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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脱贫攻坚、山

乡巨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堪称中

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不是石碑，

而是口碑；不是建在地面上，而是建在亿万人民

的心上。作为中国的作家，我们有责任为这座丰

碑“添砖加瓦”。作家的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

意活儿、良心活儿。我们想写什么，是良心使然，

心甘情愿。不是别人要我们写，而是我们按捺不

住激情，自己要写。不写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

人民，对不起时代，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良心。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花灯调》，是

我在2023年年初完成的。我从夏写到秋，从秋

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立春。在半年

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期间

我感染过“新冠”，发烧、咳嗽，嗓子疼了好几天，

照样写作。春节放假期间，我跟往年一样，也是

早上4点起床，在写作中度过。我常常写得泪眼

模糊，看不清稿纸上的字迹，不得不抽出一张面

巾纸，搌一搌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将近30万

字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感动自己的过程。

我愿意用三个“千年”来概括脱贫攻坚和实现小

康，即“千年德政”、“千年梦想”和“一步千年”。

先说千年德政。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

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工业和采矿业，无法积累起雄

厚的资本。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财政支出，还有边

防所需的军费，主要靠农业税赋，靠剥夺农民的

口粮，靠向土地索取。中国人不只是土里刨食，

还从土里刨银子、刨刀枪。衣衫褴褛的农民，风

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差不多都

被官家收走了，祖祖辈辈过的都是忍饥挨饿的日

子。遇上天灾、匪患和兵荒马乱，逃难和饿死的，

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悲惨景况，不仅史料多有记

载，一些诗歌里也有生动描述。白居易《观刈麦》

里写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李绅《悯农》

里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无疑是广大

种田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普天下，是农民通

过种庄稼、打粮食养活人类，人类才得以在地球

上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才是全人类最原

始的、真正的衣食父母。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是

“种田的吃米糠，晒盐的喝淡汤，纺织娘没衣裳，

编席的睡光床，当爹娘的卖儿郎”。难道他们天

生就该受穷吗？天生就该受剥削吗？什么时候

才能改变这种历史的沉疴呢？这种情况在新中

国被改变了，到了2006年，农民终于不用再交农

业税。几年之后，国家又出台了新政策，不仅农

民种田收入全部属于自己，国家还按田亩数给种

田农民发放补贴，种的田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

多。不出还入，这是世世代代的农民做梦都不敢

想的好事儿啊！

然而，别急着欢呼，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

呢。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集中实施了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全民奔小康的

历史性工程。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到2020年，

全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贫困县统统

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7月1日，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

史上从未有过，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的历史上也鲜有先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

的脱贫攻坚，创造了全世界、全人类的奇迹。此

景只应天上有，如今终于到人间。我坚信，我国

脱贫攻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必将载入华夏民

族的史册。

再说千年梦想。几千年来，中国人有很多梦

想，其中一个最起码的梦想，是天天都能吃饱饭，

一年四季不饿肚子。可是能吃饱饭的时候很少，

往往是一年只有半年粮，几乎每年春夏之交都青

黄不接。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历过极度贫困的

人——1960年我9岁，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的时

候，可生产队的大食堂断炊，面临解散，一口可吃

的东西都难以寻觅。我抬头望天，想吃云彩，云

彩不能吃。我低头看地，想吃土垃，土垃不能

吃。我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子、细腿，上

学连跑操都跑不动。我爷爷饿得双腿浮肿，肿得

闪着黄铜一样的光亮，一摁一个坑。爷爷一坐到

地上，就无力站起，需要我和二姐两个人使劲拉，

才能把他拉起来。我父亲饥病交加，在当年的农

历六月初六去世了。小弟弟因为严重的营养不

良，得了佝偻病。我吃过从河里捞出来的杂草，

杂草上附着有一些小蛤蜊，一嚼壳嚓嚓响。我吃

过榆树皮，母亲把榆树皮在碓窑子里砸碎，下到

锅里煮成粘液给我们喝。粘液连成一坨，我喝了

一口，还没尝出什么味，就秃噜滑进肚子里去

了。我吃过柿树皮，柿树外面一层干裂的树皮根

本没法吃，只能吃里面紧贴树干的一层湿皮。我

把那层湿皮剥下一块，放在火上烤，等把湿皮烤

干，就放进嘴里使劲嚼。烤干的柿树皮又苦又

涩，十分难吃，但我还是把它嚼碎，自欺似地咽了

下去。以前我没说过，我还吃过煳坷垃——食堂

里烧煤需掺一些土，土里会混进一些砂礓子儿，

经过火烧，坚硬的砂礓子儿被烧熟了，变成了煳

坷垃。每当食堂里往外倒炉渣时，我们一群小孩

子就抢上去，从里面扒煳坷垃吃。每扒到一粒糊

坷垃，我们就像得到一颗香炒豆一样，高兴得眉

开眼笑。

尽管每天饿得肚子前墙贴后墙，我和大姐、

二姐有时还在一起谈理想，也就是谈梦想。我当

时最大的理想是，家里盛馍的筐子里能经常有

馍，我想吃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拿一个。我的大

姐、二姐都认为我的理想太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不大。她们的理由是：你要是随便吃，把筐里的

馍都吃完，别人吃什么呢！

我从小就听说过两句话：饭舍给饥人，话说

给知人。意思是说，把饭给饥饿的人吃，人家才

会心生感激；把话说给知理的人听，听话的人才

听得明白。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贫困

经历，是想说明，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

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是想说明，脱

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得并不容易；是想说明，越

是经历过贫困的人，越是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

珍惜；还是想说明，心怀沉痛历史教训的人，对书

写今天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

第三是一步千年。从脱贫攻坚到实现小

康，这伟大的一步，等于一下子跨越了几千年。

还是让我用事实说话，从身边的事说起。我老

家所在的县是贫困县，所在的村是贫困村。还

在农村生活的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

子家，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虽说我在20世

纪70年代初就出来参加了工作，但我几乎每年

都回老家，和农村老家还保持着骨肉般的紧密

联系，贫穷好像还在拖着我的一条腿。1975年

夏季，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

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变成一片泽国。我蹚着

齐腰深的水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逃水逃到别

的地方去了，村子里已渺无人烟，仿佛回到远古

的鱼龙时代。大水退下去后，村里人再也盖不

起房子，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泥草棚子里。在

吃的方面，因生产队分的粮食少，家家粮食都不

够吃，有时只能靠吃糠菜或讨饭度日。在穿衣

方面，几乎人人穿的都是破烂衣服，或是打补丁

的衣服。更有甚者，有的人家打发闺女出嫁时，

竟连一条新裤子都给闺女做不起，只能向别人

暂借一条裤子给闺女穿。改革开放实施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

脱贫攻坚战之后，当农民积累起一定财富，农村

的面貌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天还是那个

天，地还是那块地，但天已不是原来的天，地已

不是原来的地。天上彩霞满天，大地换了新

颜。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

敞明亮的楼房，高的盖到了四层。我们村的名

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居高的向

往，代表着一个梦想。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梦

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穿衣早已不成问

题，不管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摞单，

棉摞棉。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

家，平日里连黑面馍都不够吃，只有到过年的时

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现如今呢，每天吃的

都是白面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乡亲们感叹：

我哩个乖乖，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嘛！在脱

贫攻坚中，我大姐家、二姐家和二姐的大儿子

家，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最基本的事实。如果我

们不是预设偏见，道听途说，而是心怀良知，尊

重现实，那么这些现实非常值得我们书写。

我们村的变化是这样，全国的变化也是如

此。2022年端午节之后，我到贵州遵义下面的

一个偏远山村定点深入生活，所获得的素材更

加典型。这个村是贵州的深度贫困村之一，截

止到2015年，全村近五千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

才876元。山里往山外不通公路，连简易的砂

石路都没有，只有一些乱石嶙峋的山间羊肠小

道。整个山村几乎长期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

被人们称为“高山孤岛”，村里的不少老人和孩

子连汽车都没见过。村民养肥一头大猪，需请

8个青壮男人分两班轮流抬，才能抬到山外卖

掉。他们刀耕火种般种出的蔬菜和水果，吃不

完的因无处可卖，只能眼看着白白烂掉。村民

要盖房，一些从山外购买的建筑材料，还得使用

马匹驮运，常常是房子还没盖成，先把马累死

了。除了不通路，村里还不通水，不通网络，不

通高压电，所有生产、生活和生存方式，几乎还

处在原始状态。村里的小伙子们也外出打工，

打工期间找到对象，对象生下孩子后，实在不能

忍受山村的贫困，就扔下孩子跑掉了，一去不

返。这种情况最能证明山村的贫困程度，让人

痛心疾首。

2016年春天，市检察院选派一位女检察员，

到这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进行脱贫

攻坚。在女书记的带领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这个村从交通、水

利、电力、通讯，到教育、卫生、文化等多方面，都

实现了快速、全面、现代化、高质量的巨大发展变

化，堪称全国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

到2019年，全村的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12000

多元。不少人家扒掉旧房，盖成别墅式的新楼

房。过春节期间，在全村院坝停放的小轿车就有

一百多辆。“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村里的小

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对象。村民们把这些变化

编成花灯调的唱词，广泛传唱。

总的来说，我国的贫困攻坚和全民脱贫，的

确称得上是一个一步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

个奇迹的出现，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

类学甚至哲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意义。脱贫攻

坚奔小康，让全国各族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具有

彻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质。人道主义作为

文学的宗旨之一，其精神一直被我们的文学创作

大力弘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本着这种精

神，我们不可能对脱贫攻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无动于衷。同样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的受益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安全、和

谐、富足的盛世，让我们发出小小的作家应该发

出的真实声音吧。

我最初为这部小说起的题目是《泪为谁

流》。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呢？我的回答是，因

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事业付出了太多辛劳、心

血和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感

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流的眼泪就不说了。小

说写完后，我再看自己的小说时，仍禁不住流

泪。我现在写小说，还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写，

完成后，由妻子帮着录成电子版。小说一共写了

28章，每交给妻子一章，我都要先看一遍，看看

还有没有错别字需要改正。可以说，不管看哪一

章，都有让我泪湿眼眶的情节和细节。妻子录入

的办法，是对着手机语音转汉字录入，录完一段，

再转存到容量较大的笔记本电脑里。我很喜欢

听妻子读我的小说，每听到她开始读，我就不看

电视，不看手机，也不干别的任何事情，悄悄在一

边闭目听妻子读。虽然闭着眼，但听着听着，仍

挡不住有眼泪涌出，让我能感觉出眼泪的咸和眼

泪的辣。我想这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我之所以把小说更名为《花灯调》，是我想来

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更有

色彩，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

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

么庆祝活动，村民们就会唱起花灯调，歌唱山村

的巨大变化。花灯调是民间小调，有地方色彩，

更能表达民众心声。

每当一部新书面世，媒体记者总是会问，

作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写这部书的？酝

酿了多长时间？我想，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

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

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

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

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

本书写了出来。

心甘情愿写巨变
——《花灯调》创作谈

□刘庆邦

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创作访谈

□翌 平 韩 歌

韩 歌：祝贺您的小说《在世界的拐角守望

你》获35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请您先聊一

聊这个书名吧！

翌 平：筹备这个小说时，我眼前浮现出一

个场景：一只活蹦乱跳的狗，在主人的呼唤声中

奓着毛狂飙而去，又撒着欢儿急奔而回，像孩子

一样扑在主人的怀抱里撒娇、闹腾，周而复始完

成这种消失又蹦回来的游戏。我就想应该给这

只狗一个拐点，让它在那里突然折返，这样就不

会跑丢，它才好重新扑进主人的怀抱。这个拐角

也是世界的拐角——我想写一部关于爱，关于人

与狗、人与人彼此守望的真诚故事。这个名字几

经闪烁，最终跳显在我的眼睛里。

韩 歌：2023年儿童节的时候，作家出版社

为这部书举办了“新书童游会”，很多养过宠物的

小朋友对这本书都特别有共鸣，您也分享了养狗

爱狗的小故事。小说中的很多细节，不是真正养

过狗、真正爱狗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

翌 平：小朋友都喜欢狗，特别是那种温顺

的狗。其实狗的智商、情商一辈子都停留在儿童

的水平，所以我在构思小说时，把狗当成了各种

性格的孩子。我把很多自己见过、养过的狗和他

们主人的故事组织在一起，故事就会有层次，也

会有更多细节等待小读者去发现。

韩 歌：以狗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

有很多，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在处理和表现人

与动物的关系、情感时，有哪些问题是您觉得需

要注意的？

翌 平：在写这个小说时，我很警惕不要把

它只写成一部简单的人类爱狗的故事，而是希望

保持一个中立的角度，去讲城市狗狗的真实生

活，讲它们与小主人的生存状态。关于养狗的电

影有很多，像《狗狗与我的十个约定》《狗十三》

《多哥》等都很不错，它们讲述了狗的真实世界。

有一些作品太煽情，把人类的情感思维直接赋予

狗狗，我就不太喜欢。一位驯狗师曾讲过，狗的

底层逻辑其实是把主人认定为首领，它所有的行

为表现都是源于此。感动、催泪的“人狗情未了”

不是我期待的，创作者应该写出一部因为有了狗

而让读者感受到一点生命的意义、感觉到生命力

量的作品，这才是不错的想法。

韩 歌：颁奖词评价这是一部“结构独特”的

小说，书中有六个人物、六只猛犬、六个故事，但

它们并不是六部独立的短篇小说，而是故事彼此

联系。您对这部小说的结构是怎样考虑的？

翌 平：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实际上是可以带

来美和阅读魅力的，这类构思在国内的儿童文学

中虽然不多见，但会有越来越多写作者进行尝

试。这个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副完整的象棋，车马

炮不仅是独立的棋子，它们还构成一个整体。六

个故事是相互说明的，从不同的叙事角度切入，

这样一件事就有了前因后果，每个人物讲述的都

是同一件事，但又会不太一样，这就让小读者在

阅读过后会加上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对故事的

看法，这样的阅读更像是一场游戏。我不太喜欢

平铺直叙的讲故事的方式，那样很没劲。如果能

调动小读者与书互动，阅读就会变得有趣很多。

韩 歌：您之前在作家出版社还出版过一部

少年小说《野天鹅》，这也是一部多角色、多声部

的小说。两部作品在写法上有什么相同和不

同？创作《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时，遇到了什么

新的挑战？

翌 平：《野天鹅》是部音乐儿童小说，题材

我更熟悉。关于狗的行为矫正的故事，我并不太

熟悉，在写作中得到了几位养狗和驯狗的朋友帮

忙，在创作过程中也花费了更多的心思。相比起

《野天鹅》，这部作品让我更坚决地完成了在小说

结构上的构思，还有就是去努力体会生活，写出

狗的本来模样，而不是拟人化的狗世界。

韩 歌：您的小说还有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

地方，就是音乐要素常常贯穿其中，并且您似乎

更常书写古典音乐。例如《野天鹅》写的完全是

音乐大院里的孩子的故事；《在世界的拐角守望

你》的六个故事之一就叫“贝多的《欢乐颂》”。您

与音乐有什么不解之缘？音乐对您的小说而言

具有什么意义？

翌 平：我认为在儿童文学中，音乐可以是

小说灵魂的一种表达。一个好的小说一定要有

一种文学氛围，就如同古典音乐里的基调一样，

好的小说也要讲究节奏、轻重、急缓和音色。每

个章节里故事发展的快慢、冲突的进退和强弱，

不同狗的形象和性格，都与上面的音乐要求相契

合。古典音乐的最后一章一般都是用来总结以

及尽情抒发前面汇集的情感的，这与作品中的

“送别”一章是一致的。如果儿童文学有乐感，那

么读者的感觉会很丰富多样，小说也就不会只局

限于讲述一串好人好事了。

韩 歌：书中的角色很多，但每一个人物、每

一只猛犬都有鲜明的特色。我们在阅读角色较

多的小说时，会特别关注他们的名字，您在为《在

世界的拐角守望你》的主人公、“主犬公”起名时，

有没有什么小心机、小彩蛋？

翌 平：布朗曾经是我的狗，我在书里用了

它的名字。我记得那时双手经常竖起它不争气

的黄耳朵，给它唱《阿童木》的主题歌，布朗就摆

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抗拒嘴脸。它是土狗，棕色

的，所以用英文单词的译音来做名字。我没有给

“黄毛”单独起个名字，有点遗憾，因为我在生活

中见到的那条大狗鬃毛太长了，奓起来时有点像

人烫过头发，就本能地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其他

狗狗的名字都是创作过程中灵感激发出来的。

韩 歌：您小说的主人公大多集中于少年这

个成长阶段，这是一个迷人而充满可能性的年龄

段。您小说中的少年，常常有一种坚韧顽强、野

蛮生长的气质，给读者以力量。文学名著中也有

许多迷人的少年形象，在您的阅读经验中，有没

有哪些少年的形象给您留下深刻印象？从您个

人生活和创作的角度，为什么更偏爱写少年的故

事？

翌 平：儿童文学的受众，可以分为幼儿、儿

童、少年三类。国内儿童文学的受众主要是小学

生，所以过去儿童文学会更侧重于小学低年级的

小读者。实际上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的孩子已

经是少年，他们完全有阅读世界名著的能力，针

对他们的作品不应该低龄化。一个全面的儿童

文学作家，应该能写出针对这三个年龄段的文学

作品来。少年小说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我觉得在国内，少年小说还是个比较含混的

概念，很多作品还是用给小孩写故事的方式写给

少年看。少年作为开始形成独立人格

的群体，与儿童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他

们开始独立思考，不再盲从大人，有勇

气和冲动自己面对世界、解决问题，这

与儿童还需要扮演大人的乖小孩的角

色是不一样的。好的少年小说一定是

把孩子当成主人去写，写他们面对困

难时所迸发出的生命活力。国际上的

少年小说很多，角色个性鲜明，比如

《哈利·波特》里的主人公，《坟场之书》

中的诺伯蒂，他们都体现出少年的个

性和活力。

韩 歌：2019 年，您的作品《大山

里的孩子》获得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单篇作品奖。时隔四年，这次您

以一部长篇获得了同一个大奖的最佳

文字奖。近几年您在儿童文学创作上

一直在持续发力，今后是否会将重心

放在长篇的写作上？有没有什么新的

写作计划透露？

翌 平：很感谢评委专家的认可，时隔四年，

算是一种检验和鞭策吧，自己也是在过去的基础

上一点点进步。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成长周期，

不太可能享有连续的鲜花和掌声，重要的是能咬

牙坚持住，葆有自我进步的渴望。之后我可能会

写一个与动物园有关的童话，针对低年级小学生

的，应该会轻松一些，争取能写出一个让小孩子

兴奋和吃惊的故事。

（提问者系《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责编）

《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翌平著，作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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