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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山海般的交响与记忆山海般的交响与记忆
——读许晨长篇报告文学《山海闽东》 □李炳银

近年来，全国各地展开脱贫攻坚战的

奋发行动，如同一部伟大的时代交响，激荡

着人们的心弦。这样伟大的行动既是中国

空前的历史现实表现，也是世界人类历史

上的奇迹和动人故事。许晨的长篇报告文

学《山海闽东》全面深入地描绘福建省宁德

地区30多年来持续努力和奋发脱贫的情

形，是这个伟大交响中的一个声部。然而，

宁德在整个交响和声内容中，似乎具有前

奏与序曲的特点。许晨的作品，是对这个

先声演变为交响的一个探寻和再现。

地处福建省东北部的宁德地区，是一

个临山靠海的地区。这里大山绵绵，海水

宽阔。可是，多少年来，因为交通闭塞、地

处前线等环境原因，这里很少得到建设发

展。即使到了20世纪 80年代，这里依然

非常贫困。这里“老、少、边、岛、贫”的特

点突出，在福建省9个地级市中，宁德排名

倒数第一。这里很多地方挂在半山腰，孤

悬海滩，不通公路、自来水和电力，不少地

方“人畜同住茅草屋，吃的是杂粮地瓜”，

有的人家穷得婆媳共用一条裤子，还有孩

子不知道电影为何物……

1984年 6月，宁德下辖福鼎市的一个

叫王绍据的新闻科长，下乡看见许多触目

惊心的贫困现象，不顾风险地上书《人民日

报》，大胆客观地反映这里极端贫困的真实

现象，希望引起国家重视。《人民日报》在得

到党中央领导的批示后，在第一版全文公

开发表了王绍据的来信，立即在全国很多

地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许可以看成是

国家、福建、宁德各级政府在新时期全面高

度重视贫困的开始。

但是，在宁德人们的记忆中，真正主动

迎战贫困，设法摆脱贫困的战役是在1988

年6月打响的。当时，年轻的习近平同志勇

挑重担，来宁德任地委书记。一个月内，他

不顾艰险和疲惫，翻山越岭、涉水登岛，实

地走访、深入乡村、调查研究，连续在宁德

的9个县内奔行。看到寿宁县下党乡还是

个“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无财政收

入、无办公地点”的“五无”地方时，他感到

震惊了。也许正是因此，他后来说：“下党

乡，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地方。”

面对如此严峻的贫困状况，习近平同

志当年就提出：要树立“弱鸟先飞”和“滴水

穿石，久久为功”的意识、作风与精神，坚决

持久地进行脱贫攻坚行动。从陕北延川梁

家河时的底层记忆，到河北正定的基层工

作，再到宁德这里面对的现实，坚定扶贫的

种子在他心中发芽了。习近平在担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说：“40多年来，

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

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

最多……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

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

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

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正是在宁德的山海之间，习近平总书

记深切地认识到贫困压力的重大和解决贫

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那时他就明确指

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有些方

面落伍了，落伍原因历史学家们可以慢慢

探究；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励精图治，发

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

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

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

的思想和行动。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全

民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

许晨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山海闽

东》，真实地追踪再现了宁德寿宁、福鼎、福

安、霞浦、屏南、柘荣等地艰难探索，壮志不

改的历史进程，生动形象地描绘和回顾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中的重大决策、引领推

动作用。经过多年的攻坚克难，使得下党

乡、双溪镇、赤溪村、东山村、柏洋村和“造

福工程”之后“连家船民”、三都澳等许多地

方，在开发茶叶、柚子、银耳、太子参种植、

紫菜海带、网箱养鱼、畲族民俗、旅游开发

等等许多方面，充分发挥“靠山吃山唱山

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理念，显示出脱贫

先行和成果的榜样作用与价值。

作品全面深刻地立体再现了宁德人

民在一届届党委、政府带领下，矢志不移、

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宁德俗称闽东，习

近平总书记曾总结提出的“闽东精神”中，

包含“弱鸟先飞”意识、“滴水穿石”精神、

“四下基层”工作法，以及他赞赏的乡村领

导班子“五心作风”（办事有公心、工作有

信心、发展有恒心、为民有爱心、团结有诚

心），这些思想和情感内容，至今依然非常

富有哲理和魅力，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和无

穷的力量。

这里赤溪“中国扶贫第一村”的传奇般

表现、异地搬迁“长安新街”的风情姿态、霞

浦海岸“光影小镇”的美妙、“天湖”三都澳

的海上人工养殖渔场等等，可谓山海巨变，

气象万千。作者许晨在深入的探勘发现

中，用宁德历史现实的巨大变化情景和人

们发自内心的喜悦表达，真实形象地书写

了这令人振奋鼓舞的图景，也从中看到了

思想精神和情感行动的巨大潜力。同时，

作者在写作方法上有所创新：文学描绘与

采访札记双线推进，历史场景和现实感悟

交相辉映，使得文学性、思想性、史料性兼

而有之，语言上也有张力，引人入胜。最值

得赞赏的是，作者生动写出了习近平同志

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心贴群众、情系人民

的作风和情怀，令人感到十分亲切。

许晨是个颇有激情和责任担当的优秀

作家。他于有价值的题材中深入开掘的精

神，在此前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

深海》《一个男人的海洋》《民企国魂》《耕海

探洋》等作品中，已经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既显示在他不惧艰险的实地采访中，也显

示在他对事实的尽力接近和对思想精神的

深入开掘上，还显示在他对事件、人物的文

学描绘上等等方面。可以说，许晨是目前

不多见的专注深耕海洋的“海洋作家”。

如今，我们又欣喜地看到，许晨的新作

《山海闽东》依然具有这样的品质。在举国

上下脱贫攻坚进入决胜年的收官阶段，中

国作家协会和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反映这一

光荣题材的写作工程，许晨积极响应，无惧

辛劳，深入闽东宁德各地，走访曾经的贫困

山村、海岛，在历史和现实中观察、分析、总

结，最终写出了人、事、诗、史相互融合的英

雄交响，为宁德、为中国的脱贫攻坚历史留

下了壮伟的诗篇。

肖勤长篇纪实文学《迎香记》（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出版）忠实地记录了贵州布依族苗族地区

的村党支部书记邓迎香通过自身实际行动带领村民打

通隧道修筑了一条通往山外的幸福公路的故事，让麻

怀村人民真正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活。《迎香记》具

有典型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它从新时代的角度出

发，从一个个普通的个体出发，体现了少数民族地

区群众不等不靠不要，在重重挫折与地域困境中励

志前进，展露了脱贫攻坚大业与自我奋斗强烈融合

的精神面貌，揭示出脱贫攻坚历史的新篇章和伟大的

时代意义。

《迎香记》是一部忠实记录脱贫攻坚有关英雄伟业

的非虚构性纪实文学。麻怀村被作家纳入了新时代国

家整体脱贫攻坚的伟大版图中，因为它既是一个女村

支书从普通妇女到脱贫攻坚带头人的个体生活经历与

心灵记录，又是新时代众多平凡人群从摆脱穷根到建

设美丽乡村，从脱贫致富到实现乡村振兴的真实写

照。《迎香记》以“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目标为叙事背

景，以麻怀印象、罗甸之痛、麻怀往事、执念、返乡记和

再出麻怀几个故事谋篇布局，通过一个叫邓迎香的普

通妇女从外村嫁到封闭的麻怀村丧子、丧夫的悲苦命

运，在展示邓迎香以及麻怀村村民长期遭遇集体苦难

生活的同时，生动地诠释了全村在邓迎香率领下经历

十多年终于打通200多米的麻怀隧道的英雄事迹，书

写了邓迎香在精神和行动上破除重重困难，带领全村

人民改变生存环境到实现乡村富民的历史性跨越伟大

篇章，为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富民和乡村振兴提供了

很好的注解。

作家以多维空间的形式展示了村民的生存境况和

价值诉求。这种多维的空间具体体

现在麻怀村的历史、麻怀村的现实、

出走麻怀村的城市打工生活经历，

以及个体复杂心理的描绘等方面。

比如邓迎香、李德龙、袁红梅、袁端

胜、邓鹏等村民，都是麻怀村现代精

神的乡村表达和历史见证。作家以

见证和写实的姿态全程追踪了麻怀

村从落后走向富裕道路的生活真

实，既呈现了作家的理想世界，又如

实地反映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

壮举，从而引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

美好期待与追求。

《迎香记》是一部既聚焦乡村时

代楷模，又谱写乡村奋斗者一股执

著精神的纪实文学。可以说邓迎香

是麻怀村一位十分普通的人物，又

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楷模。麻怀村

偏远而贫瘠的生存环境限制了村民

的思维和智慧，同时也阻碍了他们

向外发展的道路。作家在这群跟大

山拼高低、跟石头比硬气的村民中，塑造了一名特殊的

农村妇女——从山外的平坝执意嫁到贫穷的麻怀村的

邓迎香，她成为麻怀村历史上第一个从外面嫁进来的

媳妇。从叙事层面看，作者一开始并没有把邓迎香纳

入英雄的谱写中，也没有刻意去写她人生光环的一面，

而是从她来到麻怀村艰难的日常生活中讲述她不幸的

人生命运。自从邓迎香来到麻怀村，首先就遭受到了

因交通不便导致儿子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的悲痛经

历，接着丈夫外出务工遇难，这给了她人生沉痛的打

击。但是邓迎香并没有在生活面前低头，而是在疼痛

与焦虑的心灵搏斗中有效地承担起了领导全村人民打

通大山隧道的艰巨任务，成为带领麻怀人艰难迈出山

窝凼的引路人。

邓迎香是一位敢想敢做而充满智慧的农村妇女。

她虽然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但是她聪明能干，具有惊

人的记忆力和强大的号召力。在麻怀村，她用她的真

诚、善良、顽强、坚定而执著的美好品格征服了全村人

民，以原始的方式通过12年的时间打通了隧道。在她

的带领下，村民消除了阻隔现代文明的大山，扑灭了大

山里的孤独与寂寞感，麻怀村增添了现代生活的生气

和活力。自从打通了隧道后，麻怀村的生活面貌得到

了根本的转变，现代化的气息弥漫在乡村上空，但是当

上麻怀村党支部书记后的邓迎香并没有止步，她以执

著的信念、纯真的情感、长远的眼光和发展的理念，义

无反顾地做出了更重大的举动——动员外出务工者回

乡置业。因为她在思考过程中，

发现了城乡之间的变化，捕捉到

了青年一代进入城市后乡村陷

入了另一种孤独的情景，要摆脱

这种局面，邓迎香只有紧跟时代

步伐，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和年轻

人外出打工的优势，引导村民

“返乡”，于是，抓住乡村产业，

搞好乡村发展，成为邓迎香又

一举措。比如在村里发展绿色

生态黑猪，建立生态食用菌，打

造迎香牌香菇，组建劳务队，最

终成立了迎香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毫无疑问，邓迎香开

辟了一条通往山外的路，同时

开通了一条村民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的致富路。她的英雄伟

业始终记录在行动中，也谱写在

麻怀村民们的幸福生活中。

《迎香记》是一部典型的讲好新时代故事的纪实文

学。纪实文学既体现出文学的审美属性，又具有时代

的功能性。讲好中国故事有多种路径，归根结底就是

既要会“讲”，也要动“听”，要弹出时代最强音，展现时

代新姿态，引领时代新风尚，在时代的洪流中真正起

到示范作用。《迎香记》是肖勤以纪实的基本方式叙

述了贵州罗甸县麻怀村在脱贫攻坚主战场艰苦奋斗

最终实现了乡村富民和乡村振兴的故事。作者叙事

的意义不局限于故事本身，还在于以生动的现实事

例鼓舞人，为时代发展做出好榜样。《迎香记》向我们

展示了“中国故事”的一种讲法，作家以贵州罗甸县

麻怀村的脱贫攻坚为素材，回应新时代的乡村富民、

乡村振兴问题，又以文学审美的艺术方式全面审视了

邓迎香从生存困境到脱贫致富的艰难过程，彰显了中

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与探索、开创精神，具有新时代的典

型意义。

讲好中国新时代的故事，既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生

活的如实反映，又是作家透过现实生活对艺术审美表

达的需要。作家把邓迎香的荣光刻写在中国脱贫攻坚

的词典里。她从麻怀走进人民大会堂，从普通村民当

上村党支部书记，后又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先后

获得各项荣誉，这些对她只是背后的光环，而最重要

的是她用麻怀的拼搏精神，为新时代脱贫攻坚讲述

了一则生动的故事。作品聚焦了作家个人的生活体

验和艺术想象，但同时它又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

在和客观反映。肖勤站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把现实中真实的生活故事，艺术化地加以处理，

从多维的空间展现了麻怀村一代人的奋斗历程，真正

激活了麻怀村村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实现了乡村现代

化的情景。

美好的生活需要文学来书写。建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就是把人民作为文学表达的主体和对象，

反映人民的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无疑，肖勤《迎香

记》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纪实文学。

新
时
代
文
学
忠
实
记
录

脱
贫
攻
坚
的
英
雄
伟
业

—
—

评
肖
勤
长
篇
纪
实
文
学
《
迎
香
记
》

□
张
羽
华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创作进行时创作进行时

广 告

特别策划：“新世纪文学20年：回顾与观察”笔谈——类型写作、
伦理向度与作家姿态 主持人语：张颐武

“底层文学的终结”与现实主义的深化 ………………… 徐 勇
底层写作：“摇曳的生命风景”抑或作为类型的苦难叙事…马 兵
加速、折叠与融合：新世纪文学的发生语境与美学趋势… 李德南
触摸时代精神纹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伦理书写……… 马 征
影像阐释 纤夫与神女：多重话语空间中的影像“三峡”… 王冰冰

“何处是江南？”——浅析80年代以来电影中的江南意蕴…邱 田
地景想象与文化书写——近年来国产电影中的南方空间…王娅姝
人工智能与艺术 论人工智能的三重缺失 …………… 赵 耀
人工智能：“理念”的寄托还是物质生产的升级………… 宋铖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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