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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前，作家周立波创作了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精神风貌。。近年，中国作家协
会推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用文学的方式展现建设新农村的历史进程。日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划”推进会在山东召开，来
自全国的作家和出版界代表围绕“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创作情况交流探讨，以文学力量为新时代山乡铸魂。

“山乡巨变”引领乡土文学新风向
记者 张向阳

新山乡巨变是一座

丰碑

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为新时
代文学提供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和
丰厚的写作资源。近年，彭学明的

《人间正是艳阳天》、赵德发《经山
海》等一批反映乡村振兴的文学
作品纷纷面世，展现了壮阔的社
会图景，乡土中国的书写已经进
入新的阶段，作品的表达内容和
表现方式都呈现出了新的美学样
貌。

此次推进会上，著名作家刘
庆邦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创作的
长篇小说《泪为谁流》入选了“新
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
代文学攀登计划”。2020年，刘庆邦
参加了《中国作家》杂志社等单位
联合发起的“圆梦2020——— 中国作
家脱贫攻坚遵义行”采风活动。那
次活动让他深受触动，一个曾经
的省级一类贫困村在脱贫攻坚中
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他惊叹，在这
样的心路历程之下，他创作了小
说《泪为谁流》。他说，书里讲述的
是一个山上的贫困“孤岛”如何变
成一个美丽乡村的故事，“其中第
一书记为这个村子付出了很多很
多”。

刘庆邦说，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
座丰碑，“这座丰碑不是石碑，而
是建立在亿万人民心中的口碑。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意义，不
但具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的
意义，还有民生、人道主义等多
方面的意义，非常值得书写。我
们当代作家有责任为这块丰碑添
砖加瓦，如果我们不写，就可能
对不起时代，也对不起读者。”他
说，在中国的历史上，脱贫攻坚
的全面胜利，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奇迹。我河南老家所在的县是贫
困县，我的大姐家、二姐家，还有
二姐的大儿子一家，都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我对他们虽然每年都
有所资助，但能力有限，并不能
使他们脱离贫困。还是靠国家脱
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政策的持续发
力，以及村干部的具体帮扶，他
们才终于在2019年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走上了小康之路。我每
年都回老家，看到他们现在吃得
饱、穿得暖、住得好，手里还不缺
钱花，生活一年比一年幸福，心中
甚感欣慰。

他认为，首先是作家的态度
问题，是我要写，而不是你要我
写，“文学创作是一个手艺活儿，
也是一个心意活儿，必须遵循自
己的心意去写。也就是说要心甘
情愿地去写，才能增加文学的真
诚度，才能提高作品的含金量。”

刘庆邦的创作被称为“一半
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的作品在
现代文明的视角下重构了传统乡
土文明，勾画出一幅乡情浓郁的
中原民俗生活画卷。他说：“山乡
巨变是一个主体性的创作，其实，

任何主体创作都有它的坚硬性，
写作的过程就是把它柔软化。怎
样才能把它立起来呢？靠情感、靠
立体的人物；靠优质的语言，关键
是文学性。没有文学性，它就实现
不了主体。”刘庆邦说，小说写作
不能主题先行，“要写情感，要把
人物有血有肉地立起来。在好的
作品中，我们既能见到风物，也能
看到人物命运的变化，还有其中
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

山乡埋藏着最深切

的情感

传统中国最根本的特质就是
它的乡土性，这种深厚的精神积
淀也构成千百年来中国的乡土文
学传统。如何通过乡土变迁深刻
理解时代和历史，以文学的方式
使乡土世界获得美学表达，如何
让乡土和时代新人在文学中得到
更典型化的提炼，如何创造出真
正具有思想艺术深度、与伟大时
代相匹配的史诗性经典，这些都
是新时代作家需要思考和解答的
课题。

周瑄璞的小说《芬芳》被列入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第二
批重点推进作品。她说，作为一个
陕西作家，自然而然地继承了陕
西文坛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的
优良传统。“经过多年摸索，近年
来又将写作关注点放在我的出生
地河南乡村。因为童年生活经历
对人一生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一
个写作者尤为重要。我虽然只在
那里度过十岁之前的时光，但每
当我想起农村，每当我要书写农
村，就会想起河南农村，只有了解
河南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乡
村。”《芬芳》书写了豫中平原的沧
桑变迁，是一部中原乡村山乡巨
变的长篇小说。在五十年的时光
流逝中，着重描述了颍河流域人
民从追求温饱到建设现代化美好
生活的奋斗历程，写出了中原大
地上个人与家族、农村与城镇的
历史演变及精神变化。通过人物
命运见证时代发展，见证乡村振
兴，见证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小说
着重书写“顽强绽放，吐露芬芳”
的女性命运，写她们的发芽、开花
与收获，写她们如同土地般芬芳
的日常生活。她说：“乡村近年来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自己
的成长经历也折射着乡村变迁。
作为一位作家，我努力将我所看
到的，感受到的一切变化书写下
来。”

浙江作家畀愚的《纯真年代》
也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第二批重点推进作品。他说：

“我经常到田野乡间走一走，日新
月异的乡村面貌让人有种触动心
灵的震撼——— 我们固有意识里的
那种乡村，正在这片大地上被不
断更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
未有的、全新的、美丽的田园景
象。所以我认为，认识乡村、理解
乡村、感受乡村的变迁意义重大，
这里面有时代的缩影。”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

就是回家。我想，每个作家的心里
都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
的家乡——— 在那块熟悉的土地
里，埋藏着我们最深切的情感。
尤其是在经历了这么巨大的变迁
之后，再去回望家乡，就会发现，
我们在见证历史、经历历史的同
时，也在创造着历史。每个人都
为之付出了汗水，这是我们一代
人的骄傲，也是生活对文学的回
馈。

作家眼中的山乡巨

变新貌

“作家活动周”期间，作家代
表们前往临沂和曲阜多地，围绕

“红色沂蒙”“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等主题展开实地考察调研，在火
热的生活实践中感受山乡巨变新
貌。

“我来孔庙已经不止一次，作
为一个读书人，每次来这里都会
怀着一颗虔诚的朝圣之心。”在曲
阜孔庙，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十月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他
说，孔子毕生致力于恢复周礼中
的礼乐文明，其实也是在恢复人
性中高贵的精神，让人成为一个
更完整的人。文学也是如此，文学
创作无论是什么风格，什么流派，
其实最终也是在证明人之未来，
人类的伟大与骄傲。

王十月说，他从广东来山东
之前，其实对山东也有一种刻板
的印象，认为山东尤其是老区的

“山乡”会有些落后、欠发达，但是
这一路看过来，很多人都说“哇，
是这样的吗？”“不管是城市的发
展、城市的产业，还是乡村的面
貌，乡村文旅、特色农业这些方
面，我认为都做得特别好，特别是
我们去的这些地方，看到融合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与地方的特色
文旅形成很高的契合度，我觉得
不愧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做的文
旅文创。”他说。

在谈及这次山东之行对他创
作的影响时，王十月说：“一个写
作者一定是打开自己，随时在接
受生活方方面面给你的信息，给
你的刺激，这种刺激无时无刻，随
时在改变、在完善、在调整你的一
些想法，我可能不会直接写一个
曲阜的故事，写一个山东的故事，
但是在它的背后‘草蛇灰线 ,伏脉
千里’，一定能看到这种精神来
源。”

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多年
的军旅生涯赋予王棵独特的情感
记忆和文化积淀。王棵说，他从军
期间，有五六年时间是在山东度
过的，所以山东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他的印象中：“山东人热情、好
客，非常有人情味儿，我很热爱山
东”。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沂蒙精
神”发源地，对“山乡巨变”这一文
学命题的认识有提升。他说：“倾
听来自过去和现在的沂蒙人的故
事更让我感动。我正在修改一部
小说，内容是反映抗战题材的，沂
蒙山红嫂的故事给了我很多启发
和灵感。”

据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2022年3月发布征稿启
事，2022年8月在湖南益阳正式启
动。各地和行业作协广泛参与，
名刊名社积极支持。截至目前，
创作计划共收到作品1000余部。

作为首批重点推进作品，
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杨志军
的《雪山大地》、王松的《热雪》、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已正
式出版。经优选和评审，近期又
确定了第二批重点推进作品11
部，分别是周瑄璞的《芬芳》、刘
庆邦的《泪为谁流》、柳岸的《天
下良田》、翟妍的《长河荡》、李
铭的《春暖燕归来》、何常在的

《向上》、麦苏的《陶三圆的春夏
秋冬》、畀愚的《纯真年代》、滕
非的《大河宛然》、郑欲翔的《人
往低处走》、朱朝敏的《水未
央》；确定了“名刊名社拓展计
划”重点推进作品9部，分别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荐的陈
集益的《金翅鱼之歌》、太白文
艺出版社推荐的宋丹丹的《太
阳地》、《钟山》杂志社推荐的王
清平的《流转》、花城出版社推
荐的嬴春衣的《翠山情》、《钟
山》杂志社推荐的王宗坤的《极
顶》、《民族文学》杂志社推荐的
陈茂智的《红薯大地》、湖南文
艺出版社推荐的欧阳艳飞和周
亦乔的《南山谣》、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推荐的李伯勇的《别人
的太阳》、湖南文艺出版社推荐
的舒文治的《立传笔记》。

作为文学作品发表和出版
的前沿阵地，寻找和呈现反映
时代气象的优秀作品，是文学
刊物和出版社的应有之义。

“好的文学表达要深刻反
映现实逻辑的发展。当代中国
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
学创作既要体现广阔的现实主
义，又要体现震撼人心的理想
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李红强说，作为出版人，要引导
作家推出更多“形神兼备”的文
学精品，既以全面的、整体的、
文明的视野，同时也从细部的、
人性的、文化的视角来反映新
时代的“山乡巨变”。

《收获》副主编钟红明说：
“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作品，无
不源于作家内心深处对创作的
热爱，源于对崭新现实的高度
提炼与概括性表达，源于对鲜
活文学经验的充分调取，源于
准确优美的语言表述。对‘精
品’的强调，就是对浮躁、急功
近利创作的拒绝。越是沉住气，
越能从根本上认知今天真实的
中国乡村；越是对那片土地上
的人的命运感同身受，越是能
写出人性和人心，越是能为这
个时代存证，留下文学性的、心
灵上的丰碑。”

山乡创作收获
千余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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