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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仁才的长篇小说 《耐烦》（河
南文艺出版社） 讲述了一个让人回味
无穷的乡土故事，一个热爱土地、顽
强拼搏与真情守护的故事，一个情义
地老天荒的故事。这本书以女主人公
杨祯秀一家近半个世纪的坎坷命运为
表现对象。祯秀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农
村劳动妇女的代表，她隐忍、坚强、
能干，经历着与乡亲们同样的悲欢。
全家从四川开县杨家坝到陕西一个叫
皮家沟的村庄定居后，祯秀父母双
亡，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她身上。她
的坚韧勤劳、勇于担当、真情大爱，

是作品中最感人的部分。为了家族的
嘱托，为了弟弟、儿子，祯秀艰辛劳
碌，扶助他人，无怨无悔。面对困难
时，祯秀常说的话是“只要活着，就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这是她生命韧
性的体现，也是一代人面对苦难时的
坚强态度。她的无私、善良，闪耀着
人性的力量、母爱的光辉，照亮了整
部小说，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跟随作
者细致入微的笔触，我们难免掩卷沉
思：我们社会的进步发展，离不开祯秀
这样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耐烦》 在写作方面的特色引人
注目，一是个性风格浓郁，富于乡土
气、民间情。信天游的巧妙运用，更
凸显了作品的西北乡土风格。二是叙
事结构巧妙，以祯秀和弟弟祯虎的命
运为主线，交叉叙述，因果相扣，情
节推进顺利，人称转换自如，不同段
落分别以祯秀、父亲和祯虎等多人视
角灵活展开叙事，丰富了小说内容。

《耐烦》以文学的形式为乡土大地
上顽强不息的乡民写心立传，为时代
发展留下记录，揭示了在物质匮乏的
年代，面对苦难与考验，中国农民如何
打破局限、如何维系家族荣誉、如何为
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可以
看到作者对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洞察。

6 年前的 4 月 1 日，一则重大消
息正式对外公布——“日前，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
河北雄安新区。”消息如平地一声春
雷，举世瞩目。

6年来，从“一张白纸”到“塔
吊林立”，从“规划先行”到“雏形
初显”，从“规划建设阶段”到“承
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开
发建设同步推进的阶段”，雄安正在
广袤的冀中平原拔节生长。伴随雄
安新区一步步由蓝图变为现实，一
幅以新区历史文化、规划建设、未
来发展为表现对象的雄安文学画卷
也徐徐展开。

呈现独特风貌
传承历史文脉

雄 安 新 区 拥 有 灿 烂 的 历 史 文
化、丰厚的革命文化和独特的民间
文化，这为河北作家提供了取之不
尽的创作素材。新区设立以来，雄
安三县的广大基层创作者与文学爱
好者自发投身新区主题创作中。他
们中，既有野桥中学的教师，也有
安国二中的学生；既有东海钢铁集
团的技工，也有刘李庄村卫生所的
医生；既有容城县文明办的公务
员，也有雄安新区的建设者……大
家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笔墨、朴
实的文字，创作出大批反映雄安地
区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文学作
品。邓素兰的 《易水南阳的人文历
史》生动讲述“容城三贤”（元初理
学家刘因、明朝谏臣杨继盛、明末
清初大儒孙奇逢） 名垂青史的英勇
事迹，彰显出燕赵大地慷慨悲歌、
重情尚义的人文精神；李卫东的

《守住白洋淀文化之根》细说白洋淀
雁翎队队员刘波伏击敌人的传奇经
历，表达了对抗战英雄的深情礼
赞；杨立庆的 《白洋淀的传说》 借
助坊间流传的几则古代人文掌故，
揭示白洋淀一脉相承的淳朴民风。
此外，陈喜明的 《拒马河水汤汤
来》、 李 建 敏 的 《故 地·故 人·故
事》、阿民的《雄安三叠》等，同样
可圈可点。据不完全统计，6 年来，
雄安基层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已达
万余篇。

自雄安新区设立之时，《河北日
报》 便开设“雄安新区历史文化探
访系列报道”专栏，河北作家、学
者积极响应，撰写了一系列聚焦雄
安历史与现实的优秀作品。关仁山
的 《仰望雄安》 以诗意的语言介绍
雄安三县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
物产资源，讴歌白洋淀人民光荣的
革命传统和不怕牺牲的民族气节；
李春雷的 《白洋淀感恩》 以抒情笔
触讲述白洋淀前世今生，字里行间
充满了对新区美好未来的憧憬；胡
学文的 《雄安寻古》 从 2000 多年前
雄州瓦桥关起笔，以遗址访古为线
索，钩沉那些被黄土湮没的百姓故
事、英雄传说。孟德明的 《重镇雄
关》、梁勇的 《容城三贤》、齐易的

《冀中古乐》、王德彰的 《边关名将
——杨家将与雄县古地道》、段宏振
的 《古淀春秋——白洋淀地区历史
文脉探析》、刘正其的 《淀上神兵
——白洋淀雁翎队传奇》、桫椤的

《水淀文华——诗情文韵中的白洋
淀》、贾为的《用文字留住记忆里的
乡愁》 等，也以优美的文风、丰富
的学理、遒劲的笔触，系统梳理了
雄安地区的历史文脉，呈现出白洋淀

畔的文化传承，充分展示了雄安新区
独特的地域风貌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深入建设现场
彰显时代精神

在雄安新区火热建设中，河北
作家关仁山主动请缨，深入生产生
活一线，收集材料、展开创作。经
过多年全情投入与精心打磨，关仁
山三卷本百万余言的长篇新作 《白
洋淀上》（作家出版社） 不久前问
世。小说以雄安新区设立和乡村振
兴为时代背景，通过白洋淀打鱼人
王永泰和他几个儿子的命运起伏，
全景展示了新时代华北地区社会生
活发生的巨大变革，艺术再现了社
会转型期普通人创造新生活的坚定
意志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求索与实
践，不啻为一部反映“新时代山乡
巨变”的鸿篇巨制。评论家孟繁华
将其称为“自孙犁的 《荷花淀》 之
后，最具白洋淀水乡气息和风采的
文学作品”。

河北作家李春雷则到容城县北
河照村驻点，长期深入雄安新区生
活与建设现场，聆听百姓心声，不
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

发表了《魅力雄安》《未来之城——
雄安新区见闻》 和 《中国的明眸
——写给雄安新区》 等一系列报告
文学作品，还与黄军峰、张梅英、
史克己合著了《魅力雄安丛书》（河
北大学出版社），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多维度、立体化介绍新区历史
地理和文脉渊源。其中，《美哉雄
安》 重在呈现雄安三县诗书继世的
人文风貌与秀美的山水风光；《壮哉
雄安》 意在讲述雄安这片热土上发
生过的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革命
故事；《善哉雄安》旨在展示雄安古
今善行义举和白洋淀上勤劳淳朴的
尚善民风。用李春雷的话讲，就是

“用手中的笔为伟大的雄安精神画
像、立传、明德”。

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
大事，吸引了全国各地知名作家的
关注，他们纷纷拿起手中之笔，投
身雄安书写。徐剑的 《去雄安吧，
那块土地属于年轻人》、张子影的

《另一种战场》、纪红建的 《平凡与
奇 迹》、 李 玉 梅 的 《春 染 千 年 秀
林》、 徐 锦 庚 的 《拔 节 生 长 的 雄
安》、陈启文的 《白洋淀的春天》、
霍俊明的《雄安记》、刘向东的《白
洋淀纪事》、王久辛的《巨荷上的白
洋淀》、沈俊峰的 《雄安春早》、张
映勤的 《白洋淀，青苇绿水哺雄
安》等，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展望未来之城
塑造文化形象

近年来，雄安新区建设热火朝
天。雄安新区容东片区、悦容公
园、“1+5+X”城市智慧能源融合站
和碳管理服务中心、启动区综合服
务中心、启动区中央绿谷、北京四
中雄安校区、白洋淀新安北堤等重
点片区和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生态建设和白洋淀治理保护成效凸
显。一座“未来之城”正以日新月
异的速度拔地而起。身处新时代，
建立起与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相匹配
的文学表达，是当代作家的责任和
使命。

雄安新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文脉悠长，伴随着新区建设，这里
更成为孕育时代新人与时代新史诗
的一片沃土。作家只有深入雄安新

区建设现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在火热的生活现场发现故事、
积累经验，笔下的人物形象才能有
血有肉、有爱恨、有梦想，写出的
文学作品才能有温度、有力量、有
情感、有筋骨。目前，以雄安新区
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已蔚为大观，下
一步是解决好从“有没有”到“好
不好”的问题，创作出思想性与艺
术性兼备、经得起人民与历史检验
的作品，实现雄安文学高质量发
展。这方面，广大作家要牢固树立
精品意识，努力实现思想深度与艺
术广度、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有
机结合。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举凡
知名的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人文
底蕴和精神气质。例如，我们提到
巴黎，会想到“浪漫”；提到罗马，
会想到“古典”；提到北京，会想到

“ 庄 严 ”； 提 到 上 海 ， 会 想 到
“开放”……那么，对于雄安新区而
言，它的文化关键词是什么？这无
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重要
命题。挖掘和建构一座城市的文化
内核，作家需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

“城市”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
系。一方面，城市作为文学发生的
空间场域，其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
灵感来源；另一方面，文学作为城
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潜移默化地
引导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展示并
塑造着城市的文化形象。当前，雄
安新区正处于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它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
和厚重的文化积淀，“未来之城”也
孕育着城市文化的新气质、新内
涵。作家只有将历史和文化要素有
机融入现代城市的文学想象，并通
过“城中之人”去挖掘“城市之
心”，才能更加立体、生动、准确地
捕捉到这座“未来之城”的精神气
质和文化品格。

忆往昔，这里是赓续燕赵文脉
的古淀水乡；抬望眼，这里是见证
峥嵘岁月的革命老区；看今朝，这
里是肩负历史使命的“未来之城”。
我们翘首以盼，在这里诞生更多具
有鲜明雄安特点、雄安风格、雄安
气派的文学作品。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研究员、河
北师大文学院博士）

继 《敦煌本纪》 后，叶舟再次
推出新作《凉州十八拍》（浙江文艺
出版社）。这部小说篇幅长达百万
字，分上中下三卷，故事时间跨越
半个世纪，出场人物上百个，是一
部十足的大部头作品。小说故事线
索纷繁复杂，花开数朵、各表一
枝，融革命历史、地方文化、经济
贸易、国际交流、民族精神于一
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凉
州十八拍》 写边地，并为边地正
名，鸠摩罗什、铜奔马等边地文化
符号与独具边地特色的山川、河
流、沙漠、绿洲、荒原狼等相得益
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

《凉州十八拍》 以 20 世纪上半
叶的河西首郡凉州为原点，书写了
一批有大义担当的凉州子弟，传达
出浓浓的赤子之情。小说的故事主
线有两条：第一条线索以顾山农为
中心，他表面上经营一家保价局，
跟河西走廊沿线上的驼队、马帮与
商团打交道，事实上守护着西北腹
地自汉代以来最大的秘密——河西
信物“铜奔马”，并受妻子嘱托养育
妻弟徐惊白长大成人。第二条线索
以徐惊白为中心，他从权家的一个
遗孤、一个胆小懦弱又贪玩的孩
童，成长为一个堪当大任的勇毅之
士，承担起守护凉州的重任。小说
被称为“现代版《赵氏孤儿》”，故
事绕不开“孤儿”这个词，《赵氏孤
儿》 的唱词在书中反复出现，成为
推动情节、塑造人物、强化主题的
重要工具。顾山农少时学戏就是学

《赵氏孤儿》，并不时哼唱戏文，在
漫长的人生岁月中，顾山农也如同

《赵氏孤儿》 中的程婴，排除万难，
只为将徐惊白抚养成才，并守住凉
州“铜奔马”的秘密。除了这两个
中心人物，数以百计的人物也被巧
妙融入小说中，构成一幅庞大的凉
州版“清明上河图”。

《凉州十八拍》是一部以题材制
胜的作品。它首先是一部历史之
作，作品回溯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
史，天灾、人祸、变革，纷至沓
来，众多历史事件在小说中一一复
活。比如小说第三节，守孝三年的
顾山农登场，一座百姓们捐建的建
筑承平堡也同时出场，人与建筑共
同见证着军阀混战下的动荡历史。
小说还写到革命战争中，凉州儿女
心系家国，共赴国难，为抗战贡献
出磅礴力量。

《凉州十八拍》同时也是边地题
材，小说以千里河西为背景，聚焦
河西走廊文化、历史、人物，营造
出苍凉的边塞空间。大漠、驼群、

骏马、落日、美酒、佳肴，这些独
特的物象构成了河西走廊波澜壮阔
的风情画卷。小说对地方文化进行
了集中展示，方志、传说、戏曲等
通通纳入文本，凉州孝贤、秦腔、

《赵氏孤儿》 是作品不断引用的底
本，同时还借用了 《胡笳十八拍》
来谋篇布局。

《凉州十八拍》还是为古凉州正
名的一部作品。作家试图用文字涤
荡这片土地上曾被历史烽烟侵蚀的
锈迹。叶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
一份老报纸的专栏文章里，我发现
了‘锈带’这个词。在我看来，所
谓‘锈’，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包
括人心和偏见。于是，我撒出了这
一群少年，让他们去清除这些锈
迹，不仅要把大地上的锈迹擦掉，
更重要的是擦掉人们心中的锈迹。”

《凉州十八拍》实现了这样的创作初
衷，小说对凉州的书写，有一个欲
扬先抑的过程，最终呈现出一片充
满道义与情义的土地。以主人公顾
山农为代表的凉州义勇之士，体现
出“铁肩担道义”传统精神的延
传；以徐惊白为代表的一代勇毅少
年，也表现出一种沉着无畏的姿
态。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河西
走廊人民的精神风貌，更凸显了中
华民族宝贵的人文传统。

《凉州十八拍》是一部关于中华
民族精神的图腾之书，是关乎道与
义的书写。乱世浮沉中，作者笔下
的人物坚持着道义，守护着人心。
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孤儿”有一定
象征意味，它既有特指的对象，同
时也代指动荡时代的百姓，“孤儿”
照顾“孤儿”在小说中体现为一种
代代相传的美德。顾山农保护徐惊
白，徐惊白长大后又去保护红军遗
孤。凉州的忠义之士也参与了这场

“救孤”，他们用自己的善良和勇敢
守卫着河西大地的希望。这种精神
在一代代国人的实际行动中践行与
累积。小说开篇 6 位郡老为治理草
患身先士卒，甚至甘愿用自己的肉
体祭奠土地，已经充分奠定了作品
关乎道义、担当、责任这些基本人
生信条的基调。

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叶舟，
对河西走廊这片土地始终怀有深切
的情感。《敦煌本纪》 为敦煌立传，

《凉州十八拍》为古凉州谱写新的诗
篇。后者枝蔓蜿蜒、百转千回，如
此大部头的作品，作家在形式上也
颇费周章。比如将当地“讲古今”
这种民间说书形式挪进作品，通过
说书人不断将讲述拉回到同一聚焦
点上，进行总陈性讲述；在结构上
借鉴《胡笳十八拍》，以主要人物为
线，串起次要人物的珠子，构成有
机整体，最终方能“杂而不乱”。

“铜奔马”作为一个关键道具，助力
寻宝与护宝成为中心事件，有效推
动了小说的叙事走向。当然，作品
在彰显地域色彩的同时，也关注人
类的共同命运，在更深层面上书写
红尘万丈、命运无常。

总的来说，《凉州十八拍》的价
值在于以文字的形式，寻觅西北腹
地的精神密码，勠力赓续生生不息
的民族精神。

（作者系《当代文坛》杂志社
研究员）

廉涛的作品集 《心中那片
海》 是散文、人物特写、游记和
新闻通讯的合集。这些文字不媚
不俗，清新流畅，素朴却有温
度，能让人在人间烟火中发现乐
趣与美好。前辈作家叶圣陶提倡

“我心写我口”“我手写我心”，特
别强调“求诚”二字。他说：“试
想假如只知写出自己的东西而不
知求诚，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时候，臆断的表白与肤浅的感
兴因为无由检验，而将杂出于我
们笔下而不自觉知。”廉涛的写作
能以“求诚”为宗旨，殊为难得。

《心中那片海》有身为“老陕
人”的心雄万夫，书中多篇写到
由西安西关机场到咸阳国际机场
的跨时代飞跃以及榆林之变、周
至之美，可视为作者的家国之
情。作者以新闻工作者之职为机
场普通劳动者立传，其中有兢兢
业业的机场班车队长老褚，劳
模、机场宾馆经理杨秀阁，也有
那位把机场卫生间打扫得比自家
还干净的保洁工大姐。这是作者
向时代的劳动者致敬。

家国情之外是乡情亲情。书
中记下与陕西籍文化人陈忠实、
路遥、贾平凹、周明、孟西安等
人的亦师亦友之情。而全书最能
打动我的是“老陕人”身上传承
不息的中华传统美德。作者回忆
他考上县重点中学那天，父亲骑

自行车送自己去学校，自行车上
还驮了 100 多斤粮食，父亲一口
气骑了30多公里路。作者刚参加
财务工作，账上短了 300 元钱，
父亲二话没说，凑了钱让他赶紧
还上。劳碌一生的母亲晚年患脑
梗，常常半夜大喊大叫，作者就
一直抱着母亲直到她安睡。作者
给儿子的几封信则是满满的舐犊
情深。可以说，“求诚”写作观指
引下的真情、至情，是 《心中那
片海》这本书的突出价值。

本报电（文一） 由中国散文学
会、云南省作家协会等共同举办的
大理散文作家群文学研讨会日前在
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对纳张元、
杨泽文、李智红等12位大理散文作
家的作品进行了面对面评点。

近年来，大理文学创作空前繁
荣，尤以散文最为突出。从12位代
表作家的年龄看，既有 60 后、70
后，也有80后，形成较完整的年龄
梯队；从民族构成看，这些作家有
汉族、白族、彝族、傈僳族、回族
等，作品各具民族风貌。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大理12位
作家的12部散文集，充盈着苍山洱
海的秀气灵韵，字里行间涌动着作
家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大理山光水
色、人间烟火的深情。杨泽文在读
山读水读书中，时常从生态角度回
望乡野，不乏深邃思索；李达伟关
注旧城发展中建筑、文化等方面的

变化，同时积极探索丰富多元的散
文语言；北雁用脚步丈量洱海，熔
叙事、抒情、议论、评史、寻古、
记今为一炉，让洱海村落带上行走
者的思想体温；忆苏围绕巍山古
城，在四季更替中抒写自然、草
木、天时、大地，在绵长时光里留
下思想者的感知；疏雨从巍山戏曲
舞台出发，抒写台上台下、戏里戏
外百味人生；吉海珍把“出生地”
无限扩大，用诗性语言展现血脉里
流淌的情感；李维丽则将小城与生
活融合，在清淡气息中带给人温
暖、感动。

据了解，大理散文作家群注重
锻造精品，涌现出一系列优秀作家作
品，纳张元的《彝山纪事》获第八届湄
公河文学奖，李达伟的《大河》获第十
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研讨会上，中国散文学会还举行
了大理州“中国散文之乡”授牌仪式。

寻觅西北腹地的精神密码
—评《凉州十八拍》

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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