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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有这样一座文学村庄
（上接第1版）

“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更要让他们的
精神生活富起来”

虽然周立波离世多年，但对他故事和精神的挖掘、继承和
弘扬工作，一直都在推进之中。

20世纪80年代，益阳就曾组织开展过周立波学术讨论
会，百余位文艺界人士参加，留下了宝贵的文学研究史料。进
入新世纪，对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对清溪村“文学村庄”特色的
设计与打造，更是成为当地文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书香四溢的清溪书屋，历史回荡的周立波故居，典籍汇聚
的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以及遍布村庄角落的文
学标识……在清溪村，关于文学的一切，共同构成了村庄的亮
丽风景。

依山傍水的周立波故居，距今已有236年的历史。这座
藏身于青碧山坳之中的古朴民居，是周立波祖上的老宅，也是
他出生、成长以及后来创作《山乡巨变》的地方。

屋前水塘清明如镜，屋后竹山四季常青，与粉墙黛瓦相映
成趣。走进故居，两侧展厅陈列着周立波的生平事迹介绍以
及相关的珍贵文物，无声地向大家讲述着他卓越的文艺成就。

“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一定要到周立波生活和写作的地
方看看。”村民邓春生帮助过好几位在前往故居过程中迷路的
游客，其中有位老军人，让他印象深刻。

“这位老军人是跟团来的，有八九十岁了，腿脚有些不便，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掉队了。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在我家院
子外，靠在栏杆上喘气。我连忙请他来家里坐，跟他喝茶聊天，
知道了他是要去周立波故居。我问他为什么要来，他说就是因
为仰慕周立波，知道这里有他的故居，所以一定要来看看。”

随着当地政府对故居的进一步保护和修缮，如今的周立
波故居，成为吸引四方游客前来探寻立波笔下山乡风貌、体验
乡村文化的热门景点，同时也是当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乡
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漫步在故居中，人们不仅能感受到一代文学巨匠的不凡人
生与高尚品格，更能深切体会到中国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文化
思潮间的交融碰撞。这座庄重静谧的老宅，诉说着过去，也启迪
着未来，连接起不同时代的人对生活、对文学的无限热爱。

“作家应当要向人民学习，既要学习某些服务于写作的专
业知识，更要学习他们对时代的敏感、对未来的信心，学习他
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坚韧，学习他们在深厚的传统中形塑出
的品格。”2023年5月，来益阳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
周”的作家罗伟章在参观过故居后，对周立波深入生活、向人
民学习的事迹深有感触。“如何将自己的一滴水，融入时代和
人民的江河，进而写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是我们需要共同面
对的写作课题。”

2018年，为纪念周立波诞辰110周年，清溪村启动了提质
改造工程，以周立波故居为基点进行延伸，下大力气进一步打
造“文学村庄”的美丽景观。一期工程重点打造了印象广场、清
溪画廊、清溪荷塘、立波梨园等14个景点，二期工程开发了清
溪剧院、清溪里民宿、映山红花谷等优质文旅项目，三期工程
建设了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清溪书屋、智慧农业
展示馆，并计划完成志溪河河道整治与生态修复、书香民宿、
露营营地等项目。2023年，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
已正式启用，两期共21家清溪书屋也运转良好。

2023年2月，曹孟良来到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
馆，应聘负责人的岗位。此前，他在益阳市做过新华书店的
店长。

“我来的时候，珍藏馆还没有完工，正在建设之中。2023
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要在益阳举办中国作家‘益阳文学周’，
我们集中全部力量，用7天时间进行开荒保洁、设备架设、馆
藏整理等工作，很多同事累到一坐下就能睡着，最终较好满足
了承办活动的基本需求。”曹孟良不无自豪地介绍道。

2023年5月22日，“益阳文学周”期间，珍藏馆举行了落
成揭牌仪式，“人民艺术家”王蒙为珍藏馆亲笔题写馆名。

珍藏馆的整体设计，以益阳民居为主要风格，以坡屋顶为
主要设计形式，犹如一本古典折装书，在山谷间徐徐打开。各
馆群依山就势，布局竹林、院墙、曲径、连廊，构建“一塘两庭三
院”的中式院落格局，其中珍藏馆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可容
纳藏书50万册。

2023年2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发起征集倡议，珍藏馆计划
面向全国征集10万册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截至2024
年2月，馆内收到藏书58000余册。

“最忙的时候，馆里一天要收到200多件快递，都是从全
国各地寄来的签名本图书。这些图书，我们都在恒温恒湿的条
件下，进行了妥善的保存，并且定期在馆内轮换展示，半个月
左右轮换一次，每次展出量在1万本左右，以向大家展现当代
文学创作的丰富面貌。”

2024年春节期间，珍藏馆面向游客全面开放，每天进馆
人数都在500人左右，2月总进馆人数超过1万人。不少读者
还办理了图书借阅证，有一些是村民，还有一些专程从益阳市
区赶来。

“我们希望能把珍藏馆打造成一个‘文学圣地’，让珍藏馆
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重要的珍藏展示平台和创作交流平
台。此外，我们也在积极调动资源，搭建版权交易平台，推动优
秀文学作品的版权交易和影视转化，保护作家创作权益；尝试
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珍藏馆。”谈到未
来的一些愿景，曹孟良说。

与珍藏馆相隔不远，就是清溪村另一幢标志性的文化地
标建筑——清溪剧院。这座外立面呈淡褐色、由淡蓝色钢化玻
璃搭建而成的剧院，远远看去，犹如一块坚毅的石头，切面闪
闪发光，屹立在群峰之间。

据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经理龚凯介绍，剧院共
有916个座位，平常演出上座率在一半以上。2023年剧院演出
共计126场，除花鼓戏演出外，还引进了一些其他优秀剧目，
如儿童剧、木偶剧等。今年开始常态化演出的实景剧场《又回
清溪》，以精致的舞美和编排，向观众讲述发生在洞庭湖畔的
新老故事，展现了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湖湘文化。

“目前我们正在打磨根据周立波小说《山那面人家》改编
的花鼓戏《山那边人家》的沉浸式环境演出版，计划打造10个
特定场景，融入现场互动、非遗体验等元素，把游客带回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溪村。”

龚凯谈到，清溪剧院实现了村民们在家门口看戏的梦
想。剧院依托一些惠民演出补贴政策，通过低票价或福利的

方式，把精彩的文艺节目带到村民们身边。“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不仅是要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更要让他们的精神生
活富起来。”

如今，清溪村内一步一景，真正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村口的印象广场上，一座长29.98米、高9.98米的群像雕

塑巍峨伫立，周立波坐在田间地头，左手拥着孩子，右手握着
钢笔，裤脚上挽，面带笑容，与乡亲们亲切交谈。围绕在他身边
的，是抽着烟杆的老农、手执红缨枪的民兵、神采飞扬的妇女、
执鞭放牛的青年、手拿书本的干部……一只小小的凤凰落在
他的背包上，与乡亲们共同构成这一帧山乡巨变的定格画面。

“红桃花色”“梭梭里里”“蹬脚舞手”“搭信舞信”……一块
块刻有益阳当地土语的石碑，展示着当地独特的方言趣味。

21家以国内知名作家和出版社命名的清溪书屋，错落有
致地分布在村落之中，这些书屋由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改造
而来，根据冠名作家的出生地、作品内容及创作风格，进行设
计装潢，呈现出“一屋一景，一屋一风格”的别样景致。

“很荣幸，在周立波先生的故乡设立了我的书屋，我以后
会经常来这里看看，一是看中国乡村沧海桑田的巨变，二是重
温老一辈作家留下的作品，他们创作这些作品时的方法和作
风，对我们是难得的提醒和教育。”2022年8月，来清溪村参
加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的作家
阿来，站在阿来书屋前，感慨万千。

铁路高架的桥墩上，巨幅的贺友直手绘连环画，生动再现
了《山乡巨变》的激荡故事；溪水两边，活泼生动的人物塑像和
阳光通透的十里画廊，带领游客重新回到那个劳动生产如火
如荼的年代。

如诗如画的映山红花谷，碧波荡漾的清溪荷塘，美化了当
地的生态环境，有力推动了生态与文旅的双重发展。2023年，
清溪村共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1224万元，同比增
长40.3%。

今天的清溪村，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积淀与时代气息并重
的文学村庄，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汇聚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动
能。从传统的农家村落，到现代化的文旅胜地，清溪村华丽转
身，实现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科幻作家刘慈欣第一次来到清溪村，惊异于这里的文学
氛围之浓厚，也深切体会到了新时代“新山乡巨变”的具体含
义。“现在科幻文学描写都市比较多，相对而言，农村科幻题材
的作品比较少。文学应该包含时代的元素，更要符合中国的当
下语境。鲜活的、发展变化中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国
度，而农村的变化是最大的，也是最有未来感的。”

“开门就能闻到荷花的清香，我这里可是
独一份”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清溪村对文学、文化产业的大力建
设、积极推动，有效激活了清溪村的人文底蕴。优秀文学传统
与现代文旅产业的紧密结合，让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重焕
生机。

清溪村传统的经济业态，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村民们不再局限于田间地头的辛苦劳作，或者外出务工、

四处奔波，而是以文化为纽带，在家门口办书屋、卖擂茶、开民
宿、经营农家乐，共享文旅融合带来的发展红利。

卜雪斌原来是常年在外奔波的煤矿工人，在看到家乡发
生的新变后，毅然决定回到清溪，把自家的房子“贡献”出来，
改造成村里第一家清溪书屋——立波书屋，并和妻子一起经
营擂茶馆，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时我问了很多同乡和工友的意见，他们都觉得，咱们
天生就是搬石头的命，怎么能吃上‘文学饭’呢！都说我异想天
开。但我相信咱们村会有一个好发展，相信政策会给咱们带来
实惠。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一系列产业转型，实实在在惠及了清溪村民。他们从多元
化的产业发展中获得了更为丰厚的经济收入，生活质量显著
提高，乡村凝聚力也进一步增强。

这个书香环绕的“文学村庄”，正以其独特的文化产业发
展模式，推动乡村振兴在每户人家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清溪村原党总支书记贺志昂，村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昂
爹”。2023年3月刚刚卸任的他，参与并目睹了清溪村华丽蜕
变的历程。

“清溪村的蜕变历程中，有三个重要时间节点。”贺志昂介
绍说，2008年，清溪村提出要发展文旅产业，以作为新农村建
设的重要名片，对外着重展示作家作品、田园民俗与现代文旅
相融的乡村特色，“大家对周立波和《山乡巨变》，以及现代科
技、美丽田园和优雅生态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发展过程
中，我们有一些硬件设施跟不上发展形势，规划方面也显得有
些‘小家碧玉’，使得发展受到一定制约。”

2018年，中央印发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清溪村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在原有基础上提质改造，对
空间结构重新进行科学规划、整体开发。到了2022年，中国作
协在益阳举行的一系列重大文学活动，则把清溪村与文学的
缘分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作协在这里启动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把清溪村的发展思路与中国作协推
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计划部署相衔接，授予清溪村中
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还邀请了全
国知名作家来清溪村开展文学讲座、签名售书、采风创作等系
列活动……清溪村由此实现了乡村振兴质的飞跃。”

有书可读、有花可赏、有美食可尝，更要有经验可取。贺志
昂谈到，在乡村振兴方面，清溪村有很多经验可以推广出去。
比如要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要培养一帮人、引回一帮人，在
人才方面做好长远规划；要稳定一村的产业，种稻谷就要把稻
谷种好，养小龙虾就要把小龙虾养好；要充分保留和发挥村域
特色文化，同时加强乡村形象建设，每家每户不仅要收拾得干
干净净，人与人之间也要和谐相处；最重要的是加强对村民的
培养，不论是理论政策、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都要让村民
加强了解和学习。

在湖南省优质水生生物繁育及加工研究院负责人李斌看
来，文学与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协调发展，犹如车之双
轮、鸟之双翼，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才能有效促进乡村的
全面振兴。

在清溪村，加快推动新型农业产业建设，大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具有高科技含量、
高附加值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
内容之一。

“每年春季，油菜花进入盛开期后，这里都会形成一片金
黄的海洋。我们在清溪村及周边地区推广种植了由官春云院
士培育出的高油酸油菜品种‘湘油708’，既提高了当地农作
物的品质和产量，又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吸引了大
量游客前往观赏。”在智慧农业展示馆前，面对大片绽放的油
菜花海，清溪村现任党总支书记蔡真介绍道。“清溪村是‘文学
新村’，基本发展思路就是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农文旅要融
合、协调、均衡发展。”

无人智慧农场、智能灌溉系统、小龙虾种繁科研示范基
地、高油酸油菜“稻油”轮作示范基地……今天的清溪村，正在
以科技创新引领乡村振兴，将传统农耕文化和现代化的智慧
农业紧密结合，旨在打造集生态、旅游、科研于一体的新型农
业发展模式，为全国其他乡村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板。

在清溪，越来越多“80后”“90后”青年，在看到家乡新变
后返乡创业，用自己的双手，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两年来，
先后有60多名年轻人从广州、深圳、长沙等城市返村，投身
家乡建设。

2019年底，在深圳工作的邓旭东接到了“昂爹”的电话。
电话那头，贺志昂热情邀请他一定要回到家乡看看。思虑再
三，邓旭东决定放弃高薪的钟表评测工作，回到清溪村自主创
业。这位1992年生的小伙子，和父亲邓春生一起，筹备开设了

“禾场上”家庭农场，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当时很多家庭都已经开始经营农家乐、擂茶馆、民宿，但

还缺乏配套的农业生产源头产业。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决定从
林下经济、生态循环入手，开发这个家庭农场。”

1956年12月，周立波根据自己在益阳、清溪的生活经验，
创作出短篇小说《禾场上》。在小说中，主人公邓部长来到村民
们纳凉的禾场上，同村民一起聊闲话、拉家常，为大家宣讲政
策、答疑解惑。

“给农场取这个名字，既是表达对立波先生的怀念，也蕴
含着希望未来越来越好、大家都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美好愿景。
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应该如何把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文学文
化、生态循环等各个方面，更好地有机统一起来。”

在邓旭东的农场里，林下饲养着成群的走地鸡，鸡、牛、猪
等动物的粪便收集起来综合发酵，成为蚯蚓和面包虫生长的
温床。蚯蚓和面包虫反过来用于饲养走地鸡，而经它们挖掘和
改良后的粪便，又成为山茶树的优质肥料。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绿色、健康、无污染、现代化的农业生
产方式，来促进农场增产增收，进而带动集体共同富裕。”邓旭
东谈到，未来农场还将进一步拓展经营范围，紫云英、山菌和
蜂蜜是他们下一步准备研究生产的方向。

“70后”的邓海波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伍后曾去广州打过
工，也与人合作开过公司，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和妻子
开了一家农家乐餐馆。

“别人家都是老婆当服务员，老公在后厨，我们家不一样，
刚好是反过来的。我在外面跑堂招呼，当家掌勺的是我老婆。”
邓海波这样介绍自己的餐馆。

过去两个人都在外奔波，聚少离多，随着村里的发展态势
日渐向好，妻子便提出经营家庭餐馆的想法。为了能够让想法
落地，原本不会做菜的妻子从零开始学起，并在餐馆开张后承
担了从买菜、备菜到烹饪的工作；邓海波则负责招呼客人、介
绍菜品、照顾菜园，以及其他大小家务事。两人齐心协力，将餐
馆经营得有声有色。

当被问及经营餐馆是否辛苦时，邓海波笑着说，辛苦当然
是辛苦的，但是苦中也有甜。能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没有
比这更让人安心和踏实的事情了。“我们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一家人在一起，日子比过去要好得多。”聊到这里，他指了指门
外的一大片荷塘，开心地说道，“清早开门就能闻到荷花的清
香，我这里可是独一份的嘞！”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不忘记先辈们的辛
勤劳作，更不要荒废自己珍贵的时间”

文学、文化让清溪村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与共
同富裕之路。一系列相关举措，不仅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拓
宽了村民的收入来源，更激发了当地创新创造的活力，实现了
从单一农业经济向文化旅游等多业态并举的产业转型。

如今的清溪村，面貌焕然一新，无论是街头巷尾的标语墙
绘，还是散落各处的地标建筑，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学的印记，
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共同前来感受这份独特的文化
魅力。

当然，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全部，更为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
发生。

在清溪村，文学早已深深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养着他们的心
灵，丰富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走进立波书屋，游客会惊异于书屋主理人卜雪斌的出口
成章。这个看起来木讷朴实的中年汉子，讲起《山乡巨变》中的
情节和周立波的故事，可谓信手拈来。驾轻就熟、绘声绘色的
讲解，让立波书屋成为所有书屋中客流量最大、经济营收最好
的一家。

“完全是出于对立波先生的尊重和喜欢。”卜雪斌谈到，自
己过去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谈的人，对文学也没什么了解，改变
都发生在经营书屋以后。为了更好经营书屋，讲好立波故事，
服务好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卜雪斌猛补文学课、苦练普通
话，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立波专家”。其他讲解员在讲解过程
中，如果有拿不准的地方，都会来他这里询问和求证。

对文学的深入阅读和体悟，也让卜雪斌萌生了自己写作
的想法。经营书屋之余，他会写日记，记录自己在日常生活和
阅读中的一些感悟，也创作一些打油诗。“过去写一百个字都
很难很难，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写不出来的。现在经受了几年
文学的熏陶，也想写点东西了。”卜雪斌笑着说道。

不过，比起个人文学水平的提升，卜雪斌更在意对下一代
孩子们的教育和影响：“周立波曾经说过一句话，‘读书有味，
作田也有味’。‘耕读传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告诉孩子们，
不能忘记先辈们的辛勤劳作，也不能荒废自己珍贵的时间。”

在立波书屋，卜雪斌通过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他
们应该如何更好铭记历史、学习先辈，让“山乡巨变”精神得以
继承和延续。

“白天做事、干农活，获得实实在在的粮食，把家庭经营
好；晚上读书，获取优质的精神食粮，提升自己的素养和水平。
这是清溪村人现在的生活常态。”卜雪斌说。

2023年刚考上大学的程湘，是卜雪斌的“忘年交”。家住

益阳市区的她，机缘巧合知道了立波书屋的存在，之后便常来
书屋看书、自习，和卜雪斌讨论关于文学的话题。从小喜欢阅
读的她，在填报志愿时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希望自己能在
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取得成绩。

迟子建书屋的管理员孙桂英，被村民称为清溪村的“东北
媳妇”。孙桂英的老家就在额尔古纳河畔，父亲是清溪村人，在
黑龙江农场当知青时，与土生土长的本地姑娘结婚，并定居在
黑龙江。1982年出生的她，因父亲年长，想要落叶归根，经人
介绍，于2003年嫁到清溪村，并定居在村里。从人生地不熟、
语言不通的隔膜状态，到操着一口纯熟的“益普”，孙桂英成为
了地地道道的“本地人”，清溪村是她的第二故乡。

迟子建书屋的布景和陈设，充满了东北边地的独特风格。
崇山峻岭，柴门风雪，总是让孙桂英想起自己东北的那片故
土。“我特别喜欢《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翻看过许多次。每
次翻开这本书，我都觉得重新回到了家乡。”对她而言，清溪书
屋不仅是自己工作的地方，更是一条纽带，让自己与久别的故
乡产生联结。

刘震云书屋的管理员缪青湘，出生于2003年，目前在海
南空乘专科学校读大专，是21家书屋里最年轻的书屋管理
员。2023年7月，她返乡来到清溪文旅集团实习，承担起了书
屋管理员的工作。在没有游客的闲暇时间，她会在书屋内上网
课、做笔记，准备接下来的专升本考试。

贾平凹书屋的管理员徐英，也是类似的情况。毕业于专科
学校西班牙语专业的她，放弃了原本在外贸公司和直播机构
的高薪工作，回到清溪村来，想要尽己所长，为家乡发展出一
份力。过去在直播机构负责人事工作的她，从幕后走到台前，
经营起短视频账号，开起了直播，用益阳方言和英语来介绍清
溪的美丽景色。和缪青湘一样，她也在利用空闲时间复习专升
本和英语等级考试，“我希望能在学业上更精进一步，让自己
的能力更好匹配上清溪村的发展变化，为宣传清溪村作出更
多贡献”。

书屋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和接触社会的窗口，
也为他们提供了奔向更好明天的平台。

儿童文学书屋的管理员李群芳，很早就和丈夫在村子里
经营擂茶馆，后来也积极参与到书屋的建设中。她对屋内图书
的陈设很有一番自己的考量，特意将《美丽乡村》和有关袁隆
平的童书绘本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旁边既有湖南本地作家
汤素兰创作的故事绘本，也有许多外国名家的童书译本。小朋
友和家长们来到书屋后，不论要哪本书，只要跟她沟通过，都
能及时找到。

“儿童文学书屋是21家中最特别的一家，不仅外部设计
活泼可爱，内部还专门设置了供孩子们阅读和玩耍的空间。在
书屋氛围的感染下，来这里的孩子们经常一待就是好几个小
时，安安静静地看书，家长也乐意让孩子来这里接受文学的滋
养。”谈到在儿童文学书屋的工作，李群芳觉得特别满足。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清溪村的孩子们，除
可以享受到文学阅读的便捷条件外，还可以在周末参加徒步
活动，通过远足来锻炼身体。“伏羲之家”幼儿园的老师周子
裕，从2021年开始，就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徒
步旅行。这支队伍的规模常在五六十人左右，以每周一次的频
率，用脚步丈量清溪村的每一寸土地。队伍中的孩子们，小至
三四岁，大至十四五岁。他们带着干粮和水，扛着旗子，走土
路、爬雪山，来回路程常在15至20公里左右，风雨无阻地持续
了3年时间。

“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更熟悉和了解自己的家
乡。”周子裕介绍说，在幼儿园平时的课程中，老师们会按照二
十四节气的交替规律，让孩子们体会不同时节的农事民俗，掌
握播种、养殖、做饭等基本的生活技能，“这是在孩子们心中种
下两颗种子。一颗是食物和土地的种子，另一颗则是文学的种
子——在立波书屋诵读《大学》《论语》《中庸》等国学经典，也
是幼儿园教学的重要内容”。

邓旭东的父亲邓春生，除和儿子一起经营农场、参与村里
的公共事务管理外，还是个小有名气的“农民诗人”。他有一个
随身携带的黑色笔记本，闲暇时间会在上面进行诗歌创作。现
代诗、古体诗、打油诗，格式不拘，语言幽默风趣。

“开书扉，卷珠帘，青山那面有人家。茶花枝，土地庙，山乡
巨变又东风。红桃花色，文坛泰斗，秋水醉了高粱红。孟夏月，
文学周，立波故里带花归……”

一首《清溪叙》，生动刻画了清溪村的人事风物。这首诗还
以诗歌朗诵的形式，登上了今年清溪村“村晚”的舞台，引发了
不小的轰动。

“目前清溪剧院已成功举办了两届‘村晚’，两届活动都是
在我们和村民进行沟通后，由村民选送节目，我们的专业演员
再对其进行一定的辅导，然后搬到舞台上来。一些村民还会把
村规民约融合到节目中，制作成快板、广场舞之类，广受当地
群众喜爱。”龚凯介绍道。

在作家王跃文看来，清溪村的巨大变化，生动诠释了文学
能在乡村振兴中做些什么。“社会发展进步是各种力量综合作
用的结果，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作家们把亿万农民
追求幸福生活的生动故事记录下来，本身也是对乡村振兴的
贡献。”

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学底蕴和特色文化产业，清溪村已经
成为吸引高校师生前来进行研学活动的重要目的地。多个高
校，如复旦大学、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纷纷组织师生来
到清溪村开展社会实践，让学生在实地考察和体验中，感受文
学文化和乡村振兴的力量。长沙理工大学文新学院中文系主
任侯承相，就曾在2023年上半学期，带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
业的30名学生来清溪村研学。

“当时学生们恰好学习到现代文学中有关周立波先生的
章节，我们知道益阳有这样一个有关文学的研学点，所以想带
学生亲身来感受一下。在清溪村，同学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知
识，村里颇具特色的农家书屋以及现代化科技的加持，都给大
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侯承相谈到，让学生们走到作家成长的
环境与作品描述的环境中去，对于学生理解作家作品都有很
大帮助。“春夏之交的清溪村风景优美，雨后的田地里，蝴蝶翩
翩起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书本中所描写的场景，被眼前
所看到的景色完美印证。”

——“不上五年，一到春天，你看吧，粉红的桃花，雪白的
梨花，嫩黄的橘子花，开得满村满山，满地满堤，象云彩，象锦
绣，工人老大哥下得乡来，会疑心自己迷了路，走进人家花园
来了。”

是的，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所描述的美好愿景，在今天
已经成为了活泼泼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