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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写作者，我一直致力于用
手中的笔创作出扛鼎之作；作为文
学编辑，我则希望有一双锐利的眼
睛，能挖掘出可以肩负时代重任的
作家。当下出版界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佳作迭出，“鼎肩文学”虽然不是

“大鼎”，却以革故鼎新之姿和“写文
传义”的创作之态，坚持不懈推出优
秀作品，虽小却充满勃勃生机。

翻阅溢着墨香的作品，字里行
间跳跃着作家们如火的青春，闪耀
着他们体察生活后的感悟。这些作
家性格各异、笔调各异、故事各异，
相同的是“不炫知，不炫技，不做
作”，真诚而独到地诠释着心灵之
光、精神之钙、文学之范。每位作家
都拥有自己标签式的语言文字，有
的情节会将你带进一片空旷的田
野，放飞思绪；有的场景会将你引至
一片宁静的海域，海阔心爽；有的人
物是你熟悉却又不敢触摸的疼痛与
回忆的泪点，足以让你沉浸在美妙
的情感世界里，或开怀地笑，或淋漓
地哭……

湖北作家邓斌的长篇小说《荒
城》立足于鄂西南清江流域丛林中
的古寨荒城，运用历史解构与形象思维相融合
之法，从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捕捉早已流逝的人
文信息与生命灵光，将巴巫之谜、溪峒之秘、土
司之奇和忠勇基因、爱憎本源娓娓道来，引发世
人的回味与思索。

重庆作家钟天珑的长篇小说《天理良心》讲
述了20世纪上半叶渝东南古镇濯河坝中，李、
龚、汪、余、徐、樊六大家族兴衰沉浮的鲜活故
事，艺术再现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
风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黔江神奇秀美的自然
风光和璀璨夺目的人文景观，塑造了一群栩栩
如生的古镇精英形象。他们以“天理良心”为座
右铭，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各展风流，演绎了荡
气回肠的悲歌与传奇。他们的家国情怀、道德观
念、奋斗追求，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辉。

贵州作家晏子非的中篇小说《初嫁》取材于
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以感人的情节、朴素的语
言描写了亲情、恋情、乡情，故事性很强，展示了
一幅幅令人倍感绚丽多姿的生活画面，呈现了
贵州山区浓郁的土家族风情。

贵州女作家幺京的短篇小说集《彩蝶飞
舞》取材于黔东北少数民族生活，细腻的语言如

春风徐徐，为读者打开心灵的窗户，直抵最柔软
的一隅，让读者感知到作者笔下生活的热力、胸
中升腾的善意，以及对文学始终如一的虔诚。

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作家有探险丛林深
处、挖寻“野山参”的勇气和自觉意识、前瞻意
识、开拓意识，并将自己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
不怕呛水，不畏巨浪，才会写出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的扛鼎之作，将生活以文
字的形式铭刻于新时代的“大鼎”中，使盛世繁
华恒久传颂。

“鼎肩文学”秉承发现新作、打造精品、服务
作家的宗旨，以“文有义即大、唯好书是举”的态
度，向大众推介精品力作，将一株株精品文学之
树融入到华夏文学的茂密森林中，以期呈现出

“好木成林日，晨曦耀梢头”的壮观之景。
“鼎肩文学”初面世，虽然还像刚刚步入社

会的腼腆青年，但只要肯于立长志，他日必能肩
负民之“鼎”、文之“鼎”的重任，为后世了解当代
人的生活留下如“西周大盂鼎”铭文一样的真实
记录，彰显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风貌。

“育小树，成大林；写小文，传大义。”这是
“鼎肩文学”的理念，也是这套文丛不懈的追求。

2018年初，与全国其他贫困地区一样，以精准扶贫为要
旨的脱贫攻坚战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面打响，
全州2000多个“尖刀班”在春节临近之际，冒着寒冷开赴一
线，以村为单位开展这项伟大的世纪工程。3年过去，脱贫攻
坚战在恩施州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州2000多个行政村全部实
现脱贫。土家族女作家田苹最近推出的长篇小说《花开如海》
（武汉出版社，2022年3月），不仅是恩施州脱贫攻坚战的真实
记录，展示了恩施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地域风情，而且以椿树
坪村脱贫攻坚为个案，生动呈现了精准扶贫的辉煌成就，描绘
了精准扶贫所造就的恩施现代美丽山村的动人画卷。

《花开如海》最为突出的一个亮点，是以如诗的笔墨、温柔
的情怀记录了椿树坪村脱贫攻坚的实施历程，展示了精准扶
贫把恩施贫困山村变成美丽山村的伟大壮举，让读者真切感
受到了精准扶贫给恩施山村带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变。
椿树坪村地处恩东县大山深处，458户，1800余人，幅员面积
60平方公里，山大人稀，许多自然村落分布在海拔2000米的
高山顶上，交通闭塞，村民生活普遍贫困，不少人生病得不到
医治，许多光棍汉娶不上媳妇。梦想致富的人一次次创业失
败，一些老党员和退下来的村干部对脱贫致富失去了信心，发
出怨言，有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变成了拒绝劳动、专等政府救济
的懒汉，个别邻里矛盾最终演变成严重命案。以县政府办副
主任老漆为班长的“尖刀班”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椿树坪的面
貌和命运。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下，“尖
刀班”走村入户、访贫问苦，深入细致地开展调研，及时果断地
确立了以发展交通为先导（即“有路才有路”）、以产业发展为
龙头、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重等脱贫致富良策，促使椿树坪
村在脱贫致富道路上一步步迈出坚实步伐，从原来的贫困落
后村变成了产业发展（如葡萄、羊肚菌规模种植）、交通便利、
生态宜居、网络化管理、旅游开发（如椅子岩景区开发）、乡村
振兴的现代美丽山村。椿树坪村这种伟大的时代巨变，彰显
的不仅仅是一个山村命运的彻底改变与村民幸福美好生活道
路的开启，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一切为了人民福祉的伟大理念。

可贵的是，小说对精准扶贫主题的呈现，并不是概念化或
生硬的，而是注意将其融入到“尖刀班”生动而精彩的工作细
节当中，让读者体会到党的政策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老

漆告诫“尖刀班”成员，在群众眼中，“尖刀班”就是党、政府和
国家，“尖刀班”的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在眼里，这既是监督更
是希望。为了更好开展工作，“尖刀班”把村民大会改为屋场
会，让群众能够畅所欲言地表达利益诉求，甚至给“尖刀班”提
出批评意见。对故土难离的杨凤玲、幺婆婆等搬迁“钉子户”
实行一户一策，充分给予文化关怀，因情制宜，特事特办。而老
漆之子、“尖刀班”骨干成员小漆的意外身亡，更显示出扶贫干
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所作出的英勇牺牲与巨大贡献。在全国
精准扶贫工作中，像小漆这样献出宝贵生命的人绝非个案，而
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田苹在小说中对小漆英雄事迹的描写，表
达了对脱贫攻坚战中扶贫干部牺牲、奉献精神的深情礼赞。

《花开如海》的另一重要主题和思想亮点，是着力书写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青年干部、群众的集体成长，有力表现了
伟大时代造就一代新人的主题。田苹在表现精准扶贫伟大意
义与辉煌成就的同时，有意识地把“成长”作为作品的显在主
题加以诠释，由此显示出《花开如海》在当下精准扶贫或脱贫
攻坚叙事中的别具一格。

从很大程度上讲，这正是一部以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为
时代背景，书写一代城乡青年破茧成蝶的小说。它告诉读者，
下乡扶贫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干部
尤其是青年干部下乡扶贫，与其说是扶贫，不如说是接受扶
贫，亦即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成长与克服思想的贫弱。对

“尖刀班”中的青年一代来说，精准扶贫虽然是一项异常艰巨
的工程，但也正是这项工作，使他们从狭隘的生活圈子走向了
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使他们真切地了解到人民群众对美好、
幸福生活的期盼，了解到党的事业和社会、时代对自己的感
召，明白了作为青年干部职工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与这份
责任的迫切性、重要性。

就田子嫣和马一龙而言，他们作为“90后”城市机关干部
职工，生活条件相对优渥，田子嫣甚至是父母宠爱的“小公

主”，可以按部就班地打发未来的
岁月。然而扶贫工作改变了他们的
人生道路和成长轨迹，为他们提供
了成长的福地，甚至重塑了他们的
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从个人的

“小我”走向国家民族的“大我”。田
子嫣一方面从二扎、幺婆婆等人的
贫困生活中明白了精准扶贫的伟
大意义与自己肩上的责任，并从
为人民办实事谋福利的实际工作中、从所取得的精准扶贫成
效中重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褪去以往的娇弱之
气，一方面则在与林书杰、彭晓阳的情感交往中走向女性意识
的自觉，认识到女性追求的爱情绝非基于财富交易，而是基于
两性平等与彼此真心相爱。为此她努力挣脱了母亲强加在她
身上的精神束缚，拒绝走母亲早已为她规划好的嫁富翁、按照
世俗标准当好富人太太、过富裕日子的人生道路，在一次次反
省与思想斗争中找回迷失的自己，找准了女性的人生道路。

马一龙与母亲相依为命，单亲家庭的生活环境给他造成
了一定精神压力和情感空缺，他似乎无法摆脱庸常生活的牵
绊，工作之余除了盯着手机上网之外便无所事事。精准扶贫
不但为他提供了作为司机的用武之地，也使他的无人机拍摄、
电脑软件等技术在椿树坪派上大用场。原本父爱缺失的他在
乡村大地上收获了与苏明儿之间质朴宝贵的爱情，锤炼了性
格与意志，重拾起了对人生、家庭和情感生活的信心。

至于彭晓阳，80年代末出生的他本就是来自高寒贫困山
区的农家子弟，无论是故乡的贫困还是父母在城里打拼的艰
辛，都使他感同身受地体会到精准扶贫的伟大意义与自己对
于精准扶贫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他在“尖刀班”工作积极主
动，协助老漆大胆提出“有路才有路”等扶贫工作思路，而且顾
全大局，经常对女同志田子嫣给予工作支持与生活关怀。他

能够成为老漆的接班人，正是因为精准扶贫使他得到了坚实
的锻炼与全面的成长。

在“90后”农村女孩苏明儿身上，体现的不仅是扶贫对象
不向贫困与命运低头的勇气与决心，更有贫困地区内生型人
才的茁壮成长。苏明儿一家长期被贫困所困扰，但作为一位
乡村女孩，她身上有着山里人的韧性、青年人不服输的劲儿和
敢于闯荡的精神，不仅勇挑家庭重担，而且通过进城打工、养
猪、种辣椒、养羊等，一次次向贫困宣战。虽然在长达10年的时
间里，这些努力都因为公路不通或其他意外因素而一次次失
败，但她仍然没有放弃与贫困一决雌雄的信心和决心，“只要干
不死，就往死里干”成为她奋斗人生中的座右铭。“尖刀班”的到
来，国家精准扶贫的全面铺开，为她最终战胜贫困提供了新的
机遇，送来了政策的东风，不仅帮助她取得了种植葡萄和羊肚菌
的成功，并成为葡萄合作社的牵头人。她得到“尖刀班”重点培
养，被选举为村主任，成为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时代骄子。

《花开如海》在艺术上别具一格，总体呈现出浪漫、柔情的
叙述格调。一是描写细腻、情感柔美，写景如诗如画，具有浓
厚的抒情色彩。无论是小说标题，还是对椿树坪尤其是椅子
岩等鄂西南美丽景色的描写，抑或对田子嫣等女性形象的塑
造，都体现出这一点。二是故事首尾连贯、裁剪得体，情节波
澜起伏、张弛有度，叙述温婉从容却又时时暗藏玄机。一方
面，小说围绕“尖刀班”在椿树坪的精准扶贫，记录了这一工作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全过程，又注意避免记流水账，注重采
用实写与虚写相结合，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精心提炼与裁
剪，主要展示、组接那些有思想深度、有新意、有趣味与感动人
心的场景与画面。另一方面，小说避免平铺直叙，善于在诗化
的叙述中楔入生活的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在温婉的语调中
设置一个个悬念，从而让读者感到既轻松又刺激，既扣人心弦
又耐人寻味。如马一龙与苏明儿的“不打不相识”、“尖刀班”
初次走访贫困户时受到“冷遇”、屋场会上贫困户向“尖刀班”
提出尖锐批评或意见、“尖刀班”全体成员在一次车祸中大难
不死、苏明儿父亲在洪灾中失踪，等等，这些接二连三的矛盾、
冲突、险象、悬念均为小说的叙事增色不少。三是富于传奇意
味。像二扎的寻双亲成功、椅子岩绝世美景的首次发现、彭晓
阳与田子嫣的洞中历险、苏明儿父亲的“死”而复“生”、苏明儿
所养羊群多年后失而复得，等等，都是如此。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
明。农业文明催生和繁衍出一个绵延不断、薪火
相传的耕读时代。中国最质朴的农民，在祖祖辈
辈辛勤耕耘田地的同时，孜孜以求地支撑子嗣苦
读，寄望他们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刘建芳的长
篇叙事散文《不忘耕读时》，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文章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的家乡湖江村文昌武
盛、人才辈出的耕读鼎盛时期，也不惜笔墨，真实
反映了村庄曾经一度的没落与重振，读罢不觉让
人掩卷而思。正如作者所言：“有一个耕读的村
庄，就有一个耕读的时代。”

这是一个掩映于赣粤交界处大庾岭连绵山
脚下的客家小山村。这个有600多年历史的湖
江村，是一个崇尚耕读、具有浓厚宗族意识的客
家村。作者以其真实的家族经历，将这个小山村
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欢乐与痛苦、成功与挫
折、畅达与纠结、追求与失落尽收眼底，历历在
目，从中折射出世事的变迁、历史的步伐和人们
百折不挠的精神风貌。

作为一部长篇叙事散文，作者对摘茶籽季节
的描述很是抒情。天高云淡，秋阳透亮，在老师
的带领下，孩子们穿越田野山岗，一路欢笑。去
山上捡茶籽是很合时节的一项秋游活动，茶树结
籽丰收的年份，老师带学生去捡茶籽的时间会持
续三四天，这也是孩子们在这个秋季最开心的三
四天，田野间充满孩子们的喜悦与期待。作者对
父子三人到云台山茶校的所见所闻、他们的采茶
收获以及往返途中在密林里的经历的描写，很别
致也很感人。贫困年代也留下了甜香的日子。

作者成功刻画了父亲这一人物，一个勤劳持
家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他既是父亲又是老师，
既能上物理课，又能吹拉弹唱，既能下田种地收
割，还能把竹篾活儿做得很好，刀工很娴熟。在
春节农闲的当儿，他会做好新农具，以迎接新一
年的农活。父亲上山砍柴是一把好手，也喜欢
下河摸鱼，还喜欢去水稻田里“闹泥鳅”。“闹泥
鳅”“钳泥鳅”的情景，一直令作者难以忘怀。父
亲又是一个山村猎人，大年三十傍晚回到家时，
枪筒上挂着几只山鸡和一只小山兔，那是贫困

年代父亲带给他们的特别暖心的礼物。这就是
渔樵耕读的父亲，他选择了做教师，选择了让自
己一生辛苦劳累却让他们兄弟几个一生受益的
教师职业。

父亲舍不得花钱，工资全用在孩子们读书
上。父亲在某个暑假决定做一件重要的事，他要
找一个木匠，给主人公做一个上学用的箱子，村
里人把这个箱子叫“读书箱子”。在湖江村，能拥
有一个“读书箱子”是一件十分值得自豪的事；做
一个小小的“读书箱子”，也是他们家的一件大
事。这只棕红色、上了油漆的杉木箱子，承载着
祖上的荣光和父亲“望子成龙”的梦想，主人公深
切感受到了它的分量。这只箱子伴随他仗剑走
天涯，那淡淡的杉木香味，散发着耕读时代的气
息。当主人公高三复读两年后，终于考上大学
时，父亲见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芳儿，这次得
了！”让人释然也让人肃然起敬。显然父亲对困
难永不低头，对未来永怀憧憬的精神，一直在激
励鞭策着孩子们。

作者对客家风俗的描写，对分田到户的真实
场面的把握，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看似
不经意间写到的一些当时的物价，也是真实的历
史写照，将某些被岁月磨蚀的记忆拉回到读者面
前。比如作品写到，当年林场有一个规定，凡是
职工家属摘的茶叶，按每市斤一角钱收购，这是
照顾职工家属的优惠价格；其他请来的摘茶工，
则按每市斤六分钱收回。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他
和哥哥一共摘到五十多斤茶叶，共有5块多钱的
收入。他看见父亲从学校财务室出来时，脸上满
是笑容，这些钱相当于父亲半个月的工资了。这
是他平生第一次用双手“摘”到钱，看着父亲开心
的样子，他知道他和哥哥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很
开心的事情。后来父亲用这些钱，为他们兄弟几
个每人买了一个新书包。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
实情景，体现出了文学细节的力量，它会无言地
述说和倾诉，从而震撼读者的心灵。

叙事散文要忠于历史、把握现实。2006年，
农业税被废除，被中国老百姓视为天经地义的

“皇粮”、在父亲眼中必交的“皇粮”，再也不用交

了。父亲一生以凭自己的努力吃上“皇粮”为荣，
也期望孩子们能考上大学、吃上“皇粮”，但父亲
在2004年因病去世，没能亲眼目睹“皇粮”被废
除，这既是他人生的缺憾，也是某种历史的缺憾。

在那个年代，赣粤交界的大山深处的农民生
活是贫困的，家里来了客人，主人家就会到邻居
家去借几个鸡蛋，见了面就会问：你家有“好东
西”吗？借几个应急一下。所谓“好东西”就是鸡
蛋。做好了面，主人会将鸡蛋埋在面的下面，这
样的“鸡蛋埋伏”，足见主人的真心和热情。说一
句“搞一点伙食”吧，便到河里去摸鱼待客。在这
样贫困的生活境遇中，年轻人渴望“跳出农门”，
也终于有三两个“跳出农门”者，一时成为全村人
热议的话题。然而时代变了，“去广东打工”的声
音已深入到这个山区小县的每一个角落。从“跳
出农门”到“跳进厂门”的转换令人猝不及防，“勤
耕立家，苦读荣身”的思想受到了极大挑战。

读书有什么用呢？在广东，不读书也可以赚
好多的钱，新的“读书无用论”开始流行，成为一
种街谈巷议。对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的向
往，深深吸引着主人公。途经河源市时，表弟给
了他一瓶矿泉水，这是他第一次拿到这样一瓶
透明纯亮的矿泉水。平时看着不起眼的水，突
然变得高贵起来，他意识到原来平时喝的水，还
可以这样装在瓶子里买卖，这种冲击是摄人心
魄的。主人公最终融入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
中山，并在这里真切体悟到“忙”和“高效”的含
义。正是这三个字让这座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
充满活力和吸引力，引发了势不可挡的南下打工
潮，而他的命运也和这座城市的发展繁荣紧密交
织在一起。

掩卷而思，而今“靠耕养家、靠读齐家”的故
乡湖江村又在哪里呢？当我们摆脱了贫困、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我们肩负起乡村振兴
的重任，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当我们燃
起新的激情、放飞新的梦想，我们应该怎样赓续
耕读传统，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这是新时代的
湖江村所面临的任务，也是作者和读者共同面临
的任务。

从 耕 读 时 代 迈 向 新 时 代从 耕 读 时 代 迈 向 新 时 代
————简评刘建芳长篇叙事散文简评刘建芳长篇叙事散文《《不忘耕读时不忘耕读时》》 □□艾克拜尔艾克拜尔··米吉提米吉提（（哈萨克族哈萨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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