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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摄影 杨群杨群

一个不断拔节的文化地标
——写在《七步楼文集》出版之际

□ 刘长明

《七步楼文集》 的出版，是七步楼文化

平台成功运转的重要标志。

在唐山文化事件中，以一座楼的名字

命名的文集尚属新鲜之事，《七步楼文集》

当 属 楷 模 之 举 。 之 所 以 用 了 “ 楷 模 ” 二

字，一是它作为私人产业，却为一个城市

的文化建设提供平台，便有着资本畅行之

时的“桃花源”的味道；二是作为一个城

市的文化建设平台，它定位准确，起点高

实，引入了峭岩、关仁山和杨立元等在全

国 有 影 响 的 作 家 、 诗 人 、 文 艺 理 论 （评

论） 家，使一个城市文化建设具备了更丰

满的内涵与更广阔的外延；三是峭岩文学

馆、关仁山文学艺术工作室和杨立元文学

馆等的落成，已经生发了与爱好者、读者

的同频共振，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再次得以

实践性证明。

从 《七步楼文集》 文本看，该文集内

容 翔 实 ， 文 风 朴 实 ， 文 笔 扎 实 ， 情 感 真

实。是七步楼文化平台运转以来，重点是

对峭岩文学馆、关仁山文学艺术工作室和

杨立元文学馆等落成、重要活动的客观记

录，实为珍贵。

对于一个城市，历史厚重感和文化独

特性，是其魅力所在的重要加分因素，是

吸引文化旅游者探寻的必要条件。当然，

也是本土大众得以荣耀、受到旅游大众内

心 尊 敬 的 客 观 基 础 。 作 为 文 化 建 设 的 平

台，目前看，七步楼文化地标的示范性初

现。主要是：

七步楼对唐山文化建设的贡献，得到

了一致性的认可。峭岩、关仁山和杨立元

等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诗人、文艺理论

（评论） 家落户七步楼后，得到了全国文学

艺术界乃至跨行跨界的关注。中国作家网

站、中国诗歌学会、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燕赵都市报》 等先后给予了报道，使唐山

这座凤凰涅槃的英雄城市呈现出了前所未

有的文学艺术景象，《唐山劳动日报》 以消

息对其进行跟踪式报道的同时，一个月的

时间内，以 《诗意和军魂在唐山大地上扎

根》《致敬军魂跪拜祖国的诗人》《文学艺

术交流的圣地》《给人以启迪的价值取向》

为题，对峭岩文学馆进行了连续集中的巡

礼推介。在这一过程中，七步楼在文化建

设中的定位基本定型，七步楼在文化建设

中 实 现 了 自 身 文 化 增 值 的 华 丽 转 身 。 之

后，又先后在七步楼设立了中国萧军研究

会会员创作基地，唐山市文联文艺创作基

地，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创作基地，丰南

一中文学艺术教育研习实践基地，丰南二

中文艺创作示范基地，《燕赵农村报》 燕赵

乡音丰南小记者活动中心等，七步楼地域

性的独特文化气候开始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符号，七步

楼已经“走”出唐山。中国是一个农耕大

国，对于文学艺术的崇拜有着历史基因和

传统血脉。在文学艺术于资本统治的左右

摇 摆 中 ， 诞 生 于 资 本 为 王 时 代 的 “ 七 步

楼”文化现象，对于反资本负面渗透起到

了“路标”作用。对于唐山来说，峭岩文

学馆、关仁山文学艺术工作室和杨立元文

学馆等的落成，起到了文化引领的作用，

在 人 们 欣 赏 唐 诗 宋 词 ， 欣 赏 路 遥 、 梁 晓

声、刘慈欣、张洁的同时，能够欣赏唐山

籍和唐山的本土作家诗人，这无疑起到了

文学艺术化风向标的作用，这种潜移默化

的作用滋养着人们的心灵，也是意识形态

反渗透的必争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七

步楼是全民“文化小康”路上不可或缺的

风景。唐山七步楼文化建设平台的实践效

果初现，《七步楼文集》 是记录之一。从

这一阶段的实际运转看，七步楼已经升华

为唐山文化建设的符号，更是唐山文化建

设的地标。唐山市图书馆、中国煤矿作家

协会、秦皇岛市作家画家等文化建设组织

单位与组织者先后来七步楼参展。对外地

文化旅游者来说，“唐山有个七步楼”已经

逐步形成文化概念甚至一游的目标。在文

化也是资源也是生产力的今天，无论是扩

大唐山的知名度，还是促进唐山经济建设

转型都有助推作用。

文学馆、文学艺术工作室等实创催化

着唐山文学艺术。“七步楼文化”对唐山文

化建设的现实与未来影响将是深远的，作

家、诗人、画家等文学馆、工作室落户七

步楼后，其本身的创作热情和成果有增无

减。期间，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创

作出 150 万字的 《白洋淀上》《白洋淀上前

传》，这部巨著是全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实施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被著

名作家、评论家杨立元教授誉为“四个结

合”，即“这是历史的回声与时代旋律的融

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精神的

结合，地域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契合，

红色历史的讴歌与新时代礼赞的汇合”。

著名军旅诗人峭岩先后创作发表了长

诗 《七 月 ， 七 月》《八 月 ！ 八 月 ！》 等 作

品，著名诗人、诗评家绿岛对 《八月！八

月！》 的概评是“能够将重大、恢宏的题材

通过艺术的方式，疏解、消融为温婉的、

跃动的甚至是闪光的一条一条暖流，潜入

到那些渐已荒芜的记忆的沙漠。而诗意所

到 之 处 ， 又 让 历 史 坚 硬 的 化 石 慢 慢 地 松

动、瓦解，现身出勃勃生机的生命与情感

的火花。这就是 《八月！八月！》 长诗作品

对于当代中国诗坛最大的也是最独特的贡

献”。著名诗人、诗评家刘辉提出了长诗

《八月！八月！》 创作上的突破，一是以很

少事例提示，意象性地表述与创立一种精

神层面上的标新立异式的神性诉求；二是

哲学式的抒写，着力打磨陌生诗境；三是

以第一人称出列，彰显诗意温度的浓烈 ；

四是对文化传统诗意习惯的自我否定，有

意识地勤勉地进行着创作思考。

著名作家、评论家杨立元创作出版了

小说集 《小镇传奇》《小镇轶事》 等深受读

者喜爱的作品。与之相呼应的是，唐山师

范学院建立的“唐山作家文学馆”已经初

见规模，采薇、赵声仁、燕滦、陈寿才等

一 批 作 者 也 先 后 出 版 了 个 人 的 文 学 作 品

集，呈现了唐山文学创作的群体性与后发

优势。“岭上”文旅项目实施顺利。

七 步 楼 在 文 化 建 设 方 面 的 探 索 实 践 ，

为唐山文化旅游打开了新的视野。唐山路

南区域曾经的塌陷区和垃圾掩埋场，在环

保理念的催化与行为的蜕变中诞生了南湖

5A 级景区，今年正月十五的龙灯又让 5A 级

的唐山南湖景区成为全国景区冬天里的热

榜。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成功

案例。文学与艺术是大众精神生活的必需

品，承载着文化的力量，承载着意识形态

的精华。文学与艺术的良性发展与循环，

必定会成为唐山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新

的助力元素。文化资源的归位和文化产业

的繁荣发展是拉动旅游产业发展的清洁而

重要的引擎，于心于行是文而化之的恒久

力 量 。 七 步 楼 在 文 化 建 设 方 面 的 探 索 实

践，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融合了文

学与文化的对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价值。

《七步楼文集》 中的“简讯”“领导致

辞”“文学作品”等，只是记录了七步楼文

化平台运转过程中的一部分。当然，作为

文化平台，它尚处在成长和发展的初级阶

段，需要文化建设组织、社会大众文学艺

术爱好者、平台维护与使用者等的共同建

设与呵护。这种态势业已形成。

七 步 楼 ， 在 阳 光 雨 露 中 成 长 ，

拔 节 ……

中国梦，

劳动美

新时代，

新征程

持续放大的时代强音

向世界庄严宣布

作为中国公民

为祖国而生

拥抱神州大地

走向盛世繁华

劳动光荣，

创意未来

丰饶五彩缤纷的生活

中国劳动者高昂自信

迎着东升的旭日

行走在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开放、精准奔向工作的时空

修正、完善心中的梦想

每个背影都是不朽的丰碑

在平原播种谷子

生长一片金黄的波浪

演绎书画家写生的基地

网红打卡休闲的地方

在荒山野岭植树

培育趣味采摘园

造就青山绿水

和农旅融合的气息

在城市的背街小巷

清扫岁月留下的尘埃

为生活开拓清洁的空间

这一切诠释辩证法的逻辑

劳动着，

在有限的时光

创造未来无限的中国梦

沿着沧桑岁月的美学范畴

凝视“五一”劳动者的节日

祖国创办大型专题文艺晚会

在宽广无边的时代舞台

向伟大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仰视

在《资本论》的基石上研修

劳动者具体抽象多元的群落

工匠、科学家、农民、教师

在广袤的工地

在温暖的北极

在辽阔的海洋

在严谨的实验室

在希望的田野

在明媚的教室

智慧与汗水浇筑坚实的夙愿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建构时代主流新篇章

中国梦，

劳动美过 去 ， 民 间 把 煤 矿 所 在 地 称 作 “ 窑

坡”。到矿上去，叫“去窑上”。因之，也

就 把 在 矿 上 下 井 做 工 的 人 ， 称 为 “ 做 窑

的”。长此以往，这些做窑的人，说一些做

窑 的 话 ， 讲 一 些 做 窑 的 术 语 ， 就 称 其 为

“窑嗑儿”。

“窑嗑儿”，一般人不会懂。即使像我

这样下过几年井，做过几年窑的人，也只

知道个皮毛。因为煤矿井下有好多单位，

好多工种。而各个单位的工作流程、生产

要 素 各 不 相 同 。 因 此 ， 在 生 产 工 作 过 程

中，所说的话，所使用的术语，也不尽相

同 。 比 如 采 煤 区 和 掘 进 区 ， 以 前 都 称 为

“黑掌”，开拓区则称为“白掌”。在“黑

掌”和“白掌”工作的人，所说的话和使

用 的 术 语——“ 窑 嗑 儿 ”， 就 没 啥 相 同 的

地方。比如“牛鼻子碹”，用来形容开拓

区高难度的大巷砌碹。而这个术语，只有

开拓区的人懂。

一般来讲，“窑嗑儿”，特别是术语性

的“窑嗑儿”，指向性非常强。我刚当“老

板子”，拿镐分窑后，师傅和班长都指点

我，要求我这，要求我那。多少年过去，

有两句“窑嗑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句

是“不要猫”，一句是“不要晒 （发晒这个

音，但确实找不到这个意思的字） ”。开

始，我真弄不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等到

我把摩擦支柱一棵一棵打好后，满以为第

一次独立干活儿，就顺利完成任务，有点

儿小自得时，班长过来检查。他上下瞄了

瞄，就指着其中两棵柱子：“这棵猫了，那

棵晒了。”我一听有点傻眼，一时愣在那

儿。班长见状，耐心地告我“这棵柱子太

靠里，那棵柱子又靠外。靠里就是猫了，

靠外就是晒了。”听完班长的解释，我才恍

然大悟。赶紧把那两棵有毛病的柱子改了

过来。

等到机关时，因工作性质，需要了解

干部的德能勤绩。所以，经常跑基层。时

间 长 了 ， 对 基 层 单 位 ， 尤 其 是 井 下 的 单

位 ， 他 们 所 经 常 使 用 的 语 言 ——“ 窑 嗑

儿”，有了较多较深入的了解。比如“电缆

放炮”，就是机电科系统对井下高低压电

缆，因绝缘出现严重破坏，产生跳闸事故

的说法——“窑嗑儿”。而知道这句“窑嗑

儿 ” 的 起 因 ， 是 我 到 机 电 科 考 察 一 位 副

科长。人家介绍这位副科长靠经验就可以

判断煤矿井下上万米甚至更长的电缆，发

生“电缆放炮”时的地点在几道巷，什么

部位，然后迅疾地处理好。由此，我对这

位副科长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然，

“电缆放炮”，这句“窑嗑儿”，也就牢牢记

住了。

前几天，我的一位微友写了一首名为

“栅 （shan，不是 zha） 向”的诗歌。诗歌韵

味悠长，情景生动，对井下生活的描写真

实有趣。如果不是出身于煤矿，对井下生

活有深切体验的人，根本写不出这样的诗

歌来。同样，你没有下过井，或对井下一

知半解，你也就不会对这样的诗歌产生共

鸣的。然而，微友群有好些做过窑的人。

其中有几位对这首诗的标题“栅向”，产生

了疑问。说是“栅向”的“栅”字，用错

了。应当是“山向”。为什么呢？他们解

释，“山向”一词，来源于煤矿长壁采煤工

作面的走向。因为采煤工作面都有坡度，

没有坡度的采煤工作面基本不存在。在采

煤工作面支撑顶板钢梁的摩擦支柱，必须

顺 应 坡 度 ， 斜 着 迎 坡 ， 才 有 劲 有 力 量 。

“ 迎 坡 ” 的 坡 字 太 文 气 ， 老 板 子 就 叫 它

“ 迎 山 ”。 具 体 讲 就 是 “ 迎 着 山 的 走 向 走

势”。“山向”就是这么来的。逐渐演绎，

就成了一种角度、斜度的代名词。“找找山

向”，就是“找找角度斜度”。谁成想，就

这么一词，有这么多的讲究呢。所以“栅

向”是误用了，“山向”是对的。在行家的

互相印证下，诗歌作者对自己诗歌的标题

作了修正。

“窑嗑儿”，产生于煤矿井下，其中也

难免有一些俗言俚语，不雅之词。但总体

上是健康有益的，是一种特有的煤矿文化

现 象 。 即 使 单 从 语 句 考 虑 ， 其 鲜 活 的 语

汇，也为丰富民族语言，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尤其，“窑嗑儿”是无数煤矿员工的集

体智慧，历经时代的洗礼和年深岁久的积

淀，其内涵深邃，具备长久的生命力。深

入挖掘整理，极具价值，也一定会绽放出

耀眼多彩的光芒。

窑 嗑 儿
□ 彭福臣

劳 动 美
王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