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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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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小说《耸入云天的地方》是一部军事
题材的小说，但它与以往的小说又有
着很大的不同，它以藏北高
原上一个部队哨卡为典型环
境，以这个哨卡中的军人为
典型人物，故事发生在 20世
纪 70 年代。这些军人没有
在战场上厮杀的经历，也没
有潜伏在敌人中的危险，军
中的首长不是《亮剑》中的李
云龙，也不是《激情燃烧的岁
月》中的石光荣，但在这里需
要同恶劣的环境斗争，需要
忍受难言的寂寞，有时还要
牺牲生命，他们不同战争年代的军
人，他们也有别于和平时期的军人，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

这个哨卡名为巴托，巴托哨卡是
位于藏北高原的一座哨所，是与云天
相接的地方，这就是书名的含义。自
20 世纪 50 年代建卡以来，一直有一
个连的部队驻扎在这里。本书的作
者李福根先生就是在巴托哨卡完成
了他当兵的历程，在这里度过了他的
青葱岁月。这对他来说是幸也？不
幸也？不管怎样，已经回到地方 20
多年的他，还一直念叨着当年在巴托
哨卡的人、景、物，巴托一直是他魂牵
梦萦的地方。人一辈子若是有一个
地方让他一直放不下，他的人生就不
会干瘪，情感都会是湿漉漉的，这对
一个人算得上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
而对一个内心情感极其丰富的人则
是一种大幸。李福根先生对巴托哨
卡的记忆就如同很多人对故乡的那
种惦念，是纯粹的、透明的，不带任何
的矫情。

作者笔下的巴托哨卡是一个神
奇的地方，在今天住惯了钢筋水泥的
城市人眼中，是一道绝妙的风景，对
初来乍到者，满眼的奇异，别样的风
光都不禁叹为人间仙境。正如作者
所言：“这里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
雪山、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
动物，更有着纯朴善良、忠厚热情的
藏族同胞。”但若是长期在这里生存，
就又成了灵魂的炼狱、是人挑战生存
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如小说中
给我们描述的那样：“十多座海拔高
达五六千米的冰达坂，一年冬春秋三
季冰雪覆盖，阻断蜿蜒在冰峰、峡谷、
戈壁、草原之间的道路，哨卡与世隔
绝，通讯只能靠无线电台，吃、穿、用
一应物品只有靠夏季路通后短短的
四个多月储备。”巴托哨卡可是在海
拔4500米的地方。书中提到的其他
一些景象都令人不寒而栗：第十章中
有一段描写巡逻归来的城市兵何玉
的：“乌紫乌紫的脸上，翘起一块干
皮，两个指甲捏住一撕，脸上生疼，撕
掉皮的地方立即渗出血珠子。嘴唇
裂开的道道口子，肉向外翻卷着，那
是扯干皮扯的，班长早就制止过他。
十个指甲也一个个塌陷了，塌陷处出
现道道血口。”书中有一种情景会不
时跃入读者的眼际：因长期没有青菜
吃，缺乏维生素，手指甲裂开道道血
口，手指一见凉水、热水，针扎的一样
疼痛。还有军中的一些戏言：巴托的
人是公的，马是公的，连石头都是公
的，对一群热血男儿而言，这种环境
表现出了另一种残酷……这些都会
使读者的心波澜起伏，一直有一种割
舍不下的痛，情感也被撞击得支离破
碎，这些情节折射出的是同情、是赞
叹、是惋惜抑或是激赏，尽管一千个
读者中会有一千种情感。但相信，对
巴托哨卡，对巴托哨卡的部队官兵都
会产生一种正面的情感。

巴托哨卡是一个兵营，自然就会有兵的故事。
根据题材的需求，作者安排小说结构不是直线的，而
是多头并进，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但是整部小说的
高潮部分是在最后，也不是按一般的从开始、发展到
高潮、结尾的叙事逻辑，同一个人物故事接榫得很
好，一个人物从出场一直到小说结束，草灰蛇线，贯
穿其中。而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故事又是不太相
关的。

故事随人物出现，而人物的行动又是随性的。
比如城市兵何玉，外表上有最初的白皙瓜子脸变成
了紫檀木色，行动上，摆动的双臂有了节奏，迈开的
两腿有了力量，实弹射击由最初的刚及格到最后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心理上也一步步成熟起来，“从一
个带着几分傲气、挑剔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脸上带
着坚毅、眉宇间透着英气的战士。”直到最后在一场
雪灾中，为了保护受灾的藏民，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

“冰天雪地吃冰疙瘩，除了血还热，身上到处都结冰
了”，吃的都是冰馒头，加上对黑豆不适，得了肠胃
炎，就在这种情况下，“何玉总是挥舞着铁锹不停地
铲雪。”身体稍好，他又出现在挖雪的队伍中。最终
由早期的拉肚子脱水变成了肺气肿，又因没有高压
氧舱，何玉这一年轻的生命永远的闭上了眼睛。读
到此，任是热血男儿也会垂泪。何玉的故事是环环
相扣的，无论是他与小朋友间的纯洁爱情，还是他自
身的成长，都是完整的、严丝合缝的。在何玉的人生
故事中总会离不开一个人物，那就是团长鲁万有，鲁
万有对何玉的格外关心又成了故事中一个最大的悬
念，一直到最后这一谜团才被解开，而鲁团长的性格
角色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小说中的另一典型人物
就是郭双喜了，郭双喜的故事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
的，但相对何玉，或者其中的任何一人物，又是相对
独立的。对于郭双喜，作者泼墨重彩了三处故事，一
是郭双喜回家探亲；二是郭双喜在探亲中，用将会给
全家带来好日子的 50 元钱救助一位病重老汉的故
事；三是能代表其生命辉煌时刻的悬崖坠亡。郭双
喜的故事既符合小说发展的逻辑也符合生活的逻
辑。郭双喜出身农民，有着农民的质朴、善良，他又
经过部队的锤炼，又是正义的、坚强的，懂得舍己为
人，无论他与藏民的雨水之情，还是处处吃苦在前，
连他人生最后的惨剧，都不会使人显得突兀，都是符
合这一人物性格特征的。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饱满的情感，雕塑了众多
的颇具传奇色彩士兵形象，如面对几十条狼的围攻，
临危不惧，硬是打死了六匹，吓跑了狼群的连长郝大
年，多次惦记着巴托哨卡的老团长鲁万有，在打通通
往藏民聚居地的生命线中，老团长半个多月行进了
1400 多公里，打通了 10 座冰达坂，最后累倒在雪地
里。还有马前进、杨留旺，藏族兵多吉等，也不会忘
记身上满是故事的藏在常青谷的烈士们。这些形象
会聚在一起，构成了巴托哨卡一道壮丽的景观，这些
人物形象会在人们心中久久不散，难以忘怀。

小说还谱写了一曲军民
情谊的真挚赞歌。写到巴托
哨卡士兵与索朗增才一家的
关系，写到了多布杰一家与解
放军的故事，是巴托哨卡的医
生治好了扎西贡布多年的风
湿病。这些藏民形象有着一
定的典型性，他们受过农奴主
的压迫，或是他们的上辈遭到
过农奴主的欺凌，是可爱的、
亲爱的人民军队使他们脱离
了苦海，走上了光明大道。从
内心深处，他们对这些士兵充
满了感激，有着靠牢不可破的
情感城墙。当郭双喜遭遇不
测时，老人的痛断肝肠，这些
情节都不是作者有意安排，是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对增
进民族团结会起到一定的作
用，这也是这部小说所具有的
政治色彩。

小说的语言是优美的、流
畅的，这是作者多年功力的体

现。作者是一位靠文字吃饭的人，人生走
过的一步步风景也都与文字有着或多或少
的关系，在部队开始因为寂寞而写文章，写
了投稿，投稿后音信皆无，再写再投，矢志
不渝，终有豆腐块见诸报端，从此便一发不
可收拾，后因文笔好而被提了干，转业后被
报社看重，多年来一直游走在文字的王国，
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像这样的作者，一
般文笔都不会差到哪儿去。读读本书的后
记，便能感觉到作者文笔的抓人，让人在一
种优美的语言中享受着愉悦。藏北的山、
藏北的水、藏北的草原、藏北的蓝天在作者
的笔下活了起来，让人如临其境。穿越文
字，仿佛使人来到了令人神往的西藏。

曾经与作者就作品中的一个细节商
榷，就是关于狼的故事、藏獒的描写都略显
不足，作者说如果写太多的狼文化，那不就
成了第二部《狼图腾》吗？但在私下他给我
们聊了好多关于狼的事情。由此可见出作
者的个性。

诸多的画面，优美的文笔，作者完成了
对年轻时军营生活的回忆。对这种回忆的
放大也成就了这部大气磅礴的小说。有人
会提出这部小说没有悬念，故事也显得不
那么曲折，但是阅读后会让人觉得很真实，
作品因真实而格外动人，带给读者的感受
和反应又是很强烈的，不知作者是以什么
样的心情完成故事结局的，我读到结尾时，
情感早已不能自已，泪水模糊了双眼，不停
地长吁短叹，有种大悲大痛的忧伤。当我
从这种情感中拔出来时，觉得好美，早已忘
记的感动又拾捡回来，这或许是作品最大
的魅力。

目前国内最畅销的小说《藏地密码》之
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就是能触动人们内
心欲了解神秘西藏的欲望，而《藏地密码》
也着实揭开了藏文化的许多不为人知的一
面，使人们享受到了一场精神盛宴。而《耸
入云天的地方》中的藏北及巴托哨卡，别
说 30 年前，就是今天也是一般人很难到
达的地方。而本书作者笔下出现的神奇
风光，硕大的藏獒，懂得人性的雪鹰也一
样充满了异样的色彩，何况还有活动在这
里的一群特殊的人，作品刻画了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这足够称得上一部经典之
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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