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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茶座书香茶座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林樱长篇小说《天府长歌》，立足

四川、放眼历史，以史诗品格的创作，系统而深刻地描写了中华民
族半个多世纪的抗争觉醒之路。小说由川东北的传奇酒寨引入，由
英雄侠义的酒寨“宋氏三杰”开始，通过对主人翁“宋氏三杰”之后
的宋岚、宋峰、宋婉玉、宋轻雪等人的深入刻画，尤其以战地记者宋
轻雪的视角，揭开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惨无天日的人间浩劫，歌颂
了四川人民和中华儿女在民族存亡最危急的时候表现出的不计牺
牲、保家卫国的坚韧毅力和不屈精神。全书61万余字，体量恢宏、
史料详实、挥挥洒洒、如歌如泣，读来催人泪下。

从清末百日维新到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中华大地风雨飘
摇。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在黑暗中寻找救国
之路。拨开时空云雾，抓住历史经纬，小说娓娓道来。同盟会、辛亥
革命、护国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北伐战争、五四运动，特别是抗日
战争，中华民族历经千磨万难，付出了巨大而惨痛的代价，终于走
上了觉醒之路。长篇小说《天府长歌》无疑是一部鲜活的中华民族
觉醒史。一大批觉醒的四川人民倒在了保路运动的“成都血案”中，
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跟抗战将领张自忠的夫人一样，宋婉玉
毅然随英雄的丈夫杨宏涛而去；宋岚和赵俊扬的婚姻终因为各自
不同的理想追求而走到尽头；国民政府的荒唐和腐败；新中国的成
立；江奶姆的儿子江有仁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历史终究证
明了一切。

面对如此宏大的题材和错综复杂的史料，小说的叙述表现出少
有的智慧和冷峻，终把这一段惨痛的历史完整而巧妙地呈现出来。
尤其是发生在四川的故事：保路运动、军阀巷战、学生爱国运动、抵
制日本领事馆驻川的“成都事件”、日军的无差别轰炸以及被誉为

“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石牌之战等，作者不吝笔墨，为了尽
可能还原真实，发生在四川土地上的袍哥文化、水电报、努力餐、川
江号子、范哈儿范绍增的故事等，作者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让我们
不仅看见了四川人民在民族觉醒进程中的求索与挣扎，也看见了中
华儿女在民族觉醒进程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信念和智慧。

历史是血泪书写的教科书。《天府长歌》的出版，以完整、详实、
系统的历史事实，为我们再一次敲响警钟，忘记历史，就是放弃尊
严，就是意味着背叛。

我们忘不了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忘不了南京大屠杀，忘不了惨
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忘不了日军的烧
杀淫掠，忘不了日军的生化和投毒，忘不
了重庆的“大隧道惨案”……我们更忘不
了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忘不了被誉为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
退”，忘不了石牌之战，忘不了衡阳保卫
战，忘不了驼峰航线，忘不了“一元献机”

“节约献金”运动，忘不了中国远征军血
战滇缅等等。这些罄竹难书的罪证，这些
气壮山河的斗争，小说都如泣如诉地作
了还原，这不仅是四川大地的悲歌，也是
中华大地的悲歌，这些由日本侵略者一
手制造的罪孽，将永远被人类文明史所
铭记。

四川的抗战将领李佳钰、饶国华、王
铭章、许国璋倒下了，宋轻雪的丈夫、英
雄飞行员乐云辉倒下了，宋婉玉的丈夫
杨宏涛倒下了，江奶姆的儿子江有才倒
下了，60多万四川儿女倒下了，2100多
万中华儿女倒下了……纵然日军残暴至极，但曾扬言“三个月拿下中国”的狂妄日
军，也终被人类文明前进的车轮压碎，英勇无畏的四川人民和中华儿女用血肉之
躯，修筑起钢铁般的长城。

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四川人民一直冲锋在救亡图存的前线。四川经历了讨袁、
护国、护法战争，是北洋、云贵各路军阀混战的中心，更是抗战的大后方，川军也是抗
战的主力军。据不完全统计，仅从民国元年到1933年初，四川共爆发了大小战争470
余次，四川人民也在战火中觉醒。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热血爱国的川军将士们
一个个自发请战，就算是往日的炮哥、军阀，也纷纷出川抗日、保家卫国。

在辛亥革命中，四川有熊克武、但懋辛、彭家珍、渝培伦、饶国梁、伍安全等救国
仁人；在抗战期间，四川有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李家钰、乐以琴等爱国志士。四川
是抗战大后方，也是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区域，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
全国抗战中，四川出兵最多、出钱最多、出粮最多、出工最多、出物最多、内迁最多，不
仅为抗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也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灿烂的文明火种。

川军出征达302.5万多人，牺牲60多万人，在全国抗日将士中，每五人中就有
一人来自四川，故有语云“无川不成军”；出粮总额和上缴税收占全国三分之一；生
产的机枪、火炮和大批炮弹、子弹、炸药、军服等，成为全面抗战期间供应前方数百
万将士装备的源泉……“川军共转战全国13个省区，参加了28个大型会战和著名
战役，守卫了前线战场五分之一的国土。”四川人民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川人永不负
国”的誓言，创造了彪炳千秋的光辉历史。

为完成小说，八十高龄的老作家李林樱耗时五年余，走访了川渝十几个市县，
采访了大量亲历者和相关人员，查阅了无数档案和历史资料，也搜集了四川相关民
俗和野史，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以浓浓赤子之情史记家国大事，伏案疾书、翘首长
歌，终为我们奉献出这样一部气势恢宏的力作，为我们理清历史、铭记历史、开拓未
来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厚重蓝本。小说立意巧妙，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是有意要梳理
清晰中国近现代的艰辛革命道路，重要史事无一疏漏。很多事件通过战地记者宋轻
雪之口讲述而出，尽管有主观牵强之嫌，也难以抑制我内心的感动。读毕小说，情难
自已，故粗浅记之，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致敬作者、礼敬时代。

以诗性写作向人民的史诗性历史致敬以诗性写作向人民的史诗性历史致敬
□向云驹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部诗集《复兴号
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中国高铁
组诗》，作者是李恒昌、程小源、杨连国。
我很高兴几位诗人给了我一次提前阅读
与欣赏的机会。看过他们的创作后，我有
以下三点特别突出的印象或曰感想。

一、“中国高铁组诗”呈现了中国高
铁写作的特殊性

高铁入诗，对诗创作来说是一把双
刃剑。一方面这是一个时代的大题材，这
个题材对真正的写作者是一个具有巨大
吸引力的对象，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是之谓也。另一方面，
把这种工业化的“钢铁”、时间与空间的
工业化，转化为钢铁美学、工业诗学，对
于高度主观性、抒情的诗歌创作而言，成
功的经验不多，成功的难度很大。本诗集
的作者们迎难而上，以不可推卸的责任
感，以一种展现艺术担当的创作勇气和
精神，直面此一重大时代性题材，展开了
他们诗性的创造。作者们这一次隆重的
创作题材的选择，至少体现出两个方面
的创作意义：

——诗性地揭示“中国高铁”举世无
双的历史深刻性。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江
山辽阔。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文艺工
作者“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
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
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
的精神气象”。如果说中国梦是最伟大的
宏图、中国巨大的历史变迁已经向世界
展开，那么，“中国高铁”的现实图景就是
其中最真切的一个缩影和便捷一睹真容
的一扇窗口。历史证明，作为一个陆地大
国，还有什么交通工具能够超过铁路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意义呢？如果说传统的
铁路建设并没有使中国获得世界性的影
响力和发展的转折性的话，那么，中国高
铁的出现和中国高铁发展居于世界第
一，就不仅是为中国人民出行提速、为中
国发展提速，还是中国发展的转折性标

志，是中国影响世界的深厚内功和巨大
外溢性潜力的显示。中国高铁正在改变
中国乃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中国高铁
组诗”确定和选择这样的写作对象，是不
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写作尝试？

——诗性地践行以文艺史诗性写作
向人民的史诗性历史致敬。我们见证了
并且正在见证着中国的史诗性历史和史
诗性时代。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史诗
性成就、史诗性高度、史诗性气质的中
国。中国的史诗性成就是中国人民创造
的。中国文艺应该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为史诗般的历史写出文艺的新史诗，在
人民的史诗性历史创造中进行文艺的史
诗性写作和创作。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社
会发展史上，伟大的时代总是有伟大的
文艺与之相向而行、相得益彰、相互辉
映。启蒙时代的伏尔泰也曾为他那个伟
大时代呼唤过“史诗”的归来。史诗性的
写作是时代的呼唤和需要，是历史的机
遇，也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毫无疑问，
中国高铁是新时代中国史诗和人民史诗
的重要篇章。难道这一切不值得我们倾
情投入并且展开它的历史细节、情怀、智
慧、精神、意蕴！诗歌以自己的诗性和诗
意向历史、时代、人民致敬，也是时代气
象的一个侧面。我以为这也是“中国高铁
组诗”写作的特殊性所在。

二、“中国高铁组诗”彰显了写作者
的特别性

“中国高铁组诗”的写作团队由三人
组成，其后还有一个给力的顾问团队。值
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来自铁路系统，三位
创作者的身份特别值得一提。这个三人
创作组都是来自铁道战备舟桥处，都在
铁道工作第一线，又都有相当的文学创
作经历和成绩。这样的创作群体构成和
创作者身份，对于“中国高铁组诗”的写
作是一个有意义的构成和组合。他们长
期工作在铁路系统，他们对中国高铁有
更深切的理解和感受，他们的写作经历

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深井中发掘出
更有力量和魅力的写作素材。阅读了他
们的组诗后，我认为他们的创作没有让
人失望。他们开阔、宏大、深远的创作视
野特别令人称道。他们的“中国高铁组
诗”创作具有一种大历史观。组诗共分十
章，在“血脉：路网之歌”一章里，京沪高
铁、京张高铁、京哈高铁、济青高铁、京广
高铁、兰西高铁、沪昆高铁与它们曾经的
历史紧密相连，打开了高铁的历史通道。

“大海：拓展之歌”一章里，又有“一带一
路”的空间展延，中老铁路、匈塞铁路、雅
万高铁、中欧班列等被注入诗情。他们的

“中国高铁组诗”创作具有一种大铁路
观。组诗的诗性触角囊括了铁路史的昨
天今天明天，也展示了高铁与绿皮慢火
车的并置意义，还有一系列的“站点之
歌”将眼光投向广阔而丰富的中国地理
和人文。一组高铁建设代表人物的特写
式歌吟，让高铁人的形象成为人们浮雕
一样的记忆。他们的“中国高铁组诗”创
作贴近了中国高铁的一种大格局。这种
大格局既包括高铁建设的勘测、设计、拆

迁、墩桩、隧道、高架等技术层面，也包括
高铁运营、行驶、体验、形象等人文层次，
还包括高铁的规划、布局、展延、时空、速
度、历史、盛典、战略、象征、纵横等形而
上下的贯通精神。总之，这是一次具有可
观的完成度的诗性写作。

三、“中国高铁组诗”实现了对“高
铁”诗性发掘的特色性

“中国高铁”作为诗的对象，它真正
的写作难度在于如何让这个对象具有诗
性、诗意和诗化起来。组诗的三位作者在
诗性表达、诗意提炼、诗化呈现上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首先是通过诗思融合将组
诗的美学价值提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
这有点像中国山水画创作讲究的平远、
高远、深远之类。“一道白光，划过正午的
原野/一束亮光，射出夜空的闪电”“隧
道：穿越的力量”。作者们还用一个专章

“奔驰：速度之歌”浓墨重彩地歌唱高铁
的速度。整个组诗到处都洋溢着对速度
的渴望，描绘着速度与发展的关系，展示
着铁路旧时的速度瓶颈和高铁今日的速
度涅槃。由此，组诗作者们还进一步挖掘
了高铁对空间重塑的诗意。高铁塑造了
无数新型的城际关系，改写了“一带一
路”的历史，创造了无数大美的自然风
景，绘就了崭新的辽阔中国版图。“在这
辽远壮阔的版图上/所有的山脉、河流，
甚至海洋/都毫不吝啬地/泼染出绚丽的
七彩”。其次是捕捉丰富多彩的中国高铁
发展历程中的各种细节，用诗意的修辞
实现语言的陌生化和诗的抵达。组诗对
中国高铁的呈现是全方位的，几乎是一
种高铁百科全书式的书写。其中，既有东
西南北，也有古今中外；既有宏观视野，
也有微观细节；既有物象事理，也有人生
人性；既有点（站）、线（路）、面（网），也有
大（格局）、长（里程）、直（隧道桥梁）。全
诗到处闪烁着诗性的智慧火花，给人带
来阅读的惊喜。

（本文系诗集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写下“福慧”这两个字，我要表达的
不只是对文友叶淑萍“福慧双随”的祝
福，更是因为她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
象——一个有心力让自己及身边的人感
觉到幸福的女子，必然是兰心蕙质的，必
然是有大慧根的。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她
要做的、要学习的，不是花，不是亭亭玉
立、出淤泥而不染的炫目荷花，而是那花
艳时以全部的绿意烘托花之美、花败时
以残损之身留听雨声的荷叶。她给自己
起的笔名是荷叶，这当然与她的姓氏有
关系，可叶那么多，她偏偏选了荷叶，那
可以衬花可以遮阳可以煮粥的莲叶何田
田，那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叶，那即使枯败
了依然可以入药、可以清心凉血祛暑祛
湿除油腻消臃肿的叶，充满了美感和诗
意，充满了大爱和牺牲精神。

荷叶在她的家乡以一己之力创办了
上杭县知行书院，实现她的文学和教育
理想，帮助更多的人，这份赤子之心真让
我敬佩又羡慕。荷叶送我两本书，便于我
了解她的家乡和她的文学梦想。一本是

“八闽物语”漫画系列丛书之《花果芗
城》：月亮妈妈和太阳爸爸带着他们的三
个小天使——上初二年级的清清和上小
学一年级的双胞胎花花、果果，一起回福
建漳州看望外婆。从出发前的各种“备
课”到沿途的见闻、趣事，再到身怀“绝
技”（剪纸、刺绣等）的外婆和孩子们的热
络镜头，充满快乐和幸福。而漳州的名胜
古迹、历史文化、风景特产等，巧妙地融
合在旅途中一家人的所见所闻和热烈讨
论里。这样的构思和策划真是别出心裁
又抓人心神，想必最能调动孩子们感念
家乡、感念亲情和学习历史文化知识的
兴致，值得各地推广旅游文化及宣传当

地历史文化的人员学习。而我更在这样
一本图文并茂、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氛围
愉悦的绘本里，进一步确认了荷叶作为
一个作家、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和一个女
儿的智慧和幸福。这是所有满怀爱心的
女子值得去学习和借鉴的，像荷叶那样
看待故乡、对待家人。不用说，这个写满
诗情画意、载满浓浓亲情和乡情的绘本，
也让我对荷叶的故乡充满了向往。

荷叶赠我的另一本书是诗集《荷叶
诗选 秋》，从书名来看，她对“秋”情有独
钟，也许是到了中年。近年来，我也越来
越喜欢秋天了。似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才发现了秋的丰饶和瑰丽，远胜于春的
青翠夏的火热，我不再畏惧成熟的到来，
安享着人到中年的淳厚和丰富。这本诗
集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现代诗，后一
部分是古体诗，荷叶的古典文学功底不
薄。我是无论如何写不了古体诗的，说起
来惭愧，只那些平平仄仄仄仄平、那些韵
脚，就够让我头晕目眩的了。打开这本诗
集，我没有先去拜读梁鸿鹰老师那篇题
为《在路上，也是幸福的》的书序，我怕读
了序言，落下先入为主的印象，而不能按
照我自己的喜好，去体悟荷叶的诗心。

选择在安静的夜晚，一首首读完了
荷叶的诗作，当然是基于荷叶本人给我
留下的美好印象。一边读，眼前一边幻化
出她的音容笑貌，过了很久，我发觉自己

在不自觉地微笑。这种感觉真好，不是
吗？诗抒情，诗言志，关乎人对自然的探
索、世事的了解、人心的体悟。我以为荷
叶的通透在于她即使在写诗时也没有端
起架子，毫无要“一鸣惊人”的想法，她是
知老识幼的，她是惜老怜贫的，她写得自
自然然、明白晓畅，似乎简单，但却人文
合一。我曾经想过，也许那些读不懂的才
是所谓真诗人眼里的好诗，可是文学史
上流传千古的那些诗句，它们不浮夸也
不传奇，就在那儿等着你来看见、你来说
出。比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比
如“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比如“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太多太多。她宽
容、慈悲、柔软、智慧，在她那行云流水般
自然淌出的心语中，不多见女诗人们惯
写的悲戚和哀怨、自我和小我。她的诗歌
中，“襁褓中的宝贝”“婴儿（之眼）”“（老）
茶（香）”“（与）溪流（同乐）”“（与）鸟儿
（共歌）”“泥香”“飞燕”，特别是“雨”“风”
还有“心”“爱”等词眼，让读者分明感觉
到她“悲悯的莲心”和对庸俗世事的超
脱。这又让我想到了“福慧”一词。荷叶书
写得最多的是乡愁、亲情和对世界、对人
间的大爱，比如《命运拐角》是让人读之
如沐春风般喜欢的一首诗，“……掠过沉
默的屋檐/目光在命运的/另一个拐角/
遇见满怀清风”；比如《门口有海》，“……
我的衣袖/总是有海的牵挂/无论我走到

哪里/都把海的印迹带上……”我想起那
首备受欢迎的歌曲《鼓浪屿之波》，每个
夜晚，在海浪的守护中安然进入梦乡的
诗人荷叶，一定有着大海般宽广的胸怀
和浪花般一波一波的美妙梦想吧！

荷叶的旧体诗与现代诗一样，纯净、
唯美、深情，读来像品味一盅老茶，口舌
生津，回味绵长。这些字斟句酌的简短诗
行，依然是写秋、写茶、写星、写月、写风
的居多，但实际上，一切景语皆情语，读
者看到的依然是荷叶的诗心、慧心、禅
心。比如《廊桥恋》：“风雨廊桥画秋水，江
畔渐远晓星归。鬓发如霜老何求？沧海桑
田玉心随。”比如《茶情》：“一缕清气上云
间，满室祥瑞谱丝竹。世间但有真情在，
也学茶香透九州。”仿佛看到一个穿着棉
布旗袍、留着齐耳乌发的女子，内心袅袅
氤氲的情思，令人不由产生“与我心有戚
戚焉”的欢喜和怅惘。是的，这样的诗歌
读来，总是欢喜中夹杂着些怅惘的，我不
知道是我这个阅读者的代入感太强，过
于多情，还是荷叶的诗作就是有这样一
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我是不能说自
己懂诗的，但遇到契合我心的文字，我一
向是一个好读者，而且我觉得我是懂诗
人荷叶的。

荷叶常跟我说：“愿残漏年华修得一
寸恬淡。”令我想起欧阳修的《荷叶》一
诗：“池面风来波潋潋，波间露下叶田田。
谁于水面张青盖？罩却红妆唱采莲。”我
期待在某个清风吹拂、碧波荡漾、翠叶如
盖、莲歌悠扬、露珠晶莹的清晨，与荷叶
相聚、畅谈细聊，两个恬淡的女子说起共
同的愿望，关于写作、关于教育、关于各
自的家乡……一定如饮甘泉，如品香茗，
如饮醇酒，如服良药。

福慧 荷叶
——福建诗人叶淑萍其人其文 □陈莉莉

王克民的作品集《乡愁如歌》，以乡
村为背景，以父母兄弟姐妹和邻里乡亲
的命运为主要线索，为读者描绘出一幅
田野乡村的文学图景。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题材已经
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化，但乡村题材
仍然占有极大比重。城乡结构的变化和
乡村文明的渐渐流失，并不意味着乡土
文学的终结。都市文化的迅速发展对乡
村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乡村传统
的劳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渐行渐远，民规
风俗也在简化或者失传，但我们对农业
农村农民刻骨铭心的情感，将永远流淌
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于是，我们便读
到了仍在蓬勃生长的乡村题材的文学
作品。

王克民的《乡愁如歌》收录了160余
篇散文和小小说，围绕他经历的人和事，
讲述村庄的过去和现在，再现村庄传统
文化，源于作家挥之不去的心愿。王克民
在后记中说：“我的笔触有可能抵达不到
灵魂的深处，表达不尽人间的真情，我的

小文或许直白粗糙，可我敢说，我的文字
是干净真实的，是可以拿给我的读者们
看的。”这是王克民创作《乡愁如歌》的初
衷。这个初衷饱含了作者对那个村庄的
真情实感和赤子之心。王克民将半个多

世纪以来村上的那些人和事记录下来，
默默捡拾失去的岁月，静静地梳理那些
风干了的记忆，以重现乡村原貌，重温远
去的往事，安抚那份带着泪痕的乡愁。

一家一户的土坯房不见了，拔地而
起的是一栋栋瓷砖耀眼的楼房；水泥电
线杆和空中零乱的电线不见了，街上一
律是排列齐整的钢管路灯杆；简陋的柴
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贴着“福”字的
大红木门；记忆中的老人有的已经作古，
有的已到暮年，如今的青少年全都不认
得了……田野里收割机、拖拉机的轰鸣
声，代替了老牛的哞叫声，村里“呼”进

“呼”出的是汽车和摩托车……过去的一

桩桩、一件件乡村过往渐渐成了轶闻旧
事。然而，流过村庄的那条小溪还在，那
是一条见证了村庄古往今昔的小溪，是
一条游荡在村庄的岁月之河，将永远流
淌在村民们心中。

作品讲述的都是真人真事，连着地
气，透着烟火，读者一闭眼，似乎就能想
象到那个村庄的模样——小溪从村庄流
过，杨树参天，农田肥沃，鸡鸣狗叫，炊烟
灯火……这些都有着与王克民割舍不断
的亲情、乡亲、友情和爱情。娘的勤俭，爹
的辛劳，长兄的呵护，嫂子的嘱托……一
代又一代比邻而居的街坊，相互帮衬着
走过历史长河，自然流畅，真诚朴实，感

人肺腑。
王克民从小就喜欢读书，最早看小

人书《神笔马良》《智取生辰纲》《地道战》
《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长大些后，又
看《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再后来又
看《三里湾》《艳阳天》等。现在，他的枕边
经常放着中外名家的书籍。文学给他温
暖、给他希望，文学犹如夜航船，照亮了
王克民的生命历程。自2006年他在报纸
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许多报刊经常能见到王克民的名字。至
今，他已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获奖。

《乡愁如歌》犹如一条小溪在心中流
淌，流过村庄，流过四季，流向未来。王克
民每篇行文都不长，如小溪的波纹，一波
一波，起起伏伏，温暖如春，伸手可触，亲
切感人。作品多取材于身边事、邻里事，
家长里短地叙事论理，经作者通过语言
加工和文学润色，如溪旁的蓓蕾争奇斗
艳般绽放起来。

王克民的经历非常丰富，他自幼干
家务，样样农活都是行家里手。他还开过

拖拉机，干过磨石工，进过服装厂，当过
村干部……这些经历，在使他饱经风霜、
品尝了人生酸甜苦辣的同时，也开阔了
视野，增长了才干，丰富了生活阅历，更
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使他的作
品厚重而沉稳、纯朴而亲切。

王克民对人间冷暖有着切身感受。
他从乡间的一草一木、乡民的一颦一笑
间汲取营养，写小桥流水、花草树木的自
然景观，写衣食住行、命运多舛的苦乐年
华，农村气息浓烈，带有青稞的苦涩和瓜
果的芳香。作品表现的是真切的农村生
活，无论小溪小塘、苇坑草坪、翠柳白杨，
都明媚绚丽，一派田园风光。人物鲜活跳
跃，无论男女老少、施肥浇地、插秧播种、
喂猪放羊，都极具画面感，一道辛勤劳作
的风景，使读者仿佛能嗅到泥土的气息
和旱烟的味道。

从村边流过的那条小溪，是父老乡
亲们祖祖辈辈、生生世世最忠实的陪伴，
如今已经汇流成河、日夜奔涌，经久不
息、源远流长。

小溪流过的村庄
——读王克民《乡愁如歌》 □尹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