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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禹

湘西的老乡们如今过得怎么

样？翻开卢一萍的《扶贫志》，我们

会找到答案。在这部三十余万字的

报告文学作品中，作家用“志”的特

殊文体，从十八洞村辐射开来，用

详实的细节和感人的笔触忠实记

录下湘西大地脱贫攻坚的伟大壮

举与可歌可泣的史诗性变革。

2013 年 11 月 3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十 八 洞 村 与 老 百 姓 座 谈

时，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等系列重要

指示，十八洞村也因此成为“精准

扶贫”的首倡地而受到世界瞩目。

《扶贫志》正是以此为开端。

《前引》中首先讲述了排碧乡

十八洞村梨子寨乡亲们曾经的生

活境况，揭示了梨子寨、十八洞村

人乃至湘西大地无数相似的人们

长久以来的宿命。

随 着 一 批 探 路 者 、先 行 者 的

进入，精准扶贫在这里如火如荼

地展开。第一篇中《首倡地的探索

者们》和《先遣队》两章，讲述了昔

日贫困村如何蝶变成经得住考验

的精准扶贫标杆。思想扶贫，土地

经营权抵押，群众制定贫困户识

别标准，“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

跟着能人走；穷人能人跟着产业

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等

成功经验和思路创新，让精准扶

贫故事的讲述从经验层面上升到

理论和思想层面。

随后几章中，作者将村干部、

扶贫工作者、村民、新乡贤几类人

分门别类加以叙述，将第三人称

客观叙事与第一人称主观讲述编

织 在 一 起 ，既 有 口 述 史 ，也 有 旁

白。如此设计，可以看出这部作品

所 具 有 的 鲜 明 文 体 色 彩 —— 对

“志”文体的借鉴与创新。

何 为“ 志 ”？《中 国 文 体 学 辞

典》的解释是：“以某个专题为范

围，系统地记叙和说明其历史和

现状的一种文体……”“志”，真实

性是第一位的，这同时也是报告

文学生命所在。《扶贫志》不是单

纯从现实经验中提炼创作素材并

加以条理化，它需要同时确保细

节真实与整体真实，事实真实与

情感真实。

在 细 节 真 实 方 面 ，作 者 先 后

深入 40 多个村寨，寻访 90 多人，积

累了 5700 分钟采访录音和 200 多

万字的笔记素材，这些海量的一手

资料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创作的细

节真实。卢一萍从中选取了 20多个

亲历者的故事，大量篇幅以受访者

口述史的形式呈现，保留了方言土

语和人物的微妙心理感受。

在确保作品整体真实上，颇见

作者的匠心。《扶贫志》既有习近平

总书记对精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

计，也有首倡地生动实践积累的宝

贵经验，尤其是在人物选择上，围

绕精准扶贫这一核心，形形色色的

人物轮番登场，相互补充。在他们

共同努力下，村民们的物质生活和

精神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 着 精 准 扶 贫 的 深 入 开 展 ，

麻兴刚、石泽林、王少甫等“新乡

贤”的加入更让乡村充满了活力

与希望。借由这样的人物设置，作

者从共时性角度确保了“扶贫志”

书写的全面性，让扶贫有了立体

感、层次感、系统性。在历史性上，

《扶贫志》写出了扶贫工作和脱贫

行动的历史和现状，甚至未来。

在 写 作 中 ，卢 一 萍 没 有 片 面

追求故事的趣味性、可读性，而是

注 重 事 实 的 逻 辑 联 系 和 因 果 关

系 ，力 求 最 大 程 度 的 事 实 真 实 。

《扶贫志》中，举凡政策、编制、规

划、数据等信息，都严谨准确，具

有较强的社会科学色彩。

卢一萍在创作《扶贫志》时也

唤起了自己的感情。在《后记》中，

他有一段夫子自道：“这么多年之

后，我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还是

故 乡 。”当 兵 让 他 离 开 了 农 村 老

家，而在外颠簸半生后，他发现自

己内心里依然是个农民，对农村、

故乡有割舍不断的情感。

《扶贫志》既有鲜明的文体特

色，也内嵌了作家对真实性、文学

性的价值追求，它通过一个个精准

扶贫个案，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汔

可小康”的憧憬如何变为现实的过

程娓娓道来，留下了一份为无数奋

斗者和乡亲们存证的时代报告。

（《扶贫志》卢一萍著 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谈文胜

《立此存照》，是我省脱贫攻坚

领域的史诗性著作之一。这本书对

于推广湖南精准脱贫的经验，特别

是对于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 有 效 衔 接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

这本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以小见大。该书通过原汁

原味呈现贫困户的脱贫档案，直观

真 实 地 反 映 了 我 党“ 为 人 民 谋 幸

福”的初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通过这本书照见了我们党

许下的“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区”

的誓言；通过这本书一个小的切入

点，折射出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

义本质要求。

二是以点见面。十八洞村只是

全国 12.8 万个脱贫村里面的一个

村。但这个村很特殊，因为这个村

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是由深度贫

困实现了人均收入过万元的一个

村，是脱贫攻坚的一个典型。一滴

水可见太阳，通过阅读该书我们可

以非常近距离地观察、更为直观地

感受到脱贫攻坚事业的伟大。

三是以事见精。书里列举了 24

个贫困户，通过农家乐、种植养殖

业、买卖山货等脱贫的实例，体现

了什么叫精准扶贫。这些实例也让

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扶贫工作，真

正做到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

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

准、因情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图书把这六个方面更全面地诠释

清楚了，直观反映了脱贫的路径，

体现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精准扶贫的思想。

一份份表格、定下的举措、取

得的成效，直接反映了扶贫干部的

责任担当；一组组数据，真实准确

地反映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成果；一

张张照片，照见历史照见现实，呈

现出了看得见的效果。

这本书也具有重大的历史价

值、档案价值、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

为什么这么讲？第一，《立此存

照》是脱贫攻坚的样本。书中的档

案深刻地再现了首倡之地践行首

倡之为的过程。2014 年初，十八洞

村贫困发生率 57.76%，到 2017 年下

降到了 1.17%，这里确实有很多值

得总结的经验做法。书中写到开设

道 德 教 堂 、抓 产 业 、抓 旅 游 、促 就

业、建设施等，这些举措，让老百姓

思想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让经

济有了活力，产业有了动力。所以

我认为《立此存照》把这些人间奇

迹，以写史的方式记录下来，定格

下来，成为历久弥新的作品。

第二，《立此存照》有讲好故事

的真正素材。故事讲得好不好，素

材 最 重 要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既 要 做

好，也要讲好。我认为《立此存照》

以写书的手法，直观的记录，白描

的笔触，展示了 24 个贫困户脱贫的

故事，让阅读者见证了这个山乡的

巨变。书里的很多事情是生动、具

体、鲜活的。比如讲解决就业的问

题，就列举了一个家门口就业的六

个具体实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第三，《立此存照》是基层工作

的真实写照。基层工作最难做。基

层工作怎么做怎么抓？一直是一个

难题。这本书实际上为基层工作者

提供了很好的路径和方法。比如说

定帮扶责任人、帮扶措施，解决了怎

么把贫困户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

的问题；书里面讲的农网改造，自

来水接通入户，还有道路和房屋的

改造等等，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是基

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此

存照》这本书为基层干部、基层扶贫

工作提供了一个好的写照和学习

的标杆。

第四，《立此存照》是乡村振兴

的真正教材。全面实行乡村振兴的

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

坚。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性胜利，

但是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征

程新奋斗的起点，怎么做好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

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本

书通过数据化、具体化的方式，把

指导思想、工作举措、保障要求融

入 其 中 ，看 似 没 有 讲 怎 么 做 怎 么

办，但是通过思考，大家都能够深

刻感受到它为我们下一步的乡村

振兴提供了很多想要的答案，很多

工作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立此存照》 中共湖南省委

宣传部、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甘建华

我 曾 经 工 作 、生 活 的 青 海 柴 达

木，是祖国十分富饶的聚宝盆，也是

被世人遗落的大美之地。海西州政协

从存史资政的角度出发，最近几年时

间整理、挖掘、打捞了一批珍贵的文

史资料，计 5 辑 30 本 420 万字。此次委

托我主编的《名家笔下的柴达木》，属

“柴达木文史丛书”中的一种。

几年前接受邀请之初，我便圈选

了一个可能入辑的篇目，并与有关人

士商榷定下如此基调：这是关于柴达

木盆地广泛的、多样化的书写，涉及自

然、人文、历史、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等

各个层面，体裁要求为散文、随笔、综

述、游记、日记、文艺特写等具有鲜明

文学特质的综合性文体，诗歌、小说、

报告文学及新闻报道不在其列。

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有史以来

第 一 个 描 写 柴 达 木 的 文 人 ，是 距 今

1200 多年前中唐时期的毛押牙。在被

吐蕃所俘押解离开敦煌途经柴达木

时，他写下《白云歌》及与苏干湖有关

的 3 首诗歌，可算是青海历史上第一

位流寓诗人。

沉寂千载之后，直到两位湖南人

出现，这块遥远偏僻不为世人所知的

地方，才又有了一诗一文流传后世。

1934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命青海省

政府秘书长黎丹巡视西藏，这位湘潭

才子旅次唐蕃古道，写下了十几首诗

风雄健、深沉、明快，蕴含着爱国忧民

情怀的柴达木诗歌。而 1912 年率兵离

开西藏，经柴达木无人绝域，拼死挣

扎着逃回内地的湘西陈渠珍，24 年后

的追忆之著《艽野尘梦》，至今读来仍

激荡人心，可谓百年前关于柴达木盆

地珍贵的人文地理考察报告。再就是

1954 年 9 月，随着盆地西部石油资源

的勘探，诗人李季、作家李若冰随同

康世恩同志，联袂来到油砂山下、尕

斯库勒湖畔，留下了文化名人的第一

行脚印，也留下了第一部诗集《心爱

的柴达木》、第一本散文报告文学集

《柴达木手记》。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曾在

盆地工作、生活、成长的作家、诗人，

还有大批文化名流纷至沓来采风创

作。本书因此收录了徐迟、徐光耀、南

丁、赵淮青、谢冕、朱奇、肖云儒、罗达

成、王贵如、王文泸等 84 位方家之作，

合计 40 万字左右。许多作者获得过各

种全国性正规文学大奖和省部级主

要 文 学 奖 项 。其 中 中 国 作 协 会 员 50

人，占比近三分之二。李季、陈忠实、

贾平凹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石英、王

宗仁是中国散文学会创始人、名誉会

长。另有薛宏福、尹克升两位曾任省

委书记；张丁华曾任全国总工会党组

书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郑绵平是国际著名盐湖科学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杨春贵是著名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中央党校副

校长；田源曾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顾树松、

张德国、曹随义皆为青海石油的功臣

宿将。他们关于柴达木的文章都写得

情真意切。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收录了几

位外国著名探险家、旅行家、地理学

家、自然科学家的文章，帮助我们了

解两百年来柴达木的真实生活图景。

《名家笔下的柴达木》的写作时

间 ，上 起 清 宣 宗 道 光 廿 五 年（1845

年），以法国人古伯察《跋涉柴达木的

山川》开篇，下讫留学英伦的柴达木

开发者后裔甘恬《父亲的西部之西》，

历经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跨

时达 170 余年之久！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 ，这 些 植 根 于 西 部 之 西 的 文 学 风

景，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具有深

邃的历史感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进而

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版图。

这本书从受托到编竣，编者大约

过眼了三四千篇作品，至少经过四五

十次遴选甄别。每一次淘汰同类撞车

题材，或者相似场景描摹，都要仔细

掂量，布点全面，围绕着“名家”和“名

作”反复权衡。对于未能进入本书的

作家及其作品，希望在今后编选其他

文本时有所弥补，不致湮没无闻。

（《名家笔下的柴达木》 甘建华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此文为

该书后记，有删节。）

袁姣素

欧阳常贵的

长篇小说《大黑山

传奇》，让人体味

了古典的韵致，现

代的“鲜”味。

《大 黑 山 传

奇》共 有 六 十 多

万字，分成上、下两册，记录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讲述共产党人的光辉历史，演绎一方山水的民间传

奇故事。其宏大叙事的阵容纵横捭阖，气势磅礴，以

六十年的时间与空间，跨越组合成一幅壮丽多姿的

锦绣画卷，动人而凄婉的故事让人扼腕，余味悠远。

《大黑山传奇》的叙事方式是老派的。从主人公

刘呈现与黄俪的爱情发展，到引出父辈黄旭和李孝

文、刘振华与刘振中等人物的不同命运与大黑山之

间震撼人心的故事，展现出中国人固有的传统美德

与拼搏精神。

在小说的叙事布局上，欧阳常贵是深谙其道

的。小说中的另外两条线索，即刘呈现的父辈刘振

华、刘振中两位战斗英雄的传奇故事，在文中以插

叙巧妙地贯穿其中，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伴随着

过去的战火与苦难，那些碎片化的镜像在时间的长

河中串联成一个个特定的人物符号，给人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记。

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颇有古风。少年黄旭因家

世和战乱，惨遭奸人设计的灭门之灾，迫于情势，不

得不亡命天涯。后又犯严重的肺痨 ，险些丧命 ，在

李 孝 文 的 帮 助 下 ，两 人 来 到 云 南 边 陲 的 大 黑 山 ，

结 识 了 仆 拉 人 景 氏 兄 弟 ，在 他 们 的 帮 助 下 ，黄 旭

终于从阎王关捡回来一条命，让他对大黑山的恩

情铭刻于心。他鼓励与支援女儿黄俪的恋人刘呈

现辞去公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改变大黑山的贫困面

貌的工作中去，带领大黑山的人民修公路，建房屋，

整水库……走向一条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在人物个性的摹写上，欧阳常贵善于以现实主

义的基调去刻画抒写，有在场的个体感官与经验，

有灵肉丰满的智性慧语，如行云流水，似破空之音。

譬如黄旭知恩图报，李孝文忠肝义胆，景一纯、景一

清兄弟淳朴厚道等等人物个性，在绵密的生活肌理

中展现出他们的爱恨情仇，义薄云天，以及在特定

的时代背景下，新、老一辈潜移默化的家国情怀，赤

子大爱，充分展现出中国文化的道德、礼仪、精神的

图谱和鸣，可谓力透纸背。

在《大黑山传奇》中，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的对

话并不复杂，甚至在刻画人性险恶的细节上，欧阳

常贵选择的阐释也是质朴接地的白描。这些描摹在

徐华生、丁全谱等反面人物的心理暗影中发挥得淋

漓尽致——“徐华生胖脸垮成长脸，脸颊的横肉在

颤动，两只眼里放着绿色的毒光。娘的，就真斗不过

刘振中这个老瘸子，就真的让刘振中、李孝文、刘呈

现、金板、景全林把大黑山整成花果山，就真的眼睁

睁地瞧着大黑山的宝贝变不成我徐华生的亿万财

富？”这种灵魂的扭曲在人性的刻画上真实而又清

晰，凸显出老派叙事的干练与沉稳。从路遥的《平凡

的世界》，贾平凹的《高兴》中，我们也能领略到此类

底层叙事的风景。

众所周知，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传统文

学与网络文学各执其责，给当下的文学创作带来许

多刺激眼球的挑战。而不管文学形式如何变化，终归

是万变不离其宗，传统文学的基因仍然主导着现时

代的文学潮流。从《大黑山传奇》中，可以看到传统与

新思潮的交叉与互补，其中情节推进与人物的特立

独行，都源自个体的创作经验。在语言的话语体系与

构建上，《大黑山传奇》是突破了固有的束缚，并不囿

于单一的语言与叙事。其中有仆拉人的彝语，有湘西

南的方言，这些不同的文化景观表现出不同的人文

地理与文化精神，最后消化成一个整体……

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无论是叙事方式还是话

语体系的构建，最后都是一种“文学性”的回归，而

《大黑山传奇》在此基础上又提供了一些新的开掘

方式，未尝不是宝贵的创作经验。

（《大黑山传奇》欧阳常贵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深圳与香港，隔海相望，真

情相守，血脉相连。几乎每个深

圳的原住民都有生活在对岸的

亲人，因此两座城市的居民之

间也饱含着血浓于水的骨肉亲

情。本书讲述了深圳万福村的

阿慧和陈水英两个家族三代人

跨越四十年的人生经历和命运

转折。无论离开还是回归，都是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是为了

生而为人的尊严；无论过程如

何艰辛曲折，最终都会对所有

奋斗者道一声“万福”。小说结构大开大阖，故事情节真实生动，人

物刻画丝丝入扣，是一部以小人物的命运透视大时代变迁的优秀

文学作品。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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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光的孩子》
舒辉波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长篇儿童文学《逐光的孩

子》以大学生支教志愿者苏老

师的视角，讲述了其在鄂西山

区蓝溪小学支教的经历，生动

展现了支教大学生们的心路历

程，也从中窥见了大山深处的

孩子那斑驳而炽热的童心，感

受他们向阳而生、逆风飞扬的

蓬勃力量。作品在对贫困山村

儿童生存境遇与心灵图景、乡

村教师的坚守与奉献、支教青

年的精神救赎与人生价值等系列问题的深度挖掘中，凸显出“逐光

的孩子”背后整体乡村教育的发展与进步，是一部聚焦乡村教育和

乡村孩子生存图景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力作。

《万福》
吴君 著 花城出版社

大黑山下的奏鸣曲
——读长篇小说《大黑山传奇》

读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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