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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好书

水电站建设历程中的时代情怀水电站建设历程中的时代情怀
——读沈洋长篇报告文学《磅礴金沙》

■刘 敬

长篇报告文学《磅礴金沙》
（副标题：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
移民纪实）是作家沈洋继《磅礴
大地》《磅礴之路》后完成的“磅
礴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部
作品饱含激情，震撼人心，既有
宏大的场景描绘，亦不乏生动
的细节勾勒，极具深度与广

度。沈洋引领我们满怀敬意地
深入金沙江畔，踏上那片古老
又火热的土地，去亲身感受向
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
等四座超级水电站建设的波澜
壮阔、重重艰险与无尽荣耀。
作品不仅为我们详尽刻画了惊
天动地的平民英雄群像，彰显
了新时代的磅礴伟力，更在字
里行间流露出对人与自然、发
展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
洞察与反思。

《磅礴金沙》全书20余万
字，包括“溪洛渡的梦想”“向家
坝的光芒”“白鹤滩上白鹤起”

“大风起兮乌东德”等11个章
节。作品开篇以“乌蒙高原的
磅礴”为引子，生动地描绘了金
沙江流域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
色。沈洋以真挚、细腻、精准的
写实笔触，将乌蒙高原的广袤、
壮美与神秘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神奇的土
地上；通过对当地“土著”民众
推心置腹的采访和充满钦敬的
描写，展现了他们勤劳朴实、坚
韧顽强与心系家国的优秀品
质，为整部报告文学奠定了坚

实的精神基础。
随后，沈洋以向家坝、溪洛

渡、白鹤滩、乌东德等水电站的
建设为主线，以翔实的数据和
专业知识为支撑，逐一展现它
们从无到有、从梦想到现实的
壮丽蝶变过程。通过对建设者
的深入采访和实地探察，沈洋
将水电站建设过程中的每一
个细节都呈现得淋漓尽致
——从高山峡谷的艰辛开拓
到技术难题的不断攻克，再到
生态保护与移民安置的妥善
处理，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与难以想象的
困难。而这些细节，不仅能让
我们感受到大国重器崛起之
不易，更能让人体会到建设者
们攻坚克难、矢志不移、勇往直
前的精神风貌。

主旋律作品自应传递出一
种凝聚人心、教人向善的正向
价值观，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
是切合时代。正如沈洋所言：

“你的文字、文学作品，要与这
个时代同频共振，记录下身边
的火热巨变和点滴感动。”在
《磅礴金沙》一书中，扎根彩云

之南多年的沈洋，除对这几项
超级水电工程的建设者们进行
了本色描摹与热情颂扬外，还
将笔墨的重心集中于那些以人
民为中心，永葆初心、无私奉献
的基层移民干部。如溪洛渡农
技站那位46岁的张姓女干部，
尽管因肾功能出现问题而做了
手术，腰间常挎着一个尿袋，但
只要镇上有工作安排，她都会
毫不犹豫地坚持走一个多小时
山路到村里工作；如若需要到
昆明去换尿袋，她也会叫丈夫
去村里替班。而从市里到村
里，像她一样的各级干部更是
数不胜数，他们深知移民是“天
下第一等难事”，却仍义无反顾
地“奉献青春，牺牲自我，把生
命与仁爱、忧患与良知融为一
体，把生活同责任、奉献与担当
联在一起，把生存同真、善、美
结成一脉，和人民大众生活在
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呼
吸，共命运”……

古人云：“安土重迁，黎民
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诚然，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诀
别家园，更没有谁乐意迁坟重

葬，不敬祖先。所以，对于移民
群众的付出，沈洋更是敬意盈
心，不吝笔墨，记录下他们舍小
家为大家、平凡中见伟大的精
神和壮举。以严云波为例，当
他泪流满面，终无法抑制住“越
来越大，越来越浑浊，越来越苍
茫，比失去了亲人还要痛苦”的
哭号时，即便铁石心肠的人也
会鼻酸眼涩吧。实际上呢，他
却是村子里最支持移民工作的
人，甚至能在政府和群众之间
架起一道桥梁，做了很多移民
群众矛盾疏导化解工作，功莫
大焉……

高峡出平湖，白鹭舞金沙；
大坝江中起，绿电进万家。如
今，4艘巨型“水电航母”早已
成为活力满满的“清洁能源
池”，在西电东送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人民梦想圆，笔墨绘时
代。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剑力赞
《磅礴金沙》“堪称一部磅礴浩
荡的江河传，一段荡气回肠的
移民史，一曲悲壮激越的时代
歌”。读罢，信矣！

探巴蜀石窟探巴蜀石窟 寻微观史迹寻微观史迹
——读萧易《石上众生》

■林 颐

近3年前，我读过作家、学
者萧易的《寻蜀记》（副标题：从
考古看四川），对于其在四川各
地所作的访古旅行印象深刻。
《中国国家地理》编辑刘乾坤为
《寻蜀记》作跋，提到萧易与《中
国国家地理》的合作开始于
2009年夏天，当时他请萧易撰

写安岳石窟的文章。在随后的
10余年里，萧易一直在走访、
研究中国石窟，并出版专著《空
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
在该书中，萧易列举诸多证据，
提出了巴蜀石窟是中国石窟下
半阕的观点，将尘封已久的巴
蜀石窟纳入国人视野。

《石上众生》（副标题：巴蜀
石窟与古代供养人）是萧易的
新作，是他延续已久的巴蜀石
窟研究的一项成果结晶。与以
往作品有所不同的是，从该书
副标题就能感知到，萧易的视
线更多落在“人”的身上。很少
有人注意石窟的供养人，而萧
易想要挖掘那些“人”的故事。

建造石窟是一项耗时、耗
钱的工程。在古代，这些工程
除了官办以外，大多源自民间
信徒的自发筹资。信徒包括地
方官吏、乡绅、商贾、贵妇，也包
括普通的农人、村民等，他们都
是石窟的供养人，来自各个阶
层，各有心声和诉求。他们是
在什么样的情状下建造石窟
的？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

思考，也就成为了进入中国历
史场景的另一个不错的渠道。

全书起笔，开始于安史之
乱的一幕，唐玄宗率众仓皇逃
离长安，奔蜀途中停留在有个
叫观音崖的地方。江边岩壁星
星点点悬着几个龛窟，永和公
主触景生情，遂舍了些钱财，唤
来些工匠开龛，稍后她随队继
续西行。而此地唯留一座“永
和公主龛”，寒酸粗糙，潦潦草
草，无形中成为了安史之乱中
唐朝皇室狼狈不堪的见证。

在安史之乱之前，巴蜀石
窟艺术就已经萌芽。比如入蜀
为官的韦抗、苏颋等人在利州
开凿的千佛崖，经数十年时间
历数人之手，这些官员的调任
实际上印证了武则天统治时期
政局的风云动荡。所以，萧易
称千佛崖为“大唐王朝兴衰的
晴雨表”。

唐天宝六年（公元 747
年），地平县员外尉王伟在佛子
崖捐资造像。在造像记中，他
谈到自己不知何故被贬外放的
遭遇，满腹委屈而又心怀希

冀。金牛道、米仓道沿途有很
多类似的浅龛，如若不是开龛，

“九品芝麻官”王伟或许不会在
历史上留下任何记载。有多少
王伟这样的“沙子”被掩埋在历
史的长河里？这就是供养人的
微渺所求吧，留下那浅浅的印
记也好啊。

从古至今，安禄山龛的名
气都很大，文人墨客对它尤感
兴趣，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考
证。它的供养人到底是谁？真
的是安禄山吗？巴蜀地区长久
以来被作为“贬官之地”，谁能
料到有一天，它竟然成了容纳
四方亡客的安居之所。相比那
些模糊的考证，更有意思的是
长达千年的诗文相承，延绵不
绝的感慨与唏嘘，一个王朝迟
暮的背影，依稀犹在。

《石上众生》选取了百余位
供养人的故事，大多数集中于
唐朝，少部分是宋朝的。晚唐
五代时期，因战乱频繁，寺院荒
废，就算是巴蜀边地，随处开花
的石窟盛况也难以维系；而宋
朝因为经济趋于稳定繁荣，礼

佛风气兴盛，成为了巴蜀石窟
的重要转型期。宋代商品经济
发展，官宦、商贾家境殷实，有
实力承担造像，市民阶层逐渐
成为供养人群体的中坚力量。
这在造型艺术上也有所表露，
唐代石像服饰有薄若蝉纱的感
觉，而宋代的观音像衣服要厚
实些，褶皱更多，更倾向于市民
的装束，因为宋人基本已经改
穿棉布了——这是宋人的市井
生活、人间情趣，这也是宋代气
候整体变冷、服饰材质变化的
客观反映。管中窥豹，这是历
史的见证之一。

中国建造石窟，原来流行
于北方和西域。安史之乱后，
烽烟四起，生灵涂炭，北方兴
盛的那些石窟相继衰落，而偏
安一隅的巴蜀石窟随着“长安
贵人”的涌入继之而兴。它们
虽分散、零碎、且以浅龛为主，
但其中的魅力，尤其是供养人
身份的多样化，所唤起的是我
们对于古代普通民众生活的更
多关注，这是一部别样的微观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