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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女性乘风破浪的创业史
——评报告文学作品《大地芳华》

□翟晓菲

《大地芳华》是作家翟英琴书写新时
代“三农”的长篇报告文学，也是入选河
北省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壮丽燕赵”
创作计划的重点作品。与其他主题类报
告文学不同之处在于，该作品在题材选
取、内蕴挖掘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独辟蹊
径的创新和别具匠心的经营，呈现出新
时代报告文学的新质与特质。作品在科
技赋能农业与乡村女性创业上用情着
力，通过呈现静水深流的日常生活与劳
作场景，讲述了普通乡村在科技力量加
持下重获生机活力的变迁史，以及乡村
女性在时代惠风鼓荡中乘风破浪的创业
史，既奔涌着时代生活的潮流，又充溢着
乡村新人的芬芳气息。

《大地芳华》铺展的是河北乡村从枯
寂无声到欣欣向荣的发展实录。地处华
北平原深处的南王庄，因土壤和气候条

件，在尝试多种作物后最终选择种植西
瓜，但重茬问题、品种问题使得南王庄的
春回大地常常伴随着料峭春寒。多年的
艰辛探索，因受制于彼时农业发展条件而
成效细微。随着科技进步和数智时代的
蓬勃发展，南王庄终于迎来了百花盛开：
特色产业、智能大棚、家庭农场、直播培
训、电商平台、产品追溯系统、新型职业农
民、西瓜节……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不
断吹拂着南王庄，乡村气象在吸收吐纳间
焕发出灼灼光彩。作家满怀喜悦地将种
种发展境况真实细致地记述下来，质朴地
表达出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

乡村建设离不开科技赋能，更离不开
坚守土地的农民，特别是巾帼力量。《大地
芳华》中，作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村庄女
性热辣滚烫的人生姿态。她们在田间地
头嫁接秧苗、在直播间培训学习，她们以
勤劳、智慧、坚韧在科技兴农前沿、在乡村
振兴一线、在基层治理的大舞台、在家庭
建设的小港湾、在国家议政建言的最高殿
堂书写着精彩篇章。其中最夺目的是李
素环从乡村传统女性成长为全国人大代
表，带领家乡进入发展快道的创业历程。

李素环曾目睹父辈面对庄稼难题深
陷无奈的困境，这令她激发出奋发有为
的执着追求。于是，她积极学习秧苗嫁
接技术，极有魄力地办起合作社，创建农
产品品牌，带动村民规范种植和科学经
营，让南王庄的富裕闻名乡里。在这一
过程中，她开拓进取，从冷棚到暖棚再到
智能种植，从绿色西瓜到有机西瓜再到
高端西瓜，不断更新发展观念、改良种植
方式、引进作物品种。她好学不倦，邀请
专家到田间地头上课，外出学习先进农
业技术，利用网络组织村民培训、普及种
植知识。她无私奉献，不论是引进新品
种还是试用新技术，都要先在自家的田里
实验成功后再无偿推广……创业维艰，奋
斗以成。热爱土地并矢志改变现状的李
素环，展现出新时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的精神风貌。

大地孕育生命，滋养万物。费孝通曾
阐述乡土中国的根在土里，使生于此的人
们像植物一样依赖泥土才能成活。当下
的乡村社会已然不同于往昔，但李素环这
样生长于乡村的许多人仍然无法割舍对

“根”的眷恋，同时她们也不故步自封，而
是具有敏锐的感知和开放的视野，懂传
承、能创新，有知识、擅学习，守情怀、铸民
风，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成为追逐梦想的
敢为者，成为造福家园的有为者。她们始
终扎根于乡土又紧跟时代脉动，从不受囿
于农村现实和女性身份，而是抓住机遇奋
勇争先，实现出彩人生。《大地芳华》敏锐
地捕捉到乡村女性在新时代出现的新的
精神质素，有力地揭示出中国乡土社会的
沧桑巨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关注现实
社会和时代趋势的特性和优势。

作品注重对乡间生活和劳动细节的
生动再现，为主题创作注入日常的乡野气
息和时代的烟火气息，特别是许多热闹鲜
活的劳动场景，令人遥想起《诗经》中歌唱
劳动时的欢乐和愉悦。不论是在田野上
收获瓜果的传统劳作场面，还是在微信上
传播种植常识的新兴交流方式，抑或依靠
科技数据解决问题的现代意识，都真实直
观地呈现出农村社会的变化和时代发展
的步伐。其中深具意味的是，春节期间李
素环与姐妹们在育苗基地的劳动图景。
她们对岁时习俗生发出新的认识和理解，
对农民身份的体认是光荣和自豪，表达出
当代农民真实而深刻的生命体验。青绿
的秧苗、劳作的人们、澎湃的歌声，让人领
略到生生不息的生命气机和昂扬向上的
生命活力，引人向往。

《大地芳华》对乡村女性力量的发掘
和彰显，是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生动的纪
实报告基础上，饱含真情的咏叹和歌唱，
既赞美乡野大地上铿锵玫瑰的向阳成长，
也展现了中国农村涌动的云蒸霞蔚的气
象，是时代的生动写照和缩影。

（作者系河北省保定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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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篇小说而言，独特的叙事策略
不仅能够增强小说的艺术魅力，深刻影响
读者的审美体验，同时也是一位小说家走
向成熟、形成自我风格的前提。阿来小说
的“诗意的现实主义”和非线性叙事，罗伟
章小说的“神秘性和对精神世界的探索”，
裘山山小说的儿童视角及“整体性”视野，
卢一萍小说的“以柔克刚”和虚构主义，以
及邹瑾、马平、杜阳林、钟正林等一大批优
秀的四川小说家，都有着一套娴熟的小说
叙事策略。

张生全的长篇小说《道泉记》从道泉的
传说写起，引入蜀山公社道泉村二组志、廉
两家几代人的命运轮回与挣扎，清晰地折射
出近百年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变革历程。
小说故事曲折、情节丰富、细节饱满，叙事节
奏紧凑，语言机智个性，凭借一次次出乎意
料的伏笔、冲突和反转，始终散发着独特的
艺术个性和强烈的阅读吸引力。小说表面
上轻松诙谐，实质上思想深邃，这种表象与
内在的结合，既满足了小说艺术的审美需
求，又成就了文学质感上的多重哲学观照，
其创新的叙事策略可谓在当下繁荣的四川
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

《道泉记》的语言没有过分依赖在场的
对白，而恰当地运用讲故事、补充评述、比
喻提炼等叙事方法，机智、生动且风趣，使
小说叙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人物形
象的塑造上，除了人物本身在故事中的性格表现外，小说
对人物外在形象的处理也发挥了作用，如廉把和志干的

“三件套”动作，在特定场合反复出现，不仅使人物形象惟
妙惟肖，一定程度上也增添了小说的戏剧性。另一方面，
小说虽然以传说开始，并在浓郁的老庄哲学氛围中推进，
但人物并没有掉进宿命的深渊，其性格、情感、生死都围
绕着小说故事的发展，围绕着两大家族的博弈以及人物
自身的利害关系，而顺理成章地发生变化，这在很大程度
上让小说更加接近现实生活。

语言之外，优秀的小说往往承担着艺术上的“精神追
求”和“文化价值”。《道泉记》围绕保护道泉的线索，从古至
今数代人前赴后继、真真假假、患得患失，最终迷失了本
心，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传说中箧村哲因贪婪而偷，
到现实中道泉村撬杆儿四起，那棵专门绑撬杆儿的桤木
树，让道泉村的村民活生生打上了撬杆儿的烙印。围绕着
那把象征性很强的逍遥椅，志、廉两家在胜败中相互转换
角色，小说也在家与家、人与人、善与恶的叙写中，发出了
命运思索、良心拷问及人性反思，最终升华到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多重哲学观照。

不起眼的一眼道泉，却与道泉村人们生活和性命息
息相关。道泉村的人明明敬畏道泉，却偏偏为道泉展开
了几代人都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道泉记》不仅叙
写人与道泉（自然）的关系，更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社会、人
与自我的关系。一生要强的老支书志干后来恰好就在志
荣兄弟们挖砂土的地方被圣人石砸死；廉诸推荐志华当
书记，看似水到渠成，结果却是廉把拿到了任命书；廉把
利用箧幺姑儿的娱乐城制定严格的纪律，顺理成章地开
除了很多员工，达成了节约遣散费的目的；因为哥哥廉把
的操纵，廉背顶替志慧上了大学，内心也因此备受煎熬；

箧幺姑儿为了跟随廉把享受富足生活，却被反复利用并
遭到任家龙虎狗儿弟兄的糟蹋，最终越走越远，断送在自
己的娱乐城；廉把机关算尽，没想到最后却无意栽在最不
起眼的瓜娃子志贵的手上；志荣一心想保住家，最后无家
可归去当了一名春官；志华跟“黑寡妇”跑了；廉背澄清了
真相，表明爱情，从副乡长变成了老师……志家“荣华富
贵”四兄弟四分五裂，廉家兄弟最终也分道扬镳，一切的
因果轮回、一切的痛苦挣扎、一切的缘起缘灭，给予我们
强烈的警醒：必须敬畏自然，敬畏法律，敬畏良心。

小说对生死的叙写也有些与众不同。面对生死，很
多时候应该是极其严肃的，但在《道泉记》中，很多人的生
死描写看上去却有些轻描淡写，甚至显得宿命和轻率，但
回头细想，如此的生死好像又有一种接近客观的说服
力。小说中，鲍苗没有了廉诸的帮助而饿死，任高万死在
夜总会门口，志干死在圣人石下，很多人惨死在煤洞中，
而廉堵、廉诸、徐桃都在专门绑撬杆儿的桤木树上上吊自
杀。活着的人遵从着自己的内心，死好像也遵从了某种
神秘的力量。而且，除了志干和徐桃的丧礼因廉把的主
持而办得隆重外，其余人的葬礼几乎都是简陋的，这种对
死的忽视应该也是对其生前价值的映射。

小说的结尾泾渭分明，罪恶受罚，人性回归。专门绑
橇杆儿的桤木树被连根砍倒，已经干枯了一半的大荒茶树
又转青了，志慧的茶产业迎来了生机，道泉村的乡村振兴
事业也看到了希望。故事虽纷杂、头绪众多，但其机智的
语言和紧凑的节奏，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带给人以轻松
愉悦的审美享受，同时轻松之下，又逐步引出沉重的人性
反思，抵达多重哲学观照的高度，这正是张生全小说叙事
策略的成功。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创研室办公室主任）

冰春早期以诗歌和散文著名。近20
年来，他致力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
作，对红色战争题材情有独钟。他的故乡
四川泸州是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红色土
地，既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等老一辈革
命家战斗奔忙的身影，也有毛泽东的得意
之笔“四渡赤水”，以及刘国鋕、李青林等
红岩烈士的英雄事迹。对此他深怀敬意，
决心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以泸州丰富的革
命斗争历史为背景，创作红色题材“战争
三部曲”。

首部作品《战将》于2014年获四川
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第二部《川江英雄》出版后，于
2021年以长篇音频连播的形式由学习
强国总台和四川学习平台等多家媒体
推广。今年4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
版第三部《川江东逝水》，小说甫一面世
便好评如潮。

中国抗战是一座永远的历史丰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
作。根据当时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矛
盾关系，为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中共
中央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
斗争的政策。地处巴蜀川江流域的泸州，
地下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一边
与国民党联合抗战，一边对其顽固派的反
共阴谋开展坚决的斗争，竭力组织泸州军
民躲避日机的轰炸和粉碎日伪的暗中破
坏，保一方平安，全力支援抗战前线。

《川江东逝水》就是在此背景下展
开。小说以泸城（州）为背景，描写了在日
本侵略者的空中轰炸、地面袭击中，中国
共产党组织发动民众、联合国民党，殊死
保卫当时内迁来泸的中国仅有的“三
化”——二三化学兵工厂、应用化学研究
所、防化学兵试验基地及专家和科学家，
与日特、汉奸斗智斗勇、浴血奋战，使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的化学军工血脉得以保存
延续的故事。

作为一部红色小说，对主人公革命形
象的刻画尤为重要。冰春在《川江东逝
水》中，设置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
的故事情节，如日军大轰炸、挂红灯笼预
警、日伪的刺杀与反刺杀、地下党组织与
国民党的既联合又斗争、震撼人心的抗日
晨呼、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等，让肖仲义、
陈勤勤、钱剑飞等中共地下党员大义凛然

地屹立在我们眼前。与此同时，作者还采
用了烘染的艺术手法。国民党特务头子
叶云翔的虚伪、阴险，日伪汉奸汪洪、张仁
礼、贾守正等的狡猾、凶残。在其对比衬
托下，更加彰显了肖仲义等忠贞、勇敢、智
慧的英雄形象。此外，给我们印象深刻的
还有吴钦烈、李忍涛等化学军工专家忠诚
敬业与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独特而浓郁的地域文化书写泸州抗
战的历史画面，是该小说显著的艺术特征。
冰春长期生活在泸州，对多姿多彩的地域
文化熟稔并深爱。因此，他在小说中把从小
到大耳濡目染的长、沱江畔泸州历史文化
的相关知识一一呈现给我们，如富有历史
氤氲的泸州地名馆驿嘴、罗汉场、高坝、市
府路、忠山、三牌坊、张坝桂圆林、纳溪花背
溪等，以及标志性建筑钟鼓楼、白塔寺、沱
江浮桥、川南师范学堂、大北街戏院等。让
我们眼前一亮的还有泸州人满是地方风味
的生活习俗，以及充满地域风味的泸州饮
食文化，如对泸州茶、酒等的介绍，特色鲜
明的泸州菜的描写等等，林林总总，目不暇
接。作者对本土语言的运用，如大划子（客
轮）、洋马儿（自行车）、洋盘儿（洋气）、席口
儿（桌席）、挑夫、盖碗儿茶、摆龙门阵等，恰

到好处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这些原汁原
味的巴蜀风情、川江物语，不仅真实地再现
了当时的历史风貌，更是托起了人物的精
神大厦，让肖仲义等革命者的形象更加真
实、亲切、可信。

中国式的大众化审美表达方式，是
《川江东逝水》的又一大亮点。在结构与
设置上，作品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
以章回体形式按时间顺序逐一展开，契合
大众的阅读习惯。在小说叙事上，宏观表
现与微观刻画相结合，明与暗两条线索交
叉进行，既严谨又吸引读者。在小说语言
的运用上，可谓摇曳多姿，如对泸州生活
场景与自然景观的描绘：“江边，号子声
声，那是拉船的纤夫吼叫出的声响；汽笛
阵阵，那是长途短途客货轮和运兵船忙碌
的乐章。哼着泸城川江小调的打鱼船，让
人感受到川江晨曦的美妙。”“快要落山的
太阳在山峦起伏的竹树间，时而高悬耀
眼，时而又躲藏遮蔽。”“苍苍黛黛的山丘，
在斜阳的铺照下，一群群江鸥、白鹤、红嘴
鸥之类的水鸟，正向各自栖息的竹木林飞
去。”诗意的语言、动人的意境，让人感受
到大后方的和平安宁，更加憎恨日本侵略
者，唤起全面抗战的激情。特别要提出的
是，小说的核心事件是保卫中国的化学军
工。为此，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书籍，
并专门深入学习化学军工知识，因而在写
作上显得得心应手。比如书中写道：“进
了山门，一行人去更衣室穿上防化制服，
开始参观。吴钦烈介绍洽庐研究科目中
的侦毒纸、纳泵、拂虐清、纵火伞、防毒油
布等军用产品。戴笠问纳泵是干什么用
的，吴钦烈答是攻打碉堡的化学制剂，和
上个月研制生产的氯酸钾（炸药）一样，在
前线颇具威力。”作者巧妙地把历史真实
与艺术虚构结合起来，艺术地反映了泸州
抗战壮丽的历史场景。

冰春历时多年、殚精竭虑，深度发掘
抗战时期中国化学军工烽烟弥漫的历史
岁月，创作了第一部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化
学军工题材的长篇小说。对泸州红色文
化的熟稔与深爱，更让他创作了巴蜀川江
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三部曲。他因
长期扎根基层，深得生活的精髓，从而得
以全景式地展现泸州地域历史文化。

立足巴蜀川江，深耕红色文化，《川
江东逝水》无疑是一曲民族精神的英雄
赞歌。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科幻文学对于中国来说，是
地道的文化舶来品。但作为人类
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的重要文化表征，自其抵达中国
之时，就成为国人近代文化启蒙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一个历
史悠久且能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并
浴火重生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
对科幻文学也展现出了极大的包
容性，使得科幻文学的中国化成
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自 1904 年，荒江钓叟所著
《月球殖民地小说》发表至今的
12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
幻文学创作者不断在历史发展的
洪流中，寻找中华文化与科幻文
学的契合点，不断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培育属
于中国科幻独有的精神气质。而
在这个过程中，《故山松月：中国
式科幻的故园新梦》无疑是一部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这部由
程婧波、石以主编的作品集，不仅
汇聚了56位华语科幻一线作家
的杰出作品，更以其独特的“故园科幻”理念，为中国科幻
文学的本土化、个性化的多元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品集的三卷分册《山》《松》《月》，分别代表了不同
的主题和情感。《山》卷以宏大的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科
技与文明的关系；《松》卷则聚焦个体的思考与成长，展现
了科幻文学中的人文关怀；《月》卷则以更为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梦境的交织。这种诗意的构建
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也赋予了科幻文
学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这套书的作者阵容堪称豪华，从获得国际认可的刘
慈欣、王晋康，到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阿来，再到
新生代科幻作家，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华语科幻的最高水
平。这些作品在展现作家们对故乡的深情怀念的同时，也
以科幻的视角对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无论是
对历史与未来的穿越，还是现实与虚拟的交融，都体现了
中国科幻作家独特的创造力和深邃的思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山松月》中的虚构与非虚构
双线叙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每位作家
都以故乡为背景，创作了一篇科幻小说和一篇自述文章，

这种结构不仅丰富了作品集的
内容，也使得作品具有更强的
代入感和真实感。读者在阅读
这些作品时，不仅能够感受到
科幻文学的魅力，还能够深入
了解作家们的个人经历和创作
理念，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和
理解中国科幻文学。

《故山松月》的出版，是对
中国科幻文学传统的一次深情
致敬，也是对科幻创作本土化、
个性化的一次大胆探索。正如
学者宋明炜在序言中所言，“科
幻也可以有故乡，有乡愁”，这
部作品集以“故山有松月，迟尔
玩清晖”为灵感，将科幻与故乡
的元素巧妙融合，展现了一个
个充满想象力的故园新梦。在
这里，科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未来世界，而是与我们脚下的
土地、身边的生活紧密相连的
现实镜像。

在刘慈欣凭借《三体》摘得
雨果奖之后，中国科幻文学终

于摆脱了“寂寞的伏兵”这一尴尬角色，获得了空前的社会
能见度。然而，随着科幻走出小众文化的聚落，越来越为大
众所接受，在原本专属于科幻创作的各种“要件”和手法被
其他文学艺术形式大量借鉴的大背景下，科幻文学如何保
持自己的类型特征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而《故山松月》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个课题的有
力回答。它不仅为中国科幻作家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思
想的平台，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中国科幻文学的
机会。

总之，《故山松月：中国式科幻的故园新梦》是一部集
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集。它以独特
的视角和创新的理念，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也为世界科幻文学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这部作
品集的出版，不仅是中国科幻文学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
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有理由相信，
《故山松月》将会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成为中国科幻文学的经典之作。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天津市科普作协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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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冰春的长篇小说《川江东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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