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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大地丰盈、硕果飘香的金秋，

我到新华书店去看书，突然“半扎寨”几
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拿出来一看，竟
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董新铎，第
一次见到这个名字。再看作者简历，原
来是在平顶山市煤矿系统工作。

半扎寨，是河南省汝州市一个远近
闻名的地方，在城南30多里。

半扎寨位于古老的宛洛官道上，自
古为出入南阳和洛阳的路上交通要道，
或许还曾经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还有洋人到这里来购买丝绸和
瓷器。诗圣杜甫在他的七律名作《闻官
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即从巴峡穿巫
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畅想，就从这里
飘过。

明成化二十年前，汝州曾隶属河南
行省下辖八府之一的南阳府，那时汝州
人需要每年按照期限，由人力车向南阳
缴纳皇粮国税，来往几回月圆，留下“南
阳送回粮，孩子会叫娘”的民谣。

明成化二十年后，汝州成为河南省
的直隶州，直到辛亥革命。

半扎寨地势奇特，三面环山，一面临
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西狭长，面南
背北。万泉河水四季长流，源源不断；老
龙头四季喷水，水质清洌。河畔桥边，浣
女漂母，日日不绝。

半扎寨依山傍水，景色秀美，山清水
秀，地灵人杰，兼收塞北之雄和江南之
秀，虽历沧桑洗礼而风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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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年都要来往经过半扎寨许多

回，有时候也暂停下来，流连这刚柔相济
的美景，到万泉河边，戏水观鱼，看蜻蜓
点水，鸭鹅捉鱼，甚至跳入河中，掬一捧
龙口泉水，纳凉消暑，煞是快哉！

也曾听人说过这修寨的来历和寨名
的来由。据说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
师爷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一路辗转
潜逃，流落至此，隐名埋姓，助力修寨，并
题写三个寨门名字分别为“鸿奖”“鳞绣”
和“龙泉”，名字暗藏“洪秀全”三字。

许多人对半扎寨表示出浓厚的兴
趣，料想它总该有故事让后人看。

不料突然有一天，长篇历史小说《半
扎寨》映入我的眼帘。看着封面上熟悉
的古朴庄严的民权小学遗址和新修葺的
雄伟俊秀的寨门，怎不令我感到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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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作家刘庆邦先生在序言《重在

塑造人物》中所言：“董新铎这部标明长
篇历史小说的半扎寨，就是一部现实主
义作品。”

我用了差不多两天两夜的工夫，逐
字把这部长篇小说读了第一遍，中间免
不了抛下几行清泪。

小说叙述的时间跨度并不长，就集
中在晚清时期太平天国失败到捻军波荡
那几年，而地点也主要就集中在半扎寨，
捎带涉及汝州城、登封少林寺附近的小
山村、半扎寨旁的土匪洞、江南茶山和宛
洛古道，这样利于让叙事更集中在半扎
寨这一舞台上。

晚清末年，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最
深重的时候，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
明古国，一步一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深渊；对内故步自封，夜郎自大，
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山河破碎，风雨飘
摇，民不聊生，朝不保夕。

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半扎寨》这
部书里，对半扎寨各色人等的生存状况
做了大量细致的描绘，生动再现了那个
时代的特征。一个小寨子，简直可以说
是当时中国的缩影，无论驼马行、酒行、
煤矿，还是商行、钱庄、茶山、马帮，无不
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一天没一天地苟

且偷生，匪盗兵痞横行，弱肉强食，苛捐
杂税更使贫苦的寨民雪上加霜。

半扎寨里人们的艰难处境，生动再
现了悲惨屈辱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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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扎寨》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属于历史的，

又有些是属于现实的，而更多的人是历
史和现实的交融。

今人撰写历史小说，固然有历史的
影子，但免不了旧瓶装新酒。再说，100
年前的半扎寨里，人们怎么说话，怎么行
事，今人怕是也不甚了了。

小说中的一号人物赵监，就具有古
仁人志士的理想人格和才情。他足智多
谋，急公好义，智勇双全，乐善乐成，是作
者倾力塑造的一个近乎理想的人物。

他只身勇闯匪穴，与土匪斗智斗勇，
救出刘金，而且分文未失全身而退；他慷
慨捐巨资，帮助半扎寨建筑寨墙，只为保
一方百姓平安；他不遗余力出谋划策，帮
助刘金开商行、挖煤矿，带领众人下江南
采买茶叶；他为了促成刘真和张炽的婚
事，费尽心血，磨破嘴皮，两头劝说，直至
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怒闯捻军大帐，斥责
捻首张宗禹禽兽暴行，置生死于度外；他
为了赶走捻军，救半扎百姓于水深火热
之中而设计周旋，使捻军与土匪生衅，促
成匪首到汝州城报官；他为半扎寨，为刘
金，更为精神上的知己秦珮，殚精竭虑，
惨淡经营，鞠躬尽瘁，直至死而后已，魂
归半扎，入土无声。

除了赵监之外，书中人物，秦珮、虚
本、马帮等都是属于历史的。他们代表
着古代中国的理想人格，干干净净，独善
其身，甚至载道于绝对。最绝对的当属
马帮。帮中人物视帮规如天，像机械人
一样恪守帮规，一尘不染，不见凡心，死
生由命，绝不沾染雇主半分钱便宜。他
们塑造了古代中国那种臻于极致的清洁
的精神，虽身处乱世、危局、末流、困境，
而自洁其身至绝对之境，给人留下极其
深刻的印象。

秦珮和赵监的感情，是本书的一条
重要感情线索。两个人精神上互为知
音，飘零中互为慰藉，眉目间传情属意，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惺惺惜惺
惺，发乎情止乎礼，近似铁中玉和水冰心
一样的君子人格，大概是作者人格审美
理想的寄托，他二人之间的情感曲线与
小说故事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紧相呼应，体现了作者构思布局上的苦
心和精心。

刺客虚本刺杀捻军首领张宗禹，则
演绎了一曲荆轲刺秦王式的乱世悲歌。

同样是为了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君子死
知己，惜哉功不成。虚本苍凉坎坷而又
短暂寂灭的一生，就像一柄霜刃闪闪的
短剑。刺杀张宗禹不成，自己反而死于
火枪之下，也可谓乱世悲歌中新旧文化
交替的一个悲壮凄美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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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半扎寨纷纭复杂的人物形

象中，更多的人物，则更像是活在当下的
人物。刘金、申三、钱贵、张炽、刘真、二
静等，仿佛是我们的街坊邻居，这使小说
具有了浓厚的现实色彩。

刘金为人忠厚朴实，踏实肯干，勤劳
节俭，善良本分，脾气又有些急躁冒失；
他思想保守，抱残守缺，就像旧中国社会
底层孤陋寡闻、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大
多数人。他原本只是守着驼马店生意，
勉强维持生计，也缺乏想象力和创新精
神，缺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直到遇到命
中贵人赵监。有赵监给他出谋划策，出
资相助，他才一步步开阔眼界，办商行，
开煤矿，弃旧图新，辛苦经营；却因护犊
情深，不计生死，为保护女婿张炽，竟意
外惨死于捻军的屠刀之下。

申三和钱贵这二人，都是复杂的矛
盾体。他们与刘金一样都是半扎寨里的
老居民，都是坐贾，在乱世中辛苦经营，
艰难支撑。但与刘金的忠厚朴实不同，
他们二人具有虚假、奸诈、自私的性格，
不顾道义，不惜损人利己。

张炽、刘真、钱玉这些年轻人，也都
像当代青年一样青春、活泼、自由。

根据我的了解或者理解，100多年前
的半扎寨的女人们，应该是要从小缠脚
的，但是《半扎寨》中的本土女人们，风风
火火，甚至有时比男人还男人，似乎全然
没有闺门之限、小脚之累。二静、刘真、
钱玉，与秦珮、大妞，这些异乡人形成鲜
明的对照，就像现代与古代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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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小说？小说是一种虚构的叙

事文学艺术形式，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
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特定的环境
描写来展现社会历史的风云，启迪和引
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半扎寨》中的人物，除了半扎寨的
居民，过往的客商、官员、土匪、官兵、刺
客，还有一位不速之客、煞星——捻军首
领张宗禹。

张宗禹这个人物，也具有一定的典
型意义。张宗禹出身于封建官绅家庭，
却是一个逆子，为了爱情自由，反叛封建
家庭，投奔捻军。他有文化，爱读真本
《石头记》，有谋略，故在捻军中脱颖而

出，成为首领。捻军队伍中基本都是底
层农民出身，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虽声
势浩大，但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制度，
所以也不能像太平军那样立国建制。张
宗禹在半扎寨的所作所为，与匪寇差别
并不大，最终也难以逃脱历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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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扎寨》中的环境描写，既细腻传

神又富有灵性，很好地起到了渲染气氛、
推动情节和暗示心理的作用。

例如第14页至第15页的一段：
“此时山洼里有阴风刮过，寒气袭

人，山林早已卸了装扮，只枯枝赤裸裸张
牙舞爪。有鸟窝零星散布于枝杈之间，
显得黝黑异常。不见鸟儿露头，鸟窝在
山风里随树飘荡。”

这一段文字，写山林冬野刘金家坟
地的荒凉阴森之象，绘形绘色，渲染出刘
金遭遇土匪绑票的阴森可怖的环境气
氛，如在目前。

作者写梦境的功夫，也是见神见鬼。
如第二十一章开头写赵监的梦境：

“像是一个雨后的傍晚，彩虹尚未消
退，茅屋前的一汪池水被映得绯红，先是
彩虹沉入池水，七彩斑斓，鲜亮如洗，随
着衣服漫入池水，那彩虹便荡悠悠四散
开去。大妞就着一块青石板面，举着棒
槌敲打衣服的背影，看上去影影绰绰，可
那啪啪的木槌声清爽响亮，一如树杈间
百灵鸟的啼鸣。”

这一段写赵监的梦里情景，是在大
妞意外被杀死之后，赵监尚不知情时做
的一个噩梦，梦中大妞的背影越来越模
糊直至消失，这大约就是心电感应的作
用吧。这段真切而细腻的描写，渲染了
大妞不幸死于非命的哀伤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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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扎寨》中还有一个独特而有趣的

角色，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富有灵性，为
这部悲剧的小说故事增添了几分喜剧色
彩。

这个角色，就是驴，赵监的驴，赵监
如影随形的伙伴。

第四章第2段里，写刘金的咳嗽声，
诱得赵监的那头毛驴高仰起头，发出一
声悠长而抑扬顿挫的嘶鸣，把他的主人
唤醒，开启了赵监和刘金一大早对话的
帷幕，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再如第66页第2段：
“三个女人相继离开以后，屋内安静

下来，忽听室外传来毛驴的长叫声，闷闷
的，高一下低一下，抑扬顿挫。”

这段描写，以动衬静，以有声反衬外
面死一般的寂静，以倍增其宁静。而这
环境就是人物心情的晴雨表。

因为小说的本质就是允许适度虚构
的，要对现实万人万象进行集中化、典型
化，所以小说中的道具，一草一木，一花
一鸟，都应当具有灵性，甚至可以和人心
灵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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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扎寨》总归是一部历史小说，一

部旧瓶装新酒的小说，是历史意识和现
代意识融合的产物。本书塑造人物，设
置情节，再现历史，都有启迪人心的作
用。语言上，赵监、任凯、张老、张悉、张
宗禹、刘胜和秦珮等人的典雅庄重，与刘
金、申三、钱贵、柱子、二静和刘真等人的
粗犷本色，形成鲜明对照，总体上语言生
动活泼，可读性很强。

如果把《半扎寨》这部书拿给半扎寨
的新老居民阅读，然后倾听半扎寨读者
们的反响，那么会怎样呢？

这本书我读了数番仍是津津有味，
真是好书不厌百回读。

董新铎先生写了这么一部有关汝州
历史文化的小说，我们应该对他表示深
深的谢意！

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半扎寨》读书札记

◎李国现（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