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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犁》 作为新中国文学中
一个独特而精湛的存在，共收入九
篇作品，于1984年8月由作家出版
社首次结集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的

《在伊犁》 对该版本进行了重新编
辑修订，特别恢复了后续版本没有
使用的代序：《故乡行——重返巴
彦岱》一文。该文是王蒙1981年在
离开新疆近两年以后重返新疆巴彦
岱，和他的维吾尔族农民兄弟把酒
言欢，用深情的笔触写下的，既感
人至深，又对《在伊犁》的人物和
故事原型有重要交代。通过这样的
形式，我们希望此次出版的《在伊
犁》能够以最完整、最本真的面貌
与读者见面，也成为探索王蒙文学
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范本。

《在伊犁》
王 蒙 著

《花灯调》 聚焦贵州偏远贫困
山区的高远村。这里是崇山峻岭高
海拔地区。来自市人民检察院的驻
村第一书记带领干部和村民齐心协
力艰苦奋斗，在市、区、镇的干群
支持下，在山地上修建村组公路、
水库、水厂、电力、通信等基础设
施，通上了高压电、自来水、网
络，村民们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实现了全面脱贫。通过嘉宾之间的
对话，读者了解了刘庆邦如何发现
小说的人物原型，为何在写作中眼
含热泪，怎样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
变中塑造“时代新人”的形象，展
现人们在面对贫困与富裕、传统与
现代的发展命题时的观念变化与心
灵成长。

《花灯调》
刘庆邦 著

《种城记》 以政府主导棚户区
改造的正面视角讲述标志时代变迁
的中国拆迁故事。作品以拆除违
建、旧城和城中村片区改造为主
线，将乡村扶贫一并纳入，描写了
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
塑造了大批鲜活生动的群众人物和
敢于担当奉献的干部形象，反映了
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情感、命
运，是城乡迈向共同发展、一起完
成复兴伟业、足以永载史册的时代
叙事，是一阕中华儿女艰苦奋斗、
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赞歌，具有
较高的社会学标本价值。

《种城记》
李桂平 著

《别来春半》 为虚构散文故事
合集，聚焦作者在海外的求学经
历、生活琐事以及文学写作的心路
历程，收录作者在生活中受到启发
而创作的作品。本书讲述了一个非
典型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求学时的彷
徨与迷茫，通过个人抒情写作反映
自己对于文学以及时代脉络不断摸
索、理解和求知的心路历程。生于
浮躁多变的时代，作者希望用跨文
化、跨语境、跨时代的写作来探索
当代年轻人如何找寻自我的声音与
价值，与东西方传统和文化差异和
解，并达到自我身份认同。

《别来春半》
刘 倩 著

长篇非虚构全新力作《世间所
有的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全
书分为五章，每章约三四万字，以王
选的自身经历（时间）为纬线，以他
人境遇（空间）为经线，每章围绕一
个主题，编织出了一个人的如水流年
图和一群人的困顿失措图。写作是对
过去的一种回望——写下自己的经
历、故事，记录自己命运的走向，
也记录自己对周遭个体命运的观
察。王选挑选了一条小径、一道窄
门，把自己和周遭个体的命运作为
一个时代的切片，记录了一代人的
生活状态。

《世间所有的路》
王 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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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艺君
10月22日晚，郾城区新华

书店内洋溢着浓郁的书香气息，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指导，郾城
区委宣传部、郾城区文联主办，
郾城区新华书店、郾城区作家协
会承办的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
得主乔叶《宝水》读书分享会在
这里举行。乔叶对她的获奖作品
《宝水》进行了精彩解读，并分
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我市读书
爱好者及来自郾城区、召陵区、
源汇区作家协会的部分会员70
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掌声阵阵、笑声不断。
乔叶是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

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她著有
小说《宝水》《最慢的是活着》
《认罪书》《藏珠记》及散文集
《深夜醒来》《走神》等多部作
品，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
奖、人民文学奖、北京文艺奖、
十月文学奖、春风女性奖等多个
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介到俄罗
斯、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
《宝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

“很高兴回到河南、来到漯

河，用家乡话跟大家畅谈《宝
水》这部作品，我感到特别亲
切、特别温暖。”乔叶向漯河读
者详细讲述了她在河南、在故乡
的成长经历和写作历程。她说自
己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一直是被鼓
励的，受到了李佩甫、李洱等作
家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受益
良多。

“我从事写作30多年，总的
来说是一条学习之路，向经典学
习、向生活学习。比如说写《宝
水》，必须要向生活学习。”谈起
《宝水》的创作经历，乔叶说，
她创作《宝水》用了七八年时
间。其间她长期“泡村”，不断
到乡村进行考察，住在村民家
里，倾听人们的心声，做了大量
采访，写了很多笔记。“小说写
了很多农村生产、生活方面的内
容，包括四时节序中的植物、人
们的日常饮食，以及如何从石头
的颜色上判断梯田的年度等，这
些都是我向生活学习的结果。我
特别依赖生活本身给予的力量。
你坐在书房里、书桌前是想象不
到的，必须到生活中去。你会看
到有那么多新的东西扑面而
来。”乔叶说。

长篇小说 《宝水》 讲述了
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由传统乡
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
乡村，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
故事。作品生动呈现了中国乡
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冬—春、
春—夏、夏—秋、秋—冬，四
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在四时
节序中将当下的乡村生活娓娓
道来。“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宝水

村的一年。这一年不是日常生
活中的一年。它是高度浓缩的
一年，是文学化的一年。小说
中的所有细节都是我精心构造
的。我希望读者阅读的审美效
果是自然的。”乔叶介绍，她写
《宝水》不是有规划地要写乡村
振兴小说，而是想写一本有历
史纵深、文化纵深，同时又具
备当下感的乡村小说，恰巧遇
到了当下宏大的乡村振兴主
题。在《宝水》中，宝水村有
悠久的历史，时间链条拉得很
长。小说里有一个灵魂人物叫
九奶奶，她身上历史的痕迹很
重。小说里有人文、有乡村哲
学、有传统道德和当下规则的
冲撞。“这个村庄从过去走到现
在，必然会‘邂逅’乡村振
兴。因为写宝水必须写到乡村
振兴，而不是我要写乡村振兴
而去写宝水。”乔叶说，小说就
是“从小处来说”，宏大的命题
要从细小的角度进行阐述，体
现在当下日常的乡村生活中，
要贴近最真实的人性、人情。
她认为，在小说创作中，素材
的“素”来自于生活的给予。
生活里原生态的东西是最鲜
活、最丰富的，这种丰富性恰
恰是“素”的。她告诉漯河的
写作者，要尽量看到生活中最

“素”的那一面，也就是原生态
的、丰富的、鲜活的东西。

“漯河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只要有河流穿过的城市就特别有
灵性。沙澧河就是你们的‘宝
水’。”乔叶在分享中谈到沙澧
河，她说，“宝水”有多层含

义。从地理层面来说，这本书写
的是宝水村的故事，该村因村里
有宝水泉而得名。它还有虚指的
意思——水是有情感的，象征着
凝重的力量。书中写了很多普通
老百姓的故事，他们为过好自己
的日子而努力向前的那种力量也
是宝水。“所以我说沙澧河是漯
河的宝水，凝聚着丰沛的情感和
能量，是漯河的作家们应该用心
去写的宝水。”乔叶还从沙澧河
谈到了贾湖骨笛。她说，所有的
文化资源都是特别优质的文学资
源。贾湖骨笛等漯河独特的文化
元素是故乡给予漯河作家很特别
的礼物。她建议漯河的作家要选
择最有感触、最能打动自己的部
分去写。“写作本质上是写自
己，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深度
认知自我。”乔叶说。

分享会最后，乔叶与现场
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进行了热
情探讨与交流，对大家提出的
关于《宝水》中的人物形象塑
造及细节描写方面的问题一一
作了解答。分享会结束后，现
场仍气氛热烈，参加活动的读
者和文学爱好者纷纷找乔叶签
名、合影，她都一一回应，脸
上笑意盈盈。

“乔叶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
们对《宝水》这部作品有了更深
的体悟和理解，在如何更好地进
行阅读和写作方面受益匪浅。在
以后的创作中，我要更多地向经
典学习、向生活学习，不断写出
贴近生活、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
来。”参与分享会的文学爱好者
张琪告诉记者。

沙澧河就是漯河的“宝水”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与漯河读者分享《宝水》创作故事

■见习记者 张 赢
“还记得小时候和母亲去镇

上赶集，我总会站在供销社卖书
的橱窗前不走，央求母亲为我买
一本连环画。村里的小孩都没有
我的连环画多，当然也是我识字
最早、认字最多。有时候别的小
伙伴买了一本书或连环画却读不

下来那些字，我便给
他们读，他们在一旁
津津有味地听。”赵
根蒂回忆起童年读书
故事记忆犹新。

赵 根 蒂 ， 1973
年出生于舞阳县莲花
镇长村赵村，现在舞
阳县供销社工作。受
父亲爱读书的影响，
平日里赵根蒂常常与
书为伴，将书籍视为
精神食粮。

赵 根 蒂 上 初 中
时，被金庸小说中的
侠义之气深深吸引。

“我最喜爱金庸先生
的 《神雕侠侣》。这
本书我读过好多遍，
翻拍过的电视剧我全
部看过。金庸先生的
一系列丛书对我的影

响很大，几乎满足了一个少年在
成长历程中所有的憧憬。我在里
面学到了侠义之道、爱国之情，
这些书也告诉我要为人正直。”
赵根蒂说。

1989年，赵根蒂考入河南
省新乡供销学校棉花加工专业。
虽然学习任务很重，但他心中对

文学的热爱从未减少。平日里，
他利用空余时间专心读书，或在
校报上发表文章。

工作后，赵根蒂的生活逐渐
烦琐。他告诉记者，刚开始被分
配在车间从事体力劳动，下班后
他便赶紧回家读书。通过读书、
练字，畅游在文学的海洋里，赵
根蒂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成家后，生活艰辛，那些
年几乎没时间读书，全部心思都
在工作上和家庭上。但是也零零
星星读了一些国内几位知名作家
的书，如路遥、刘震云、贾平
凹、莫言、李佩甫等，但时间有
限。就像刘震云的《一地鸡毛》
里所写的，生活真的就像一地鸡
毛，各种现实问题在世俗的风里
扑面而来，让人根本静不下来，
只能有选择地读一些。”赵根蒂
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赵根蒂的
生活逐渐步入平稳，也有了大量
的时间开始阅读和写作。阅读对
于赵根蒂来说是每天必须做的事
情。早起晨练时，他会利用碎片
化时间通过听书软件读完不少作
品。晚上入睡前，赵根蒂会拿起
床头的书籍并浏览微信公众号发
布的诗歌。“是书籍让我找到了

内心的平静。”赵根蒂说。
“读书给我带来的影响特别

大，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是
读书让我爱上了写作，是写作影
响了我的工作，是工作改变了我
的命运。”赵根蒂告诉记者，由
于热爱读书和写作，他经常发表
一些作品。加上他酷爱书法，赵
根蒂后来被调到供销社局机关办
公室做文字与宣传工作。

赵根蒂说：“不过，读书写
作对我个人修养影响最大。我年
轻时容易急躁。这些年我喜欢读
国学，受先贤们学识、思想的影
响，不断地‘吾日三省吾身’，
进而弥补自己性格上的不足，渐
渐养成了淡定、安静的性格。”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没有
途径接触很多经典名著。当时最
流行的便是金庸、琼瑶，那些书
都快被我翻烂了。”关于读书的
心得体会，赵根蒂并不认为一说
读书就是读名著、读别的书就是

不走正道。“以我最爱看的金庸
作品为例，天下十八般兵器，没
有说哪种最厉害。只要功夫够
深，飞花摘叶都能杀敌。只要是
传递正能量的书籍，我们都可以
阅读。”

“还记得我第一次投稿成功
是在1994年。我写的《梦醒时
分》一文被当时的漯河广播电台
选中并广播，编辑还给我回信夸
赞我的文章。当时我信心大增，
更加坚定了继续创作的信念。”
后来，赵根蒂加入舞阳作家协
会，开始专注读书和写作。他曾
经在 《漯河日报》《河南经济
报》《河南诗人》《河南诗歌》
《河南文学》 等刊物上发表作
品，其中发表诗歌近120首、散
文20篇。

“书籍对我来说是最美味的
精神食粮。是那些闪闪发光的文
字让我内心充实，活得自信、踏
实。”赵根蒂说。

赵根蒂：书籍是我的精神食粮

■陈猛猛
在浩瀚的文学长河中，总有

一些作品以其独特视角、深邃思
想和精湛艺术手法让人记忆犹
新。著名作家老藤倾情奉献的现
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草木志》

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仅是对
乡土中国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
对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面貌焕然
一新、农民生活蒸蒸日上的生动
描绘。

古道遗风草木间，驿站旧影
映新篇。《草木志》以清代驿站
遗迹为背景，巧妙地将历史沧桑
与现实活力交织在一起，构建了
一个既古老又充满生机的墟里
村。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深邃，像
一位智慧的引路人，带领读者穿
越时空长廊，感受从历史深处流
淌而来的文化韵味。同时，他又
以敏锐的时代触角捕捉到了乡村
振兴战略下农村发生的巨大变
化，将这一时代命题以文学的形
式精彩呈现。

小说中，驿站文化不再是
尘封的记忆，而是被赋予了新
的生命。干部“我”、邵震天等
人作为新时代的筑梦者，形象
饱满而立体，既有着对乡土的

深厚情感，又具备前瞻性的视
野和敢于创新的勇气。他们因
地制宜，打造的“驿路·遇
见”文旅融合项目如同一股清
新的风，吹散了墟里村往日的
沉寂，使这个小村庄焕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草木志》最引人注目的地
方莫过于将草木与人的命运紧密
相连，构建了独特的叙事视角。
作者凭借丰富的植物知识和对乡
村生活的深刻理解，以草木为媒
介，巧妙地将人物性格、情感与
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从牵牛花的
曼妙多姿到美人松的高大挺拔，
从杨铁叶子的坚韧不拔到达子香
的芬芳扑鼻……每一种草木都被
赋予了生命和灵魂，与小说中的
人物相互映照，共同演绎出一场
场生动而富有诗意的故事。这种
以植物分章的叙事方式不仅打破
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更为读
者认识世界提供了一面新的棱

镜。
草木含情映人心，人物群

像绘春秋。整部作品在人物塑
造上同样表现出色，书中每一
个角色都各具特色。他们或勇
敢坚忍，或智慧善良，或质朴
纯真，共同描绘出一幅丰富多
彩的人物群像图。在乡村振兴
大潮中，他们或主动投身其
中，成为建设家乡的生力军；
或在观望中逐渐觉醒，加入这
场变革的洪流中。他们的成长
与变化不仅是墟里村振兴的缩
影，更是整个中国农村面貌焕
然一新的生动写照。特别是主
人公“我”和邵震天在面对困
难和挑战时展现出坚定的信
念、无私的奉献和卓越的才
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
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草木
志》不仅仅是一部有故事、有人
物、有传奇的小说，更是一部充

满思考的作品。它以乡村振兴为
主题，却又不局限于这一主题本
身，而是由此出发，深入探讨了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个
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等深刻
问题。这些思考不仅为书写乡村
振兴这一新时代、新农村的壮丽
画卷提供了崭新经验，更为读者
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提供了宝贵启示。

草木有情，人间有爱。《草
木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
刻思想内涵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感受到了乡村的魅力与希望，也
让我们对乡村振兴的未来充满了
期待与信心。这部充满诗意和力
量的现实主义佳作为新时代的山
乡巨变谱写了一曲激昂而又不失
温情的赞歌。这部作品使我们在
品味文学之美的同时，也重新认
识了人与自然、人与草木之间的
关系，让我们更加珍惜自然、爱
护草木、热爱乡村……

乡村振兴的诗意书写与时代回响
——读老藤《草木志》

乔叶在分享会现场。 张晓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