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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脊梁

──评向本贵新著《遍地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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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生存状态。向本贵正是这样一位颇具忧患意识的作家。

作家出版社新近推出了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遍地黄金》,这是他继《苍山如海》之后,我国第一部反映国营大型金矿企业在社会转型时

期的艰难处境中寻找生路,先死而后生的这一重大题材的力作。 

     

    《遍地黄金》以深沉的悲愤,激越的诗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百年老矿的老牛岭金矿在以刘竹山为代表的广大干部职工为国企,振国

企,救国企,改制国企进行第二次创业的过程,塑造了一群平凡而又伟大、朴实而又坚毅,并且栩栩如生的英雄群像:刘竹山、伍有福、伍

继良、丁贤德、宋光召、周如兰、邓友贤、李达伟、龚启明、丁大明等等。把他们的命运诉说成为一个个悲壮感人的故事。 

     

    在《遍地黄金》所塑造的系列的英雄群体中,突出而集中地塑造了刘竹山这位矿党委书记兼矿长的人物形象。作家在开卷的第一章

中就交代了曾经是全国十大金矿之一,有着一百二十多年开采历史的老牛岭金矿已负债三千万,在现在的矿脉已经挖完,新的矿脉还没有

勘探出来,一万五千多职工和家属在金矿濒临关闭的时候,生存出路在哪里?处在沉默中的矿党委会在警报器一声声凄厉的尖叫声中结束,

尔后着力描写了勘探队长伍有福为勘探出新的金脉而因火殉职的葬礼,伍有福的死给刘竹山的打击太大了,老牛岭金矿已走入绝境,刘竹

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真不知老牛岭金矿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情节的选择和刻划是十分富有象征意义的。可以说百年老矿的几

代人“对老牛岭金矿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不仅是中国采金工人命运的浓缩,也是老牛岭金矿人崇高品格的写照,更是

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攻坚关键时期的活标本。 

     

    刘竹山是在当知青时上大学的,读的是采矿专业,毕业回来后在井下做了三年技术员。后来做副坑长、坑长,再后来做生产副矿长,常

务副矿长。五年前做了矿党书记兼矿长。作为老牛岭金矿党政一肩挑的一把手、当家人,在银行不给贷款、新的矿脉找不到、职工发不

出工资的情况下,万般无奈只得违心地同意采出老牛岭剩下的唯一的家当,库存的糟锑了。刘竹山去勘探队蹲点,希望能再找到矿脉、然

而现实是残酷的。作家对刘竹山这个人物的塑造倾尽心血,是通过这样几件事情的发生和处理完成的。刘竹山对爱矿如家的全国劳模丁

贤德用红薯叶充饥,另一个工人饿得没办法,偷了农民的红薯,劳模丁大明也因为偷了农民的几颗包谷而跳水库自杀了。饿死人的阴影笼

罩在刘竹山的心头。他带领矿领导班子、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抓安全生产,抓增收节支,实行待岗分流,实行副业剥离。作者正是通过

这一系列的戏剧性的情节刻划,深刻地展示了刘竹山独特的艺术个性,并通过这个人物展示了老牛岭金矿人的生存状态,这状态是血与

火、灵与肉交织在一起的,它有着人们意想不到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深刻性。在作家笔下,刘竹山是一个传统型的大企业家形象,他是在

这块土地上长大、成熟而又领导着这么一个有一万五千多人金矿的领导者,他人生的轨迹都与这块土地密不可分,这块土地生长出了他的

信仰和个性,智慧与人格,同时也造就了他的事业,造就了他的辉煌。在他的身上闪现着先辈的聪明和智慧,勤劳与勇敢,也具有着开拓者

的气魄与胆识。 

     

    围绕着老牛岭金矿寻找出路,在抛售的糟锑这一事件中展开了一系列情节的铺排陈述,一方面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糟锑价格急

剧下跌,另一方面发生了常务副行长李大权收受贿赂。接下来是一连串的事件接连发生,举报人家被砸,纪委书记龚启明家里被烧,勘探队

寻矿仍然没有结果。刘竹山始终处在这些问题的焦点与矛盾的漩涡中,当靠抛售库存的糟锑按轮岗上班的水平,仅能维持一年的残酷现实

摆在刘竹山面前的时候,当继续寻找新的矿脉的老矿工伍继良在坑道里死去。就在刘竹山冒着生命危险在坑道里找到伍继良的遗体,几乎

同一个时候,当省黄金局要调刘竹山任分管生产的副局长,刘竹山再一次面临着一次人生重大的选择。他真想立马离开老牛岭金矿,一种

沉重的解脱感,一丝隐隐的不安感交织在刘竹山的心头,刘竹山没有走,他不能在老牛岭金矿处在生死悠关的关口上一走了之,而对一万五

千多口人吃饭的问题,他没有卸担子,而是继续带领全矿干部职工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宣告老牛岭金矿历史的完结而创办老牛岭工

农牧副联营总公司的挂牌成立。 

     



 

    在作品中我仿佛看到了一座中国采金工人的青铜塑像。具有着强烈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在《遍地黄金》所塑造的系列的人物群像

中,周如兰这个着墨不多的女性人物形象,令我过目难忘,感人至深。周如兰是老牛岭金矿的一位普通女工,她的丈夫勘探队长伍有福为寻

找新的金矿脉而因公殉难,这位端庄秀丽新寡的少妇,忍受着丧夫的巨大悲痛和自身患有癌症的双重煎熬,知青时代她与刘竹山有过刻骨

铭心的爱,由于历史的缘由、时代的悲剧(文革)他们没有能幸福地生活的结局,是伍有福救了她一条命。而与有福结婚。丧夫之痛的伤口

未愈合,她的公公伍继良又为找矿而淹死在矿井中,在生活的重负下,她靠草药来医治自己的绝症。她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支持她心爱

的男人的事业。她体谅矿山的艰难,不愿意给刘竹山添麻烦。她不肯住院治疗,不肯领取国家发放的三千元抚恤金。最后被绝症夺去了生

命。掩卷凝思,一个崇高而秀美的女性人物形象长留在我的脑海,她的美好心灵就像矿山山涧流淌的清泉那样明澈……她像一面镜子,照

出了李大权、王银香贪桩枉法的丑恶灵魂。 

     

    除以上人物外,作家还成功地塑造了丁贤德、伍继良、伍有福、宋光召、邓有贤、李达伟、龚启明、丁大明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

物形象。同时,又为我们描绘一群年轻一代矿工的风貌。这里有不愿重蹈父辈爱情悲剧的刘小莹,有舍己救人而致残的肖金莱,有自谋生

路开书店的伍冰冰,还有以死警示矿产资源必须保护一次性开采完,残酷现实客观存在的新任勘探副队长、大学高材生李安文……。还写

了对李大权等人的公判大会,探监,矿山联营恰谈等许多事件和场面。使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成为作品中的不可缺少的整体。他们的命

运终始牵动着读者的心。《遍地黄金》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艰难,改革步履的沉重。回答了当前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

的最后攻坚阶段无法回避而又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只有调整结构,转换机制,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杀出一条血路,《遍

地黄金》中的一幅幅画面、一个个故事和人物悲剧的命运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也正如作家所说“他们是背负着人民共和国前行的脊梁” 

文章来源：“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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