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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拄着折叠式的登山杖走在前面，步履蹒跚，形

如刚学步的孩童。利军背着沉重的佳能单反相机，他说

已经换了一张内存卡，并且还换上了第二块电池。我们

从海拔 3000 多米的罗坪山脊徒步下来，在散发着灰尘、

腐土和朽木气息的莽林里穿行了六七个小时，密密麻麻

的蚊子和蛾子会时不时迎面撞来。天气燥热异常，我们

浑身上下汗水如注。去年秋后便无雨，时下已是夏至，

干渴的云南大地还未下过一滴雨。我敏感的鼻腔又在

作怪了，接连打出一长串喷嚏后，我说不走了。李毅一

听这话，一屁股坐倒在地，利军也跟着坐在旁边。他们

两位都是小学校长，也是和我志同道合的好兄弟，在很

久以前就决定陪我来一次罗坪山。李毅的学校在山下

不远的茈碧坝子正中，那里接收了罗坪山上大小六七个

村落的彝族寄宿生，今天陪我的走访也像是一次家访。

只有年轻的丰源还在站着。他是罗坪山里的陆家村

人，两个寄宿学生的爸爸，给我们做了一整天的向导。他

指着莽林下面一块广阔的向阳坳地告诉我们，新中国成

立那年，他的祖爷爷带着自己的家庭，赶着牛马从遥远的

滇西北群山中迁徙至此，就在这个地方盖了一座大瓦房，

从此一个彝族村寨便在这里诞生。罗坪山海拔奇高，气候恶

劣，特别是在冬季和雨季，一场大雨之后便是雪载半山，气

温骤降，大雾迷漫，两个人站在一起都看不清对方。所幸有

这大瓦房存在，几十年来，汉族赶马的人在这老房子里喝过

酒，白族砍柴的人在这里吃过饭，追猎的傈僳族人和阿昌族

人在这里歇过脚，驮炭和买洋芋的回族人在这里称过秤，

还有许多迷路和受困的赶马人、货商、手艺人、牧人或是

入山的种地人，都曾在这里停歇，或是休整，或是疗伤。总

而言之，这座大瓦房就是罗坪山中一间真正的团结房、友谊房和救命房。

我们听着丰源讲的故事继续赶路。丰源还有两个弟弟，利源和庆源。

我喜欢他们的名字。洱源是我们县的县名，从这三人的名字上可见，他们早

把洱源山水融入自己的一生。丰源说，罗坪山广种薄收、交通不便，生活的

彝族儿女还分布在广阔的密林之间，有时出门找趟牲口、走个亲戚，都得走

上十几公里路。还好有山下的各族兄弟，住在山里的彝族人辛辛苦苦种出

的玉米、洋芋、蔓菁和萝卜，还有早年父母们砍下的柴火、烧制的木炭，得与

从山下赶马驮着货来的人进行交换，老人、孩子与哺乳期的女人才有好米和

细面吃；他们带来了精布和花线，出嫁的彝族女子才有好看的嫁衣穿。村里

的人在山间放牧牛马，遇上干旱的年景，就不得不四处迁徙，这让村人的生

活充满了艰难、劳碌和奔波。为此，在脱贫攻坚战开始后，政府决定在罗坪

山麓交通位置较好的地方新建陆家村，这样一来，有关旧村落大瓦房拆与不

拆的故事，也就此展开……

这就是我的小说《安居》的故事原型。当大脑里形成了那样的写作冲动

后，我想来一次故事发生的现场。刚才密林里的穿行，便是当年彝族人民初

来罗坪山时的情景，而今罗坪山翻天覆地的巨变更是让我心中充满了感

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成千上万的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员、志愿者八方云集，一起涌进广大农村，吹响了振兴乡村的集

结号。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倾力奉献、苦干实干，真正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

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

业，涌现出无数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

我身在云岭大地，亲历了这场声势浩大而且意义非凡的伟大事业，所以

这些年，我把笔触聚焦在了广袤的云岭乡村，书写这片大地上英勇的人们和

感人的事迹。我亲眼看到，一位参加选调的女硕士为帮助患有抑郁症的山

村女学生而一直驻守山区，一位退休老教师为了留住山村小学而发愤写作，

一辈子执守在镇街的文化讲解员、深入偏僻山乡帮助开展乡村振兴的高中

教师、带动群众参加篮球运动强身健体的运动员，以及为帮助农村实现产业

振兴、带动山村群众脱贫致富的回乡大学生等。这就是我的小说《花豹》的

故事来源。一批又一批的乡村振兴工作者舍我其谁，长期驻扎在群众最迫

切需要的地方，实施精准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我的创作无须过多地虚构和修饰，只需要把他们的

故事如实地在稿纸上书写出来，就是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他们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乡村脊梁，把无尽的智慧和汗水奉献给群众，铸炼了新时代的干群鱼水情。

《花豹》共收录了9篇小说，它们都是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是具体而

微的云岭山乡巨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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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雁的中短篇小说集《花豹》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

的9个中短篇小说。作家用不同的视角，全方位展示

了一系列扎根基层的农村工作者形象，他们是党和政

府扎根人民大地的根系。这本书既是对新时代广大农

村工作者建功新时代的热情讴歌，也是对当下乡土中

国农村嬗变史的真实记录。

聚焦脱贫攻坚 见证山乡巨变

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是社会的风向标，任何一种

文艺作品都具有相应时代的印记。在反映时代面貌、

展现时代精神方面，文学作品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

段，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迈向了强起来的新征程，为当代

文学如何表述当下之现实提出了重要考验。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无疑构成了一个显在的文

学创作的大背景，催生了大量以脱贫攻坚为题材与主

题的文学作品，如纪红建的《乡村国是》、关仁山的《金

谷银山》、潘红日的《驻村笔记》等。

北雁作为一名有着深沉的现实主义情怀的作家，

他的创作从火热的现实出发，紧握时代脉搏，创作了大

量以脱贫攻坚战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不过，与那些聚

焦如何“脱贫”的作品不同，北雁的作品侧重于表达脱

贫攻坚战中的人情冷暖，关注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他

善于以平民立场观照普通人的人生，挖掘个体在日常

生活中具体而微的情感体验。北雁从细微的日常生活

起笔，道出了驻村干部与村民间的浓浓情意，不仅生动

地反映偏远地区山民生活现状，还深刻彰显了驻村干

部融入当地生活、关爱百姓的家国情怀。

北雁还以辩证的目光看到了乡村社会交织错杂的

矛盾纠葛与人情世故，既道出了民间社会“藏污纳垢”

的一面，又反映了乡村社会深厚的人伦风俗。作为一

位扎根乡土的作家，北雁经历过农村的贫穷与落后，了

解乡村的生活逻辑、道德伦理及社会民俗，也见证了驻

村工作的艰巨繁重，目睹了贫困地区在新时代的变化

发展。因此，他的创作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描摹，而

是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找到了展示新时代山乡巨变、

揭示乡村日常生活面貌的切口，使小说萦绕了一层真

实可感的现实光辉。

激活乡土记忆 感悟烟火人生

故乡滇西山区的厚重泥土、巍峨群山与辽阔苍穹

滋养着北雁的文学世界，其作品《花豹》将云南特有的

地理风貌与人文传统熔铸为艺术结晶，字里行间既跃

动着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又浸透着边地特有的风土

韵味，在展现西南边陲绚丽风光的同时，更以质朴笔

触勾勒出乡土社会中温暖的人性光芒，形成独具云南

特色的民间叙事画卷。

自然风景是乡土记忆的重要载体，独具色彩的自

然环境总是赋予作品以富有个性的风景特色，为作家

表达乡土情结提供了情感出口。北雁小说里的自然风

景呼应着“新山乡巨变”，不仅展现当下生活，又面向未

来敞开，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家所生活的那一片地域。

写黑马村时，作家突出了该地的海拔之高与地广人

稀，接着再将笔端落在黑马村的发展历程之上，将人们

勇于进取、不畏艰难的求生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写云

鹤村时先说其位居云天之上，山势陡峭，天宽地窄，再落

笔到村庄的烟火气息。不难发现，北雁把自己最真挚的

情感灌注在他创作的乡土自然风景里，其笔下雄浑的自

然风景孕育着人们积极向上、饱满充沛的精神状态。如

此，作家写自然风景时就不是只谈风景，而是从景观入

手，道出乡间百姓的生活梦想与乡土世界的转型发展，

指向了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未来的生成和发展。

北雁小说里的乡土情结还表现为作家对淳朴的

人性的挖掘。在《花豹》中，作家以深情的笔调抒写了

四爷爷对农村魂牵梦绕、难以割舍的情感，“不论在何

岗位，也不论到了哪里，他对土地的那份热爱从未改

变”。四爷爷一家人淡泊名利，甘愿在喧嚣的世界做

隐遁于世的清贫者，只为将自己的青春与财富全都奉

献给乡村大地与贫穷的乡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地域环境对人的性情心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北雁

所生存的那一方大地，雄浑大气而又朴实无华，孕育

了大山儿女质朴、善良、高尚的品格，他们的性情中蕴

藏着温情、友爱与宽容，他们身上烙印着作家所理想

的人格精神。又如《安居》中，大山里的人们热情好客、

朴素大方，面对误入大山的外来客，他们会对其进行无

私帮助。

北雁从大山子民的生活图景、行为方式着眼，描绘

了乡土人性的纯粹友善，彰显着高原大山深处的精神

文化价值，阐释了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传递出作家的道

德观念与价值判断。

直面现实矛盾 刻画人物细节

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无

论是情节设置、矛盾安排，还是环境描写，都是为塑造人

物形象服务的。如果把一篇小说比作一件衣裳，那么人

物就是这件衣裳的衣领，具有统摄全局的重要作用。

北雁在小说人物形象刻画方面已摸索出了一套自

己的方法，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技巧塑造了诸多个性鲜

明的人物。例如，《我不就是出了本书》中的刘海春就

是一个朴实的追梦者形象。他是偏远山村的一名民办

教师，单纯地执着于出版著作，却被利欲熏心的书商欺

骗。他带着纯粹的文学理想进入文学圈子，遇到的却

是借着文学的名义追逐名利的蝇营狗苟之人。刘海春

一次次被卷进矛盾漩涡中，其诚恳、老实、卑微却自尊

自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矛盾和冲突是北雁用于推动故事发展的催化

剂，也是塑造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北

雁的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擅

长营造复杂的戏剧性矛盾，这使得小说实现了生动、

传奇的艺术效果。

在细节描写方面，北雁的小说也是值得认真品味。

一个精彩的细节描写胜过无数华丽的辞藻，能够使得人

物更加鲜明、情节更加丰满。北雁善于从心理描写的角

度刻画人物形象。他用大量的心理描写和隐秘的内心

独白来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让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北

雁还擅长以人物的行为来凸显人物形象。当作家找到

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习惯、行为、语言、动作等特点的时

候，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才变得鲜活且独具个性。

巧用方言土语 建构真实乡村

语言不只是工具，语言就是文学本身。在阅读过

程中，唯有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的语言才能够吸引人

将作品读下去。我将北雁的小说反复读了几遍，很大

程度上是其小说语言吸引了我。北雁的小说语言有以

下两大特征：一是具有地域特色；二是具有修辞之美。

一定程度上讲，文学地域性其实就由地域性的文

学语言所体现，语言成了确认文学地域属性的一种方

式。北雁喜欢在小说里引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民间谚

语，从十足的泥土味里传达出质朴、真挚的语言风格，

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含量。

与方言土语一样增添小说韵味的还有修辞语言。

多种修辞技巧的运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故事情节

的推演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比喻是北雁最常用的

修辞手法，他善于以本体和喻体的巧妙组合，淡化本体

的“陌生感”，用具体的、形象化的喻体来提升表达效

果。《我不就是出了本书》里写道：“自己那本书就似一

个穷家孩子，三伏天里还穿着厚棉袄，灰头土脑，寒里

寒酸，无论装帧、用纸、印刷和版式设计，都无法与人相

提并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恰到好处而又新颖奇

特，将主人公的窘迫心情由抽象变为了具象。

总之，小说集《花豹》是一部值得品读的精品力作，

它既能以浓烈的原乡情结与现实主义精神打动人，也

因诗意的叙事语言及生动的人物形象而深入人心。北

雁以深情的笔触，描写了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

大历史征程中，广大农村工作者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来

的血浓于水的骨肉情感，谱写了各民族人民守望相助、

手足相亲的动人篇章。

（作者系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

礼赞扎根大地 镌刻乡村群像
——评北雁的中短篇小说集《花豹》

□纳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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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丽水举办的一次文学活动上，我有幸

认识了洛施。在此之前，我就知道，这位畲族

姑娘是丽水“女子文学军团”中颇具知名度的

青年作家，也是浙江省重点培养的网络作家

之一。在互联网时代，对于擅长网络文学创

作的洛施来说，文学的世界色彩斑斓，可供她

大展身手的空间也无比广阔，近些年她将目

光聚焦于乡土民间，创作出了反映畲族生活

的长篇小说《畲山》，这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尝

试，也是她的一次精神回归之旅。畲族的长

篇小说相对匮乏，因此，这部由畲族作家创

作、以畲族生活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有着独特

的意义。

畲族人大都居住在山里，小说取名《畲

山》，也可看出洛施想将笔触对准大山，描写

大山里的畲族百姓的生活，歌颂养育了这个

民族的山乡土地。

畲族是一个“以歌代言”的民族，流传下

来的山歌有1000多篇（首），如《彩带歌》《字

哀歌》《高皇歌》等。在山间田野劳动之余，探

亲访友迎宾之际，乡民们喜欢以歌对话，特别

是每逢佳节喜庆之日，山间便会歌声飞扬。

洛施巧妙地运用了畲族山歌的文化资源，从

《畲族民间歌曲集》中撷取了10首畲族民歌，

作为《畲山》每一卷的题记，故事情节中还出

现了对畲歌、畲酒、畲药、畲茶、畲族彩带等民

族非遗文化的记述。因此，在这部小说中，我

们不仅能看到畲族民众独具特色的烟火和地

气，也能看到一个畲乡山寨随着年轻人的成

长而发生的巨变，更能体会到作者对本民族

的真挚情感。

畲族姑娘被称作“凤凰的后代”，女性地

位高。《畲山》故事就以女主人公蓝星月的励

志成长经历为主线。从疼爱自己的阿嬷离

世，发现自己并不是阿爹阿妈亲生的女儿，

到大哥将上学的机会留给弟弟、妹妹，选择

去当兵，再到向自己从小就喜欢的邻家哥哥

雷天明表白被拒……每一个境遇和转折，

每一步的成长，都让蓝星月陷入矛盾和纠

结之中。

《畲山》里的畲乡民间生活并不是孤立的

存在，而是大时代的一朵浪花。中国社会在

发生深刻变化，居住在大山里的新一代畲族

青年，总感觉贫瘠的山村长不出他们想要的

梦想和远方，所以年轻的他们都想从深山里

走出去，蓝星月和雷天明就是其中的代表人

物。在繁华的都市里碰撞、跌倒、迷失，甚至

遭受了打击和挫折，他们开始成熟，羽翼渐

丰，逐渐意识到，畲乡山水才是他们梦想中的

港湾。

“忠勇孝善”是畲族人千年积累的精神内

核。《畲山》从男女主人公用尽全力走出大山

开始，以男女主人公回到大山跟着寨子一块

成长结束，用生动的人物命运诠释了新一代

畲族青年的精神追求。从结构上看，小说以

畲族的葬礼开场，又以畲族的婚礼结束。从

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寄寓其中的

深意。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研

究员）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

名网络文学作家，悬疑、奇幻、婚姻、

都市、青春……几乎所有的网络文

学类型我都写过，但《畲山》不同，它

是我第一次尝试写自己的民族文

化，它的故事情节并不像网络文学

那样跌宕起伏、天马行空，书中处处

可见的，是我记忆当中大山里的畲

族生活。

为什么写《畲山》？因为我是个

土生土长的畲族人，我出生于大山

之中，成长在大山之中，和书中的主

人公一样，从小对大山之外的世界

充满了憧憬和期待，梦想就是去外

面的世界看一看。

长大后，我如愿去过很多地方，

然而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最常听

到 的 疑 问 是 ：“‘ 畲 ’族 ？ 哪 个

‘畲’？居然还有这个民族？”这让

我意识到，连知道我的民族的人都

很少，更不用说对它熟悉的了。于

是我动了念头，想以文学的方式向

别人介绍我的民族。我查看了许

多资料，发现畲族的文学著作很

多，但鲜有小说这一体裁，所以我

萌生出自己来写一部讲述畲族故

事的小说的想法。

畲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生

产方式的游耕民族，畲族人又自称“山哈”，意为

“居住在大山里的客人”。大山，在我们畲族人的

心中十分重要，我的成长离不开大山和土地，所以

我也将笔触对准了故乡的大山和土地，于是便有

了《畲山》。

首先，《畲山》是一部以“爱”为主题的小说。主

人公蓝星月尽管身世坎坷，可她的成长始终被爱所

包围，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在用爱呵护着她。故事的

主线，是蓝星月与雷天明之间的爱情

故事，但我所想表现的不仅仅是人与

人之间的爱，更是人与大山、与土地、

与民族之间的爱。我在这部小说当中

融入了许多的畲族的风俗习惯，比如，

畲族崇凤敬女，在婚礼拜堂时，有着男

跪女不跪的习俗。我想通过《畲山》，

让读者看到大山里的畲族人民独具特

色的生活。

其次，《畲山》还表现出了畲族人

“忠勇孝善”的民族精神。结合我自

己的成长经历，我在小说中塑造了一

个又一个“忠勇孝善”的畲族人民形

象：抗洪牺牲的大哥蓝岳峰、内心善

良的二哥蓝岳平、见义勇为的雷天

明、心怀大爱的坚韧女性蓝春梅……

正是在这一代团结、勇敢、智慧的畲

族年轻人的带领下，一个贫穷、落后

的小小畲寨一步步发展、繁荣，实现

了新的巨变。

小说里的畲族人爱生长的那片土

地，爱他们的寨子，爱那座大山，也爱

大山里的人们。即使由于各种原因走

出大山，他们仍会怀着深深的爱意回

到大山，用自己的力量与行动改变大

山里乡亲们贫困的处境。

《畲山》动笔于 2023 年 2 月，直到

2024 年 3 月完成初稿，断断续续写了

整整一年，随后又改了半年，我写得很用心，也写得

小心翼翼。因此，即使《畲山》算不上完美，但我还

是爱它，毕竟写出这样一部小说，终究是完成了自

己的一个心愿。

《畲山》是我写给畲乡的一封情书，我用它表

达了我对我的民族的深沉爱意。我期待着每一个

读了《畲山》的人，能在心里对畲族留有一个美好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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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飞扬的畲乡山水
——评洛施的长篇小说《畲山》

□马 季

■创作谈

《畲山》，洛施著，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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