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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是从农村走
进城市，从平房窑洞走进高楼大厦，从
割麦挑粪的农家子弟变成国家干部或
企业家、作家的。身上早已打下了黄土
高原农家子弟的烙印，血脉里流动的还
是农民的血液，从血缘上、感情上、社会
关系上都与农村、农民有着天然的割不
断的联系，并且时刻关注农村、关心农
民。这是中国农耕文明基因中遗传下来
的一种情结、一种情怀、一种诗意，更是
一种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乡愁。

从 2004 年创作《妈妈的手擀面》
《酱豆的滋味》开始，这种浓浓的乡愁
就成了我笔下不变的主题。为农民发
声，留一份乡愁，是我创作的志向和目
标。

山药蛋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农村、
写农民。而《扶贫纪事》就是一部货真价
实、不折不扣的以乡村为背景、以农民
为主角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可以说是
多年来我文学创作实践的真实体现。

我虽然不是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
但对农村、农民的关注却是持续不断、
一以贯之的。多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经常下乡，接触农村和农民的机会较
多。特别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作为帮
扶工作队一员并兼任队长，四年时间吃
住在村，和农村、农民有了更近距离的
接触。四年时间，我深入田间地头，和基
层干部交流，和农民沟通，对农村的现
状、存在的问题、出现的困惑和未来的
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并努力用文学的语
言和艺术的形象真实地表达。

这部书首先是真实反映了农村的
现实。多年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特色产业不断创新，集体
经济不断壮大，乡村旅游生机勃勃，城
乡一体化不断推进……这就是我曾经
梦想中的乡村的模样啊。但同时我们

也注意到，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
中，许多有知识、有抱负、有能力的青
年农民离开农村加入城市创业行列中
去了，留在农村的年轻人数量和质量
都在下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怎么能
留住这份乡愁，怎么能吸引年轻人留
在乡村，怎么能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
和家乡就能安居乐业，幸福地生活，这
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其次是这本书真实地展现了当今
的农民形象。现在的许多农民并不靠
土地收入，也不愿耕种土地，更不愿
扎根农村。虽然户口还在农村，但常
年在外靠出售劳动力和手艺赚取工
资，并在城里租房买房居住。而留在
农村的老弱病残，只是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耕种仅有的几亩土地以防耕地
撂荒，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关注在这
个巨大转变中每个人命运的状态和走
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呼吁政府
和社会对农民群体给予最大的政策优
惠，让农民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
果，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福
利。

这本书第三个特点是真实地反映
了扶贫干部的帮扶过程。下乡驻村帮
扶整整四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央对
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视和决心，基层干
部的用心用力，帮扶干部的真诚实
在。上下一心，全力以赴，终于圆满
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书中既有走村串户、
访贫问寒与贫困户的真情沟通，也有
设身处地、实实在在对贫困户脱贫致
富的具体帮扶；既有根据贫困村实际
情况寻找产业项目、壮大集体经济的
积极探索，也有对农村现状、存在问
题和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让读者看

到了扶贫干部扎根农村，扶贫扶志，
助推产业发展，和群众一起战贫困拔

“穷根”奔小康的真正作为，感受到
了党员干部在帮扶工作中发挥的应有
作用。

《扶贫纪事》只是我农村题材文学
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不会是我
文学创作的最高峰。至于以后的写作，
我还是坚持写农村，写农民。用我手写
我心。我要用手中的这支笔，继续书写
农村和农民，把更多更好的农民形象，
更真实的农村生活，更美好的乡愁展
示给更多的读者。

乡 愁 悠 悠 ，剪 不 断 理 还 乱
■刘纪昌

我的故乡在河津市的一个小村子，在我
的小说里，她叫羊凹岭。

我在羊凹岭出生、长大，参加工作后，也没
有离开羊凹岭很远，应该说，我一直生活在羊
凹岭。羊凹岭所有的一切，盛放着我童年和少
年时代的记忆。多年以后，当我经历了人世的
风雨，品尝了生活的甘苦，偶然地拿起笔写作
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目光就投向了羊凹岭。

我以羊凹岭为背景，写作并发表了一系
列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故事中的人物与我身
边的人一样，有欢喜，也有伤悲……我希望我
的小说，我笔下的文字，给每个读到它的人以
温暖和鼓舞，对当下有思考和追问。

2015年开始，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河
津深厚的人文积淀为背景，创作完成了长篇小
说《羊凹岭》。这部长篇小说反映当下城镇化、
现代化的浪潮中，一个看似热闹实则消极的村
庄，村庄里的人是怎样对待延续了不知多少辈
人的四季习俗，这些习俗又会给他们怎样的精
神力量和内心安宁，着重讲述了几位留守妇女
的现实遭遇、情感纠葛和精神状态。

此书完稿后，我觉得自己在表现现代化
浪潮中农村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还非常不
够，为切实地感受时代变迁中，人们的生活面
貌和精神状态，获得原汁原味的素材，我放下
手头的一切，一遍遍地回到家乡。在那些村子
里，我认识到更具时代感的中国农村现场，为
此创作了一系列小小说和短篇小说，比如：

《跑旱船》《怪物红鸽》《我与土地有个约定》
《砸墙是个手艺活儿》《走亲戚》《南窗下》……

生活是伟大的，也是复杂的，生活永远走
在想象力前面。面对庞大的复杂的丰富的变动
不居的生活，小说家该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切入
现实？这，或许是我永远追寻和思考的课题。无
论如何，作为一个写作者，要深刻地认识历史
方位，认识我们的时代，认识我们的使命和责
任。深入生活，脚踏坚实的大地，从丰富多彩的
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
累，对人民群众内心的诉求、生活的希冀，他们
的欢喜和苦恼，他们的无奈和不屑，以及他们
的麻木、困境等精神状态的理解，这需要的是
一个作家认知感知的能力，需要的是一颗悲悯
和善感的心和理性地深入思考能力。

我想，如果说写羊凹岭是我的一种本能，
甚或是我的一种宿命，是我的来路和归处，是
我永远也写不尽、绕不开的精神故土，那么，若
是我能写出那里的男人女人的困惑和希冀、老
人孩子的欢喜和伤悲，也就写出了羊凹岭的心
事，甚或是，写出了千千万万个村庄的心事，写
出了乡土中国在一个大时代的浩渺心事。一个
小说家的野心，大约便是写出天下人的心事
吧。我会尽着自己的艺术本分和笔墨之责，把
自己全身心投入到生活中，让自己的呼吸连着
百姓的呼吸，心跳连着百姓的心跳，努力写出
好作品。（袁省梅因事未出席颁奖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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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姚以价，是
一个被历史烟云遮蔽的英雄人物。作为
山西辛亥起义军总司令、东路军总司
令，无论从山西还是从全国的大局评
判，姚以价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都无法
抹杀，他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表现出来
的鲜明坚定的民主革命立场及对国家
民族深沉热烈的情感，令人感佩。

2011 年是辛亥百年纪念，全国各
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省城
一家报纸也组织策划了系列纪念文
章。这组文章策划得特别好，写得也精
彩，但文中说姚以价是“山西版的黎元
洪”，让我感到有些惊诧。我开始关注
姚以价研究。

当时我并没有足够的勇气为姚以
价写作传记。因为自 1912 年姚以价离
开山西漂泊各地，关于他的活动，只有
一些片言只语的零星记述，散见于浩若
烟海的资料中。要完成资料收集和传记
写作，困难之大之多，均显而易见。

2013 年，偶然和山西省文联原副
主席王西兰老师聊起此事，王老师鼓
励我把姚以价的传记写出来。我加大
了资料搜集力度，开始着手评传的写
作。我一再提醒自己：写作历史人物评
传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力求科
学严谨，不虚夸，不拔高，做到实事求
是，恰如其分。

我先拟定了写作提纲，提纲拟定
后，并没有从第一章开始写，而是先写
了第八章《将门虎子》。这一章主要是
写姚以价长子、中共地下党员、抗战烈
士姚第鸿，完稿后我将文章拿给运城
日报社张建群、孙云苓两位老师看。
2015 年，该文章以三个专版的篇幅在

《黄河晨报》刊出。牛刀小试，初战告
捷，鼓舞了我完成评传写作的信心。

评传要有血有肉、立体全面地反
映姚以价的一生，就必须扑下身子、踏
踏实实地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资料搜
集及案头工作。我写作评传的优势有
三点：第一，这是我感兴趣的课题，二
十多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以不同的方
式接触我的传主。第二，网络时代，获
取信息的途径比从前更多也更加便捷，
我不仅可以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更可以
从一个个网址上、一个个不曾谋面的师
友那里，获得我所需要的答案和帮助。
第三，由于姚以价是家族先辈，我在搜
集资料时有便利条件。在姚以价生活了
二十年的西毋庄南巷，我和爱人在一次
次走访中找到了颇为珍贵的老照片以
及异常生动的写作素材。

《评传》写作前后跨越六年，这是
我和传主之间一场穿越历史时空的对
话。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对我来说，
也是沉潜和跃升相统一的过程。沉潜
其中时，我和笔下的人物一起痛苦、落
泪、激动；传主深沉的家国情怀、遭受
困顿不屈不挠的高傲灵魂、对真理执
着求索的精神品格，也给我强烈的感
染与鞭策。沉潜久了，思想认识的跃升
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我感到越来越
接近传主。传主遭受了少年丧亲、中年
丧妻、老年丧子的人生三大不幸，但命
运的磨难从未让他屈服，他没有沉湎
于人生苦痛，而是将目光放在了挽救
国家唤醒民族的事业上。传主既可做
上马征伐、威风凛凛的将军，亦可做乡
间拾柴、孑然独行的老者，不论人生绚
丽也好、平淡也罢，不论在鼎沸的名利

场也好、偏远的乡间也罢，他均可以安
然自适，这种豁达敞亮的人生境界，为
我树立了人生的标杆。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的表
达、艺术的呈现，对完成姚以价评传写
作至关重要，也是我在评传文本呈现上
的自觉追求。在每一章的写作中，在写
作手法、语言锤炼方面，我一直力求做
得更好一些。但毕竟是第一次写评传，
努力的结果如何，心里是颇为忐忑的。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我此刻的感受，与这新妇心情相似。

沉 潜 与 跃 升
■王秀梅

4 月 16 日，闻喜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文艺爱好者来到该县消防应
急救援大队，以艺术形式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特约摄影 刘 佳 摄

获奖评语：
《扶贫纪事》语言朴素但富有诗

意，笔触细腻而传神生动，叙述控制沉
稳从容。对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和诉
求，农民与土地，农民与粮食，农村现
状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困境、困惑等系
列问题都有直观描述和深情展望，展
示出一幅当下农村生活的全景。是一
部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实生动
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了解认识农村
问题的活教材。

现场介绍词：《扶贫纪事》认真思
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生动描写当
下农村现实生活，深情展望乡村振兴
美好未来，是一部抵达生活厚土的优
秀作品。

现场介绍词：
《寂寞国士姚以价评传》，成功还

原辛亥革命元勋姚以价戎马倥偬的坎
坷人生，生动展现出其追求真理的爱
国情怀和心路历程。

现场介绍词：书写农村
生活当下场景，在生死之间
展现生命的律动，在情感的
航迹中寻找出口，在乡村的
奔波中体验世间百味。

获奖评语：
《寂寞国士姚以价评传》写出了辛

亥革命元勋姚以价戎马倥偬的坎坷人
生 ，追 求 真 理 的 爱 国 情 怀 和 心 路 历
程。资料之丰富，内容之详实，考证之
严谨，表现出训练有素的史学修养；鲜
活通脱的文字，不拘一格的节奏，又体
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成功还原
出一位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

获奖评语：《流动厨房》截
取一个丧偶女人的生活片段，
书写农村生活当下场景。农
村的流动厨房，几乎是丧娶的
代名词，这个囊括生死的概念
里，蕴含着生命的律动。流动
厨房奔波在乡村之间，而流动
厨房里的人，也在情感的航迹
中寻找着出口。停留在世间
的人们，正像一个个流动厨
房，它奔走在生死之间，体验
着世间百味。

编者按
4月10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山西省作家协

会等共同主办的“山西文学盛典·赵树理文学奖
之夜”在晋城举行，为23位2019—2021年度“赵树
理文学奖”获奖者颁奖。我市赵树理文学奖得主
王秀梅、刘纪昌赴晋城参会受奖。

我市获得本届“赵树理文学奖”的三部文学
作品《流动厨房》《寂寞国士姚以价评传》《扶贫
纪事》顺应时代节奏，感知发展脉搏，触摸人世
纹理，丰富、立体、持续地呈现百姓生活的多个
切面。作品皆以人为叙述中心，在展现新时代
情境、精神气韵的同时，更还闪烁着作家本人的
深刻思考及智慧求索。今本报特刊“赵树理文
学奖之夜”颁奖典礼上三部文学作品的颁奖词
及介绍词，并连线三位获奖者，听他们讲述创作
初衷、心路历程、艺术道路、文学思考等，进一步
引领读者深入走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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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创作谈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春风
吹来绿枝头……铁树花，铁树花，再
荒芜的大漠也见绿洲，再古老的铁
树呀终会开花；铁树花，铁树花，绽
出风骨开在天涯，有情有义高贵光
华……”4 月 18 日，大型新创眉户现
代戏《铁树花》在临猗关汉卿大剧院
演出。千余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本次演出由临猗县委宣传部主
办、临猗县文化和旅游局协办、临猗
县眉户剧团演出，旨在纪念抗美援
朝胜利 70 周年，弘扬眉户艺术的传
承和发展。

眉户现代戏《铁树花》讲述了志
愿军老兵铁欣与其子铁楠因战友被
诬陷而结下矛盾，导致父子反目。岁
月流逝，铁楠结婚生子，妻子岚兰不
忍公公重病独居，便隐瞒身份，以护
工的身份前去照顾，铁欣重燃生活
热情。后经一番坎坷与波折，在岚兰
的帮助下，父子最终冰释前嫌。全剧
人物真实饱满，感情真挚，戏剧催人
泪下，是一部出色的现实主义题材
的原创优秀剧目。

《铁树花》由本土知名编剧畅续
长担任剧本创作，国家一级导演李
慧琴、国家一级演员李建国执导，著
名眉户作曲秦红洲担纲音乐设计，
眉户名家杨俊鹏、国家二级演员卫
城红、许腾飞、程佩等优秀青年演员
主演。

该戏剧创新性地用舞蹈穿插表
达空间自由的转换、时间自由的过
渡，把抗美援朝战场的悲壮与新时
代新生活中春华秋实的美表现得淋
漓尽致。李慧琴在执导该剧时，采用
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使得场景
自如切换。她认为“戏曲是以歌舞演
故事，因此不仅仅要表达内容，在排

导手法上也要科学化，引用了多媒
体技术，运用了蒙太奇结构，使得戏
剧具有现代化、写意化的同时，保留
了传统美感。”

戏迷王萍说：“这个剧目让戏剧
的面貌焕然一新，剧本里，战友情、
骨肉情、家国情，胶着在一起。为了
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安定，儿媳妇付
出了，老父亲付出了，每个人都在付
出。演出让人身临其境，戏剧也充满
了诗意，让人不由得去畅想结局。”

临 猗 县 眉 户 剧 团 团 长 杨 俊 鹏
说，《铁树花》这个戏剧在剧团历史
上，从表演风格上有质的飞跃和提
升。这次我们还制作了光影幕布、
LED 屏幕，成本低、环保，也便于去
基层演出。

观众杨女士在观看“铁家父子
终究团圆，千年铁树悄然花开”时感
慨万千，悄然落泪。“今天的戏，我认
为是最具震撼力的一次表演。导演
好、编剧好，舞美音乐时尚富有意
趣，演员各有所长，很有灵气。”她评
价道，“此剧情景交融，不仅仅是家
长里短，还通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家几代人之间的悲欢离合，讴歌
了中国老兵的大义、中国妇女的大
孝等，揭示了风雨中血脉的珍贵及
其延绵的悲壮与崇高，情操高尚，可
尊可敬。”

李慧琴是国家一级导演，毕业
于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代表作有

《暖冬》《布衣郡守》《大唐女人》《褒
尚论道》《三义亭》《晚雪》《如意娘》

《石角凹》《祝你幸福》等。作品获文
华新剧目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省“杏花剧目奖”等。

上图为《铁树花》剧照 赵卓菁 摄

大型新创眉户现代戏《铁树花》
在临猗关汉卿大剧院演出

本报讯 4 月 15 日，由中央新
影集团、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等单
位主办的第五届金风筝国际微视频
微电影荣誉盛典在山东潍坊举办，
芮城本土导演编剧李俊荣获“十佳
编剧”奖。

本届微电影系列活动包括年度
盛典、第六届征集展播活动启动仪
式、文化进万家助农服务、采风打卡
等活动，共征集作品 2700 余部。第
五届金风筝国际微视频微电影征集
活动共评出十佳音乐微视频作品、
十佳公益微电影作品、十优少儿微
电影作品、十优微电影作品、十佳微
纪实作品、十佳微电影作品和十优
男演员、十优女演员、十佳摄影、十
佳编剧、十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
佳女演员。第五届金风筝国际微视
频微电影荣誉盛典暨第六届金风筝

国际微视频微电影征集展播活动启
动仪式，著名演员郭凯敏、杜旭
东、岳红、毕彦君、寇振海、邵峰
等数百位影视工作者和获奖单位代
表出席了本届活动。

运城知名导演编剧李俊选送的
微电影作品 《铡刀下的吻别》 斩获

“十佳编剧”奖。该片由芮城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出品，讲述了“刘胡
兰式女英雄”牛线线的故事。影片
以情景再现、场景还原、历史和现
实巧妙融合的影视手法，真实展现
了牛线线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感
人故事。微电影 《铡刀下的吻别》
曾获得中宣部“学习强国短视频大
赛”二等奖和第八届万峰林微电影
盛典“红色题材单元”一等奖。

（董应赞）

芮城本土导演编剧李俊获
第五届金风筝国际微视频“十佳编剧”奖

本报讯（记者 乔 植）日前，
河津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市文联开展

“翰墨绘清风 妙笔扬正气”为主题
的廉政书画进机关活动。

活动现场墨香四溢，书画家们
以笔为媒、以墨为桥，随着倒墨、铺
纸、润笔等准备工作就绪，他们挥舞
着手中蘸满清香浓墨的毛笔，一停
一顿、一起一落，“融媒清音，廉动你

我”“廉洁在心，清风随行”等以清廉
为主题的书画作品便跃然纸上。

此次廉政书画进机关活动是该
中心清廉机关创建活动的重要举
措，旨在以书画为载体，将廉政教育
与艺术熏陶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
让大家感受到心灵的洗涤和精神的
鼓舞，营造“人人思廉、人人学廉、人
人促廉”的廉洁文化氛围。

河津融媒体中心联合文联开展
廉政书画进机关活动

““山西文学盛典山西文学盛典··赵树理文学奖之夜赵树理文学奖之夜””现场现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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