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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群英谱扶贫群英谱 感天动地诗感天动地诗
——读温欣华报告文学《红山口回响》

■王 谨

长篇报告文学《红山口回
响》是一部书写新时代的书。

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所
展示的主题应该是厚重的，并
具有时代感。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
民向世界宣告：“经过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
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这雄浑的声音，不仅在神
州大地回响，也在世界发展中
国家间回响。中国实现全面
脱贫，成为本世纪彪炳历史的
重大事件。

正是在此宏大的背景下，
作者温欣华选择了以报告文学
的方式反映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察布市扶贫攻坚这一重大主题，
响应党中央的声音。为将这一
重大主题通过报告文学方式呈
现出来，温欣华用两年的时间
走访了乌兰察布市的34个行
政村（嘎查）以及126位贫困民
众、基层干部、驻村第一书记，
用10章43小节篇幅，以人物引
导故事的方式，讲述了扶贫干
部携手贫困民众，战胜贫困、实
现脱贫的艰难历程。这是一部
在新时代、大主题下，为奋战在
扶贫一线的普通干部和掙脱出
贫困泥潭的芸芸众生立传的

书。作品反映的内容涵盖了产
业扶贫、住房保障、健康保障、
教育保障、社会养老、弱势人群
保障等各个领域，史诗般再现
了乌兰察布市为近6万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目标所展示的气
吞山河的战斗画卷，展示了艰
苦脱贫中鲜活的人物群像。

报告文学是介于新闻通讯
和小说之间，兼有新闻和文学
特点的文体。报告文学《红山
口回响》首先具有文学性，用的
是文学笔触；其二所写的事件
是真实的，与小说虚构故事不
同，系真人真事；其三在叙述故
事时带有作者情感，有抒情，有
感叹。温欣华这部作品正是从
多方面体现了作者驾驭报告文
学的功力。

《红山口回响》所用的素
材，都是作者亲历或采访得来
的。作品反映的扶贫攻坚故事
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乌兰察布这
块土地上，是人们欲知的，具有
很强的新闻价值。作品通过刻
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牵出一个
个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
乏味的，而是通过艺术地再现，
使之跌宕起伏，能吸引人读下
去。比如，作者写到那些诸如
王智、岳旺、李平、高日军等困
难户的故事，分析造成他们贫
困的原因，展示他们在扶贫工
作队帮助下，从失望到振作，从
困顿到实现温饱甚至小康的转
变过程；她写到诸如黄兆文、刘
䶮、唐成杭、塔林夫等一批优秀
青年，将自己的青春热血献给

乌兰察布扶贫事业的故事；她
写到满怀抱负、土生土长的青
年才俊，回乡带领乡亲走产业
扶贫之路，将所学的文化知识
和技术应用于脱贫攻坚实践
中，和村民一道培育土豆新品
种——希森6号，带领牧民实
现畜种改良……这一串串故
事，谱写出一部部牵动人心的

“命运交响曲”。
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时

而恰到好处地有感而发。比
如，她写带小海子村的村民以
蔬菜种植脱贫的青年典型谷守
江的故事，这样开头：“一个人
内在的品行、修为，决定了其一
生的命数。漫步在阴冷的秋雨
中，谷守江开始思考这些蔬菜
现在和未来的出路……”她写
守在乡村岗位默默无闻的一批
诸如王仓、付秀梅、徐敬业、魏
靖、高玉珍、赵亚元、孔繁仪、薛
凤美等村干部，感慨道：“这是
一个讲究效益的时代，无论做
什么，人们都要算一笔账，追求
效益最大化。可是唯独守在乡
村干部岗位上的这些人，他们
默默无闻，从来就没有人和他
们算过效益账，他们以自己的
公道无私、正派智慧赢得村民
的认可，维护了基层组织的稳
定。”这段议论，恰到好处地表
述了乡村脱贫除发挥派驻干部
作用外，仍然需要依靠基层组
织的中坚力量。她写一位下乡
扶贫女队员实现扶贫目标重新
回原单位时的心境：“来之前，
摆脱贫困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临走之时，曾经落后的村落成
为一个温暖的家园，那些疲惫
的灵魂有了温暖的归宿。”这样
适时在字里行间给以抒情的笔
墨，既加强了文学性，也彰显了
作品的思想性。

作家只有写熟悉的生活，
热爱所熟悉土地上耕耘的人
们，才能将热爱化为写作的动
能，为自己的作品倾注心力。
作者温欣华是草原的女儿。她
之所以能花两年时间体验生
活，写出这一宏篇巨著，展示草
原在扶贫攻坚中一系列感人的
人物和故事，正是因为她熟悉
这片土地，深爱她生命的这处
原乡。诗人艾青的名诗写得
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从小生长在乌兰察布的温
欣华写这本书，也正印证了这
句诗的深刻。

去年我在乌兰察布采风途
中，曾和温欣华交流到作家深
入生活的话题。她对某些作家
满足于坐在高楼大厦编造作品
颇有微辞。她认为，好作品都
是来自生活且又高于生活。她
所有的作品创作源泉，都是来
自她熟悉的生活。她当过记
者，还曾任乌兰察布凉城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现任乌兰察布
市文联主席。尽管职务变了，
工作繁忙，但她写作的初心没
有变，文学的激情时常奔涌在
胸间。她深爱乌兰察布这片土
地，有着“随见倾心的熟悉”，时
常被在身边发现的正能量事件

或人物所感染。她到扶贫点做
扶贫蹲点工作，把工作和体验
生活结合在一起，与农牧民交
朋友，观察生活中的每一个细
节，坚持记笔记。因此，她为创
作所搜集的素材是丰富的。即
使工作再忙，写作冲动也常常
涌出，推动她创作了大量散文、
诗歌、报告文学作品。这部长
篇报告文学作品的素材，正是
这两年中她有心积累、提炼梳
理的结果。温欣华对我说，她
喜欢到草原农牧民中去。到生
活中去，就有了脚踏实地感觉，
就能发现写不完的故事。所以
只要有机会，她就想沉下去，随
时发现可写的东西。

在温欣华的影响下，乌兰
察布市文联的中青年人也多以
到基层锻炼为荣。《红山口回
响》有关章节中写到王世新、江
涛、韩国强从市文联下到三义
村，参与扶贫的故事。在极其
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从不适应
到适应，从开始觉得煎熬，到后
来享受工作的成就感，居然坚
持了五年，实现了所驻村整体
脱贫的目标。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
学家、文学家卢梭说过：“当一
个人一心一意做好事情的时
候，他最终是必然会成功的。”
温欣华正是这样一位认真做事
情的人。读这部获内蒙古自治
区“五个一工程”文学奖的长篇
报告文学，人们从中可以获得
有益的关于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创作以及做人的启示。

用真情感怀人间用真情感怀人间
——读迟子建散文自选集《我的世界下雪了》

■甘武进

“所幸青山和流水仍在，河
柳与青杨仍在，明月也仍在，我
的目光和心灵都有可栖息的地
方，我的笔也有最动情的触
点。”擅长小说创作的迟子建，
在散文创作上同样硕果累累，
字里行间富有深情，又不失力
量，温暖人心。用她自己的话
来形容：“真正的温暖，是从苍
凉和苦难中生成的！能在浮华
的人世间，拾取这一脉温暖，让
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翻开

《我的世界下雪了》这本书，我
们感同身受：她以文字抚平伤
痛，她用真情感怀人间。

此书是迟子建的散文自选
集，是她的温情与感受交集的
旅程，是极地的生活，也是世界
的文学。书中收录了迟子建精
品散文58篇，包括《年画与蟋
蟀》《暮色中的炊烟》《会唱歌的
火炉》《北方的盐》《露天电影》
等，其中有对故乡风物的怀念，
对童年逸事的回忆，对自然美
景的感触，对北国食物的品味，
对人情世故的慨叹。作品语言
风格朴实温厚，细腻而不做作，
灵动而不浮夸，展现了白山黑
水北国风光的生动画卷和作家
敏感婉转的内心世界。

时光匆匆。在匆忙的人生
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各色各样
的人和事，但最终总会与之成
为平行线。迟子建说，十年以
前，她家还有个美丽的庭院，家
还是完整的家庭。十年一晃就

过去了。十年后的晚霞还是滴
血的晚霞，只是生活中已物是
人非。她的祖父去世了，父亲
去世了，她也离开了故乡。然
而，那些曾有过的朴实而温暖
的日子让她铭记于心；她会在
案头放一碟樱桃或一盘草莓，
阳光透过窗户照耀着樱桃和草
莓，也照亮了她曾有过的那些
鲜活的日子。

迟子建说，火炉是会唱歌
的。“火炉是要吞吃柴火的，一
到寒假，我们就得跟着大人上
山拉柴火。”在她的家乡黑龙
江，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
气温司空见惯，父亲让儿时的
她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让冬日
的苍茫和壮美注入她幼小的心
田，滋润着她。每当听着柴火
在火炉中噼啪噼啪地燃烧，她
心中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
动。“我觉得柴火燃烧的声音就
是歌声，火炉它会唱歌……它
那温柔而富有激情的歌声，在

我心中永远不会消逝。”这样的
文字温暖有力，字字抵心，带来
向上的力量和勃勃的生机。

迟子建笔下的乡村，带给
人一种厚实的温情和朴素的暖
意，时时拂过我们心头，掸去现
世的浮躁。“我不喜欢谷子。外
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
是靠它才活命的啊。’我就渐渐
喜欢上了谷子。”露天电影是一
代人的记忆，迟子建说：“人们
来看电影时，往往还要拿着黄
瓜或者是水萝卜当水果吃。当
然，人群聚集的地方，也等于是
为蚊子设了一道盛筵，所以看
电影归来的人的脸被蚊子给叮
咬了的占多数。人们在散场归
家途中，往往会一边议论着电
影，一边谩骂着蚊子。”

对于生长生活在乡村的人
们来说，农具、农事、农作物是
生活的日常，也是人间烟火的
主要载体。对于迟子建来说，
不管走多远，乡村才是她真正

的家。“我忘不了农具木把儿上
的那些圆圆的节子，那一双双
眼睛曾量过一个小女孩如何在
锄草的间隙捉土豆花上的蝴蝶
……”记忆中农具上的眼睛，为
她历经岁月沧桑渐露疲惫、忧
郁之色时，注入一缕缕温和、平
静的光芒。

毕淑敏说：“读张爱玲的时
候，是明亮而尖锐的银粉色，耀
眼奢华而又杂有暗淡剥脱的赭
色斑块。读迟子建的时候，我
总是看到莹莹白雪、绿色的草
莽和一星扑朔迷离的殷红。无
论她是写童年还是今日的都
市，这几种颜色总是像雾岚一
般缠绕在字里行间。”的确如
此。迟子建把平常的日子写得
有诗意、有温情，哪怕遭到变
故，她都能平心静气地与岁月
和解、和生活谈笑风生。我们
无须抱怨了，多些慈悲、宽容和
爱吧，雪花飘过后，绿意将绕上
枝头、绕上大家的心头。

读本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