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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向精准扶贫工作致敬一部向精准扶贫工作致敬的好作品的好作品
□张清华

《战国红》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小说，一部有重

大主题但并不概念化的小说。它不是一般的命题作

文，虽然主题先行，但是它又是一部严肃的、包含

多层伦理诉求的小说。所谓多重伦理诉求指的是，

首先它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扶贫主题文学

作品；其次它又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包含了生态、科

学、思想的作品，是科学扶贫；最后，它是一幅乡

村人情世态、风俗文化的画卷，非常接地气，是一

部形象丰富生动的作品。

这是一部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新文学以

来，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开始，强烈的悲剧意

识、现实关怀是描写乡村社会这类小说的传统。

当代随着社会变革的脚步，原来的写法被改变，

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人民公社题材小说，

从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到 《三里

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再到《金光大道》，有

得有失。

《战国红》其中内容也是几度波折，着墨最多

的是海奇的扶贫经历。养殖业遭受重大挫败，海奇

离开了柳城村，这是小说的双线之一，详细叙述了

他和村里姑娘、业余诗人杏儿之间的情感纠葛，

海奇的扶贫之路艰难曲折最终失败，这是因为那

时的国家财力和政策力度尚未达到，而第二次的

扶贫便受到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形成了一个系统

工程，其中，充裕的资源和得力的政策、强化的

工作力度，使得这次扶贫获得了成功，这也符合当

前我们国家的政治状况。两条线彼此交错，构成了

时空的交错以及对照，这使得小说在叙事和构思上

也有了新意。

小说所表现的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和乡村生活

的林林总总之间有机地结合。小说在描写柳城村的

扶贫史方面笔墨非常扎实，这里本来自然生态十分

脆弱，多年前的乱砍滥伐致使植被遭到破坏，水源

被挖断，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加之各种天灾人

祸，贫穷笼罩着村庄，村里人得上怪病，女人残

疾，男人嗜毒成瘾，风气变坏，没人相信他们能够

脱贫。在描写这些内容的时候，小说没有概念化的

痕迹，而是非常自然和真实地叙述。在陈放、李

东、彭非三人来到之后，他们通盘规划，先力求动

员人、感染人，激活了一盘死棋，也激活了乡村的

年轻人。杏儿、李青等村中的女孩儿被动员起来，

汪六叔作为老村干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扶贫工作

队带领大家搞种植业、搞养殖业、搞加工业；同时

启动治赌、治懒、治病，打井整治环境，整治人心

世风；也有文化扶贫，如辅导杏儿的创作，筹建农

家书屋，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以及政治扶贫，最

后选出了新的领导团体。这体现了贯彻国家的扶贫

方针，但它又和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贴

合，令人信服，并不会让人感觉到是做表面文章，

而是丝丝入扣，叙述得很自然。

作品成功塑造了陈放这一人物形象，非常饱满

和感人，57岁的陈放身为省里的干部，就如李青

问的那样，为什么这样爱柳城？为什么会像扛活

一样为村里老百姓服务？这是一个并未有明显拔

高的安排，他的爷爷曾经参加辽西抗日义勇军，

他对这片土地有无限的爱。他是一个质朴诚实、

不花哨的干部，他有耐心和办法、经验和智慧，

这些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他时刻将老百

姓挂在心上，在涉及乡村百姓利益的时候他有坚

定的信念。

小说写到最后，在扶贫工作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成就显著，而且在深受肯定的时候，陈放忽然

遭遇车祸去世。他的死是符合逻辑的，但是遭遇车

祸显得过于巧合，有一点突然。临死前他深情地表

达了自己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朴素的品

质。最后非常戏剧性的是在埋葬扶贫英雄的地方，

人们挖墓时挖出了玛瑙，这体现了扶贫本身的付

出，体现了重大的付出和牺牲换来的一种精神的

价值。这种很珍贵的战国红玛瑙一经发现，村里

的老百姓不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致富，现在又有

了一个更加迅速的致富方式。当然更重要的是其

蕴含的精神价值，英雄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但是发

现了玛瑙，这象征着代价、付出和牺牲，也象征着

升华、回报和成功，标志着扶贫取得重大的决定性

胜利。

塑造典型人物与性格的力作塑造典型人物与性格的力作
□刘 琼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扶贫也好，乡村振兴

也好，这些重大性的主题，一定会进入到作家文

学创作的视野里，但关键是怎么写。从文学性

和艺术性本身出发，我们可以去探讨《战国红》

这部小说，怎么用文学的手法重构一个重大主

题、时代主题或是时代问题。

马克思当年说我们要有莎士比亚的写法，

而不是席勒式的写法。席勒式的写法比较抽

象，莎士比亚的写法是丰富的、文学的、多元

的，在滕贞甫的这部作品中，他写出了一个时

代的时代性，时代性是靠历史主线和结构体现

的。2020 年要全面解决贫困问题，现在是攻

坚战最后一战的时候，作品是在这样的时代

框架下写出来的。乡村振兴的问题是扶贫问

题，也是在地性问题，这是扶贫攻坚的变化，

作品要表现出时代气息，但又不能过于概念

化、符号化，这就需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去表现。

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对于人物性格的刻

画。在辽西农村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小说描绘

了一批青年男女群像，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非常

珍贵。人物的性格逻辑作者要怎么描写呢？来

源于他们的成长背景和其性格本身，包括时代

对他们的影响，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由性格

的发展变化来推动整个情节和事件的发生，这

是符合文学规律的。

另外，作品还写出了故事的典型环境，这是

时代主题所给予的。经济有高地和低谷，比如

柳城村是要扶贫的，贫的原因有很多种，过去有

资源性的贫，还有老弱病残对他们的影响。这

是经济的贫穷。但也有观念和文化的高地，扶

贫要扶志，首先是要改变观念。另外，作品中对

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对比，过去是乡

村养活城市，现在城市也可以反哺乡村，乡村和

城市之间能够打通和流通，作者的构思非常有

意思。作者处理人物情感部分的方式是虚实相

间，虚线和实线穿插的写法体现在海奇这个人

物前后的变化。

这部作品特别优秀的部分是不回避矛盾，

明确讲到落后和发展的关系，贫困和富裕的关

系，怎么解决贫困问题，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的

关系。另外还有物质落后和精神落后的关系，

这样的矛盾是存在的，包括性格之间的矛盾，四

大立棍几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一个时代的

典型环境写得非常透彻，这是值得我们去研究

的。扶贫攻坚是我们要写的主题。这部作品对

生活的掌握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扶贫干部自身

也是要成长的，作品里面讲到扶贫干部锻炼问

题，包括扶贫最后要让乡村自己的青年、自己的

人才能够崛起，也是乡村和城市关系能够得到

很好解决的重要步骤。这几个方面确实需要作

家对现实生活真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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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悠久而深厚的一个创作传

统。乡土文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到了今天面临着新的转机。

这个转机就是如何去面对和书写当下农村及其正在发生的变

革，去塑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农民形象。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

国红》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这是近期现实题材创作的一个可喜收获。

在许多纪实文学作品中，当下乡村给人的感觉大多是一

种萧条、败落，“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存在，乡村居民大

多是与“389961部队”——老人、小孩和留守妇女联系在一

起。如何建设好今日之乡村，治理好乡村，振兴农村，让乡村

焕发生机，建成新农村、美丽乡村，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

重大课题。在《战国红》中我们欣喜地读到，即便是在一个落

后的像辽西柳城村这样的农村，也潜藏着蓬勃的生机和无尽

的可能。在土地贫瘠的柳城村，因为一群年轻人的到来，有

这些年轻人的奋发作为，而使这座古老的乡村焕发出无限的

生机。这是一个穷山恶水的村子，因为清朝时的乱砍滥伐导

致生态极度恶化，严重缺水，生活贫困。在这里建设新农村、

搞乡村振兴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恶劣的生态和自然环境，因

此柳城村人和外来的驻村干部心心念念皆在于如何破除“从

今往后，河水断，井哭天，壮丁鬼打墙，女眷行不远”这一300

多年前的喇嘛咒，如何彻底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变当地的

水土。在讲述这个艰难的重振乡村的过程中，作者用心设置了

几个典型人物，这些人物堪称新时代农村的新人。

作者倾情塑造的柳城村本地的人物有两个，都是青年女

性，一是杏儿，一是李青。受到母亲的影响，热爱徐志摩诗歌、

酷爱写诗的杏儿，原本亦志存高远，希望离开柳城到外面广阔

的天地去施展手脚，但是因为母亲患上腿病行走不便，杏儿出

于孝道而选择了留下。她是柳城村的青年。这个女孩善良、

顽强、上进、敢作为、敢担当。同时，她写的诗集《杏儿心语》又

脍炙人口，受到大家的喜爱。作者在塑造这个新时代的新人

时，着重表现了她的成长过程，亦即她在两任驻村干部海奇和

驻村第一书记陈放、彭非、李东等人的熏陶影响、教育帮助和

培训培养下，逐步成长为敢于独当一面、勇于开拓进取的乡村

干部，在竞选村主任时高票当选，而且敢于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主动去改变柳成村的面貌。这是一个新时代农村青年的

典型代表，她的心中怀有一个理想和信念，就是要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奋斗去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她是作家用笔最多

的，也是作家倾注感情最多的一个人物典型。在杏儿身上集

中了美丽、美好、纯真、纯洁的性格。李青则是一位离开柳城村的农村女青年，她是农民

的后代，到城里歌厅去当陪唱，后来成为网红，但是，当李东代表家乡以一曲《故乡的云》

打动她呼唤她回乡创业，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摆脱愚昧落后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地选

择了回乡，选择了和杏儿、陈放、刘秀等一批干部和青年共同奋斗，开办客栈，促进乡村

经济的增长，为柳城村面貌的改变贡献出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这是一个离去又归来

的乡村青年，她也是美好聪明善良的。作者在刻画这两个青年女性时，特别注重表现她

们的爱情生活，表现她们在干事创业的同时，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和梦想，最终也都分别

收获了自己偶然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杏儿和第一代驻村干部海奇之间的爱情朦朦胧

胧，如梦如幻，纯真纯洁，令人向往。而李青与李东和刘秀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亦被描

写得曲折有致，生动美好。

驻村干部陈放无疑也是作家用心塑造的一个主要人物。这位即将退休的省机关里

的处长却自愿请缨来到穷困的辽西担任驻村干部，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他和杏儿

曾有一段对话是关于他是否会在驻村干部任期结束后回城即会得到提拔的传言，陈放

做了这样的回答：他来柳城一是为了还债，他的爷爷当年曾受过辽西人民的恩典，是辽

西人民救了他的命，使他成为了共和国的一名将军，因此他生前有个遗愿，就是“辽西不

富，死不瞑目”，陈放是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而来的。更为重要的是，陈放在担任驻村干

部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成就感，感受到了个人的价值，在这里他能做成许多事，而且能把

很多想法变成现实，能够帮助到广大父老乡亲，使他觉得工作着是愉快的充实的，比起在

省直机关担任处长的获得感、幸福感更为强烈。最终，这位驻村书记因为车祸而意外去

世，令人唏嘘，但是他的愿景、他的理想正在柳城村的大地上变成生动的现实——那漫山

开放的杏花就像他的愿景和理想，也像他的为人，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更有希望和前途

的柳城村正在变成现实。而村民们在砾石岗下为陈放挖掘墓穴时偶然发现的战国红玛

瑙矿，更是对这位第一书记的一个有力衬托，战国红实际上也是这位越老越尽职敬业、鞠

躬尽瘁、竭诚奉献的干部的生动写照。

小说的故事情节具有完整而圆满的逻辑自洽性。故事主要围绕着柳城村如何破

除数百年的贫困落后的魔咒而展开，亦即如何实现生态恢复、人与自然和谐，走良性

可持续协调绿色发展的新道路，以如何摆脱贫困，如何精准扶贫、除贫除困、走向富裕

这个中心主题来展开情节。在海奇和陈放两任驻村干部的帮助下，柳城村在脱贫的

过程中，也走过了曲折的弯路，比如海奇当年帮助村民养猪办起了养猪场，但是却遭

遇了猪瘟的滑铁卢。他也曾想破除柳城人心中的魔咒和心咒，于是发动群众在喇嘛

眼水井附近建起了天一广场，寓意“天一生水”，希望通过天一广场能为当地老百姓改

变水土，改变风水，为当地的发展带来生机。然而，海奇的努力终告失败，他最终黯然

离去。

为了改变柳城人的生活状态，接过接力棒的陈放带领村民首先引来了打井队，请他

们帮助挖井，通过鹅找水在干河床上打出了三口机井，为百姓解决了饮水困难。但是，许

多村民特别是妇女患上了腿脚病，甚至连孩子也得了关节病，寻根探源，最终发现是水质

中含氟量太高导致百姓容易生病，于是陈放决定带领乡亲们从三公里外的乡政府引来自

来水，通过引水来彻底改变当地水质的问题，通过改水来改命，改变人们的生存处境。

为了推动柳城村经济的发展，改变贫困面貌，陈放带领杏儿、李青等人，在当地搞起

了糖蒜加工产业、盲肠客栈、四色谷合作社、种植社，在山上种下了5万多棵杏树。特别

是这漫山遍野的杏树，将从根本上改变柳城村穷山恶水、土地贫瘠的面貌，改变当地的

生态环境，实现自然与人的和谐，也就能从根本上破除当年因生态毁坏导致的土地贫瘠

水源匮乏的所谓的喇嘛咒。

除了在物质上扶贫之外，陈放等人注重从文化上扶贫，从精神上扶贫，破除当地

人心理上的魔咒，包括当地人嗜赌的恶习。通过戒赌把以四大立棍为代表的赌徒改

造成了能够为乡村建设做贡献的新人，体现了扶贫更需扶心，更要扶智、扶志的主题，

通过文化、思想和精神扶贫，帮助村民摆脱人心的困境，解决柳城村原先所面临的水

困、路困、人心困，人力困等困境，使柳城村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赋予了乡村以灵魂

和魂魄。

《战国红》这部长篇小说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擅长运用各种物件、物品，这些物品

和物件大多成为小说的一个个主体意象。譬如战国红，它是辽西出产的一种珍贵的

红玛瑙，这种红里透黄的堪称稀世珍宝的玛瑙，作者用这个意象所要比喻的是像陈放

等驻村干部的那种殚精竭虑、竭诚奉献的精神，代指这样一批有为有担当敢负责的干

部典型；同时，作者也用战国红来比喻像杏儿、李青这些辽西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农村

新人，在她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刚硬、坚强、敢作为、敢担当、敢负责的新时代的新人

精神。漫山绽放的杏花被用来比喻陈放等人为当地百姓所造的福祉。树木成林，花

香遍野，这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治理乡村、振兴乡村、留住乡愁的美好愿景、美好未来

的一个象征。杏儿和她养的白鹅，特别是公鹅小白亦是一个有意味的意象。海奇离去

前特别嘱咐杏儿要照顾好她家的鹅，让它们保持洁白和清洁。杏儿经常给鹅在井边上

洗羽毛，白鹅其实也象征着纯洁天真、善良美丽的杏儿。喇嘛眼是一口带有诅咒意味的

井，它的水质变红就会给柳城村的女人带来厄运，它实际上所代表的正是戴在柳城村村

民头上的紧箍咒，即当地生态恶化所带来的自食恶果——水质恶化，水含氟量过高导致

女人容易患上腿脚病。最终乡亲们在陈放等人的带领下，改变了依赖喇嘛眼作为唯一饮

用水源的状况，彻底摆脱了喇嘛眼和喇嘛咒对这个乡村的桎梏。

糖蒜、四色谷等当地物产也是鲜明的意象。它们所代表的是当地的本土文化资

源，以及如何立足本土的文化、社会和生产的传统并对其进行深度开发，以改变当地的

贫困面貌。

可见，这部小说在运用物件、处理物件和人物的关系上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也

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总而言之，《战国红》是一部书写新时代、反映新乡村、塑造乡村新人的现实题

材佳作。它在许多方面的探索都让人感觉真实可信，这是扎根于乡土大地的，接地

气有温度有力度有新意的一部作品，为新时代的文学书写、文学表现提供了一个成

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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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和创

作方法, 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有着悠

久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在我国近现代

到当下的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创作

能够快速地走向文学主流创作之中，

是作家根植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

直面现实中的真善美所做出的有价值

和有意义的创作题材选择和艺术判

断，是作家在创作中能够明显自觉地

突出作家主体创作意识中的社会责

任、个体价值意义以及善于用文学表

达方式去建构生活之真和艺术之美的

具体表现。

作家滕贞甫近期创作的以反映新

时代乡村振兴和乡村精准扶贫工作的

长篇小说《战国红》就是这样一部现

实主义主旋律作品。诚然，一般读者

容易凭借所谓的读者经验认为，政治

上比较强化的作品往往会体现出作者

关注现实生活的赤城之心和热切目

光，但同时也因为是主旋律作品，往

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作品书写

现实的深刻性和批判现实的力度，进

而会淡化小说作品的美学属性或者艺

术属性。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是在创

作的过程中将根植于原滋原味生活之

中的故事发现提炼出来，进而进行属

于自己风格的再创造，并最大努力地突破自我曾

经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模式。无疑，在滕贞甫的长

篇小说《战国红》中，作家对农村真实现状、贫

困因由、农民生活状貌等诸多问题的思考通过作

者灵敏丰富的文学敏感度、文字功力、叙事手段

和语言风格表达了出来，与其说作者在刻意强化

小说的文学性以淡化观念性写作的痕迹，不如说

是文学经验在作家现实体验、真实踏查、巧妙构

思中累积形成的艺术自觉对以往模式和经验的一

次有效突围，充分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

中国文学创作传统表达。

小说《战国红》以东北一个叫柳城的农村在

相继两批驻村干部（第一批为青年驻村干部海奇

为代表，第二批以驻村干部陈

放、李东、彭非为代表）扎根农

村贫困地区，深入农村底层、亲

力亲为，为农村破世俗、去低

俗、选项目，以精准脱贫致富为

己任带领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故

事；同时，作家以极具感染力的

叙事经验和双线叙事模式真实地

塑造了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一批

敢于担当、攻坚克难、肯于吃

苦、积极作为的新时期优秀党员

干部和新时代新型青年农民的典

型形象。可以说，《战国红》是一

部具典型性“主旋律”的小说作

品。

小说所描摹的东北农村柳城

是这样的：“柳城就是岁月之河上

一台陈年水车，以她的破旧之

躯，为鹅冠山下这片贫瘠的土地

输送着血液，不知疲倦，不求闻

达，年年如此，岁岁这般，时光

在这里仿若放慢了脚步”。这是小

说中第二批驻村干部陈放对柳城

的印象，真实而凄苦，“破旧、贫

瘠、放慢了脚步”几个关键词简

洁明了地描绘出东北一些贫困地

区的真实状貌。然后就是在这样

的“破旧与贫瘠”之地，以杏儿、李青为首的一

批新时代农村的新型农民，她们以诗一般的情怀

眷恋、期盼和守护着她们心中的田园村庄，不管

生养着她们的乡村是怎样的落后、贫瘠，是怎样

的破烂不堪、陈旧迂腐，她们总是以心怀希望，

不放弃不抛弃的执著心态面对着现实，面对着希

望。小说中对杏儿的形象描述具有极大的时代性

和希望性。“写诗的女孩叫柳春杏，一个春夏秋冬

都喜欢穿牛仔裤的姑娘，村民称呼人喜欢简洁，

男女老少都习惯叫她杏儿。杏儿蜂腰鹤腿，喜欢

用一双明眸说话，马尾辫蓬松自然，脸上总是挂

着矢车菊一般的微笑，清丽而不妩媚。”农村女青

年杏儿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所抱有的执著希

望，不仅是农村里“一棵树、一眼古井，五只白

鹅”，还有像“穿着一件立领白色夹克，白色收腿

运动裤”、会画油画的青年驻村干部海奇一样给贫

瘠陈旧乡村带来脱贫致富的希望，后来柳城又来

了第二批驻村干部陈放、李东、彭非给杏儿、给

乡村所带来的希望。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希望”，

杏儿才写出了“少女、将花容寄存在井里/不担

心，有风打忧/渴望有个背着行囊的游子走来/摇

响，打着铁箍的辘轳”的诗句；杏儿给村里致富

项目糖蒜社里的品牌食品糖蒜撰写的“不经意的

经典”广告词“把你浸泡在思念里/七天七夜/当我

敞开心扉/你已经红透”这样的诗句。在与竞争对

手对峙的时候，杏儿很朴素地说：“因为当诗人原

本也不是我的奢望，我印象里诗人都不食人间烟

火，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孩”，这句极

为普通的话语恰恰印证出一代新型农民的朴实、

真诚与执著；也正是农村人有了这般的真诚与执

著，两批驻村干部海奇、陈放、李东、彭非才前

仆后继地带领农民积极修缮小广场，养殖猪业

（虽然中途失败）、做糖蒜食品、治山植树等探寻

乡村致富之路，才有了根除赌博、治理喇嘛咒等

落后习俗的突围之举，才有了像陈放一样的驻村

干部。

小说《战国红》正是在全国上下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一部具

有典型性的主旋律作品，作者作为叙事的旁观

者，借用农村女青年杏儿的视角，平实而简明地

将作者客观化叙述融入到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

活真实，进而不动声色地描写故事、描写人物、

描写陈旧而贫瘠地区的村民生活状态，描写投入

到精准扶贫工作的驻村干部，并真诚而真实地通

过“亮身份、树形象”、“干真事、真干事”地塑

造一个个鲜活的驻村干部形象。因此，小说《战

国红》所讲述的故事具有真实性，人物具有鲜活

性的特征。

小说中无不浸透着作家所熟悉的土地、地域

文化的表达和对地域底层农民的观照，字里行间

透射着作家对家园、土地、生民无限的热切关

照，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这部

作品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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