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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周路聊天时记者得知，周路

的陕北情缘缘于他的父亲———周芜。

周芜是一位老木刻家，延安鲁艺

的学生，用著名作家鲁彦周的话说：

周芜是一位极其忠诚古朴的人，他对

在延安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极其留恋，

对陕北那块土地深深地眷恋。周路

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他家的时

候，他看见被抛撒得满地的红纸，捡

起来一看，原来是父亲珍藏多年的陕

北剪纸，这些美丽的剪纸，在文化艺

术极其匮乏的“文革”时期，对于周路

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因

而这些剪纸也在周路的幼小的心灵

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加上父亲对延

安，对陕北有怀恋，使周路一直有个

梦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到延安去看

看，一定要到陕北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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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路第一次怀着兴奋和

好奇的心情踏上了陕北的这块黄土

地，谁知却从此一发不可收。

此后周路年年都自费来这里，有

时一年还来两次，最后为了系统地发

掘 、收 集 、研 究 、整 理 陕 北 的 民 间 艺

术，他还主动请缨来到贫困的延川县

文化局挂职两年。

是什么深深地吸引着周路%&年

来年年义无反顾地来此，周路说，这

儿是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的发祥

地，这儿曾经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和

炎黄子民。疲惫的黄土地，纵横的沟

壑，孤影形单矗立山梁的“消息树”：

处处都在向人们诉说它的自身的经

历。更重要的是固守在这片黄土地上

的人们，仍旧这样的纯真憨厚默默无

闻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披星戴月，

劳作生息，循往人生，五千年来他们

始终保持着这种本色。

正是这块五千年黄土地，正是这

里勤劳善良的人们，给了周路创作的

灵感，他把对黄土地和人民的深深的

爱全部融会于艺术创作中，鲁彦周是

这样评论周路的版画作品的：接触了

他的木刻我深深地为之感动，他把自

己对于古老的历史，古老的荒原的理

解和还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穷困

人民的敬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仿

佛这就是命运，是历史的沉淀，是大

自然的严酷。

正是这块黄土地上，给周路的艺

术创作带来了不菲的成绩，这期间他

还涉足摄影和文学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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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神奇的黄土地不仅给 周 路

创作带来了灵感，更重要的是这片神

奇的土地使周路领悟了人生的真谛：

我从黄土地来，还要回归黄土地上

去，在一望无垠的绵绵山峦中飞舞着

的无数个尘埃中的一粒可能就是我，

因此我在充作人间过客时，切不可为

功名利禄、烦恼忧虑所困惑，更不可

有贪婪、虚伪、懦弱的一面出现，直面

人生，愉快地来，无悔地去⋯⋯

应该说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一

种思想的升华！

也许正是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

这种灵魂深处的净化，使周路从艺术

的追求同时转向对严肃的社会问题

的思考，转向关心陕北贫困山区的女

娃，开始关注这些女娃们的命运！

周路在《陕北女娃》这本书的后记

中写道：,-./012
34567809:;<
=>?@AB CDEF
GHI3JKLM NN
OOEMPPQQMRS
S@T31M UVW@
XYZ[1\]M ^_
‘a1bcdefgB
higjEkl0 hi
gjE:mmnoMp
a1q<rs-t;M
quvw.xyz{|
rsM 1q}~;@�
�r�noE����

��T=r��

�M1b�����EK�B1EK�
�S|��E}��sMrsEKL�
S|��E��� 1EK���"��
J�b����M rsEKL� �¡
¢|@����1EK�£¤¥¦§Mr
sEKL:¨�©wª«¦u¬��r
::M ®¯°1±4578²³´
µ¶·M ¯°1¸¹ºE»¼²½:¾
¿ÀÁÂEÃ�BÄÅÆÇ.<01�È
�É$Ê>?KL·ËEÌÍ0 �ÎÉ
ÏVjÐEÑSÒ�Ó�

UVVWX+YZ
7[\/!"]+^_

如果说，一项重要决定的做出需

要勇气和决心，那么要完成这项决定

则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跟随周

路到陕北的日日夜夜，记者耳闻目睹

并亲身体验了周路这么多年的辛苦

和付出。

周路书中的%#个女娃都住在陕北

延川县、安塞县两县中的一些十分偏

远的小村庄里，这里群山环绕，沟壑纵

横，交通十分不便，村与村之间只有一

条山羊才能行走的山间小路。

#月的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坐着不动全身都是汗，何况我们每天

都要背着沉重的行李，在火辣辣的太

阳下行走，在没有路的山崖上攀登；

黄河岸边上的绝壁悬崖上有着我们

的足迹，漫天风沙刮过的地方有我们

的身影；在万丈峡谷中，我们翻过一

座座陡峭的山峰，汗水湿透了我们的

衣衫，腌痛了我们的双眼，但是我们

却不敢擦一下，因为稍不留神，脚下

就是万丈深渊，每每一座山翻下来，

两条腿都累得直打哆嗦，我们的心因

为后怕也在打哆嗦。

回头望望我们所翻过一座 陡 峭

的山峰，再向前看看前面还是绵延无

尽的群山，我在问自己如果下一次还

让我来，我还会来吗？我肯定要犹豫！

但是周路来了，而且一来就是%&年，

年年如此，次次如此！这是怎样的一

种精神？如果不是周路对陕北人民赤

诚的爱，如果不是周路对事业的执著

追求，他何必要来吃这份苦！

延川县委副书记白世明说，这么

多年来，周路所吃过的苦，是我们当

地的很多干部根本就吃不下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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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川县，周路是个名人。当我

们到达延川县招待所时，不管是谁见

到他都热情地说一声：“回来啦！”而

不是说“你又来啦！”这里人们早已把

周路当成了陕北人！

在山间的小路上，很多老百姓不

知道周路的名字，却熟悉他的背影，

因为他总是戴着一副眼镜，背着沉重

的包包独自行走在绵延不断的山峦

之间。

每进一个村庄小孩子们跟着 后

面直叫“周路、周路”，大

人们却热情地说：“走回

家吃饭去！”每进了一个

家门总是有人热情地招

呼道：来啦，上炕坐！

周 路 在 村 子 的 汉

子 们 的 眼 里 是 个 憨 汉 。

我 们 每 到 一 个 女 娃 家 ，

这 家 的 大 人 总 是 要 拿

出 孩 子 的 照 相 本 ，本 子

里 珍 藏 女 娃 从 小 到 大

的 照 片 ，一 年 又 一 年 ，

记 录 着 孩 子 的 成 长 ，而

这 些 都 是 周 路 每 年 来

为 她 们 照 的 。所 以 村 里

的汉子们都笑周路是个憨汉！每年都

跑这么远来为孩子们照相，照完后再

跑这么远把照片送来，不要一分钱，

不图任何回报，这不是呆子、傻子又

是什么？纯粹一个憨汉！

周路在村里的婆姨们的眼 里 是

个没有婆姨的人。因为经常在过年时

候周路就来了，而此时哪个不是往家

里赶，俗话不是说吗：有钱无钱，回家

过年，如果有婆姨，他为什么不守着

热腾腾的炕，偏要到这来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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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周路多年的心血的 《陕 北 女

娃》这本书终于出版了。这本书今年

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

为百种优秀图书。

周路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

不是为了扬名，也不是为挣钱，而是

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自己的文笔，

告诉人们，在陕北还有这样一群贫困

而又十分可爱的女娃，亟待人们的关

注和关心！

应该说周路的目的初步达到了！

出这本书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深

深为周路的这种大爱的精神感动，更

为书中%#位女娃的前途所牵挂，今年

’月决定捐资!&万元，在黄河岸边伏

义河村办一所希望小学，解决这里的

孩子们没学上的问题。

但这还不够，周路还希望有一天

能将这%#位山里的女娃带出大山，带

着她们到北京去看看，到高等校府去

看看，让她们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还有书中名叫翻翻的小姑 娘 的

腿不好，他希望有人能够资助，治好

翻翻的腿，让她实现“长大了能干活”

的愿望。

他更希望书中的那些女娃，以及

陕北更多的因贫困有的已经失学，有

的正要失学的女娃们能得到人们的资

助，帮助她们完成"年义务教育。

周路说，因为现在的女娃以后就

是为人之母，她们如果没有文化，影

响的不仅仅是这一代，还有下一代的

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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