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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社会基层民间人们的生活关注社会基层民间人们的生活

现实现实，，应该成为一种作家创作的常态应该成为一种作家创作的常态

行为行为。。从社会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从社会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

唯一源泉的观点看来唯一源泉的观点看来，，关注民间民情关注民间民情

更是文学家的不可丝毫放松的功课更是文学家的不可丝毫放松的功课。。

在民间生活中发现大美在民间生活中发现大美
□李炳银

新观察新观察

“
现实生活的快捷和紊乱，已经使许多人的行为存在严重变形。

在这个变形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欲望和力量在产生着作用，让人烦

恼和无奈。作家也时常更多关心那些在重大事变和突出人物身上发

生的显著故事，以社会的焦点关注表达实现文学的目标。这其中有

许多的风云内容，让人们生发强烈的情绪感受，以至对社会生活的

前景有所期待或发生茫然的失望。

其实，一个社会的基础和稳定、生机和希望，更多地取决于基层

民众的品性、行动及情绪感受表现。基层民众是社会生活的源头，是

社会这棵大树的根。所以，在社会这个源头根部的发现和表达，是可

以从社会的肌理上来认识判断一个社会的情状的。中国的社会正处

于一个历史上全新的发展强盛和繁荣时期，虽然生活中还总在不断

地出现某些令人愤怒的现象，但祥和的局面和内容毕竟是社会生活

的主流。多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在面对社会重大主题的时候，同时出

现了许多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和书写基层各式各样人物高尚

情操与动人行为的作品。这些建构于真实人物事迹基础上的精彩故

事书写，因为切近社会原本生活环境人物而具有强烈的泥土气息和

人性力量。

记得多年前，读过朱晓军的报告文学《“水鬼”的天下》，作品主

人公的事迹就一直停留在记忆中，总有一种感动。作品写浙江省温

岭市石塘镇海边的一个叫郭文标的渔民，时常不顾个人风险，在大

海风浪中救人的真实故事。他总是勇敢无私地救助落水遇难者，当

地人就喊他“水鬼”。郭文标的行动是非常危险的，但他知道却不犹

豫、不畏惧、不收手，甚至还要搭上某些人的讥笑和自己的经济损

失。他说：“我是渔民，人家遇难了，人命关天，我怎么能见死不救？”

他不光救活着的人，遇难死去的人他也要救，对那些不知来历的死

者，他非但搭救上岸，还负责安葬，并在相关时节给予祭奠。郭文标

这样的精神行动，是对生命的永不放弃，是对死者的尊重和善待，真

可以说感天动地，令人敬重。

江西作家卜谷有一篇报告文学，叫《一诺百年的旷世奇缘》，叙

述江西兴国县教富村一个叫池煜华的革命老妈妈，用一生等待丈夫

归来，最后却没有结果的真实传奇故事。池煜华在丈夫李才莲的影

响下参加了革命，李才莲曾经是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1933年他们

二人成亲结婚之后，因为革命需要，李才莲要出门工作。在临出门时，

告诉池煜华一定等他归来。池煜华也深情地对丈夫说：“你放心地去

吧，我会等你。”可谁也没有想到，李才莲这一去，竟久无消息。池煜华

信守等待丈夫的诺言，等了67年依然不见丈夫归来，就以自己的一生

来坚守这个承诺，直到95岁去世。后来各方深入调查表明，1935年2

月，因为苏区全部丧失，红军分部突围，李才莲在随瞿秋白、毛泽覃等

人突围的过程中，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已经牺牲了。在这个漫长的

等待中，池煜华曾经经历了万般的生死苦难和曲折艰难，因为日日

瞭望，将家门口的门槛都磨下去一个三寸多深的豁口子。可是，对于

承诺的坚守使她勇于接受一切的艰辛和煎熬，将革命和亲情的旗帜

举到很高很高！

陈启文在青海省三江源的玛多县，遇见一个在平均海拔4500

米以上的地方，自1977年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分配来这里担任黄

河水文监测工作的谢会贵。《玛多，一个人的记忆》就是讲述这个在

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冰天雪地、空旷无边的艰苦环境坚持工作30多

年的人，直到建起了现代化的遥测设备，才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这里。可

是，他还在壮年的体貌，却因为大自然严峻，磨损成一个沧桑老人。谢

会贵所有的经历都是高原景峰般的壮烈故事，每一个都会使人惊讶感

叹沉思，产生敬重。女作家长江的《97颗星，我送你们去太空！》讲的是

26年间给95颗卫星加注燃料的白崑顺师傅，多年就专干这项工作，

无一事故出现。为了这样既非常危险又需要胆量仔细认真态度的工

作，白崑顺师傅的手指被腐蚀掉了指纹，记下了一箱子的笔记，以一个

“工人”之职，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写下了伟大的诗篇。李长顺的《温暖

的围巾》，记述河南安阳市西洪沟村86岁的赵中福和老伴张娥梅，16

年前在电视上看见边防战士经受严寒，在冰雪天地巡守祖国边疆，很

是心疼，决定自己动手纺线织成围巾，免费寄送给边疆战士。16年

来，两位老人使坏了6辆纺车，寄出万余条围巾。虽然国家对边防战

士已经有较好的防护，但两位老人这种浓厚的关爱之情却是任何物

质装备不能代替的。

类似这样发现和书写社会基层民间各种人物传奇般劳动、奉

献、牺牲、成就事业，为社会进步建设投入力量的报告文学，这些基

层的普通人身上表现出的精神行动，是社会厚土中生长出的健康根

苗，看似细小，但却内容饱满的高尚道德文明种子，是存在于社会生活

中的暖流，具有滋养和发展社会健康肌体的力量。

这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地方角落，从民间百姓中采撷来的动人

善行故事，温柔深情、动人心腑，很好地体现出文学要发现和表达生

活中大美的需求。文学并不像有人主张的那样，只是用来揭露和批

判。在真实动人的大美人物行动面前，文学需要臣服和保持仰视的

姿态。真诚浓烈的大美内容就像阳光，可以在逼退阴暗的时候显现

出更加灿烂的光亮。当然不排除报告文学及时承担社会重大变革事

件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表达，但是在这样的表达中过多地浸入了现实

的功利目的，而使文学人物情感的描写缺乏内容，带有过分浓重的

宣传品特点的时候，作品就会显得虚浮和苍白了。有些历史重大人

物事件，如今只存留下一些梗概和结论，作家却非得依赖自己的主

观臆想和脱离当时时间环境的想象来铺排成篇，就更是缺乏令读者

接受的魅力了。作家若一而再、再而三地粗制滥造，那就只能使自己

流于简单的工具，成为没有主见和灵魂的写手。社会生活是文学生

长的厚土，活跃在社会生活基层的人们，是文学实现茂盛繁荣的根

本基础。作家在这个方向深入扎根，发现理解基层生活中真实存在

的各样美好人物故事和真诚表达，才会有真正的收获。

不管什么体裁的文学形式，都要用独特真诚的人物行动来表达

故事和思想情感。社会生活基层民间自然发生的许多故事人物，因

为是在较少受外力影响的环境下出现，因此就具有很强的原始性状

态特点，每一个都是没有重复的“这一个”。若报告文学将“这一个”

生动地描述出来，自然会具有非常独特的个性特点。爱因斯坦说：逻

辑可以将人从A点引导到B点、D点，可真实的社会生活却可能将

人引导到任何一点。这就是生活的无常魅力。尤其是文学创作，非常

需要尊重依循生活的这种魅力，切不可自信和一味仰仗虚构的作

用，简单地被逻辑框囿。像上面这些在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故事人物，

其独特传奇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关注社会基层民间人们的生活现实，应该成为一种作家创作的

常态行为。从社会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看来，关

注民间民情更是文学家不可丝毫放松的功课。历史尽管大多是由许

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行为组成，并被记录，但是许多重大历史

事件却是由基层的火星点燃，社会基层人们的道德行为和命运表

现，经常会是社会状态的晴雨表，从中可以发现很多社会生活的新

鲜信息，更加深刻敏感地描绘着生活的体温状态。以上许多发生于

今天社会基层的德行人物故事充分说明，在社会正在发生剧烈变

化的时刻，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还存在许多不如意、无奈何的丑陋

现象的时候，这些生发于人的内心和自觉的善良勇敢无私的表现，

对于认识和坚持现实生活的发展非常有益。这也会是滋养和助力作

家文学创作的动力，使文学创作始终行进在正确的方向轨道上。

文学作品的题材对象选择会对作品成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

毋庸怀疑的。但是，文学作品，写战争不仅仅是写打仗、写科技不仅

仅是写技术、写建设不仅仅是写工程，而是要写战争、科技、工程中

人物的精神情感和行动表现，从而表现出人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思

想情感与品行意志来。战争、科技、工程都是有时限性的，文学追求的

是长久和永远的意义。徐迟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很多人

都读过，多少人能讲出“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道道来？但人们都会

对陈景润不畏环境艰难、持久攀登科学研究高峰的决心和意志精

神感受良多，而这些意志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所以，报告文学创作，

作家自己在生活中的独特发现感受具有普遍社会性的内容，才是最

好的写作题材对象。“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社会基层民间生活，是文学永远的温床，是文学之花不断茁

壮生长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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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燕玲在燕玲在《《回到人间回到人间》》一文中有一个提一文中有一个提

倡倡：：写有情有义有美的文章写有情有义有美的文章。。张燕玲是如此倡张燕玲是如此倡

导导，，也是如此力行也是如此力行。。情即情怀情即情怀。。如今如今，，情怀成情怀成

为一个流行词语为一个流行词语。。何谓情怀何谓情怀？？情怀即初心情怀即初心。。又又

何谓初心何谓初心？？初心即初心即““白心白心””，，即赤子之心即赤子之心。。

张燕玲是有初心的张燕玲是有初心的。。我曾经读过张燕我曾经读过张燕

玲的玲的《《背景背景》，》，这篇文章讲的是张燕玲的大这篇文章讲的是张燕玲的大

学时代学时代。。当时她创办了广西师范大学诗当时她创办了广西师范大学诗

社社。。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张在七星公园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张在七星公园骆

驼峰下朗诵诗歌的照片驼峰下朗诵诗歌的照片：：纯真纯真、、稚嫩稚嫩、、激激

情情。。张燕玲是张燕玲是 19801980 级的中文系学生级的中文系学生。。那是那是

一个文学年代一个文学年代，，哪怕是远在南疆的桂林哪怕是远在南疆的桂林，，

仍然洋溢着文学的热诚仍然洋溢着文学的热诚。。在离开大学将近在离开大学将近

2020 年后年后，，她用她用《《背景背景》》回溯了当时校园内回溯了当时校园内

外的文学氛围外的文学氛围，，她视此为她视此为她的起点她的起点、、她的她的

来路来路、、她的背景她的背景。。

如今人们总是将张燕玲与如今人们总是将张燕玲与《《南方文坛南方文坛》》

联系在一起联系在一起。。人们关注的是人们关注的是《《南方文坛南方文坛》》当当

下的芳华下的芳华，，忽略的是忽略的是《《南方文坛南方文坛》》曾经的落曾经的落

寞寞。。这个刊物是携着这个刊物是携着8080年代文学热的余温创办的年代文学热的余温创办的。。

创办之初犹如创办之初犹如““小荷才露尖尖角小荷才露尖尖角””，，以其特有的清新以其特有的清新

脱俗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脱俗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然而然而，，没过多久没过多久，，锐气渐锐气渐

失失、、视野受限视野受限，，逐渐成为逐渐成为““被遗忘的土地被遗忘的土地””。。是张燕玲是张燕玲

让让《《南方文坛南方文坛》》走出迷津走出迷津。。19961996 年第年第 66 期期，，张燕玲主张燕玲主

持了持了《《南方文坛南方文坛》》的全新改版的全新改版。。与装帧风格的焕然一与装帧风格的焕然一

新同步新同步，，这一期这一期《《南方文坛南方文坛》》的封面的封面，，对重点文章做对重点文章做

了一个推介了一个推介。。如今如今，，回头看这一期回头看这一期《《南方文坛南方文坛》，》，我很我很

惊讶当年的张燕玲有如此的视野惊讶当年的张燕玲有如此的视野、、如此的眼光如此的眼光、、如如

此的魄力此的魄力。。人们常说人们常说，，创业难创业难，，守业更难守业更难。。然而然而，，从从

19961996年到年到20222022年年，，张燕玲主编张燕玲主编《《南方文坛南方文坛》》2626年年，，她她

始终保持着这个刊物的高度始终保持着这个刊物的高度。。这种高度这种高度，，既是学术既是学术

高度高度，，也是审美高度也是审美高度，，更是历史高度更是历史高度。。

2020年前年前，，初读初读《《背景背景》》的时候的时候，，我关注的是张燕我关注的是张燕

玲大学时代的文学氛围玲大学时代的文学氛围，，关注的是那个照片中脑后关注的是那个照片中脑后

高高束着马尾辫的小女生高高束着马尾辫的小女生，，我以为那个文学时代是我以为那个文学时代是

张燕玲的背景张燕玲的背景。。今年春天今年春天，，当我不知第多少次重读当我不知第多少次重读

这篇散文时这篇散文时，，我仿佛第一次发现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这篇散文已经浓这篇散文已经浓

墨重彩写到了桂林文化城墨重彩写到了桂林文化城，，我仿佛第一次意识到我仿佛第一次意识到，，

张燕玲的文学背景更开阔张燕玲的文学背景更开阔、、更深远更深远、、更雄浑更雄浑，，她源于她源于

抗战时期那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的先锋精神抗战时期那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的先锋精神，，她源她源

于对于于对于 8080 年代的张燕玲而言的年代的张燕玲而言的 6060 年前的文人荟年前的文人荟

萃萃、、群彦毕集的桂林文化城群彦毕集的桂林文化城，，她源于更为遥远的曾她源于更为遥远的曾

经在独秀峰下演讲的孙中山经在独秀峰下演讲的孙中山、、曾经作为王城主人的曾经作为王城主人的

画圣石涛画圣石涛。。

人的接受真的是很奇怪的人的接受真的是很奇怪的。。或者说或者说，，人的思维人的思维

其实是有其特定的接受范围的其实是有其特定的接受范围的。。当我在当我在 2020 世纪初世纪初

阅读张燕玲的阅读张燕玲的《《背景背景》》时时，，我关注的是我关注的是 8080 年代年代；；如如

今今，，在我本人沉迷于桂林文化城将近在我本人沉迷于桂林文化城将近2020年后年后，，重读重读

《《背景背景》，》，我才意识到对于张燕玲而言我才意识到对于张燕玲而言，，桂林文化城桂林文化城

早已是一座源远流长早已是一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存在博大精深的存在。。在在《《背景背景》》

中中，，张燕玲说张燕玲说，，背景是一个量大无穷的变数背景是一个量大无穷的变数；；在在《《背背

景景》》中中，，张燕玲说他们的师长告诉他们张燕玲说他们的师长告诉他们：：文学必须与文学必须与

精神与思想相伴精神与思想相伴，，文化必须与创造与活跃相行文化必须与创造与活跃相行。。

我在想我在想，，张燕玲主编的张燕玲主编的《《南方文坛南方文坛》》何以能够何以能够

成为中国文艺评论界的一棵常青树成为中国文艺评论界的一棵常青树，，““中国文坛的中国文坛的

批评重镇批评重镇””，，实在是因为张燕玲有这样的初心实在是因为张燕玲有这样的初心，，有有

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情怀，，有这样量大无穷的背景有这样量大无穷的背景，，用心深闳用心深闳，，

始能恒远始能恒远。。

义即道义义即道义。。在一个追求利益的时代在一个追求利益的时代，，道义是否道义是否

还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席之地？？然而然而，，在我看来在我看来，，在张燕玲的世界在张燕玲的世界，，

道义永远都被安放在崇高的位置道义永远都被安放在崇高的位置。。在这个在这个““不发表不发表

就出局就出局””的年代的年代，，张燕玲作为张燕玲作为《《南方文坛南方文坛》》的主编的主编，，多多

少人趋之若鹜少人趋之若鹜。。大多数人眼里大多数人眼里，，看到的只是她的荣看到的只是她的荣

耀耀，，却看不到她的担当却看不到她的担当。。我没有做过编辑我没有做过编辑，，但我深但我深

知知，，编好一个刊物的艰难编好一个刊物的艰难。。不仅需要主编的思想高不仅需要主编的思想高

度和学术精度度和学术精度，，而且需要面对现实复杂局面的应变而且需要面对现实复杂局面的应变

能力能力。。思想高度决定刊物的格局思想高度决定刊物的格局，，学术精度决定刊学术精度决定刊

物的品质物的品质，，应变能力决定刊物的生存应变能力决定刊物的生存。。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汇聚于主编者身上汇聚于主编者身上，，浓缩成一个词语浓缩成一个词语，，那就是担当那就是担当。。

《《南方文坛南方文坛》》有一个重要栏目有一个重要栏目：：今日批评家今日批评家。。““今今

日批评家日批评家””于于 19981998 年开栏年开栏，，至今至今 2020 多年多年，，推出了从推出了从

““5050后后”“”“6060后后””至至““9090后后””近近140140位中国青年批评家位中国青年批评家。。

20162016年年，，张燕玲专门写有张燕玲专门写有《《与与““今日批评家今日批评家””结缘结缘》》一一

文文，，她写道她写道：：““《《南方文坛南方文坛》》身处岭南边陲身处岭南边陲，，要想使整要想使整

个中国文学批评版图个中国文学批评版图，，少些遗珠之憾少些遗珠之憾，，是艰难而永是艰难而永

无止境的无止境的。。我们唯有尽可能以多种渠道我们唯有尽可能以多种渠道

发掘新锐发掘新锐，，寻找那些活跃在文学现场寻找那些活跃在文学现场，，颇颇

具潜质的才俊文章具潜质的才俊文章，，哪怕泼辣新鲜的批哪怕泼辣新鲜的批

评文字出自在读博士评文字出自在读博士，，只要他面对文学只要他面对文学

现场有足够的真诚和个性现场有足够的真诚和个性，，足够的敏感足够的敏感

和活力和活力，，即使修为和学理有所欠缺即使修为和学理有所欠缺，，我们我们

也愿意推介也愿意推介；；而栏目的包容性也须有足而栏目的包容性也须有足

够的宽度与敏锐度够的宽度与敏锐度，，并因真切的爱心与并因真切的爱心与

支持而散发温度支持而散发温度。。那么我们所进行的经那么我们所进行的经

典化工作典化工作，，就有了一分相对系统的关于就有了一分相对系统的关于

文学批评的当下描述文学批评的当下描述，，并留给文学的未并留给文学的未

来来。。””这其实正是一种担当这其实正是一种担当。。当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聚焦名家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聚焦名家、、关注权关注权

威威、、仰望星空的时候仰望星空的时候，《，《南方文坛南方文坛》》视界下视界下

移移，，把如此大的篇幅奉献给那些具有潜把如此大的篇幅奉献给那些具有潜

质但尚未成名的青年评论家质但尚未成名的青年评论家，，既体现眼既体现眼

光光，，更彰显勇气更彰显勇气。。

美即审美美即审美。。张燕玲是从诗歌走向评张燕玲是从诗歌走向评

论的论的，，她主编的她主编的《《南方文坛南方文坛》，》，无论是文章无论是文章

内容内容，，还是刊物版式还是刊物版式，，都力求文艺之美都力求文艺之美。。如今期刊越如今期刊越

来越强调学术规范来越强调学术规范。。这个强调无疑是正确的这个强调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但由

此也造成了学术期刊削足适履此也造成了学术期刊削足适履、、千刊一面的局面千刊一面的局面。。

然而然而，，阅读阅读《《南方文坛南方文坛》》的文章的文章，，会发现会发现，，在遵守学术在遵守学术

规范的前提下规范的前提下，《，《南方文坛南方文坛》》为作者最大限度保留了为作者最大限度保留了

文章个性文章个性。。这种个性这种个性，，可能是思维的个性可能是思维的个性、、观念的个观念的个

性性，，也可能是文风的个性也可能是文风的个性、、文体的个性文体的个性，，一言以蔽一言以蔽

之之，，是审美的个性是审美的个性。。张燕玲从没有采取张燕玲从没有采取““一刀切一刀切””的的

办法办法。。““一刀切一刀切””省心省事省心省事；；张燕玲采取的是张燕玲采取的是““兼容并兼容并

包包””的办法的办法。。说到这个词说到这个词，，不由得想到蔡元培不由得想到蔡元培，，想到想到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张燕玲是有北京大学进修经历的张燕玲是有北京大学进修经历的。。那时那时

她也就是她也就是2020岁出头岁出头。。她在北京大学学习之际她在北京大学学习之际，，不仅不仅

有历史上的有历史上的““兼容并包兼容并包””，，而且有现实中的而且有现实中的““创作自创作自

由由””。。这是张燕玲所接受文学教育和审美积淀的又这是张燕玲所接受文学教育和审美积淀的又

一重背景一重背景。。而要做到而要做到““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是需要担当的是需要担当的。。又又

说到担当了说到担当了，，但张燕玲包容的是美但张燕玲包容的是美，，是文艺之美是文艺之美，，她她

为美而担当为美而担当。。

许多人都知道作为许多人都知道作为《《南方文坛南方文坛》》主编的张燕玲主编的张燕玲，，

不知道作为评论家和散文家的张燕玲不知道作为评论家和散文家的张燕玲。。我当然知我当然知

道道。。不久前我得到她新出版的集子不久前我得到她新出版的集子《《淡妆与浓抹淡妆与浓抹》，》，

当时我就阅读了其中不少篇章当时我就阅读了其中不少篇章。。事实上事实上，，这些篇章这些篇章

大多数我都读过不只一遍大多数我都读过不只一遍。。但是但是，，每次阅读每次阅读，，我都会我都会

有新的感受有新的感受。。以往我激赏她的以往我激赏她的《《耶稣独秀耶稣独秀》《》《此岸彼此岸彼

岸岸》《》《朝云朝云朝云朝云》，》，但这次阅读但这次阅读，，我对我对《《望尽天涯望尽天涯》》犹有犹有

感触感触。。这是张燕玲这是张燕玲3636岁时写的散文岁时写的散文。。以往我只是觉以往我只是觉

得好得好，，但但 2020 年后重新阅读年后重新阅读，，感触又丰深许多感触又丰深许多。。如果如果

说说《《耶稣独秀耶稣独秀》》那几篇散文多写的是他人那几篇散文多写的是他人，《，《望尽天望尽天

涯涯》》却写的是自己却写的是自己，，写的是作者本人作为母亲认识写的是作者本人作为母亲认识

自我并走向自我的历程自我并走向自我的历程。。文学不是理论的修为文学不是理论的修为，，而而

是人生的历练是人生的历练。。2020年前的我阅读年前的我阅读《《望尽天涯望尽天涯》，》，只是只是

皮相之理解皮相之理解；；2020年后的我阅读年后的我阅读《《望尽天涯望尽天涯》，》，因为有因为有

了更多人生体验作为基础了更多人生体验作为基础，，理解变得丰富而深广理解变得丰富而深广。。

张燕玲出版过多部随笔散文集张燕玲出版过多部随笔散文集，，诸如诸如《《此岸彼此岸彼

岸岸》《》《静默世界静默世界》《》《好水如风好水如风》《》《淡妆与浓抹淡妆与浓抹》》等等，，当我当我

最初读到她的随笔散文集的时候最初读到她的随笔散文集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些文发现其中有些文

艺评论的文章艺评论的文章，，心里觉得是不是文体芜杂了些心里觉得是不是文体芜杂了些。。然然

而而，，当跳出先入为主的观念当跳出先入为主的观念，，我意识到我意识到，，张燕玲的许张燕玲的许

多文学评论多文学评论，，实际上也是随笔散文实际上也是随笔散文。。像收入像收入《《淡妆与淡妆与

浓抹浓抹》》的长文的长文《《南方的文学想象南方的文学想象》，》，以以《《百鸟衣百鸟衣》《》《美丽美丽

的南方的南方》《》《没有语言的生活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一批西南文学经典为等一批西南文学经典为

对象对象，，进行富于诗性的阐释进行富于诗性的阐释，，其讨论的话题和评述其讨论的话题和评述

的对象的对象，，决定了该文归属于文学评论决定了该文归属于文学评论。。然而然而，，文章的文章的

语言既思辨又诗性语言既思辨又诗性，，既观念又审美既观念又审美，，既明晰又灵动既明晰又灵动，，

又何尝不可以随笔散文读之又何尝不可以随笔散文读之。。

的确的确，，如果说张燕玲主编如果说张燕玲主编《《南方文坛南方文坛》，》，她包容她包容

了评论家和评论文体的个性了评论家和评论文体的个性，，那么那么，，当张燕玲本人当张燕玲本人

进行文学评论时进行文学评论时，，她其实是打通了文学评论和随笔她其实是打通了文学评论和随笔

散文两种文体散文两种文体。。而在我看来而在我看来，，她之所以这样做她之所以这样做，，实在实在

是因为她早年接受的文学教育是因为她早年接受的文学教育，，这种教育使她在哪这种教育使她在哪

怕从事貌似抽象的文学评论写作时怕从事貌似抽象的文学评论写作时，，她也不愿意牺她也不愿意牺

牲文学评论作为文学本身的文学之美牲文学评论作为文学本身的文学之美。。

我想我想说的是说的是，，作为作为《《南方文坛南方文坛》》主编主编、、作为文作为文

学评论家和散文家的张燕玲学评论家和散文家的张燕玲，，她所做的一切她所做的一切，，其其

实也是在打造一座桂林文化城实也是在打造一座桂林文化城，，也是在爱护文学也是在爱护文学

和文学人和文学人，，她有情怀有道义有审美她有情怀有道义有审美，，她是超乎功她是超乎功

利观念的利观念的。。

■印 象

（上接第1版）

二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吕梁革命老区。在晋绥边区

所在地兴县蔡家崖村，总书记深情地谈到，来到这里深受感动、深

受教育。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

材。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

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

幸福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离开兴县一年后，张卫平开始了长篇小说《红

色银行》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诞生在兴县的西北农民银行是中

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小说还原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并于

2021年出版。郭天印的《铁血围城》以抗战时期著名的沁源围困

战为素材，表现了英雄的沁源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

的殊死抗争。近年来，蒋殊一直致力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先后出

版了《重回1937》《再回1949》等多部报告文学。2021年底，她以

朱德总司令亲手所植红星杨为题材创作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红

星杨》出版。《长篇小说选刊》集中选发这三部长篇小说，编辑出版

了“山西作家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专辑”。

此外，表现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觉醒反抗的长篇小说《沦陷

日》、表现晋陕地区后方民众参与支持抗战的长篇小说《和平》、讲

述红色根据地金融战线开展金融斗争的《英雄年代》、记录抗战时

期《新华日报》记者事迹的《邮票里的战争》、反映太原南站地下党

支部参加解放战争的《寻找消失的英雄》、反映山西铁路职工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的报告文学《跨过鸭绿江》等一批作品都在有序推

进中。山西文学院与阳泉市委党校联合组织的“红色阳泉”系列丛

书12种将在年底完成创作。山西是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不仅存续

在山西人的生命中，也存续在作家们的纸笔中。张卫平在谈到创

作体会时感慨地说，我们党在那么艰苦的战争年代做了大量鲜为

人知的工作。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敬仰的英雄。

三

对山西人民来说，2022年的春节格外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

春节前夕看望三晋大地的父老乡亲，向全国人民拜年。在平遥古

城，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

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

敬畏生态，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西作协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

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在邀请专家讲座、举办研讨展览等活动中，两

个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强化了学习教育成效。山西省作协组织作家

开展各种面向社会的公益讲座，向听众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

织作家党史宣讲小分队深入机关、学校、社区宣讲百年奋斗历程。

举办“红色童书”讲座与各种形式的新书推介，宣介文学作品，传播

历史文化。受疫情影响，作家们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讲

座。已届八旬的作家张石山不仅出版了《一画开天》《方言古语》《无

字天书》等著作，还选择以网络直播的形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张

石山说，现在山西很多作家都扭过头来关注文明和文化，他们的文

化自觉产生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网络直播说到底是“道”和“器”

的问题，用时代之“器”传播文化之“道”，就是与时俱进。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杜学文受邀做“从华夏文明到中华

文明”的讲座，线上听众达五万余人。山西省作协还与山西省委党

刊社《映像》杂志合作，邀请杨占平、傅书华等开设“百年三晋文

脉”专栏。今年7月，“全国文学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

开，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李骏虎作《继承文学传统，弘扬志愿精神，

打造特色品牌》的发言，详细介绍了工作情况。

为更好地书写中华文明，作家们走出高楼，走向田野，深入第

一线考察采风。侯文宜坚持数年在太行山区进行田野考察，寻找

炎帝文化的踪迹。她克服了年龄较大、身体不适等众多困难，终于

完成了70多万字的《炎帝文化田野考察与阐释》。乔忠延长期关

注尧舜文化，走遍了临汾地区的山山水水，不仅有多部相关研究

成果出版，并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苍黄尧天》等，最近，他的历史文

化散文《跟着节气过日子——一个人的二十年节气笔记》由北岳

文艺出版社出版。王芳通过跟踪剧团与演员，创作出版了《天地间

一场大戏》，之后，开始了表现考古人与考古文化的长篇散文创

作，一有时间，她就深入考古工地，与工作人员同吃同住，已有多

篇作品发表。

山西省作协利用各种机会组织省内外作家考察山西历史文

化遗产。在与湖北省作协共同组织的“黄河与长江对话”活动中，

两地作家在永济鹳雀楼上、洪洞大槐树下进行对话。在一年一度

的“著名作家看山西”活动中，组织作家参观考察各类文化遗存，

极大地增强了作家们的文化自信。

田建文是山西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献身考古一线近四十

年，主持或参与了许多重要考古项目。为了向大家介绍山西存留

的历史文化遗产，他撰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散文，《〈左传〉中的山

西》等一系列文章受到读者喜爱。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

上，田建文受到表彰，并代表考古工作者发言。即使年轻时出过车

祸，也没有断绝他从事考古的念头，三次开颅手术后，他顽强地在

考古工地重新站了起来，又埋头进入他钟爱的田野考古；他发现

了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枣园文化，主持、参与了十多

个重要发掘项目，推进了学界对山西考古遗存的认识；学会用左

手敲击键盘，写出考古报告和论文50多万字。全国文物工作会议

上，他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表扬，也感动了所有参会的人。他立志践

行“择一业，终一生”的初心，在对“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

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的追寻中，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山

西省作协将以其事迹为题材的创作列入计划，将在今年完成长篇

报告文学的撰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

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山西作家一方面密切关注现实，创作了大量表现中国人民改革奋

进的优秀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深情回望历史，表现中华

民族奋斗新生的文明历程，从中汲取勇气、自信与力量，传承中华文

脉，续写中华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17日至18

日，由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

县与中国戏曲学院精心打造的南剧《本色》

首次在京上演。该剧生动再现了老英雄张

富清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的

感人事迹，集中展示了他永葆初心、牢记使

命、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公仆本色。

《本色》共分“保障供给”“抗旱救灾”

“精简贤妻”“绝壁凿路”“体国克己”“永恒

记忆”6幕，还原了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亲

身经历的烽火硝烟与转业后到来凤县工

作、生活的片段。作品紧扣一个“藏”字，把

老英雄对战友的缅怀与对老区人民的付出

相融合，铮铮铁骨与鱼水深情相辉映。全剧

注重细节刻画，表演质朴深情，唱腔优美动

听，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该剧由

张尧、张安岚任艺术顾问，张法德、叶明理、

储永光编剧，李永志执导，于开国、张德志

分别饰演中青年和老年时期的张富清。

南剧是流行于鄂湘渝三省市土家族、苗族聚

居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来凤县注重南剧传承与

发展，先后创编了《本色》等大小剧目28台，还成

立了来凤县南剧传习研究所，委托开办南剧科班。

《本色》编创历时3年，先后修改25稿最终审定，

于2021年5月在当地成功首演，并在线上线下多

次展播展演，受到广泛好评。中国戏曲学院派出精

兵强将参加该剧主创，并利用导演、舞美设计、灯

光设计、服装设计等方面的强大阵容和戏曲教育

资源力量帮助来凤县南剧传习研究所进行创作。

据悉，中国戏曲学院将于2024年招收南剧本科

班，为南剧培养更多新时代优秀戏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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