹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一夜之
间把地里的庄稼吸干了麦浆，吃光了麦叶，只剩下些光秆秆，还不饶生地把一切秧苗甚至树叶都啃光
吃净了。
　　村里早已不见了炊烟，饿极了的人们白天上山打野羊、挖野獾，追野兔、套山鸡，烟熏狐子洞、
水灌黄老鼠，抓蛇捉虫、逮雀掏蛋；晚上则点起火把钻进古窑打鸽子、扫麻雀，弄到什么吃什么，除
了被山里人视为吉祥物的喜鹊幸免于难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能抓的、能逮的都吃光了，就连那
肉酸味臊的乌鸦也成了人们的捕捉对象，吓得那小精灵似的麻雀到了庄子上空跟丢了魂似的，落都不
敢落。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吃光了，人们又开始把目光盯向了地下长的、土里藏的。
乡人已是饥不择食，鸡一样地纷纷土里刨食、挖草根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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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韭、辣辣、艾蒿、石毛子、辣舌子、面溜溜、黄狗卵子⋯⋯地上地下，能挖的能采的，只要是能吃
的，统统成了人们的活命物；水蓬、绵蓬、沙蓬这有名的“香山三蓬”，历来就是香山人灾年渡过饥
荒的命根子，特别是绵蓬，其作用不亚于粮食。
旧《县志》记载：“（绵蓬）多产荒旱山地，乡人采食济饥。
至有收之年，则取以酿酒。
”有人还专门作过一首《绵蓬酒》的诗：“山村酬酢饶风味，酒酿绵蓬满瓮春。
已过阻饥今乐岁，开樽同醉太平人。
”可如今别说绵蓬没得了吃，就连那“长在地里绿叶子，结出籽是绿籽籽，磨成面是绿面子，吃进肚
里绿肠子”的水蓬也是稀少得可怜，谁家能吃上水蓬籽磨成的炒面，便已是上等人家、勤快人家了。
　　旷年持久的大旱造成了闻所未闻的年馑，野菜野草刚钻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
野菜野草吃光了，饿疯了的人们便把目光盯向了山凹里那几棵形单影孤的老榆树。
榆树是所有树族中的佼佼者，村子里那几棵榆钱树很快被人们捋光了树叶，接着又被剥光了树皮。
被扒光了树皮的榆钱树像个没穿衣服的少女，羞羞地站在村边上，直让过路的人也羞羞地低头忙走。
　　榆树吃完了就开始吃椿树，接着是柳树、杨树，随后就把一切树叶都煮光吃净了。
　　村子里的娃们找不上吃的，便蹲在村口玩起了“狼吃娃”的游戏，以打发饥饿难熬的时日。
这种游戏就地取材，易学易会，在山里十分流行。
　　玩时先在地上画出五纵五横的方格，选用石子或碎碗碴为子儿，三条狼把十五个娃吃光吃净或十
五个娃围住打死三只狼便算赢了。
玩了不大一会，咕咕叫的肚子里仿佛有猫抓似的扯乏了人心，饥饿更甚、难熬难耐，一个个便兴味索
然、蔫不唧唧地蹭着墙根往家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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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香山风云》以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形式，再现了中卫香山地区解放前后数十年间的厚重历史
。
故事从香山地区的狼患、匪害、“能人”层层展开。
在这块蛮荒的土地上，既有“吉鸿昌宁夏施政”、“西路军血染河西”、“徐向前渡河离险”、“王
树声绝处逢生”等革命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也不乏“朱老太立秋下种”、“丁老太脚踢顽匪”
、“梁振邦暗助红军”等“小人物”的精彩描写。
这些“小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和他们对生命本身的独特呐喊，与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旋律同频
共振，绘就了香山地区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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