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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的乡土气息是山东文学的重要特质，文学鲁军以“大地之子”的质朴与执着，抒发对家乡与生命的感怀。作为乡村村振兴
齐鲁样板的先行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正在这里绘就壮丽画卷。写作者牵系着乡土的血脉与根，以丰富多维的审美观照照，探寻蕴
含在大地深处的时代脉动，在海岱之间书写山乡巨变的新史诗，留下有感染力的新时代乡村的新“史记”。

海岱之间金色原野上火热实践
记者 张向阳

文学鲁军的“山乡”

情结

在当代山东文学的写作中，
“乡土”是个永恒的母题。乡村不仅
是生活背景，也是精神的原乡。文
学鲁军大多关注乡村和乡土命运，
并表现出对乡土的热爱和眷恋。

“山东具有非常悠久的乡土小
说写作传统，我十几岁之前生活在
农村，从小参加劳动，割草种地这
些事都做过，对这些农村生活都有
深刻的亲身体验，这也是我乡土小
说创作的一大优势。”山东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王方晨说。

正因为对童年记忆的深刻，与
现在农村变化的对比更为强烈。他
认为，我们忘不掉的乡村已经不存
在了，已经变成了现代乡村。过去
的传统农耕社会农民对土地的感
情和现在人对土地的感情，已经发
生了质变，农民的生活观念，跟土
地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这也是山乡巨变现代书写的一
个重要内容。

王方晨认为，进行乡土文学创
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具备新的观
念，用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题材。
我们写的乡村肯定是现代化的乡
村、现代观念的乡村，如果一个作
家没有这种现代意识，拿出来的作
品可能还是脱离时代的。而现代化
乡村，是把农民从那种传统的劳作
方式中解放出来。他认为，讲地域
文化，并不意味着封闭、保守；新山
东故事，应该也是开放的，面向未
来的。

他去年推出的力作《大地之
上》描写了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 ,
农村发生的沧桑巨变，以及人们精
神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诗性开掘
崭新的乡村大地。他现在正创作的
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反映山乡巨
变、新农村建设的内容。“这一部更
贴近真实，笔墨集中在一个家族的
生活，写了更多的人情，人和人的
关系。”他说。

如同张炜笔下的芦青河、李贯
通笔下的微山湖，乡村一直是宗利
华的精神故乡，生命在这里不再急
促，人生在这里找到归宿。

淄博市作协主席宗利华说，他
始终密切关注着乡村的变化，特别
是在城镇化浪潮之下，农村人口的
流动方向，以及其中所发生的那些

故事。前些年，他注意到农村人口
在向城市迁移，城镇化在向农村蔓
延，并将这种变化写入作品。但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开始重新审视
这种变化。

宗利华说，在新的长篇创作计
划里，他的创作理念、创作姿态、创
作角度会有所变化。他注意到，“新
时代的农村有新的变化，农村人口
的流动除了‘进城’，还有‘回乡’。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城市回到农
村，重新建设农村，重构农民的精
神世界。”

宗利华认为，因为传统历史文
化和地域优势，山东作家的乡土文
学创作在不同时期都有代表人物
和代表作品，比如刘玉堂、张炜等
作家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乡土文
学作品。如今，关于这个领域的探
索更为深入，他相信新的优秀作品
会不断出现。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

美学探索

作为“文学新鲁军”的新锐力
量，很多年轻作家延续了文学鲁军
乡土传统和丰厚文化底蕴，他们结
合自己独特的乡村体验，对新时代
的山乡巨变进行审美性的思考和
探索。

山东省作协签约会员乔洪涛
的《大河喜鹊》入选山东省作协
2023年重点扶持项目，今年他还创
作了书写沂蒙生态变化的长篇生
态散文《湖边书》。

乔洪涛说：“我的家在鲁西南
大平原，出生在黄河边。虽然现在
已经离开了农村，但是根性还在
那里，所以每次创作的时候，往往
回到乡村那个场景，描写乡村的
生活才最有感觉。现在看，我的人
生发展和追求、还有写作的力量
源泉，都是来自于这片平原，还有
黄河。”

乔洪涛说，小时候总想到远
方，去看看外面的人生和世界，但
是后来才发现故乡永远在那里，根
系也已经深深扎在那里。现在每次
回到家乡，必须到黄河去看看，离
开的时候再去看一看，这是一种说
不清的眷恋。多年来，记忆中的黄
河与现实中的黄河已经发生了巨
大变化。小时候黄河季节性明显，
有时候就干枯了，现在黄河的水质
与水量都变好了，他外婆家原来就
在黄河滩区，如今通过大搬迁住进
了新的社区，生活很方便。他说，如

今的乡村也在不断地发展，他以后
的创作仍然会聚焦新乡村的那些
人与事，他的下一部长篇《桃墟》就
是新乡土题材，反映沂蒙乡村的发
展巨变。

山东作家程相崧一直关注农
村生活的变化，续写山东乡土文学
的传统，关注乡村转型以及乡民心
理的变化。2022年，程相崧的长篇
小说《山民》入选了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改稿会，程相崧对记者
说：“山东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现
实主义传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山
东涌现出很多写农村、写农民的代
表性作品。像我们一批签约作家年
龄还比较轻，也是想向老一辈作家
学习，拿出真正有分量的长篇作品
来。”《山民》讲述了他的家乡金乡
在大蒜种植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创
业的故事。程相崧说，家乡的工业
不是太突出，种植业比较发达，他
对家乡农业发展比较熟悉，由此展
开故事。小说还将时间的轴线延伸
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发生过著名
的羊山战役。

程相崧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
年轻作者，有责任继承山东文学创
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从开始写作
就有意识地去担当社会责任。他
说，现在许多农村建设的典型人物
和典型事件，非常感人，作为写作
者有责任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这也
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到生活中寻找
鲜活的题材，写他们坎坷、心酸的
历程，写他们奋斗的故事。下一步
他准备创作一部反映新时代山东
农村变化的作品，写自己熟悉的生
活和人物。

在行走中回归“山

乡”

记者面前的王宗坤，朴实得像
一位刚从田间走出来的农民。他是
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泰安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创作的30余万
字的长篇小说《极顶》在《钟山》杂
志全文刊发，被列入“名刊名社拓
展计划”重点推进作品。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泰山
的主题是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下，
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
显示出中华文明的静水深流与波
澜壮阔。王宗坤说：“作为一名生活
在泰山脚下的基层作者，我庆幸眼
前的大山、脚下的土地给予了我文
学的根基和自信，这是一种朴实又
坚定的托举。正是因为这种根基，

我才能享受自由，选择行走，但无
论走到哪里我都忘不了回归山乡
的使命。”

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禹奕泽
的“林二代”，在新时代建设更美泰
山的故事。王宗坤告诉记者，小说主
人公禹奕泽的原型其实有两位。其
中一位16岁便走进泰山的普通林业
工人，他对泰山的山林、植物如数家
珍。王宗坤每年都要进山住一段时
间，跟着他踏遍三万多亩林场的每
个角落；另一位是在泰山工作的干
部，他一直很忙，王宗坤在三个月期
间去了多次泰山，只见过他两次。一
次是看到他在扛沉重的木头，另一
次是他在忙着清理得了松材线虫病
的枯树。“他们的这些行为深深打动
了我，也触发了我的创作冲动。”王
宗坤说。

《极顶》依托泰山深厚的自然
与文化背景，讲述了一个个传奇故
事、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场面，在回
眸历史中检视我们新时代的印迹，
将历史与当下做有机结合，以主要
人物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现实
责任、爱恨纠葛来诠释美好的情
感，赞美人性中的善良与真诚，勇
敢与坚韧。作品不仅展示着山川自
然千古以来对人文精神的浸染、熏
陶和哺育，也表现着人对山林的保
护、信仰，还有对自我精神的升华
和追求；同时它也是一部树立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良好形象的现实
主义小说，诠释了新形势下共产党
人怎样为人民服务，树立怎样政绩
观的新课题。王宗坤觉得在这两个
人身上看到了一种新时代所需要
的精神。“为人民服务是一个老课
题，在新形势下如何为人民服务，
我觉得对当下的干部又是一个新
课题。”在王宗坤看来，他笔下这两
位原型人物共同特点是实干，这是
取得大家信任的关键。

创作中如何“接地气”？王宗坤
认为，天天接触的都是普通人、普
通事，你跟他交朋友，熟悉他们的
语言、行为、情感，就是深入生活

“接地气”。在王宗坤看来，行走的
目的不仅仅在于探索与发现，更重
要的是为精神找到家园，为灵魂寻
到安妥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行走与回归”是文学的宿命，也是
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在行走中回
归“山乡”，向外不断汲取中华传统
文化和世界文学的滋养，向内在自
省中把握文学故土给予的丰厚累
积，终能踏出一个作家独有的时代
特征和精神领域。

用心、用情、用力书写海岱之
间金色原野上的火热实践，书写

“新时代山乡巨变”，山东独具优
势，也责无旁贷。

中国作协启动“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以来，山东作协推荐5
位作者和5部作品，其中杨志军的
现实主义力作《雪山大地》同时入
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在征集2022年度、2023年度中

国作协和省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和
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时，专门设立

“新时代山乡巨变”专题，征集到创
作选题近30个。去年省委宣传部评
定山东省“十四五”重点文艺创作
项目时，也专门设立“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专题。

近年来，伴随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的逐步形成，一批热情反映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生动图景的优秀
文学作品应运而生：赵德发的长篇

小说《经山海》荣获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徐锦庚的《涧溪
春晓》和许晨的《山海闽东》入选中
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
作工程”；王方晨的长篇小说《大地
之上》探测当代农民的心灵福地，
开掘崭新的乡村大地。根据《经山
海》《涧溪春晓》改编的电视剧《经
山历海》《三泉溪暖》先后在央视综
合频道播出，引起广泛好评。山东
作协参与摄制的38集文化扶贫题

材电视剧《遍地书香》入选国家广
电总局发布的全国22部脱贫攻坚
题材重点电视剧。日前，国家新闻
出版署公布的《2023年农家书屋重
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中，我省19部
文学作品入选。最近，我省作家厉
彦林创作的描述沂蒙革命老区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探索实践的报告
文学《沂蒙壮歌》获得徐迟报告文学
奖，朵拉图、逄春阶创作的《家住黄
河滩》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提名奖。

书写山乡巨变的新“史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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