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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的人总说
赵一曼不仅仅是英雄
就是四川宜宾县伯阳嘴老李家的

七妹
老家的人还说
她敢作敢当就像邻家大姐
小时候也喜欢读书、顽皮、种树
川南有一种植物叫藿麻
常常被她用来对媒婆说不
后来她读了一本叫什么宣言的书
就沿着黑黑的山路
出去寻找一些文字来充饥
姐夫郑佑之曾借给她一盏马灯
后来就一直照着她走路

从老家到黑龙江珠河
这段路很陡峭
可邻家大姐走得英姿飒爽

她烧过小日本的洋货
也砍过鬼子的人头
像一只美丽的蝴蝶
穿梭在白山黑水之间
成为这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光

在珠河的丛林中，她停了下来
骄傲地一笑，刽子手至今还在颤

抖
至此，邻家大姐说话算话：
甘将热血沃中华

我老家的人总说
赵一曼不仅仅是英雄
她一直就是伯阳嘴老李家的七妹
老家的人还说
我们正在为她修建一座房子
每年都要接她回家

在日前举办的第 21 届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馆·澳
门厅的启动仪式暨“澳门文学丛
书”新书发布会吸引了众多人的目
光，这是自澳门回归以来澳门文学
和澳门作家首次在内地集体亮相。
澳门组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代表
团，吴志良、姚京明、李观鼎、穆
欣欣、吕志鹏、李宇樑、林慧娴、
袁绍珊、汤梅笑、黄坤尧、赵阳、
穆凡中等澳门著名作家参与此次活
动，全面展示澳门作家的整体形象
和实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
说，回归 15 年来，澳门文学在保持
独立地域特色的同时，呈现出绚丽
多彩的文学景象，我们对澳门文学
的创作繁荣始终保持期待。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
志良指出，近年来澳门文学发展很
快，作家的文学创作跳出了澳门人
写澳门事、抒发澳门情感的地域格
局，写出了世界视野、人类的终极关
怀，充分体现出作家们丰富的感情、
敏锐的思维和卓越的见识。这两项
文学盛事既有澳门文学走出澳门的
里程碑式意义，也是澳门文学水平
和发展成果的一次重要的对外展
示。我呼吁澳门作家要更好地挖掘
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题材，创作更
多更好的作品。

澳门文化局副局长姚京明说，
澳门有中西交融的历史和文明，历
史的风云际会给澳门作家提供了写
作资源，澳门文学具有多元性、开放
性、包容性。

澳门作家李观鼎说，在物欲喧
嚣、精神贬值的当下，笔成了我们这
一群澳门人最大的念想。澳门作家
用笔在大时代的边缘拓荒，捡拾起
让城市遗忘的东西。

作家出版社于2012年启动“澳
门文学丛书”出版项目。该项目包括
散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等不同
类型作品近 40 种，并分批出版。近
期已推出22种，每种由一位澳门作
家撰写，字数约 25 万字。参与撰写
的作者既有澳门具丰富写作经验的
前辈作家，亦有朝气十足的文坛新
秀，全面网罗澳门文学界的创作人
才，展现不同的写作风格，通过细腻
的笔触书写出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
澳门。

澳门的文学发展历经数十年的

起伏，现已进入蓬勃期。系统整理优
秀的文学作品并推出“澳门文学丛
书”，一方面是向澳门回归祖国十五
周年献一份厚礼；另一方面，忠实反
映澳门文学的全貌，向澳门和内地
读者展示澳门文学的特色和成就。

正如《澳门日报》原总编辑、澳
门资深老报人李鹏翥先生所说：“澳
门文学根须是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
学树干伸延出来的。”澳门文学作
为中国文学母体主干的一个分枝，
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澳
门曾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前沿阵
地，葡萄牙殖民者在那里统治了
400年，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澳门
是一座赌城，其实，澳门不是文化
沙漠，那里有文化，有文学——文
学可追溯到明万历十八年即 1590
年，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香山逢
贾胡》。现代的澳门文学，应始于

“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文学青年创办的油印刊
物 《红豆》 使澳门文学开始生根。
真正蓬勃发展，则是移民潮大规模
掀起的上世纪80年代。

澳门的新诗创作非常活跃，最
具代表的是“五月诗社”和“如一诗
社”，涌现出袁绍珊、凌谷、贺绫声、
吕志鹏等代表性人物。散文也是澳
门创作的一支劲旅。澳门的散文由
于多半寄生在报刊上，因而大多数
是叙事与议论并重，尤其讲究知识
性与趣味性。澳门的散文作者有李
鹏翥、鲁茂、林中英、吴志良、穆欣欣
等等；他们的散文或写事抒情、感世
忧时，或针砭时弊、怡情益智。澳门
的小说创作近年来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如梁淑淇、邓晓炯、李宇樑、寂然
等佳作频出。近年来，澳门文学评论
也取得了较快发展，文学评论专著
的出版也渐入佳境。

“九九”回归后，澳门文学在“澳
人治澳，一国两制”的背景下，加强
了与内地的沟通与交流，扩大了它
的文化市场，扮演了沟通中国内地
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继站的重
要角色。因而，在保持其地域性特点
的同时，澳门文学呈现出绚丽多姿
的文学景观。

在“澳门文学丛书”出版座谈会
上，梁鸿鹰、张陵、施占军、石一宁、
邱华栋、徐坤等11位内地知名文学
评论家纷纷发言，为澳门文学“把
脉”，与澳门作家交流互动。

“在田野与城市之间/泪水与汗水
一次次地拎干/不想在梦想中跌落/在
肉铺里也要想办法飞翔。”这首名为

《我的肉铺》 的诗歌，来自安徽的农
民工鲁传江。在8月16日上海书展现
场，和鲁传江一样从“第十六届上海
农民工诗歌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农
民工诗人”相聚现场，举行《我在上
海挺好的——“中国梦·劳动美”上
海农民工诗歌精选 100 首》 首发仪
式。他们用夹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朗诵
了自己的诗作，并签名售书。随着越
来越多的“农民工诗人”走进大众视
野，这个特殊的文学群体正在逐渐引
起关注。

“打工诗派”记录原生态

“第一次叫她阿姨，她略一惊，
抬头，带着卑怯的笑，然后，又弯下
了腰……”在诗作《阿姨》中，石亚
亚写出了一个保姆的辛酸与坚强。不
同于文人的阳春白雪，农民工的诗更
加“原生态”，表达的情感也更加原
汁原味。在农民工笔下，白描是最常
用的笔法。

“农民工诗人位于打工群体一
线，他们描写的正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与感受。相比之下，有些专业作者的
诗歌却缺少亲身经历的厚重感。”大
赛负责人、上海市读书办副主任徐赜
告诉笔者。

已过不惑之年的许仲获得了这次
比赛的一等奖，诗集的第一篇就是他
的作品。在这首 《在上海记录美好》
中，他写道：“记得那一年，我们在
上海慢慢靠近、靠近/我们的羞涩、
慌张与窘迫/是外滩的照相馆，轻轻
打开/我们带彩的光影与流年/那些
年，我们在上海的低处/收藏他乡的

疼痛，奋斗与经过……”书展现场，
当许仲朗诵这首诗的时候，许多观众
感动得眼含泪花。

通过上海市读书办，我们联系到
了许仲。健谈、积极、淳朴是他给笔
者的第一印象。电话里的他声音浑
厚，聊起诗歌更是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追求的不是文采与辞藻，而是
内心的真情实感，我们希望别人能真
正了解我们的生活状态和感受。”他
说：“那天我看着上海美好的早晨，
突然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我们从农
村来到城市，被国际化大都市的宽广
胸怀所接纳，让人感动。”在大部分
农民工诗作中，打工生活是创作的主
体。除此之外，思乡之情也始终充盈
其间。“离家在外，谁都会想家。我
们还专门有一个诗派，叫‘打工怀乡
诗’。”许仲笑道。

“农民工的诗作多以现实生活中
所遇到的琐事为题材，表达的情绪有
的乐观、积极，也有的困惑和迷茫。
尽管平实，但却无比真实，扣人心
扉。”看过了 500 多篇农民工来稿，
徐赜总结道。

写诗背后的艰辛

建筑工、清扫工、保洁员、快递
员、钟点工……常握工具的手，竟然
也能妙笔生花，在这背后，有着许多
不为人知的故事。

19 岁来到上海，许仲已在工地
上打拼了 20 余年。“从青年到成年，
从婚姻到家庭，打工贯穿着我的生
活。”20 多年中，他当过小工、瓦
工、木工、钢筋工、水电工……几乎
经历过了工地所有的工种。日复一日
枯燥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消磨他对文学
的热情，看书写诗成了他最大的爱

好。从散文到小说，从国内到国外，
甚至佛经、《圣经》，都在他的涉猎范
围之内。20 余年的打工生涯，他翻
阅了五六百本书。

丰富的阅读经历让他萌生了写诗
的想法。“我喜欢诗，为什么不用诗
记录下生活的感受和经历呢？”于
是，他开始随手记下想到的字句。

“我经常会把诗写在工地捡到的纸片
上，晚上回去再抄写到笔记本上。”
甚至工友们的烟盒，他也会拿过来撕
开当作白纸。“有时候实在找不到
纸，就会把它随手写在墙上，过后再
擦掉。”在这样“碎片化”的创作
下，他写了100余首以上海为题材的
诗作。

在上海普陀区华池路的永昌菜市
场里，肉铺老板鲁传江熟练地招呼着
顾客。这位“白天挥刀卖肉，晚上执
笔写诗”的肉铺诗人，早已名声在
外。在采访中，电话那头的鲁传江乡
音未改，他用夹带着安徽口音的普通
话向笔者讲述了刚来上海时的艰苦生
活：为了省钱，一日三餐只吃面条，
炎热的夏天，七平米的小房间被烈日
晒得滚烫，一台破旧的老电风扇发着

“嗡嗡”的噪音，唯一一张“桌子”是房
东送的一个木盆。“最困难的时候，只
能从看书写诗中寻找慰藉。对我们来
说，写诗就是释放情绪，缓解压力的方
式，能让生活变得更阳光一点。”在诗
中，他写道：“俺是打工的/每天最早迎
来朝阳，送走最后一抹晚霞/与风雨赛
跑/与冰雪同行……”质朴的诗句中，
盛满了对生活的热情。

用诗歌点亮生活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唐朝白居易的一句古训，对
古往今来诗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行

了高度的浓缩。诗歌是作者精神世界
的缩影，它意味着诗人对时代的关注
与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一直以来，兼具“农民工”与
“文人骚客”双重身份的不在少数：
曾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
访谈》等栏目连续报道的杨成军、作
为民工代表出席党的十八大会议的巨
晓林等，都是活跃在我们视线中的农
民工诗人。在小说界，自 1984 年林
坚发表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
人》以来，农民工群体创作不断，硕
果颇丰。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作
者周述恒、《临时夫妻》 作者王子
群，甚至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
王十月，都是杰出代表。

农民工诗歌大赛落下帷幕，网友
纷纷跟帖。有网友这么说：“这个社
会一定要有我们农民工的声音。一个
普通的工人，一首动人的诗歌，写下
最 真 实 的 感 情 ， 带 来 最 真 实 的 感
动。”在采访中，我们咨询了湖南大
学汉语言文学院教授黄蓉，她告诉笔
者：“诗人从来不是一个特殊职业。
当下的中国已经不是城市与乡村之间
简单的二元格局。农村与城市之间更
加多元，农民工的诗具有强烈的时代
感，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真实生活
及生存境遇，反映的正是他们积极向
上的精神面貌。”资深媒体人高山评论
说：“农民工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奔
波劳碌的生活让他们对生活有着更为
敏锐的感受。而诗歌正是他们抒发感
想、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是农民工发
自灵魂的呐喊。诗歌从来不是文人的
专利，他们这种情怀让人感动。”

没有风花雪月，他们面向大地讴
歌梦想；没有书生意气，他们用汗水
泼墨挥毫。农民工诗人们在刚性的工
作条件下寻找柔性的精神依托，以兴
趣为支点，探寻着更为广阔的天地。

文学界纪念杨沫百年诞辰

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杨沫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日前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举行。杨沫的代表作 《青春之歌》 是新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学生运
动的长篇小说，自 1958年出版以来，总发行量逾 500万册，并被译成十
几种文字介绍到国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杨沫的
文学道路和文学成就，她说，杨沫的 《青春之歌》 闪烁着青春和理想的
光辉，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今天缅怀和
纪念杨沫先生，就是要从她留下的宝贵遗产中汲取力量。

今年河北成为第 21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
国作家馆主宾省，河北省作家协会组成了具有代
表性的河北作家代表团，其中既有关仁山、谈
歌、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等著名作家和
实力派作家，也有刘荣书、杨守知、施施然、叶
勐等新锐作家，还特邀了王蒙、翟泰丰、从维
熙、苏叔阳等驻京作家参与此次活动，全面展示
河北作家的整体形象和实力。

中国作家馆围绕河北籍的作家举办了河北文
学高峰论坛、河北作家与蒙古作家座谈会等一系
列活动。《河北青年作家丛书》以及关仁山“农村
三部曲”收官之作《日头》也在此间首发。

近日有胡学文、张楚、大解3位河北作家获得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河北文学源远流长，在中国
文学诗歌、散文、戏剧发展史上，河北作家常常
领风气之先。从古到今，河北作家大多有一种风
神健拔、意气骏爽的精神底气，那
就是为人们所称道的“燕赵风骨”。
孙犁的 《荷花淀》、徐光耀的 《小兵
张嘎》、梁斌的 《红旗谱》 等等是广
为人知的名篇。一代又一代河北作
家锐意进取，潜心创作出一部又一
部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闪耀
着人类文明熠熠光辉的经典著作，
奠定了河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无
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起，铁凝
以她出色的表现能力，开拓出一条
把“五四”以来的启蒙叙事与日常
生活叙事融为一体的写作道路，把
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追求安置在日
常生活的情境之中，在展现人的心
灵、命运的同时，极力开掘人性的
深度，作品充满了温暖的诗意。贾

大山是短篇小说高手，是河北第一个获得全国优
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2至 1985年，习近平在
正定县工作期间，与贾大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贾大山去世后，习近平写了《忆大山》一文，对贾大
山表示深切的怀念。90 年代中期，在个人话语写作
流行文坛，小说中的故事普遍匮乏的情境下，何申、
谈歌、关仁山“三驾马车”异军突起，掀起了一股“现
实主义冲击波”，在全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锐作家胡学文、刘建东、李
浩、张楚“四侠”脱颖而出。“四侠”是一个有意识地
从世界文学汲取营养的群体，他们的艺术手段有了
更积极的追求，作品价值有了多方位的取向，创作
个性有了多色彩的张扬，在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文
学传统的河北文坛上，表现出勇于突破和超越的锐
气，展现出河北文学新的气象和活力。

多年来，河北作家创作推出了一大批思想

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优秀作品。在国家级
文学奖项评选中，河北作家屡获殊荣，表现出强
劲的创作实力。

从河北走向全国的王蒙、蒋子龙、从维熙、
徐怀中、苏叔阳、李瑛、阎肃、王朝柱等河北籍
作家，更是成为新中国文学版图上一座座峭拔挺
立的山峰。

评论家雷达认为，“三驾马车”现实主义冲击
波之所以出现在河北，是由于河北作家非常关注
中国农民的命运，注重探索乡土文明，有社会担
当，这和燕赵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有关，“河北四
侠”和“三驾马车”有传承和血缘关系。河北作家
从“三驾马车”到“河北四侠”，走的是中国传统与世
界新潮融合的道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走中国化、
本土化道路，书写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河北
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说，从文学体裁看，在河北当代

文学发展初期，主要以小说和诗歌为
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河北作家在
坚持小说和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在报
告文学、散文、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
方面也陆续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产
生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优
秀作品。

从题材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单一的以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
材为主，到今天河北作家创作视野
日益开阔，创作题材覆盖农村、城
市、军事、校园等各个领域，真正
展现了“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燕赵大地文脉昌盛，人才辈出，
河北文学繁盛葱郁，生生不息，充满
活力，以其鲜明的文学精神、深厚的
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追求，建构起
中国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澳门文学在澳门文学在内地亮相内地亮相
杨 鸥

赵一曼英赵一曼英雄故里雄故里
麦麦 笛笛

没有风花雪月，他们面向大地讴歌梦想；没有书生意气，他们用汗水泼墨
挥毫。农民工诗人们在刚性的工作条件下寻找柔性的精神依托，以兴趣为支
点，探寻着更为广阔的天地。请看——

农民工的诗歌梦
严 冰 戴 敏 刘博瑶

农民工的诗歌梦
严 冰 戴 敏 刘博瑶文学新观察

燕赵风骨，文学冀军
文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