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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70后，一个土生土长的平顶山人。
大学毕业后，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踏上了开
往深圳的火车，去追寻渴望已久的城市梦。

刚开始入职一家玩具厂，从技术员到
组长、车间主任、技术经理直至副厂长……
而此时的平顶山，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面
貌焕然一新，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大发展。
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我决定从公司辞工，回
到生我养我的平顶山，把自己多年来积累
的技术和经验全部奉献给家乡！

说干就干，我注册成立一家企业，忙
着招募工人、购买设备、投入生产。当第
一批合格的成品被装车发货时，我无法克
制自己强烈的情感，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
打转。

一年后，公司的流动资金遇到了困
难，朋友推荐我向平顶山银行申请贷款。
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递交了申请。没想
到，申请很快获批，资金难题迎刃而解，公

司的经营也迈入快车道，效益倍增。
通过不懈努力，我终于实现了多年来

的城市梦：在平顶山中心区域买了一套三
室一厅的现房，把家人也接了过来。20年
前，我为了梦想离开家乡；20年后，我同样
是为了梦想回到家乡。不论是当年的离开
还是今日的归来，平顶山的一草一木已经
在我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论走到
哪里，平顶山都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
永远都是平顶山的儿女，愿意为了家乡的
明天奋斗不止！

女儿是90后，“985”毕业，放着好好的
国企工作不做，偏偏要到偏远的农村，说要
支援乡村建设，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
回农村吃苦去吗？这个丫头读书读傻了
吧！我倒要看看她能搞出什么名堂。

一天，女儿突然说她和朋友的电商公
司正式挂牌成立了。

什么？一群90后的毛孩子开了公

司？我决定接受女儿的邀请，到她的公司
去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一次出行让我大开眼界。一眼望
去，一栋栋新楼房、一户户农家乐、一所所敬
老院、一个个度假村……鸟语花香、天高云
淡、草长莺飞，这哪里是农村，分明是世外桃
源呀！

女儿骄傲地告诉我，她就是看准了家
乡的土特产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
本应该倍受市场青睐的土特产一直“待在
深闺无人识”。而今，他们利用电商平台帮
乡亲们打开销路，那些从泥土里自然生长
出来的纯天然绿色无污染的“宝贝”深受追
捧，那遍地特产就是遍地黄金呀。一车车
土特产运出去，换来一摞摞钞票，乡亲们的
钱袋子越来越鼓，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美好
愿景就在当下！

我问女儿：“开公司的
钱，你们是怎么凑齐的？”

“您别忘了，您当初的资金是怎么来
的？”

哦，原来平顶山银行又帮了大忙。我
们爷俩儿都离不开它的支持呀！

这就是我家两代人和平顶山银行的故
事。我们一家两代人的追梦历程，不就是
所有平顶山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
吗？不就是普通老百姓的中国梦吗？不就
是伟大的中国故事吗？

岁月如歌。遥望未来，我祝愿同时也
深信平顶山的未来会更加繁荣昌盛，蒸蒸
日上。而身为一个平顶山人，也会见证更
多平顶山人和平顶山银行之间那些精彩而
又难忘的动人故事……

（魏松）

平顶山银行，助力两代人的梦想

第一次去风穴寺是 1990年夏
天，至今已经三十年有余。这座豫
西千年古刹香火很盛，木鱼敲落的
黄昏，时常有鸽子聚在天王殿前捡
拾粮食。

没想到，平顶山知名作家董新
铎居然以此为题材演绎了一部长
篇小说。深秋，带着一份探寻和对
新铎兄文笔的仰慕，拜读学习了这
部《风穴寺》。

小说沿袭了他惯常的文风，
以章回体二十七章节、洋洋洒洒
二十六万字，把读者带到了抗日
战争年代。小说以智弘从一个凡
夫俗子到出家为沙弥，成长为一
名智勇双全的抗日志士为主线，
讲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
在河南临汝县风穴古寺的那段传

奇故事，剧情中谍战、日寇、僧
众、土匪，貌似互不相干，又相
互交织，在新铎兄化腐朽为神
奇的笔下，展开一幅活灵活现

的历史长卷。

“他的小说一旦打开，便欲罢
不能。”和文友们说的一样，新铎
兄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小说
剧情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往往在
段落间设下迷局，让人恨不得一
睹为快。生活中的新铎兄并非专
业作家，但短短两年多出版三部长
篇小说，足见他对写作的激情和真
诚。

新铎兄有足够的场景把控能
力，仿佛猜准了读者的心理，对文
字的敏锐性和语感的成熟性，令
人叹服。“一辆独轮车由远及近，
顺寺水河缓缓而来，那黝黑的木
轮在车轴上磨出刺耳的声响，吱
呀声在空阔的山谷里传出老远。
智弘看时，见独轮车上堆放着露
絮的棉被、干瘪的包袱和破旧的
碗勺。独轮车自智弘身旁经过
时，棉被的一角依稀露出几缕肮
脏的长发来。”小说开篇就锁定了
读者，为接下来的阅读带入感巧妙
地做好铺垫。

新铎兄在情节上很善于营造
某种氛围，或利用草木变化以及
小兽、虫豸细微处去烘托。随着
小说笔墨的推演，在小说中时常
会有这样的精彩段落，简直就是
一张张像素极高的图片，清晰而
又传神。“晨钟响起，那起声苍劲
浑厚，余音梵韵清扬，宛如凌空飞
起一根轻纱飘带，随风袅袅扬起，
水波一样一环环荡漾开去，那婉
转的余音先是漫过殿堂，漫过僧
房，继而顺屋顶飘散于后山的丛林
间。”这些场景描写就像一块块绿
地，轻易化解读者长时间翻看小说
造成的疲劳。

小说离不开人物，新铎兄的
人物描写不走寻常路，他会在人
物之间寻找切合点，在人物对白、
肢体语言、心理描写等方面精雕
细刻。比如第一章中关于月枝的
描写是这样的：“智弘看见月枝散

乱的长发上沾了几枚枯叶，这让
他想起他的妹妹，尚处幼年的妹
妹就时不时地在山坡上捡些干枯
的花瓣，然后自己动手将花瓣插
到头发上，即便没有镜子可照，妹
妹也能把花瓣插得极为对称，不
偏不倚。”文章并没有对月枝的直
接描述，而是借用他人去反衬其
是一位内心良善，即便在条件如
此艰难的境地也极为热爱生活的
女子。

他对每一位出场的人物都颇
下功夫。道法高深的方丈、神秘
的东洋人田东一家、清慧师父、训
练班主任文沣、地下党罗乡……
特别是佛心慧智、书生气十足的
智弘和俗念未了、心如蛇蝎的峰
云，两人年龄相仿，同在风穴寺出
家，对手戏很多，时常产生语言甚
至肢体上的冲突。围绕智弘、峰
云和月枝三人的感情纠葛，更是
着墨不少，人物活灵活现。新铎
兄对小人物也描绘得生动传神、
细致入微。比如卖包子的刘二
狗：“吆喝过后，他将双手插入宽
宽的袖筒，那肩头的担子竟如手扶
着一般安稳，他矮矮的身影一点点
消失在巷子深处。”

语言是小说的灵魂。新铎兄
在词句上非常讲究，口语对白、书
面语甚至是方言的运用都形成了
自己的风格。针对人物特点，有的
含蓄深沉，有的简洁传神，有的用
词色彩明快，有的张力十足，与场
景相得益彰，在修辞、动词、叠句、
拟人手法的运用上都达到了某种
美学的高度。

个性化的语言，和人物的身
份、经历、修养等息息相关，寥寥
几笔人物便立体丰满起来。比如
第八章城门口卖花生的小贩和日
本兵的一段对话，生动、诙谐、鲜
活。有时候为了衬托场景，他不惜
动用大段笔墨，带来意想不到的

效果。
母语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流淌

在一个作家字里行间的血脉。新
铎兄的三部小说《临沣寨》《半扎
寨》《风穴寺》均为章回体，每个回
目可自成一体，单独成章，翻开任
何一章都不会有不明就里之感。
汉语言的美在小说中像一枚枚被
点亮的星星随处可见，每每看到触
景生情之处，取笔记本记下，容日
后备忘。

小说的结构就像房屋之梁檩，
是撑起一部小说最基本的形式要
素。这部小说始终围绕风穴寺这
一特定的环境展开，人物主线清
晰，既有大场面的恢宏，也有短篇
章入微的雕刻打磨，构建了属于自
己的景深视角，细节的填充显得得
心应手。

小说中很多地方出现关于礼
佛、诵经、佛事、法器、早课等有关
法事的描写，读后让人身临其境。
例如第四章中，“清慧师父便敲响
木鱼，智弘和峰云手中的铜铃继而
缓缓响起，立时，肃穆的佛堂内浸
润着佛音”等。佛家禅语也都安排
出自方丈或师父之口，比如，清慧
师父淡淡说道：“鸡叫了天会亮，天
亮不亮不是鸡说了算，关键是谁醒
了，醒来的，过一天，没醒的，过了
一生。活在当下便是禅。”再比如，

“活着就是原谅，生活中的舒适，多
半源于原谅，人生的安稳，也离不
开容忍和原谅”。作者涉猎之广泛
让人心生敬慕。

夜已深，月影下，仿佛看到
一个归隐的智者，藏起佩剑，拴
好青鬃马，把那轮暖不热的残月
留在江湖，顺从天高云淡，陪新
铎兄在湛水边推杯换盏，一切竟是
天意。

手绘一册荡气回肠的历史长卷
——浅评董新铎长篇小说《风穴寺》

◎赵洪亮（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