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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又少了一人村庄又少了一人

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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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王献民，89岁，乐山人。现为乐山老年书画

研究院会员、中国当代艺术家协会客座教授、中

国书画摄影家协会一级书法师。获各类书画大

赛一等奖、金奖100余项，有作品入选各类选集。

常年的艰苦奋斗，让王献民养成简朴务实的习惯，但唯
独对书法和学习比较“奢侈”。1985 年，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成立，王献民是第一批学员。平常，王献民更多的消费就是
用于购买字帖和历史文献书籍。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厚积而薄发，方是一名共产党员的真正修为。“这样的指导思
想，同样也适用于书法创作。”自2009年参加全国书画界题
贺比赛以来，王献民的作品多次获奖，荣誉接踵而来。其作
品曾入编《情系夕阳——中国老年名家书画集》《红色经典
——中国共产党先锋人物》《东方艺术大师》《当代艺坛百家》
等书画集刊，同时获得“当代艺术先锋”“十佳艺术标兵”等
荣誉称号。

在子女心中，王献民一直是全家人的榜样，子女们用四“纯”
一“正”来形容父亲的一生：“第一个‘纯’是对党忠诚、专一；第二
个‘纯’是信念执着，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兢
兢业业、任劳任怨；第三个‘纯’是对待工作，一辈子信守‘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心系企业、情系职工；第四个‘纯’是情趣爱好，酷
爱书法，退休后笔耕不辍；一个‘正’字，就是凡事正做、凡言正
说、凡行正道、凡心正悟。”

为向党的“二十大”献礼，89岁高龄的王献民泼墨挥毫写下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八个大字。王献民的儿子王晓锋自豪地
说：“这既是父亲告慰自己光荣的66年党龄，更是诫勉儿孙后
辈要学思践行，不忘来时路，走好新征程。”

雨沥在春节前一周到了马边，专门
到雪鹤村查看房屋修建进展，慰问住在
棚户里的村民。临走时她问林修春节
回北京不？林修说要回。雨沥说：“回
去好好陪陪父母，空了写篇总结报告，
还有就是开春以后，马边绿色产品进
京，我们一起去单位向领导汇报请示。”

“绿色产品进北京的策划书，我已
经做好了。”林修说。

雨沥表扬了他，说和聪明人一起工
作省心。林修说了声谢谢。雨沥问有
没有女朋友？林修说：“春节回家扯
证。”雨沥说：“结婚别忘了通知我。”林
修像个少年一样露出一脸灿烂的笑。
林修买了鬼针草的蜂蜜、李玉普的红
茶、曲别拉根的核桃、惹革儿做的银丝
干笋，还有李芒的烟薰鸡和吉克乌乌的
老腊肉，今年就在惠园吃团聚餐，吃马
边的特产。金雨生看他兴致勃勃地装
东西，开玩笑说：“马边绿色产品先进你
家了。”林修用川话说：“雪鹤村特产，巴
适得板。”接他们出村的车来时，林修接
到一个电话，他的脸色变了，捂了电话，
调整了一下情绪，让车带着李克和金雨
生先走，说他还有点事。林修看着车走
了，才说：“王奶奶，我马上就来。”

林修先打了120，骑摩托几分钟就
到了王太因的家。鬼针草和几个乡亲
已经将杨德炳抬到床上，林修对杨大爷
实施心脏急救按摩。杨德炳睁开眼说：

“真想活啊，新房子……”王太因一把鼻
涕一把泪，呼叫：“杨德炳，你要陪着
我。”杨德炳眼光落在杨豆豆身上，王太
因让杨豆豆跪在父亲面前，杨德炳的眼
滚出泪来，慢慢合上了。王太因恸哭，
林修担心她一口气上不来，情急之下，
他把王太因抱在怀里，说：“王奶奶，保
重，你有杨豆豆，还有我们。”王太因哭
得更无助了。

鬼针草抬了把椅子，拉王太因坐
下，说：“婶，为了杨豆豆，你得挺住
了。”

王太因还是哭，杨豆豆看父母哭，
他也哭了。

医生来时，象征性地为杨德炳测了
血压、心跳、呼吸，宣布病人已死亡。王
太因好像已经听不见了，她木呆呆地看
着床上的人，那个叫杨德炳的走远了
吗？

林修送医生们出门，医生说：“冬
天，老人容易猝死。你们做子女的，要
注意另一个老人。”

林修点了一下头，进屋，问鬼针草
接下来的事怎么做。鬼针草说按山里
规矩，他来安排，林修只要陪着王太因，
别让她也出事就好。

林修说好，村里的乡亲陆续来了，
帮助搭了灵堂。王太因哭够了，迷迷糊
糊的，一会儿叫声杨豆豆，一会儿又叫
林书记。只要林修不在她视线内，她就
像冬天的草萎顿了。林修想这年怕是
回不去了，他给父母打了电话，说村里
急事，过年不能回家了。父亲说，啥急
事，就盼着过年才能见你，你太爷爷都
念你好几回了。林修问太爷爷还好
吧？父亲说能吃能睡。林修放了心，又
给渊歌和马格发了微信，说他过年不能
回家了，只盼着年后能有时间相见。渊
歌问他过年也呆在村里吗？林修说村
里临时有事，还说他把村里的年货快递
给她，让她给父母带去。渊歌答应了。

林修一直陪着王太因，他也不劝
她，在生离死别的当儿劝什么都轻，他
只是陪着王奶奶，看着一个人怎么与世
界作最后的道别。可能是过年吧，人们
的心情是好的，守灵的人玩起牌，甚至
渐渐有了笑声。鬼针草说，八十多岁的
人离世也算喜丧。王太因看鬼针草一

眼，说其实她早明白，这一天迟早会来，
只是杨德炳过份了，让她送他，她宁愿
是他送她。鬼针草说：“我叔有福气，你
送他，还有北京的林书记送他，这是多
大的面子。”

杨德炳是在大年初二下葬的，送行
的人不多，很多人都走亲戚去了。即便
这样林修也觉得山里人的来与去都有
仪式感。盖棺的时候，王太因又哭开
了，声音时高时低，念念叨叨：“杨德炳，
你先去那边铺好路，我随后来陪你。”

说得林修鼻子酸酸的，更加想念太
爷爷。他把王奶奶送回家，回到村委会，
有几个小孩子在外放花炮，他看着他们，
想起和马格的小时候，太爷爷带他们放
炮的情景，他编了一段话发给马格，让他
给太爷爷看。马格说他在西宁。

林修问过年跑西宁去干什么？马
格说看看能不能冻死。林修说：“死这
个字很重的。”

马格说：“我来为太爷爷还愿，去塔
尔寺给他点一盏灯。”

林修想马格陪了太爷爷那么久，太
爷爷有些秘密可能会告诉他。林修问
他什么时候回北京？马格说租了车要
穿越柴达木去敦煌。“你一个人？”林修
有些担心。

“还有锦茵。”
锦茵？林修又错愕了，渊歌不是说

他们已经分了吗？他心里疑问，但也没
问。杨大爷骤然离世，林修算是第一次
近距离地接触到死亡，活着是一天少一
天，原来只是个概念，现在怎么就有锥
心的痛似的，太爷爷、父母、姑妈姑父、
马格、从出生起就习也为常的亲人，说
不定哪天就离开了。林修给亲人们一
个个打电话，他们在年里的声音带着一
丝欢喜，驱走了因杨大爷的死亡带来的
阴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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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生育了7个孩子，我
是老大，为减轻家中负担，我
13岁就进厂做童工。”回忆过
去，王献民十分感慨。上世纪
50年代，公私合营后，党代表
入驻工厂宣讲政策，王献民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于1956年光
荣入党。之后不久，他被调往
五通桥火柴厂，成为厂里的第
一个党员。1965年，因工作表
现突出，王献民又被调到四川
省国营建南机械厂负责党建
组织工作。

“那时候没有杂念，一心想
着如何干好工作，为党增辉为
国出力。”工作中，王献民始终
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职
责，带领机械厂职工积极搞生

产，为三线建设输送所需的生
产物资。生活里，他秉承优良
传统，在他的影响下，妻子、儿
女、孙辈纷纷光荣入党，名副
其实的“党员之家”。

退休后，王献民一如既往
地通过报纸、电视关心国家大
事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汶川
大地震和抗击新冠疫情中，他
数次通过交纳特殊党费的形
式，表达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与情怀。至今，王献民还保留
着两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是
每天起床洗漱后都要将党员
徽章庄重地佩戴在胸前，直至
晚上睡觉才取下；二是坚持用
书法体写读书笔记，记录自己
的感悟心得。

人书合一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 童芳 肖林）苦苦等待
约3000年，三星堆青铜鸟脚人像终于找回“另一
半”。

16日，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宣布将8号“祭祀
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
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专家将这
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在“分离”
3000年后终于合体，专家认为这件充满想象力的
珍贵文物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

“这不是人像，应当是神像。”现场见证两件文
物“合璧”的专家无不惊叹。“合璧”而成的这件鸟
足曲身顶尊神像，头顶尊、手撑罍、脚踏鸟，身体向
后翻起，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反映了当时祭
祀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仪式、行为。五绺立发的人
像造型，与之前三星堆发现的辫发铜人像和髻发
铜人像不同，可能代表着三星堆又一种身份的人
群。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拼积木”。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跨
坑文物拼对，证实了以前的推测，对后续文物修复
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件合体成功的青铜器预示，
三星堆“祭祀坑”的许多器物有可能是“一家子”，
到底还有多少青铜器可以拼合，值得期待。

“这只是一个阶段性重要发现。我们还需要做
更多室内研究，才能复原三星堆青铜器的整个样
貌。”冉宏林说。

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分为
三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
角面具的铜人像，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
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但在坑
里没找到它的下半身。

早就推测几个“祭祀坑”器物存在拼对关系的
专家通过研究，找到了铜人像的下半身——青铜鸟
脚人像。青铜鸟脚人像已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
过，人像只有下半身，穿着云雷纹紧身短裙，两腿
健壮，小腿有“文身”，双足似鸟爪突出，又踩在两
只怪鸟上。

三星堆博物馆官网上之前对它的评价是：“鸟
脚人像大概算是怪得最出奇的一件。非常可惜的
是，如此精绝的器物偏偏缺了上半截，其本来面目
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跨越3000年
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再“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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