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文学评论 2021年3月1日 星期一

■新作聚焦

“患难之生”的文人情怀
□周其伦

■短 评

黄国荣的长篇纪实小说《患难之生——邹

韬奋在抗战中》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该

书以邹韬奋在烽火连天的抗战中为中华民众

的觉醒而游走呐喊的艰苦卓绝，宣示着一个执

著“报人”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为当今这个娱

乐化信息甚嚣尘上的时代注入激励人心的信

仰基因。

邹韬奋先生是我国新闻出版系统唯一被

国家公祭的烈士，现设的“韬奋出版奖”“韬奋

新闻奖”是行业的最高终生成就奖。这些都源

自于韬奋先生的精神、品格、业绩和他毕生对

国家、对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人心所向实

至名归。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军旅作家黄国荣耗费多年心血，在研究梳

理了海量的史实史料基础上，选取邹韬奋在中

华民族抗日战争中最困难、也是最辉煌的那一

段史实，以纪实文学的艺术烘托和栩栩如生的

演绎，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邹韬奋先生的那段经

历，展现出其在民族危亡之际，顶着重压，坚

持把《生活》周刊从一本默默无闻的内部培

训期刊办成唤醒民族斗志、凝结一切力量抵

抗外辱的时政周刊。鲜活史料的铺陈中不

乏扣人心弦的情节描写，塑造了一位文化伟

人的光辉形象，勾勒出他博大的精神动力和宽

广的人文情怀。

谈及《患难之生》一书的成就，黄国荣娓娓

道来：“如果说鲁迅先生是文学界的旗手，那么

韬奋先生就是我们新闻出版界的旗手。可是

直到今天，对韬奋先生精神的宣传远远不够。

提到韬奋先生我们能想到爱国、鞠躬尽瘁，但

这些都是概念，而不是形象。我要用我的笔为

韬奋先生塑造一个在文学上站得起来立得住

的艺术形象，让他走进老百姓，让老百姓来了

解邹韬奋先生。”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作者先

后涉猎许多历史人物在同一时期的过往，光

是查阅涉及政界、军界、文化界的有名有姓的

人物就数以百计，而且从这些历史人物和邹韬

奋的交集着眼，校订并核准某些人物和事件的

关联地址时间，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患难之生》脱胎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在

时间结点和事件结点上必须依据史实，但作者

为了增加这个故事的可读性，采用了小说创作

中诸多的建构方式，尤其是在情景再现、人物

塑造、个性语言等写作归置中，大胆而熨帖地

串联进当年许多的生活细节和市井画面，在确

保邹韬奋这一形象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对那个

时期风云突变的各方势力以及抗战中人民所

承受的苦难情景，在文学的还原与回溯中给予

了全新的阐释和演绎，这样就让这个故事发展

更为紧凑，表达更为顺畅。

滔滔黄浦江中水，拳拳报国文人心。我们

在《患难之生》的艺术熏陶中，深切地感受到

了邹韬奋先生可歌可泣的伟岸的精神操守，

也欣赏到了一部纪实性小说丰沛的人生内

涵。读这样的著作，可以检视我们曾经的心灵

激荡，并在前辈的感召中，触摸内心曾经的怦

然心动。

■关 注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德清清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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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实践中的新发展理念实践中的““德清样本德清样本””
□张 陵

2020年，反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主题的作品写作构成了报告文学领

域里的一个引人瞩目的重点。这其中，有些作品读过了也就淡忘了，有的作

品却在读后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王国平的《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

坚的“黄杜行动”》（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就属于后者。

《一片叶子的重量》是以浙江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为对象，描写他们经

由大兴白茶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经过。这样一个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既涉及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进程，又涉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

期间的考察与指导，还涉及从省市县镇各级领导和科技界、企业界的关怀与

扶助，尤其是黄杜村几代人的坚持不懈地拼搏与努力。要把如许漫长的时段

和如许繁复的内容予以精到描述与精彩表现，绝非一件易事。但王国平却把

这一难题很好地破解了。王国平基于他多次的深入采访和悉心的梳理爬梳，

采用了小中见大、以管窥豹的表述方式，使得作品看似轻车简从，实则举重

若轻，从而既具有情文相生的文学性，又具有自出机杼的个性化。

一是以特色话语描画人物形象和彰显人文情怀。语言是人们交流沟通

的工具，也是表情达意的载体。从人物的语言上着手和着意，正是王国平报

告文学写作的拿手好戏。《一片叶子的重量》这部作品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形

象，而这些人物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卓具特色的个性化语言，由此也

构成作者文字表述上的一个个亮点。如作品里的阮安丰，这个退伍军人回乡

之后，发现离别四年的家乡“不见大的起色”，想买块年糕送予乞讨的老者，掏

遍衣兜“一个子儿也没有”。于是，回想起过去时期的艰苦岁月和清贫日子，他

的口头禅是“说难听的”。而讲起这些年他自己由经营葡茗茶园的发家致富，

黄杜村人经由振兴白茶产业的脱贫致富，他又有了一个口头禅：“这日子，可

以”，“真的可以”。当他以矜持姿态说着这两句各有寓意的口头禅时，人们不

难感受到他那溢于言表的全然不同的心情。从“说难听的”到“真的可以”，这

种口头禅的变换，揭示出黄杜村由贫变富的深刻巨变。两句口头禅，以独到

的方式解读了黄杜村，以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两重天地，让人觉得平实而真

切，自然而生动。

写到黄杜村人的脱贫向往与致富追求，作者有一个很典型的概括：“有

着这么一股往前奔的劲头”。这既表现为黄杜村人的“屡战屡败”，又表现为

黄杜村人的“屡败屡战”，总体的态势就是“兴业不倦”，或如老村支书盛阿林

所精准概括的那样：“横竖要过上好日子”。这种“横竖要过上好日子”的意向

与劲头，是黄杜村实现由贫穷落后向富裕安康成功转型的内在动力，是他们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主

体精神。盛阿林也有一个他自己对村干部的独特诠释，那就是“村干部就是个劳力”。“劳力”既是劳

动力，更是“孺子牛”说法的别一表述。正是忠实地践行“劳力”的责任与义务，盛阿林事无巨细、亲

力亲为，为黄杜村人的排难解纷煞费苦心，先后获得县、市、省多个级别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他以他的认识和他的方式，诠释了共产党人如何成为村“劳力”，如何“劳力”为民。

二是由重点环节表现“黄杜行动”的演进历程及要义所在。黄杜村由种植白茶入手的发家致

富之路，经历了不同的时期，表现在各个层面，参与其中贡献心力的单位与人也为数众多，不一而

足。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繁复的对象，作者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方式，以一些重点环节的细节描述和

线索连缀，使“黄杜行动”既呈现出不断向前演进的总体进程，又凸显出“黄杜行动”引人瞩目的亮

点和不同寻常的意义。在黄杜村开始有白茶创业，也即开创“黄杜行动”的初期，作者以时任溪龙

乡乡长的叶海珍为主角，描写了在她的坚定有力的带领下，溪龙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面积

茶树种植，黄杜村的盛阿林等人带头“吃螃蟹”，以干部“合伙”、群众“联手”的方式打造白茶茶园，

建立白茶基地。其中，叶海珍“要在一片叶子上使力气”，“政府拉着茶农的手”闯市场，宋昌美领头

成立女子茶叶专业合作社等，都以相互呼应、彼此借力的作用，推动了“黄杜行动”一路前行。在茶

园不断扩大、茶业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干部带头”“以点示范”“政策扶持”“科技指导”等配套招数

悉数登场亮相，直到推出“安吉白茶”的金字品牌，使“黄杜行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黄杜行动”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4月

间的安吉考察。他来到黄杜村，“沿着泥巴路走进茶园”，听取白茶基地建设与发展的情况汇报后

充分肯定了“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的发展思路，提出推进生态建设，实现绿色发展的殷切期望。

借此东风，安吉县健全完善了茶文化、茶工艺、茶食品的白茶产业链，黄杜人更是乘势而为，经由

环境、道路和电力的改造提升，使茶业发展向着生态建设的更高目标迈进。黄杜人的全力以赴“搞

茶叶”，不限于他们自己的地盘与领域。作品用不少篇幅写黄杜人在现任村支书盛阿伟的引领下，

由“捐苗”开始，对其他边远地区的茶业扶贫。“捐苗”既体现了黄杜人的感恩之心、报恩之意，也反

映了黄杜人助人为乐的精神，“跨地域扶贫，无保留富民”这种把全国看成一盘棋、积极致力于共

同富裕的主动作为，既是一种产业扶贫的具体行动，更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博大情怀和精神境界

的典型体现。

王国平善于捕捉与茶文化有关的典型符号，并把它与现实的白茶产业勾连起来，使得作品增

加了人文的厚度，添加了文学的色彩，也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如写到横坑坞桂家几代人

精心守护的老茶树，在1982年茶树育种课题组的剪取茶穗的培植繁育下，过半都成活了下来，并

在此基础上创制出“大溪白茶”，横坑坞的老茶树从此不再“孤独”，并被人们尊奉为“白茶祖”。老

茶树不仅有传说流传，而且有新枝发芽，这使安吉白茶的“黄杜行动”，因古老茶树的坚实依托，既

实现了安吉务茶历史的接续承继，又显现了茶乡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

报告文学的写作，因为题材与主题常常相似与相近，一些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作品阅读起来

感觉彼此区别不是很大，同质化的现象比较显见。因此，在报告文学写作方面，“怎么写”与“写什

么”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比“写什么”更为重要，因为它常常决定着作品的品质，区分着作品的高

下。王国平在《一片叶子的重量》的写作中，在“怎么写”上下了较大的功夫，使自己长于“巧取”的

技法得以充分的施展，使得作品读起来也如品味一杯上好的白茶，淡中有浓，饶有余味。这种讲究

艺术手法并卓见个性特点的写法，正是人们喜欢他的作品的原因，也是他的作品总能在同类题材

写作中脱颖而出的因由所在。

雪域高原谱新曲
——评徐剑的报告文学《金青稞》 □张 鹰

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中，毫

无疑问，徐剑的名字与西藏密不

可分。他进藏21次，把自己的生

命激情融汇为文字，倾洒在这片

神秘的土地上，从《东方哈达》到

《经幡》，再到最近出版的《金青

稞》（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可以看出他对这片土地的挚爱

以及由表及里、由远到近的创作

轨迹。《金青稞》在徐剑的创作中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艺术视角

由历史的西藏转向当下的西藏，

由文化的西藏转向现实的西藏，

所表现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

重要的命题——精准扶贫。这也

是徐剑对于火热的时代交出的完

美答卷。

徐剑是一个在艺术上勇于探

索的作家，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

复自己，是他顽强坚持的艺术信

条。在《金青稞》中，他在叙述方

式上做了全新的尝试。一般来

说，报告文学作家经常采用的不

外乎两种叙述方式：或以第一人

称叙事，以“我”的所见所思贯穿

全篇；或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描述

并评判其所表现的事件和人物。

《金青稞》从表层看，采用的正是

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但与此前

这类叙述方式所不同的是，作品

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

“他”，随着书页的翻动，这个“他”

的形象渐渐清晰：他是一个不厌

其烦的采访者，他常常打破事先

拟好的采访计划，兴之所至地走

向火热的生活中任何一个足以点

燃他创作激情的采访对象，建档

立卡贫困户、牧羊人、藏医、村干

部、单亲妈妈、摊贩等，他的足迹，

东入昌都，北行那曲，西去阿里，

行程万余公里，走遍西藏……事

实上，他就是作者本人。全书的

结构就建立在“他”视角的转换

中。如果仅此而已，“他”的出现

和第一人称叙事与全知全能的视

角并无二致，作者的本意亦不在

此。如果说西藏是一个舞台，那

么，作为作者的“他”，更希望自己

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和那些他

用无形的聚光灯照射着的演员们

一起，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

场精妙绝伦的时代大剧。惟有与

自己所表现的人物站在同一个舞

台上，也才能更加细致入微地体

察并表现人物丰富幽微的内心世

界。第一个走出上罗娘村的然

奇、牧羊人多贡、义无反顾摆脱传

统羁绊的罗布、大学生总裁助理

德吉、且把藏乡当故乡的大学生

杨明军……在作者笔下，每一个

人物都是那么栩栩如生，富有生

活的血与肉，这正得益于作者“置

身其中”的、对采访对象的平视，

他以艺术家的敏锐窥测到了采访

对象丰富的心灵世界，再以小说

家的笔法展现。再则，作品中的

“他”还起着将过去的时空与现在

的时空相交织的作用。“他”的视

角转换呈现的是空间的西藏，而

“他”思绪的延宕，展现的则是时

间长河中的西藏，是历史的与文

化的西藏，正是这种时间与空间

的交错，拓展了读者的阅读视阈，

并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了解党领导

西藏人民精准脱贫这一划时代意

义的创举。

叙述视角决定着叙述语言是

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徐剑的

叙述语言总是充满了灵动之气，

就像“他”和他的人物置身其中的

雪山圣域一般。这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他对这片土地的痴迷与热

爱，同时也是这片土地给予他的

丰厚的馈赠。因为痴迷，也因为

热爱，他总是能够捕捉到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心灵深处的脉动，以

及时代对人物命运的触动，并加

以细致入微的呈现，而这种呈现，

又像他笔下人物的命运一样，跌

宕起伏又摇曳多姿，具有很强的

审美凝聚力，同时，也凸显了很强

的艺术个性，这在报告文学这种

文学体式中并不常见。因此，从

一定意义上来说，《金青稞》这部

作品，应该称之为诗化或散文化

的报告文学。

■第一感受

作家真实情感的大量带入，大大

提高了文学的抒情性和优美度。也

许，正是德清的美山美水，它的“仁

德”之美，真正激活了作家心灵的美

感，写出了一部激情满怀的美文。

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德清清地流》不仅是

作家的思考，更富集了作家所讲述的德清故事的

丰富深刻的思想。何建明多次深入细致地考察

浙江省莫干山脚下的德清县，敏锐地发现这里的

人民下大力气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思想，不断落实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发展理

念，经济社会得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民生”

问题不断被破解，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积

累了宝贵的“德清经验”，抒写了乡村振兴社会治

理的一个高光样本。

德清有两个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一座莫干

山，一片下渚湖。山是名山，湖是好湖。近代以

来，外国冒险家们、买办们不仅把上海当乐园，更

把莫干山当后院，在山中林间盖了不少别墅院

落，休闲度假。解放后，莫干山回到了人民手中，

仍然以疗养度假胜地负有盛名。下渚湖水每年

浇灌着德清平原的大片土地，带出了一个远近闻

名的鱼米之乡。德清的区位优势也十分明显，夹

在苏州和杭州两个“天堂”之间，交通发达，资源

丰富，被比作“天堂心脏”。然而改革开放之初，

江苏、浙江许多地方都快速发展起来，德清却一

直落后，老百姓还一直很穷。德清的领导层通过

一场“思想大解放”的头脑风暴，群策群力，凝聚

共识，与群众一起想办法、找出路。最后，他们把

发展的目光聚焦在得天独厚的那座山、那片湖。

做好“美山美水”这篇大文章，德清才是真正的

“人间天堂”，才跳动着“天堂心脏”。

正是德清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德清调研，听取汇报，看望

群众。德清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引起了正

在思考如何化解发展中深刻矛盾和破解一些

“瓶颈”问题的省委书记的关注和重视。紧接着，

习近平同志前往隔壁的安吉县余村调研，带着一

路的思考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交流，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从根本上破解了当时经济发展过

程中普遍存在的以环境为代价的困局，确立了“生

态立省”的新发展思路，传递出“美丽中国”发展理

念。德清干部群众备受鼓舞，更加深刻认识到“两

山”理论的现实意义，深刻认识到德清模式正是自

觉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成果，坚定了守住好山

好水，建设美丽德清的意志和信心。

报告文学《德清清地流》正是抓住这样的时

代背景，展开了对德清乡村振兴的多层面描写，

突出了美丽德清建设的令人眩目的亮点。

一是对莫干山的保护性开发。德清人显然

知道尊重莫干山数百年来形成的休闲文化，通过

支持当地老百姓发展旅游民宿，改造传统的休闲

文化，深化休闲文化，发展特色经济。莫干山的

生态环境得到最大保护，地方经济也得到良性发

展。作品生动讲述了南非人高天成来到莫干山，

深深地被美景所吸引而不愿离去，因而留在当地

与农民邱根娣大婶合作办民宿的故事。此后，莫

干山的民宿如雨后春笋，到处可见的“洋家乐”

“农家乐”，很快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产业。现今踏

上莫干山，当地人一定会给您讲这个渲染得像美

丽传说似的真实故事，却也准确反映出德清人善

于抓住机遇的超常本事。现在的莫干山已经成

为中国民宿发展的一个成功样板，一个美丽中国

的亮点。

二是强调水的保护性利用。德清水多，发展

设计和布局都离不开水。早些年里，德清经济还

没有发展起来，水却没少被污染。在新发展理念

指引下，德清人深刻认识到“没有好水美水，就没

有德清”，有了好水美水，才会有美丽德清。他们

下大力气把德清变成名副其实的“江南水乡”，成

效显著。如今，下渚湖已经建成中国最美的湿

地，进入秋天，“那湖水可以透到湖底，那芦花已

经开始飘扬，那成窝的鹭鸟会一起高飞，甚至水

中的鱼儿也想跃上岸头”。周边的村镇也一个个

打造成特色生态村镇，如三林村，每到傍晚，数万

只鹭鸟归巢，是难得的一大景观。

三是绿色产业的引进和发展。为了这片好

山好水，德清人下了很大决心，搬迁污染企业，引

进绿色产业。最典型的要数联合国地理信息会

议在德清召开，建设全国独家的地理信息小镇。

聪明的德清人发现地理信息其实蕴涵着思想先

进、潜力极大的绿色产业、数字产业。他们面向全

国乃至世界，打开新视野，用最短的时间掌握了世

界先进的科技信息，及时调整了产业方向。德清人

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以地理信息为抓手，建

立产业园，创造优惠条件吸引全国和世界的地理信

息相关企业和机构前来投资发展。就这样，“一座

山”“一个湖”“一个村庄”“一个小镇”构成了独特的

高光的“德清样本”，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践行新发

展理念、建设美丽德清的好经验。

在何建明看来，德清之所以能建设成为一个

高光“样本”，除了新发展理念指引，以聪明智慧

抓住历史机遇，敢干、实干、苦干精神等重要因素

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秘密”，那就是“治理”。与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战略目标同步，进行经济治

理、环境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建立治理机

制，形成治理体系。德清人民找到了自己的特

点，掌握了自己发展的规律。“治理”就是对这种

特点规律的高度概括，体现了德清人民务实的智

慧与创造。所以作家把“治理”放在重要位置去

叙述，并多次深情地抒怀：好山好水好人。在好

人好方法的“治理”下，好山好水才会变成美山美

水。在书中，“德清”这两个字被赋予了新的内

涵。古人说，“县因溪而尚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

美”。而作家则用“水德行香，清朗生辉”赞美德

清山水、德清人民。实际上，这种赞美更是对德

清历史人文的尊重与梳理，强调了“仁德”含量。

德清人民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创造了自己美好的

生活，创造了自己的“仁德”文化，而今天，传统

“仁德”文化，又融入德清人民的当代生活，在新

发展理念中发扬光大，在“治理”中深入人心。

德清的“治理”改革，是从政府的“换脑”开始

突破的。10年前，德清政府就以“第一个吃螃蟹

者”的勇气，把“人脑”都换成了“电脑”，设立“数

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有了这个现代化的

“城市大脑”，政府行政改革得以全面深化，工作

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这套系统专业而复杂，描

述起来很困难，不过老百姓的直观体验就是办

事方便了、规范了、省时了。县长的体验更为直

接：“我只要看一眼‘大脑’上的用电数据，就知

道全县的经济运行状况”。“换脑”其实就是干部

率先转换思想观念，把为民服务的思想落在实

处，把为老百姓办事的机制夯得实实的，把“民

生”抓得牢牢的。

作品重点选择治水这个典型事例，反映了

“城市大脑”对德清河流水系的监控治理所起的

重要作用，折射出德清民生的生动现实。德清的

“智能水利”不仅能把境内的大小河溪水系质量

完全按国家要求达标，而且还能为上下游地区提

供精确的全流域水质与水文状况。实际上，从

2019年起，德清的“大脑”就已经全面承担起全流

域水资源、江河湖泊、水灾害防御、水利工程、水行

政事务等全方位的监管任务。更有意思的是，农村

每一方养殖塘的水产情况也都实现了“智能化”。

“大脑”平台可以直接监测到养殖户名下的每一块

水田的水情水质和鱼虾养殖的相关数据，只要一发

现水质出现问题，警报器便立刻响起，监督人员就

会赶到现场指导治理工作。实际上，整个美丽德清

的建设从决策论证到实施，都已实现“数字化”“智

能化”，均走在全国治理的前列。

《德清清地流》关注到德清社会治理中许多

创新的做法，如“微改革”概念的提出说到底就是

把群众当“主人”，群众的小事是放在干部们心中

的大事。作品列举了一些服务改革事项，例如政

务服务随心办、急救用品“救”在身边、建设网上妇

女儿童中心、制定莫干山游玩攻略、小区物业精细

化、实施农村环境卫生线上管控、建立工伤事故联

合处置机制等，数起来有18条之多。这些“微改

革”看上去虽然不是那么“智能”“数字”，却让群众

十分暖心，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德清清地流》读起来更像一部长篇散文。

何建明的作品通常以理性见长，用气势磅礴的力

量、开阔又理性的思想来打动人。而在这部作品

里，作家真实情感的大量带入，大大提高了文学

的抒情性和优美度。也许，正是德清的美山美

水，它的“仁德”之美，真正激活了作家心灵的美

感，让作家写出了一部激情满怀的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