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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益阳清溪村，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的出生
地，当代经典《山乡巨变》的背景地，如今书舍俨然、一
屋一景，荷叶映日、书香怡人。2023 年，清溪村获评

“农家书屋创新示范案例”“最美农家书屋”，成为闻名
全国的“文学村庄”。一位村民感叹：“一不小心，我们
的家竟成了别人的诗和远方。”

这句看似普通的感叹，浓缩着一个需要讲述的故
事：文学与乡村“离散”而又“重聚”的故事。

半个世纪以前，当代作家基本生活在乡村。他们
在露水打湿的地头构思小说形象，在牛羊遍野的叫声
中寻找叙事语言。很快，这群文学青年被远方拔地而
起的城市、俯拾皆是的机会吸引，他们怀揣自己的书
稿和梦想，毅然离开乡村，开始了文学的“进城之路”。

这一走就是半个世纪。过去的五十年，是中国迈
入快速城市化的五十年，也是作家不断从乡村向城市
迁移的五十年。虽然乡土题材作品不断问世，但文学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实际已经被城市的集聚效应吸
收。今天大多数知名作家都住在城市、写在城市，除了
一条藕断丝连的根脉，他们已经与乡村无关，成为城
市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

如今，文学与乡村半个世纪的“离散”故事，有了
转折。

两年来，中国作协把目光聚焦清溪村，陆续举办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启动仪式、“作家活动周”和“益阳文学周”等全国
性重要文学活动，莫言、阿来、毕飞宇、麦家等著名作
家齐聚清溪，王蒙、贾平凹、梁晓声、迟子建等著名作
家授权命名作家书屋，全国各地的作家来到清溪村采
风创作、讲座授课、发布新书。清溪村的“文学名片”越
发闪亮，文学影响辐射全国。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学，以
盛大的方式，与乡村“重聚”了。

这是当代文学的“衣锦还乡”。乡村给了当代文学
最初的创作动力和写作资源，当代文学没有忘记这份

养育之恩。现在，回馈乡村的时候到了。在乡村振兴的
关键时刻，文学心念恩情，思忆来处，回身走向了晨光
中的露水、暮色中的牛羊。

饮水思源，缘木思本，这是文学的情义。助力乡村
振兴，建设乡村现代文明，这是文学的使命。

发挥资源调配的突出优势，让更多文学的活水，
从城市流回乡村，从资源过剩的地区流到资源匮乏的
地区，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共享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在新时代的“文化成果”，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物质
上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在要
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心之所系。

2023年，“文学村庄”清溪村共接待游客120万人
次，旅游收入1224万元；带动村集体收入达到120万
元。其中，21家书屋接待游客65万人次，书籍销售额
61万元。书香民宿备受欢迎，节假日入住率达到90%
以上。书屋的建成，对当地文旅消费形成了整体性带
动。两年来，先后有60多名年轻人踏上与乡村的“重
聚”之路，从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返村，积极投身
家乡建设。他们成为作家书屋的管理者、山乡文学课
的主讲人、清溪村冉冉升起的“笔杆子”。

现在的清溪村，屋舍雅致，环境幽美，当地农人普
遍增收，读书会、朗诵会、文学沙龙等文化活动屡屡开
办。热爱文学、崇尚文化，在百里之内蔚然成风。

原来，文学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创造力。文学不止
是一行一行的文字、一本一本的读物，也不止是二三
子之间的私语、茶余饭后的消遣。清溪村的实践告诉
我们，文学还可以是一间精美的书屋，一群致富的农
民，一座振兴的村庄。

不必再疑惑什么是“诗和远方”。文学所在的地
方，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那么，让新时代文学的活
水，滋养更广大的乡土大地，让更多的清溪村，成为我
们的“诗和远方”！

（执笔：贾想）

让更多乡村成为我们的“诗和远方”
——文学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系列评论之三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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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3日，中国作协召开党
组书记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
议精神。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
主持，党组书记处李敬泽、吴义勤、邱华栋、
胡邦胜、施战军、李一鸣、邓凯参加会议。
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全国两会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实现“十四五”规划
目标任务关键时期召开的盛会，举国关注、
举世瞩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
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
心。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和委员肩负全国
各族人民的重托，认真履行神圣职责，建言
献策、共商国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转化为扎扎实实惠民生、纾民困、解民忧
的政策举措，使人民的意愿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能得到充分体现，有力诠释了人民当
家作主，充分证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
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会议圆满
成功，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关乎民族复兴
千秋伟业的决策部署有力推进，传递出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信心，吹响风雨无阻
向前行的奋进号角。两会期间，中国作协
以及文学界的代表和委员带着社情民意、
真知灼见，认真履行职责，提出了很多具有
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发挥了强信心、聚人
心、筑同心的积极作用，充分展现了中国作
协和文学界的良好作风形象。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是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异常复
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外部压力、克
服内部困难，付出艰辛努力，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这
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
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我们要
深刻认识2023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
著成就，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形势任务的科
学判断和全面部署，充分认识我国发展具
有诸多战略性的有利条件和发展优势，保
持战略主动、坚定必胜信心，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因素，以勇开新局的创业精神和只争朝夕
的紧迫感做好文学工作，汇聚起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着力推动新时代
文学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发展
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要求，体现
了我们党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当今国际竞争
形势的深刻把握，展现了我们党赢得主动、
赢得未来的信心和决心，为我们推动高质
量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精髓
要义，紧密结合作协工作实际，深入把握文
学创作、出版、传播规律，解放思想、摆脱惯
性，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大胆运用新
技术新资源，不断激发文学的内生动力和
强劲活力，推动新时代文学实现高质量发
展。要紧扣“做人的工作”，切实发挥好桥
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创作扶
持，不断拓展工作手段、创新活动形式，真
心实意关心关爱作家，激发广大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文学
界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在工作中自觉
彰显文学的价值，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增强
文化自信，提振发展信心。认真抓好报刊
社网建设这一主责主业，从内容、出版、发
行到服务各个环节实现质的提升，激发创
作活力，提升原创能力，为读者提供优质阅
读体验。创新开展公共文学服务，让人民
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
文化生活。在对外文学交流工作上发力，
拓展新路径新格局，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
响力，为深化文明互鉴、增进各国人民的相
互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文学应
有的贡献。

会议强调，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统筹
协调，抓好年度重点工作落实。广大干部
职工要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树立担当作
为、求真务实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攻坚
克难，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各
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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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提名评选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党中央决定，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
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通知》明确了提名评选工作总体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通
过最高规格褒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发全国各族人
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
性，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通知》明确了提名人选范围和条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均可被提名，符合条件的已
故人员可以追授。“共和国勋章”提名人选应当是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作出巨大贡
献、建立卓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友
谊勋章”提名人选应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
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对华长期友
好，具有良好声誉的外国人。国家荣誉称号提名人选应当是在
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
各行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
誉，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

《通知》明确了提名评选程序和工作要求。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
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
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
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
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
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
声相应和。”

这是作家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描写
家乡的文字。

2024年2月29日，我们一行来到清溪
村的时候，时令已是初春，然而，一场冻雨
的降临，迟滞了春天的脚步。

1954年，周立波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湖南益阳。在这里，他俯下身子、卷起裤
腿，沿志溪河逆流而上，逐门逐户走访，将
沾满泥土的脚印留在无数村落。

离开家乡近30年，周立波走过上海、
走过北京、走过桂林、走过尚志、走过延安，
经受过革命的洗礼，也承受了战火的锤
炼。故园东望路漫漫。在时代的风云激荡
中，偶尔，他也会想起那些“山茶花下的金
色的年头”，想起“樟树、鳜鱼、竹鸡和春
笋”，想起“阳雀子、狗尾巴草和五月的稻花
的香气”。清溪村的一草一木，那“好象黏
着在禾场上、谷仓里、山茶下和藕塘边的童
年的种种记忆”，始终都萦绕在他的心头，
多年来不曾远去。

他无法忘记清溪村，无法忘记那些可
敬可爱的乡亲们。少小离家老大回，从幼
时的“犟伢子”、少时的“凤蛮子”，到一腔热
血赴国难的有志青年，再到别人眼中儒雅
敦厚的“周部长”“大作家”，周立波在这里
出生和成长，又在人生的壮年时分回到清
溪，以身先士卒的工作劲头和笔耕不辍的
写作热情，反哺这片山清水秀的茶子花地。

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劳动人民。
《暴风骤雨》和《铁水奔流》的创作，让他清
楚地认识到，“作为人民的代表，我一定要
永远地生活在农民中间，和人民呼吸同样
的空气，尝同样的甘苦”。为了能够更好将
根深扎在人民之中，“反映国家蓬蓬勃勃的
建设和广大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将锐利
而温润的目光投向清溪村，投向自己无数
次梦回的美丽故园，决心用漫长的岁月，去
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去
记录乡人们辛勤的劳作与滚烫的汗水。

太多故事，在志溪河畔款款上演，又在
后人的怀想中娓娓道来。

70年时光倏尔而过。如今重走立波
路，明月照荷塘，清风入画廊，作家笔下那
座离城二十里的丘陵乡，穿越漫长时空，正
在今天焕发出崭新的勃勃生机——

“立波的恩情，我永远牢记在心”

在清溪，有太多周立波留下的珍贵遗
产，向人们诉说着他的人生点滴。一枝一
叶总关情。时隔多年，他的故事仍然在村
人间口口相传。

“我和立波第一次见面，是在1954年
的冬天。”

已经97岁高龄的周萼梅老人，精神矍
铄、目光炯炯，举手投足间，依稀可见当年
的风发意气。

回忆起堂兄周立波，老人家激动起来，

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趣闻轶事。
“周立波回到益阳的时候，我正在桃花

仑乡，协助开展农业合作化工作。有一天，
益阳市委紧急通知我回机关开会，打电话
的人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只是让我赶
紧回去。等我走进市委机关会议室，当时
的市委书记指着一个留短发、戴眼镜的陌
生人问我：‘你认识他吗？’我仔细地端详了
他，表示不认识。那个陌生人站了起来，对
我说：‘我是周立波，你凤翔哥啊！’我才明
白是他回来了，连忙过去跟他握手。”

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20岁的堂兄，周萼
梅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尽管之前从未见过
面，但有关周立波的故事，他早就听过许多。

“周立波读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
是哑巴，家里很穷，每天只吃两个红薯，穿
的也是别人送他的旧衣裳。有一回这个哑
巴同学在扫地，不小心绊到了别人，别人就
去打他，周立波马上过去护住他，制止别人
欺负这个同学。看到他没衣服穿，周立波
就回家拿了自己仅有的两套衣服中的一
套，送给了他。”

回到益阳的周立波，在周萼梅等人的
陪同下，先后到谢林港区石岭村初级社、姚
家湾村、高桥村、楠木塘村、中山村、谢林港
村、株木潭村、牛角湖村、藕塘基村、金银山
村及大海塘乡竹山湾村等多个村子走访调
查，了解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情况，积累了许
多创作素材。原本就是文学爱好者的周萼
梅，也在接触和陪同周立波的过程中，深受
这位大作家的感染，决心像他一样，投身到
心向往之的文学事业之中。

然而，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周立波
时，得到的不是肯定与鼓励，而是周立波的
谆谆教诲。

“立波并不同意我的想法。他告诉我，
眼下农村建设正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多出汗、多出力，我应当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中去。写作的事情，可以往后放一放。”

年轻的周萼梅听从了周立波的建议，
一门心思扑到了工作中。但他对文学的喜
爱从未消退，随着岁月的积淀而愈发强烈。

契机出现在2008年。当地政府准备
维护修缮周立波故居，并重新恢复清溪诗
社，邀请了一系列相关人士，讨论如何更好
完成修复工作，其中就有周萼梅。在大家
的建议和鼓励下，周萼梅找到当初诗社成
员的后人，重新建立起了清溪诗社。这个
由周立波之父周仙梯等人成立于清末民初
的古老诗社，1944年因战火而消亡在历史
长河中，如今被周萼梅们打捞起来，重新焕
发出文学的光彩。

“昔日村民灾难深，贫富差分，苦度昏
晨，兵灾人祸害黎民。先辈拼争，有梦难
成。红日东升耀楚荆，蔚起人文，经济繁
荣，新楼栉比吻晴空。巨变山乡，遐迩闻
名。”（周萼梅《一剪梅·石桥村今昔》）

清溪村的悠久文脉并不曾断绝。立波
的后生们，承继前人的宝贵遗产，用自己赤
忱的文情，接续起心怀天下的文学传统。

怀念立波的，不仅仅是周萼梅。村民
周权的奶奶已经90多岁，曾经长期接受过
周立波的经济援助，“一个月5块钱，都是
直接从他工资里扣的”。对于那些有困难
的亲属，以及村里的一些孤寡老人，周立波

向来都是慷慨解囊，自掏腰包为他们解决
基本的生活问题。

“村里有个寡妇，体质比较弱，劳动能
力不足，没办法参加集体劳动，挣不了工
分。立波就自己掏钱，买了头小猪，交给她
来养，跟她说自己已经和队上打过招呼，养
猪也可以记工分，解决了她的生存问题。
当年立波会用很多这种类似的方式，结合
实际情况，一点一滴地帮助村民们改善生
活，减轻一些压力。”

提起周立波，奶奶坐直了身子，竖起大
拇指：“周立波是个大好人啊！他帮助过
我，也帮助过很多困难的人。立波的恩情，
我永远牢记在心。”

更为村里人所津津乐道的，是离周立
波故居不远的那片梨园。20世纪 60年
代，回到故乡的周立波，因感慨对面山头陈
树坡的野草萋萋，三次拿出自己的奖金和
积蓄，请村里买来桃树苗、梨树苗，栽种在
陈树坡上。他不但亲自下地，与村里的干
部群众一起为树苗挖坑、培土、浇水，即便
是在离开益阳后，也依然记挂着梨园，去信
嘱咐村里，一定要把梨园照顾好。

梨园建成后，一度成为村里重要的经
济收入来源。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梨园中
途毁坏荒废过几次，但值得庆幸的是，进入
新时代后，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推动实施，当地逐渐认识到
立波梨园作为宝贵文化遗产的价值，组织
实施了恢复重建工程。

如今的立波梨园，枝繁叶茂，果实累
累，已经成为村里重要的文旅景观之一。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梨园，成了立波故事的
重要载体，无论村人还是游客，走过郁郁葱
葱、“普山普岭”的梨树、桃树、李树、橘树，
看到树下那些讲述梨园故事的连环画展
板，都会想象和追忆立波与乡亲们同吃同
住同劳动的亲切场景。

“梨园带给我们的经济收益，是实打实
的。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人，小时候靠着梨
园带来的收益，才有衣穿、有学上。”

回忆起这片梨园，村民卜雪斌有说不
完的话。

“从小就从长辈、邻居口中听说，梨园
是由一个会写作的大作家捐款建设的。记
事以来，梨园的树上就挂满了金黄色的梨
子。小时候放牛、打猪草，最喜欢躲到梨园
里去。风一吹，梨子就掉下来，金灿灿的，
香香甜甜的。我们把长裤脱下来，打个结，
裤腿里塞满从地上捡起来的梨子，再想法
子混出去，梨园盛满了我们这代人的美好
回忆。长大后了解了立波先生的其他经
历，对这片梨园的情感更厚实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天，行走在清
溪村，无论男男女女、老人小孩，如果被问
到“周立波是谁”，都会自豪地回答：“周立
波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大作家，是我们清溪
村最有名的代言人！”

“清溪村的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山
乡巨变》，都应该了解周立波的故事。不光
要自己知道，还要能讲出来，让游客们也了
解这些故事，让它们传播得更广、更远。”

这是卜雪斌的愿望，也是清溪村民共
同的愿望。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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