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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饮食

文化源远流长，

从食材的选择，

到烹饪的技艺、

餐具的考究、文

学的表述，异彩

纷呈，不一而足，

构成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在

中国传统的饮食

文化中，一直并

行着两条不一样

的文化路线：一

条是人民的、日

常的，即以关注

人民大众日常饮

食为主要文化表

达的路线，其代

表 人 物 有 苏 东

坡、汪曾祺等，这类美食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美食就是百姓的

日常，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也是最受人民欢迎，最具

生命力的。东坡肉历经千年而弥久愈香就是铁证；另一条是

官宦的、小众的，即以描写官宦人家、文人雅士的精美饮食

为主，其代表性作品有《红楼梦》《随园食单》等，这类美食及

其所衍生而来的饮食文化是高高在上的、深不可测的，远离人民大众的，也是生命

力相对短暂的，《红楼梦》《随园食单》里的菜肴再精美，今天又有多少道流转于百

姓的餐桌上呢？王干家乡曾经的哲学流派“泰州学派”坚定地主张“百姓日用即为

道”，可以说道出了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的真谛。

王干的《人间食单》（百花文艺出版社）无疑是第一条文化路线的延续。透过《人

间食单》里的人间烟火，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百姓日常饮食生活的高度关注，对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在饮食方面具体体现的精准把握，这与王干所强调的“让小说走

进人民”一脉相承，这就是艺术创作的人民性，也是《人间食单》的人民情怀。具体

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写出百姓的饮食日常。《人间食单》共三部分、55篇文章，绝大部分写的就

是普通百姓日常的饮食生活。既有关于菜肴制作过程的描写，也有关于饮食习俗

的叙述，既有关于儿时饮食的记忆，也有关于当下美食故事的表达，共同构成了一

幅幅生动的百姓日常饮食生态图。

作者出生于里下河，成长于里下河，对里下河有着割不断的乡情、亲情，因此，

书中描写里下河的美食也是最多，最用情的。但其眼里的里下河美食，都不是什么

高大上的菜肴，而只是平常人家的家常菜。如在《扁豆烧芋头》一文中，开头即说

“家家都会有一挂扁豆”，是的，在我的家乡里下河，不仅“家家都会有一挂扁豆”，

而且，家家都会烧一手好吃的扁豆烧芋头。在《螺蛳》一文中，作者说：“螺蛳最平

常”，但“里下河的人却把螺蛳当作一道荤菜”，反映的是里下河人民在日常饮食中

就地取材的能力，那房前屋前小河小沟里的丰物都成了百姓餐桌上的日常美食。

作者也有着长时间在南京生活的经历，于是南京百姓最日常的家常菜都成了作品

中的一部分，如《江南三鲜》里的菊花脑、芦蒿、马兰头，《南京的菜》里的盐水鸭、拌

洋花萝卜等，南京的百姓哪家的餐桌上缺得了它们的身影呢。

以上是关于食材的介绍，还有一些是关于菜肴的制作方法和制作过程的描

写，也是百姓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酒酿颂》里对母亲制作酒酿全过程的描写，

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有一次在夜里，被浓郁的桂花酒香惊醒，一家人索性起来尝

几口”的快乐。《咸生姜》里母亲为四个孩子一家学做一瓶“拐姜”的故事，生姜本平

常，但有了母亲的爱和用心，就显示出无价，所以作者说，因为早餐中有了拐姜，那

一年的春节，每顿早茶，胜似夜宴。

当然，更多的作品是将美食与当地的习俗、人生的故事融合在一起的，如《偷

月饼》反映的是故乡里下河一带中秋祭月的习俗，里面的儿歌“凉月巴巴，照见家

家……”唱出了里下河人民多少代人儿时温馨的记忆，让我们仿佛一下子又回到

了儿时那个月色如水的中秋夜、那片稻花飘香的农家院。而《时间深处的泰州》里

送给作者一块萝卜干的热心搬运工人、《卤汀河》里自己顶着烈日卖冰棍却要去河

里捧水喝的俭朴老大妈、《第一次碰头》里父亲对待作者喝醉的态度都是里下河人

民生活的真实反映，这样一种反映也未尝不是几千年来中国百姓面对困苦依然快

乐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写照。

二、紧扣百姓的饮食需求。王干在《人间食单》新书分享会直播时曾说，他之所

以要出这本关于美食的散文集，是因为人民群众对饮食的高质量追求也是小康社

会的重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间食单》很好地呼应了这一主

题，如在《湖菜》一文中，王干强调，食材好，是一切美食的基础。海鲜也好、河鲜也好、

湖鲜也好，讲究的就是出水鲜。淮扬菜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刚出土、刚出水、刚出

锅。这里显然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新鲜食材、卫生食材、健康食材的追求，也与我们

各地政府正在打造的菜篮子工程、食品安全工程、绿色食品工程等不谋而合。一方

面，人民群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各种食材的简单加工，另一方面，我们的餐饮从业者

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引领和塑造着更加高品质的饮食文化，两者的相互作用，是中

华优秀饮食文化得以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和真实写照。

文集中专设一辑叫《寻找他乡美人痣》，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作者对

故乡之外各类美食的探究和体验，这无疑是众多中国百姓的梦想。随着改革开放，

人民的物质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更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家乡，走向全

国，甚至走向全世界，一方面，他们要去学习、工作，开眼界、长见识，另一方面，他

们也希望能够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文化，当然就包括饮食文化，这是中

国人民由富到强的标志，也是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具体体现。北京的烤鸭、云南的米

线、晋江的土笋冻，还有青岛太平角的咖啡等，这些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全国人

民才得以在口中津津乐道的他乡美食。

三、拓展百姓的饮食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从来就不仅仅只关乎吃什

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是关乎着人生哲理、治国理念，如《道德经》第六十章就强调

“治大国若烹小鲜”，再如孔子主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每于事而慎于言”

等，在中国民间，也有着吃相看人品的传承，并据此衍生出来了众多关于饮食方面

的规矩、讲究。

《人间食单》既然是讲饮食，就避不开以上的话题，但他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

以作家特有的敏锐将日常餐桌上的各类行为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自己关于饮

食文化的独有理念、如他在《高邮美食地图》里强调：“美食是乡愁，也是节日里快

乐的元素。”这是从精神层面对美食的重新定义，突破以往关于美食的物质层面的

定义，是关于饮食文化的再创造。

再如他关于“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点菜是个美学问题，喝酒是个军事问

题”的阐述，都不是讲的具体的吃的问题，而是深刻的关于吃的文化的问题，这些

问题，我们平常百姓在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思考过，但几乎没有人从文化

的层面、人生哲理的层面对其加以归纳、提炼。《点菜是个美学问题》中写道：“菜单

意味着什么？选择。选择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限制。”是的，在中国百姓的日常饮

食中，谁被拿到了菜单，也就意味谁就被赋予了一种选择的权利，可这样的选择又

是十分艰难的，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点出的一桌菜，却不见

得人人都喜欢，真的是吃力不讨好。这就是中国人生哲学的奥妙所在，让你得到了

什么，必将也会让你失去了什么，点菜也是一样。所以，作者感慨：美学的复杂性在

于审美的不可量化和简单复制。中国的美食也是不可量化和简单复制的。由此，作

者得出结论：“美食其实是厨师、食客、点菜人之间的合理组合，他们构成那道看不

见的黄金分割线。”是的，中国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和谐，要让一桌饭吃出和谐来，

没有厨师、食客、点菜人之间的配合，定是枉然的。

《人间食单》第三辑“人生百态看吃相”基本上讲的都是上述问题，这是需要智

慧的，也是需要热情的。它看起来是个小问题，其实是个大课题。民以食为天，一切

关于百姓日常饮食的思考、总结、提炼都是天大的问题。

为人民而创作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透过《人间食单》这本小小的

文集，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作家们在这一主题下的探索与努力。我们也有理由相

信，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会让我们的作家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召唤和人民的

伟力，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浸透着人间烟火气、满怀着人民情怀的作品呈现于读者

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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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田珍颖的文学评论
□李忠效

2018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将“中国报告文学事业

特殊贡献奖”颁发给80岁的田珍颖，颁奖词中对她的

创作、编辑、评论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谈到评

论时，颁奖词用了“机智独到”这四个字。

什么是“机智独到”？就是才学加智慧加特别的个人风格。

评论家何西来和雷达的有关谈话，似乎能从一个方

面为“机智独到”这四个字的解释做一个导引。何西来老

师特别赞佩田珍颖在研讨会上从不写发言稿，只凭几条

提纲就“出口成章”，并“说得开，收得回”。何老师认为这

是一种功夫，他说：这是田珍颖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积累

起来的，既有很强的“阅读力”，又有精准的“判断力”。

雷达老师多次提到田珍颖对作品的“归纳力”，并

谦虚地表示自愧不如。他认为，这种“归纳力”是田珍颖

长期阅读作品而积累的，是高水平的能力。他说：田珍颖

对作品的掌控力很强，正因此她总能选择一个特别的角

度切入作品，展开评论，从而使自己的评论个性化。

对作品编辑式的细读，深读，精读；长年累月地不间

断地读；一页一页地，不错过一个标点符号地读；直读

到青丝变白发……这是一个真正的编辑的修炼过程。

以上这些并不离开本文的主题，这些实实在在的

罗列，是在展开田珍颖文学评论的基础和平台。说到她

的评论的特点，难以一一备述，只选择自己熟悉的报告

文学评论的三个特点，加以简评。

第一，田珍颖的评论总能高屋建瓴，站在时代和报

告文学创作的制高点，考量并剖析作品的内容和内涵，

因而显得视野开阔，信息量大，让人茅塞顿开。田珍颖

认为，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在于它对所

写内容的“再现性”，而在于它通过这样的“再现”，给予

人们的哲理性的启示和思考。所以，评论者要站在一定

的高度，对作品的内涵进行审评。

以邢军纪的力作《风雅大郑州》为例。这部作品是

一个城市的传记，它真实地书写了这座古城的前世今

生，重笔记录了它在改革大潮中的勇敢创造，及为城市

寻找新出路的决心和力量；作者重笔写城市的大策略、

大举措、大行动。

田珍颖认为，这些宏伟建业都是大郑州的光灿名

片，但它们深层次的根基，却是郑州人与时俱进的先进

思想，和他们历史悠久的大融合的性格。这些坚实的文

化追求，才是郑州风雅的根基所在。所以，她着笔于“思

想的力量”和“融合的推动力”，两路并行，评出了郑州

风雅的真正深度和高度。

在这种高屋建瓴、下笔特别的评论中，她又经常用

杂家手法，旁征博引，为评论的特点做出生动的烘托。

比如《郑州大写意中的文化追求》一文中，她援引《易

经》中对“革命”一词的记载，为古城寻源拉开了历史的

纵深度。再如，《站在人权高度》的一文中，开篇即引用

人权、人性的历史和现状，以此为这篇评论传递了大量

信息，并为评议作品铺开了一个宏大的背景。

第二，田珍颖的评论是紧紧以文本为依据，展开真

正的文学性的评论。不做大而化之的评说，不说空话和

套话。她的评论对作品在手法、层次、结构及内在逻辑、

文字表达等方面的分析，往往是抽丝剥茧，层层推进，

深入浅出，有很强的思辨性。这使她的评论，往往语出

惊人，令人信服。

在关注她对文本进行全面剖析的过程时，应特别

注意到，她对切入作品的角度十分讲究。她认为，角度

就是评论的特点。

以王宏甲的力作《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的评论为

例。这部作品是为当代科学家南仁东立传。它的层次架

构严密而错综，涉及天文、地理、人寰；触笔历史现实和

未来，是一部宏大的制作。

田珍颖在细读文本后，为其大结构画出蓝图，即：写

作的大方向是按时序推进的，但每个时段，作者运用描

写、叙述、插叙、倒叙、对话、对比等多种手法，进行了一个

大回环的铺叙；每个时段皆因此而独立成章。当深入剖析

每个大回环的叙写时，历史的再现、现实的铺陈、以及作

者的出席在场，三者联袂，一步一步地推演了内容的进

程。这才是亮点，也正是评论者要下笔大写的所在。再分

析作品的语言。语言的雄辩，气概非凡，又使得她的评论

思维掀起波澜。这种非传统的叙述语言，具有强烈的演

讲特点，而这种风格，贯及全篇，正是作家情绪的起伏。

作为一名评论者，田珍颖在对文本进行了如此深

刻精到的剖析后，她也找到了自己评论的兴奋点，那就

是：历史的演讲、现实的演讲、作者在场的演讲，这就是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研讨会上她的发言提纲。

第三，她的评论注重对作者思想、情感思路的研究

和掌握。她认为这是深度理解作品的一个重要途径。

她提倡评论者和编辑都应该读懂作者。她认为，作

品是作家思路的轨迹，每部作品，都是作家一次灵魂的

出行，而这个出行的轨迹常常潜藏于字里行间，时隐时

现。要靠评论者和编辑在阅读中认真挖掘。

以作家梅洁的作品为例。梅洁是以写南水北调大

工程而著称的女作家，她的故乡十堰被大水淹没在这

个工程的起点。其首篇《山苍苍，水茫茫》在田珍颖手

中，被推为《十月》的头条，并开研讨会，使全国20多个

报刊进行连载，梅洁一夜成名，也从此踏上了20多年

书写南水北调工程的艰难征途。在这漫长的创作时间

里，田珍颖一直关注着梅洁的创作，并体会着她思想感

情的升华。20多年后，梅洁关于“南水北调”系列经典作

品的研讨会在京召开。田珍颖在发言中展开了她对梅洁

情感思路的跟踪和认识。她认为，梅洁在开始写灾民背

井离乡艰难生活的惨重时，是大悲悯的情怀，挥泪写作；

而当新移民政策落实时，故乡的父老乡亲几十万人启动

了旷世未有的千里迁徙，这种民族的大义的行为，深深

地感动了梅洁。在写这一段移民过程中，她奉献的是重

重的敬意；当南水奔涌到北地时，梅洁顿悟，自己的家乡

是天火淬炼而成的一尊坚石；父老乡亲的义举，则是人

类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她的感情升华，理性的光芒照亮

了她的情怀，也照亮了她的作品。田珍颖说，她正是理解

了梅洁的这种乡愁和家国情怀，所以她能很坚定地为梅

洁的作品定上了“人民性”和“人民精神”这个标高。

再以我的作品《“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为例。“瓦

良格”号航母来到中国这段历史，之前，始终被歪曲为

一港商献给国家的“义举”，我在奉命写“辽宁舰”的时

候，触碰到这个题材，内心激动，决定为“瓦良格”来中

国的历史正名。当我把初稿送给田珍颖看时，她说感到

意外，全篇自始至终都是严谨和严肃的叙述。她看到作

品中罗列最多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而众多的时间连

成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她从这样一些细节上读懂

了作者：作者不是要写畅销书，而是以文为史，为我国

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写一部真正的历史。

自古以来，凡写史者，均是双肩担道义，铁骨铮铮。

在理解作者的基础上，田珍颖以81岁的高龄挥笔作序，

题为《历史的记忆，文学的记忆》。

记得王宏甲曾对田珍颖评论做过这样的评价：她是用

心、用情、用思想对作品进行深度解读。田珍颖的评论对

于初学者，甚至对于写了很久的作家来说，都会有益的。

李少君主编《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

““生活之门生活之门””与与““可能之镜可能之镜””
□□陈陈 均均

从《诗刊》策划2022年3月上半月刊“北大女诗

人专辑”，到李少君主编的《燕南园的星空——北京

大学女诗人诗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面世，这座

如周瓒所言的“烟云中”变幻不定的“房屋”开始聚

拢而且下沉，获得了一种渐趋稳定的文本形态。它

正在成为一个起点，一方面吸纳过往，另一方面展

现未来，成为中国新诗里一种新近被构建、被发明

出来的“小传统”。

书名“燕南园的星空”恰好隐喻了这样的一条

脉络，因为新诗史里第一位走红的女诗人曾经居住

在燕南园66号，她就是以《繁星》《春水》风靡中国的

冰心。冰心毕业于燕京大学，归国后也在燕京大学

任教。燕京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里消失了，但

是它仍然以燕南园、静园、未名湖等燕园胜景的记

忆长久留存在进驻的北京大学的生活史与精神史里。

“北京大学女诗人”这一群体意味着“北大诗歌”与“女性诗歌”这两种当代诗的亚传

统的合流，如果可以再加上“燕南园”这一象征所接续的燕京大学诗歌记忆，似乎就能够

翻转为新的诗歌风景，不仅凸显和发现了“北大诗歌”里的异样因素，也可以探讨“女性

诗歌”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向，并勾勒一种新的诗歌地图。

《诗选》里诸多诗作的总体面貌和突出特征是“近取诸物”，周瓒在观察“北大女诗人

专辑”时认为“融汇了观察、沉思、叙事与记录等方式的生命想象的创造”。此处可以更进

一步描述，这些作品的写作方式从观察、沉思、叙事、记录到想象与创造，其书写对象往

往大多是由北大校园生活以及以这些经验为底色且浸染其中的社会生活与想象，从而

创造了一个多维度且高浓度的“诗歌时空”，仿佛是推开了一个“虫洞”般的“生活之门”。

就如谢笠知在《短歌》里所写，“你仍然相信有扇门/一旦打开，群山就会奔腾而至。/这不

是意象，而是创造/赋予的某种生活”。

虽然同是对生活经验的书写与挖掘，但是由于习诗的源泉与资源不同，叙事也在不

同层面上进行，因此整部诗选通观下来，仍然可见纷繁复杂的局面。本文暂且将之划分

为三个层面：

其一、对生活的沉思、哲思与反思。在新诗史里，陈敬容、郑敏等女诗人都是此类诗歌

写作的高手。在诗选里，秦立彦、顾春芳、夏露等诗人展示了这一倾向，如秦立彦“我们握着

自己唯一的生命，/想着应该把它掷向哪里”，顾春芳“所有的果实都有归宿，/我们应当像早

晨一样去生活”，夏露“我不知道在春风抵达之前/这些桃树是否会反省”。这些诗句都是

建立在对于生活的观察与体悟之上，从诗句到诗思较为成熟，但是不同在于，秦立彦更注

重形式与精神的张力，顾春芳倾心于物我交融的境界，夏露则习惯于即兴与迅捷的诗学。

其二、以叙事为基础，再加以融合生命的体验与想象，从而构成一种风格化且作为

生活镜像的诗学。这是受“九十年代诗歌”叙事性观念与训练影响下的诗歌，但是因由作

者个人禀赋，又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如袁绍珊“像仁和寺，他们晶莹如琥珀/我一不小心

就旧了，放弃千疮百孔的复仇计划”，康宇辰“其实沈从文情书，最美的一封/叫翠翠。”

“我已为你创造奇迹，/创造美。”“美即是死，是例外，/是永恒。强韧的不是兴亡世变，/是

那纸上楼阁，人间烟火伴随”，杨碧薇“蓝到忘了自身是蓝的/蓝尽塔吉克人的一生”，赵

汗青“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我已在舌尖沏好了茶/只等你，把香甜的字泡进去”，尹

丽川“一个人的朋友圈就是他的时代”，马雁“这灵魂，轻盈、孱弱，并且羞涩。/如同一面

可能之镜”，葭苇“这一世，我们谁都没有长成参天大树/可是你听：水在小河里静静地结

冰/冒着汗，努力透明的那块/轻轻地复制了我们的命运”。这些诗句，带着生活的感性与

生命的体验，但是趣向不一，在诗歌上的用力与带入的经验也不一，犹如铸造着一面面

“可能之镜”，来建筑一座《西游补》里的“万镜楼”。

其三、注重诗艺的锤炼而指向诗歌自身。如曹疏影“她迫不及待/吃掉自己身上小小

的火焰/没有人注意这件事，/只有我看到，只有我看到——那火焰也在吃她”。周瓒“而

这，是旗手文慧的爱与抗争之舞”的诗句与其当作叙事或描写，倒不如视为营造一种艺

术感。以上三个层面讨论的是诗人的写作方式与诗歌的取向，如以本书书名取喻，也可

当作是“远近高低各不同”且穿越黑夜的亮度不一的星星光线。

从推开“生活之门”到铸造“可能之镜”，集合在这部诗选里的“北大女诗人”将会带

来哪些奇迹呢？近些年来，作为诗歌变化与发展标志的新命名大多并不耐用，这既可能是一

种诗歌批评与诗歌研究的想象力的匮乏，也召唤着新的诗歌现实与诗歌命名。正如“朦胧

诗”“第三代诗”标识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歌，“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贯穿着20

世纪90年代的诗歌，这些命名尽管往往出自“历史的误会”，也屡起争议，却保存了各自时

代的诗歌实存与记忆。这部诗选以及它所携带的“北大女诗人”的命名，已经照亮了长久

以来隐匿未名的北大女诗人的写作，必然也会鼓励一代诗歌新人与诗歌写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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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杰地灵的河南南阳，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出

了许多雅人学士和文学大家，在当代文坛更有“南阳

作家群”耀人眼目。但新近读到的李天岑主编的《新

时代红旗谱》（河南文艺出版社），却在南阳的文人雅

士之外，为人们推介了南阳在新世纪和新时代里，各个

行业领域里涌现出来的英模与英才。这是南阳在新时

代人才辈出的新成果，也是南阳繁荣昌盛的新名片。

读了《新时代红旗谱》这部作品，有三个方面的感

受比较突出，我以为这部作品的特点与价值，也正在

这里。

第一，我首先对以中短篇报告文学形式来书写10

个时代英模，并出版作品合集这种方式，表示由衷地

赞赏。由文学纪实与新闻特写的两种元素的有机融

合发展而来的报告文学，一开始主要是中短篇的形

式。“十七年”时期到新时期之初，写的较多和影响较

大的，都是中短篇形式的作品。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之后，因为需要承载更为丰盈的内容，处理更为重大

的主题，报告文学的写作开始走向“大型化”，长篇形

式的专题报告成为流行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报

告文学本该有的“轻骑兵”作用有所忽略。《新时代的

红旗谱》的10个英模人物，都有相当坎坷的命运起伏，

十分丰富的人生经历，相当突出的个人成就，李天岑

等作者完全可以再下点功夫，花点时间，写出一人一

本的传记性的专著，凑成10本一套丛书来。但他们没

有这样去做，而是以中短篇的形式来书写10位英雄人物，并汇集成一本合

集。这种对中短篇报告文学形式的选择，也可以看作是对于报告文学原有的

写作传统的承继，而且，一本作品10个人物，也便于人们阅读，利于广泛传播。

第二，10篇作品描写的10位英模人物，分属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但都是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业绩的行业翘楚。这些人物都有一个相同或相

似的共性，这就是都出自于平常人，来自于老百姓。如退伍老兵解建业、小学

教师张玉滚、独臂村支书李建、养猪大王秦玉林、“南阳好人”李相岑、电业工程

师郭跃东、人民警察肖振宇等。他们由平常做到了非常，由平民走向了英雄，

但始终又不失平民的身份与本色，实际上是“平民+英雄”的两种身份的合

体。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各自的奇迹，实际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他

们从个人的角度告诉了我们不谋而合的情怀和不约而同的追求，那就是：位卑

未敢忘忧国，志士不忘在沟壑。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以“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人物”的生动书写，既书写出了这些平民英雄与他们所置身的环境和时代的

内在关系，也由此生动显示了“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

雄的时代”的现实景象，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观的真谛。

第三，从文学写作上看，10篇作品各具所长，各有千秋，有偏于新闻特写

角度的，有偏于人物纪实的角度的，有几篇在构思与叙事上带有较强的文学

性，依仗引人的情节和动人的细节取胜，这种更具文学性的篇什，给人印象更

为深刻，更令人读之难忘。如写张玉滚的《火炬手》，写“独臂支书”李健的《英雄

归来》，写隐藏功名后回乡务农的人民功臣解建业的《英雄归去来》等几篇，作

品都有基于深入采访的精心构思，并都有很反映人物独特性情和博大情怀的

引人细节与精彩描写，令人过目难忘，同时也把这些英模人物在价值层面上的

独特追求表露得淋漓尽致。如解建业隐藏了赫赫战功而默默投入乡村建设的艰

苦奋斗；张玉滚在多次关键时刻所作的坚定选择；李健在多次挫折中坚韧地再

度奋起，陈喜增多次放弃提干机会坚守在农业科研一线等，都把英雄人物的高

尚人格和崇高精神表现得无以复加。一些人物特写还注意通过人物自身的言和

行来表现人物自身，并引述了英雄人物各具个性的感人话语，读来令人印象深

刻。如解建业的口头禅：“只要有活干，有饭吃，小车不倒只管推，不给国家添麻

烦。”如李健在致残后特别注重立志，一些话语都带有立志与励志的鲜明特点。如：

“命运可以斩断我的手臂，但斩断不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征途漫漫，唯有奋

斗，没有等出来的精彩，只有干出来的辉煌。”他的这样一段话更能体现英雄的心

志与他们的共同心声：“信仰是一种理想、信念，一种无形的光芒和动力，催人奋

进，驱动着人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来自普通平民的英雄人物以他们实实

在在的感人事迹和真诚话语，向人们生动地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颁授“七一

勋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于平民英雄所做的精要概括：“他们用行动证明，

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

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而他

们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出自南阳的这些英模，当然是南阳人民的无上骄傲，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闪亮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红旗谱》，有其独特内含，更有其重要价

值，可以作为人们阅读新时代和学习新英雄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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