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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王宝山果然不负自己“王保长”的盛名，
在首回合 2∶0领先的情况下，双方第二
回合交锋，纵然是深圳全场攻势占优，
而且上半场就取得进球，但最终泰达并
没有让煮熟的鸭子飞走。21日下午，在
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天津泰达 1∶1战
平深圳佳兆业，从而以两回合 3∶1的总
比分淘汰对手，提前保级成功。

首阶段14轮比赛一场不胜，位居B
组倒数第一的天津泰达硬生生上演了
“赢一场就保级”的“黑八奇迹”，这个特
殊时期特殊赛制下出现的特殊现象，注
定会永远载入中国足球的史册供人长
时间回味，而对于天津球迷而言，这将
是一种特殊而又甜蜜的记忆。

通过间歇期的人员补强和全队的
积极调整，重新回到中超赛场上的天津
泰达早已不是第一阶段的那支“烂队”，
首回合他们就以2∶0干脆利落地拿下深
圳佳兆业，爆出冷门。而再参照当轮其他
各场比赛，就更足见泰达这场胜利的含金
量。所有球队中，能和天津泰达一样手握
两球优势的只有卫冕冠军广州恒大。

天津泰达在中超原本就有“保级专
业户”之称，保级经验丰富，这样一支球
队又在善于带弱队的王宝山带领之下，
拿到两球优势，在外界看来，“黑八奇
迹”的上演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过
赛前，王宝山依然出言谨慎：我们要忘
掉第一场比赛，就从0∶0开始。

而已经没有任何退路的深圳佳兆业，
从一开始就拿出了背水一战的气势，上一
场因伤缺阵的前锋马里本轮首发出场，同
郜林和普雷西亚多联盟组成攻击线。放
手一搏的深圳队在进攻中占据了绝对优
势，上半场就由马里进球，1∶0领先。事实
上，如果不是因为之前的首粒进球被判越
位在先，双方在上半场就回到了同一起跑
线上。即便如此，被扳回一球之后，天津
泰达身上也是压力骤增。所幸，经过中场
休息的调整，更稳定的心态和更坚决的防
守战术，让他们顶住了对手的狂轰滥炸，
及至第75分钟，中后卫巴斯蒂安斯利用
前场任意球将比分扳平。所有人都知道，
泰达已经上岸了！

16轮联赛仅赢一场就完成保级大
业，而且是提前上岸，这事儿看上去确
实足够“魔幻”，相比之下，那么多在第
一阶段有不错表现的球队至今仍在忐
忑之中，也确实有些不公平。但赛制其
实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能出现神奇逆
转，更重要的还是有赖于天津泰达的及
时纠偏，以及教练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
全体球员的团结和努力。

一个“黑八”上岸了，接下来的焦点
毫无疑问会落在建业身上。一来，建业
和泰达一样在第一阶段都是“副班长”，
二来，毕竟带领泰达神奇保级的王宝山
在联赛开始前还是建业队的主帅，现在
这局面自然会有一些不言自明的思忖和
对比。相对于压力，从天津泰达身上建
业其实应该收获更多鼓励，毕竟自身也
已经及时纠偏，而且也一球优势在手。
23日，所有的河南球迷都在期待建业“步
泰达后尘”，将“黑八奇迹”进行到底。

果然有“黑八奇迹”
泰达1∶1战平深圳
明日，该看建业表现

新华社电 近日，在龙门石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周年学术交流大
会上，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发布一项重
要考古成果：通过对唐代皇家寺院香山
寺遗址的首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较高
规格、较大规模的塔基，结合文献资料，
初步推测为唐代入华印度高僧地婆诃
罗墓塔。

“龙门凡十寺，第一数香山”。香山寺
是唐代著名的“龙门十寺”之一，武则天敕
令创建。寺院遗址位于龙门东山南麓，现

存面积4万多平方米。
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龙门石窟研

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三方联合组成香山寺考古
队，于 2016年至今开展了龙门唐代香山
寺遗址的考古发掘。

据了解，此次考古发掘出唐宋时期的
建筑基址和道路，以及包括唐代的两座塔
基基址，地宫、砖铺面、散水、台基等重要
遗迹。还出土了舍利石函、石造像、大型
刻花纹石条、刻经石残块，砖瓦、瓷片、铁

钉、鎏金小铜佛像等重要遗物。
“此次考古挖掘发现了较高规格、较

大规模的塔基，结合文献资料，初步推测
为唐代入华的印度高僧地婆诃罗的墓
塔。”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

“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到
了唐代，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顶峰，
佛教及其他文化因素均有良好的对话与
互动，这次考古发掘就是很好的印证，也
进一步丰富了龙门石窟的历史文化内
涵。”史家珍说。

龙门石窟考古发现唐代塔基
初步推测为印度高僧墓塔

“退休后的前几年，我什么都没写，就
是在阅读。”李天岑说，当作家要做有心人，
他平时非常注意收集故事，听到有意思的故
事和有趣的语言，就立马用笔记下来。“现在
打印出来的材料摞起来已经有近一米高。”

尽管如此，李天岑还是觉得《三山凹》
的写作是一项极大的挑战。经过两年的
“素材输入”和深思熟虑后，2017年国庆节
他才敢动笔。“3个主人公不在一个平台上，
想把他们都刻画得鲜明生动难度很大。”

不仅是主人公，在一些配角甚至细枝末

节人物的形象刻画上，也体现了作者的巧思。
正是这群鲜活人物的人生及情感的彼此交叉
呼应，才让小说读起来有趣、好看、真实，让人
不自觉地走进一场生动的改革图景中。

作为中国作协2020年度脱贫攻坚奔
小康重要题材重点扶持作品，《三山凹》是
一部描写中国农村改革的倾情之作，一曲
走向第一个百年之巅的时代之歌，一幅斑
驳世相下与不同命运博弈的现代浮世
绘。它散发着实现小康社会的曙光，是向
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一部精品力作。

李天岑新作描摹农村改革浮世绘

《三山凹》为时代留下独特影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日前，由著名作家、河南
省作协顾问、南阳市作协名誉主席李天岑创作的50万字的
长篇小说《三山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被文坛名家吴义勤、邱华栋、施战军、何向阳、周大
新、李佩甫联袂推荐的作品有何魅力？这部从酝酿到写作历时
5年、从正式写作到出版历时3年的作品，有着怎样的创作历
程？10月19日，记者专访李天岑，畅谈创作与时代的关系、
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紧跟时代
讲述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

《三山凹》是一部以宏大视野和细腻
笔触全面深刻展示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
长篇巨著，作品以名为三山凹的小山村
为故事叙述空间，以三山凹村20世纪50
年代中期出生的 3个发小在改革大潮中
不同的命运拼搏为主线，在 40多年的时
间跨度中全景式勾勒出当代中国农村改
革历程的恢弘画卷。

李天岑介绍说，书里不仅写到了改
革开放、脱贫致富奔小康，也写到了亲
情爱情、伦理道德，还写到了中原人民
的吃苦耐劳、奋力拼搏的精神，以及乡
愁乡情，尤其适合 50后到 80后受众的
阅读。

“可以说，读了这本书，你就穿越了
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找到你自己过
去的影子和经历，看到你所熟悉的面孔，
看到你所经历的大千世界的万千气象。
而对更年轻的读者来说，将会通过故事
深切体会到父辈曾经走过的人生，透过
纸背看到社会万象。”文学博士、郑州大
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刘宏志评论说，
“《三山凹》以作家的敏感及丰富的生
活阅历为基础，全方位呈现出了在改
革开放奔小康过程中，中国基层社会
尤其是农村一步步的变革与进步，以
文学的方式，给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
了独特的艺术形象。”

李天岑认为，“有趣”“有故事”是小说
好看的前提。虽然《三山凹》描写的是中
国农村改革和脱贫致富的宏大主题，但是
他并未直奔主题从宏观上对其大书特书，
而是别出心裁地选择从个体人物命运入
手，将3个发小的人生巧妙地嵌入这段时
代变革的背景中，以人物串联大时代，以
人物见证大时代。

从1979年在《奔流》发表处女作短篇
小说《多余的介绍》后，李天岑陆续发表短
篇、中篇、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近 400万
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找不回的感
觉》，长篇小说《人精》《人道》《人伦》《平安

夜的玫瑰花》等。他也在由一名农村青
年、基层干部、机关干部直到走上重要领
导岗位的过程中，磨砺出观察人研究人的
独特本领，这成为他创作的源头活水，他
的“人”字系列“三部曲”受到评论界的广
泛关注，被誉为“当代现实主义的新世情
小说，独树一帜的‘劝诫’文学。”

正如事物的正反面，也有人认为劝诫
会过多地灌输作者的思想。面对这样的评
论，李天岑十分坦然，他说，传递正能量、
让读者从作品中汲取到精神营养是作家应
尽的本分，要脚踏实地，以人民为中心去创
作，写人们爱看的作品。

好看有趣 以个体的命运铺展开宏大的历史叙事

浓缩生活 以山村的变迁映照改革开放的最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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