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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巨变展新篇
湖南益阳清溪村，“中国文学之乡”6

个字格外醒目，这里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

家乡。20 世纪 50 年代，作家周立波从北京

回到故乡清溪村，写下著名长篇小说《山

乡巨变》。

2022 年，中国作家协会在益阳启动了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邀请一大批

作家走进清溪村，借此鼓励他们深入乡村振

兴的火热现场，记录真切宝贵的时代经验，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越来越多文学创作者加入这一计划，他

们循着周立波等文学前辈的足迹，主动走进

田间地头“做人民的学生”，与村民们唠家

常、串“亲戚”、交朋友，倾情投入新时代农业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

2024 年，《花灯调》《苹果红了》《东山坳》

等一批饱含时代气象的文学精品接续涌现，

多角度展现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截至目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入选作品和选题 29 部，正式出版 13 部，其中

既有名家新作，也有青年力作，为新时代文

学提高艺术品质树立起标杆。

如今，“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

写 出 好 作 品 ”已 成 为 当 代 作 家 的 共 识 。

2024 年 2 月 ，入 选 计 划 的 长 篇 小 说《草 木

志》正式出版，该作聚焦新时代东北乡村全

面振兴，从小切口展现了我国乡村现代化

发展的成就。专家表示，《草木志》等作品

对地域风情、民俗事象的精准把握，不仅体

现了写作者的笔墨功夫，更展示了深入生

活的态度。

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迭代升级，也不

断拓展着文学作品与读者相遇的方式。借

助各地作协、出版社的“破圈”努力，2024 年

3 月出版的《霍林河的女人》等作品还以有

声书、文学节目、影视版权开发等方式，实现

作品“跨界生长”。

基层波澜壮阔的实践，为当代文学提供

了丰富的养料。与此同时，文学也以其独特

的方式滋养乡村，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动力。

在浙江德清、甘肃临潭等地，文学底色

与现代文旅产业相结合，吸引众多游客、文

学爱好者前来感受山野间诗与远方的交融，

助力山乡呈现出人气高、收入高、文化水平

高的新变化。

从江南水乡到八百里秦川，自湘西边

城到东北一隅，一批批优秀现实主义力作

从华夏大地上“长”起来，用沾泥土带露珠、

饱含深邃哲思与浪漫诗意的文字，润泽着

广大乡土。

民族文学筑同心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颁奖典礼 2024 年 11 月在广西南宁举行，

25 部作品、5 位译者获此殊荣。从辽远开阔

的戈壁到风雪交加的高原，再到烟雨弥漫的

漓江，这些民族文学作品反映了作家“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自觉。

盘文波的小说《烟雨漫漓江》以巡山开

篇，在“春柳绿”“水流夏”“风动秋”“冬日

暖”的四季流转中，写出漓江儿女对生态家

园的用心保护；马金莲的小说《亲爱的人们》

融合个人奋斗史、家庭命运史、易地扶贫搬

迁的乡镇变迁史、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

史，以富有地方文化诗意的笔触展开一幅辽

阔的西北风情画卷……以其贴近时代生活

的现实感，受到读者关注。

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024

年，民族文学作家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壮丽的

历史进程与精神图景。

金戈的长诗《椰岛雄鹰》以抗战时期黎

族的全国战斗英雄陈理文为主人公，歌颂爱

国主义精神。他表示，民族作家应该以本民

族的故事丰富中华民族的故事，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

马文秀的诗集《三江源记》于 2024 年 6

月出版，表现了中华文化对和谐共生的普遍

追求。在她看来，“少数民族作家要努力敞

开胸怀，拥抱更广阔的世界，融入当代文化

圈的整体格局中”。

此外，朝颜的非遗主题散文集《古陂的

舞者》、王熠的小说《敦煌：千年飞天舞》等一

批作品陆续涌现，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故事，展示各族人民共同的生活与梦想。

网络文学立潮头
在 2024 年 9 月举行的全国青年作家创

作会议闭幕式上，来自广东的“00 后”网文

作者郑义存是十位发言作家中最年轻的，大

三便开始创作的他，此时才刚刚写作两年。

作为借助互联网创作和传播的文学形

态，网络文学以别开生面、繁茂发展之姿，丰

富了新时代生机勃勃的“文学版图”，为中国

文学注入新鲜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 2024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数达 5.37 亿，网文

阅读市场规模已突破 400 亿元。

告别自主生长时期，中国网络文学已步

入了有序发展、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朝着主

流化、精品化方向加速发展。如何在已有的

题材和创作形式上求新求变？近年来，聚焦

现实题材，网文作家们创作出更多关注现实

生活、反映人民心声、展现时代变革的文学

作品。

甘海晶创作的网络小说《陶三圆的春夏

秋冬》聚焦河南嵩山脚下桃源村的变化，讲

述三代村民接力脱贫致富的故事，日前和另

外两部网文作品一道，入选第十七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从 2011 年 起 ，“80 后 ”网 络 文 学 作 家

袁野开始以笔名“爱潜水的乌贼”在网上

发 表 小 说 。 他 的 代 表 作 被 翻 译 成 英 语 、

泰 语 等 多 国 语 言 ，作 品 海 外 阅 读 量 约

5000 万。

袁 野 的 作 品 走 红 海 外 不 是 孤 立 现

象 。 近 年 来 ，越 来 越 多 中 国 网 络 文 学 作

品 扬 帆 出 海 ，吸 引 大 批 海 外 读 者 订 阅 。

2024 年 11 月 ，又 有 10 部 中 国 网 文 作 品 入

藏大英图书馆，网文“出海”打开了“读懂

中国”新窗口。

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步伐正在加速，

并成为世界性文化现象。中国作家协会

2024 年发布的《2023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显示，2023 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超 40

亿元，海外活跃用户总数近 2 亿人。

此外，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 IP 转化的重

要内容源头，在跨界融合中，网络文学通过

与影视、游戏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相结合，将

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截至 2023 年底，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授

权总数超 3000 部，网络文学 IP 的开发转化

已延伸至有声书、动漫、文创等领域，并在海

外获得广泛影响力。

中国作协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网络

文学已在海外形成产业生态，传播方式超

越了文本层面，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

理念的传播。如今，一些海外作者正以中

国元素为创作灵感，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

化的影响力。

从厚重文化中汲取滋养，于产业升级中

守正创新，网络文学之花灿烂绽放，成为讲

好中国故事的生动名片。

新华/传真

我喜欢书店吗？

带着这个斯芬克斯之问，我来到合肥。

合肥这几年在媒体上颇受关注，但我对合肥

的书店了解得并不多。

其实，我对所有的书店了解得都不多。

基于这个如梦初醒般的认知，以及作为一个

写作出版行业的从业者，我觉得有点羞愧，

但确实也要坦然承认。

我没有每周都去一次书店。除了做有

关图书宣传的活动外，很少在书店待超过两

个小时。我匆匆逛过畅销书以及自己感兴

趣图书的摆放处，选一本书结账后离开——

这本书的购买，也是对自己的硬性要求。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正在远离书店。

书店，书店，书店，这一段时间我脑海里

总是有这个词出现。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更

多一些了解书店，毕竟有书店在，我的那些

书才有摆放的所在，实体书店没了，纸质出

版物也约等于消失了。

和 80 后作家许多余约好造访合肥卡夫

卡书店，这家书店在社交媒体上被认为是合

肥独立书店的一张名片。

但卡夫卡书店也在消失，高德地图、小

红书、公众号，都找不到这家书店的最新信

息，许多余说，市区的卡夫卡书店成为民宿

的配套，不再对外公开营业。但我还是找到

了卡夫卡书店的牌子，拍了照。许兄又说，

卡夫卡在合肥市肥东县开了一家约 2000 平

方米的分店，这算是书店的一种生长吧。

说实话，什么叫独立书店，我也没什么

概念。生存，或许才是独立书店现在最应该

考虑的问题。来合肥之前，在网上买了一本

二手书《我的书店：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

体书店》，几十位美国作家，用一到三五千字

的篇幅，书写了他们最爱的书店。这本书出

乎意料地好看，写得妙趣横生也好，写得平

淡无趣也罢，一名写作者对应一家书店，构

成了一幅丰富的书店地图。我在家中、在飞

机上都在读这本书，舍不得一口气读完，这

本书带来许多启发，接下来会陆续分享。

几天前，给小说家阿乙发微信，问他

2015 年在书店做驻店作家时会做些什么？

他说：读书，写作，与读者见面。答案是我能

想到的。但我总觉得，写作者在书店，还要

多搞点事情。

多年前我在香港大学进修，由石齐平

先生授课，提及“核心竞争力”。课后，我自

我介绍并请教：“我来自贵州。您认为贵州

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在哪些方面？”石先生伸

出两个指头：“风景和风情。我走了世界很

多 地 方 ，贵 州 的 风 景 与 风 情 是 独 一 无 二

的。”眼前的《生命重生之地——行走三叠

纪·大贵州滩》，以图文记录的，除了三叠纪

和大贵州滩的地质历史，就是贵州的自然

风景与人文风情。

贵州风景，言者已多。作者王大卫、

朱莉另辟蹊径，选择以三叠纪为时间轴，

“大贵州滩”为空间轴，以图文形式，做了

生 动 深 入 的 探 寻 与 记 录 。 百 度 百 科 说 ，

“三叠纪是公元前 2.5 亿年至公元前 2 亿

年的一个地质时代，位于二叠纪和侏罗纪

之间……三叠纪的开始和结束，各以一次

生物大灭绝事件为标志”。“大贵州滩”则

是位于贵州罗甸——惠水——平塘区域的

碳酸盐岩台地以极其罕见的古地层分布和

古生物化石闻名于世。此处瀑布与暗河，

峡谷与石林，溶洞与天坑，以及天生桥等地

质景观，伴以远古的蚌、虫、鱼、龙等化石，

使黔山秀水与地质奇观相互映衬，呈现出

沧海桑田的神秘与浩然。

贵州风情，言者也多。大卫与朱莉，围

绕“大贵州滩”的黔南、黔中、黔西南等地

区，聚焦于地区历史文化及其民风民俗、衣

食住行、岁时年节以及少数民族小群体的

蜡染、傩戏、悬棺、洞葬、节日、歌舞等，宛如

毋须舟舆、甲兵、文字的辽远世相；汉族大

群体的地戏、寺院、花灯、文昌阁、财神庙、

火神庙，以及杰出民间士人等，绚丽丰采

中，彰显出大中华传统文化的整饬、深远与

恢宏。

从本书后记看，王大卫与朱莉从 2005

年到 2020 年，为《生命重生之地——行走三

叠纪·大贵州滩》付出了整整 15 年的时光与

心血。“2020-15=2005”,像是一道简单的算

术题，对作者来说，解这道题却历经了相当

的苦难与艰辛、追求与超越——2005 年，大

卫的股骨头已属Ⅲ期坏死。从 2001 年开始,

大卫受约瑟夫·洛克行走云南三江流域 28

年卓绝行为感召，先忍着Ⅱ期股骨头坏死

的病痛追随其踵，写成《天地无极》；2005

年，又拄着拐杖走遍蒙山区探觅柏格理遗

迹，完成《寻找那些灵魂》。为了这本《生命

重生之地——行走三叠纪·大贵州滩》，他

再次拄着拐杖,艰难地跋涉着、思考着、记录

着。不过,这次有妻子朱莉相伴相助，且行

且记录，高山大河、长天大地留下了他们坚

韧的身影……

当然，不只是两作者踽踽而行。与他

们同行的，还有国际知名地质专家魏家庸教

授，以及贵州摄影界的朋友。贵州省作家协

会以及贵州省文化旅游部门和贵州各地区

党委、政府，也给予了倾力支持。于是，才有

了这本图文并茂、文图俱佳的图书。

《生命重生之地——行走三叠纪·大贵

州滩》有行走文学、纪实文学的特征，也有

科普形态，综合丰沛，涵盖深广，是一种特

别的创新文体。

认真研读这本图书，似乎还有更深的

意涵蕴含其里。就贵州自然风景而言，其

有全球最远古的化石遗存——比如贵州关

岭化石群。这些珍稀化石，“为前寒武纪动

物知识暗区点燃了一盏明灯……这一块神

秘的土地将会成为从分子、细胞、个体发育

和形态学不同角度，探索海生动物起源和

早期演化的独一无二的窗口”(陈均远：《寒

武纪大爆发和对进化论的新认识》)。

当下，科技突进、欲望爆炸、国家隔阂、

贫富不均，气候异变、海洋酸化、臭氧稀薄、

塑料污染之际，有专家因此“杞人忧‘人’”

(詹克明：《人类物种老化危机》)。就贵州人

文风情而言，曾有外国游客行游贵州，见当

地居民虔诚地敬畏自然、克欲奉天、珍悯资

源的民风民俗，由衷地嘉许贵州是“人类疲

惫心灵的最后家园”。

在二叠纪百分之九十以上物种大灭绝

和 三 叠 纪 生 命 大 复 苏 的 见 证 之 地 ，驻 足

“三叠纪·大贵州滩”，反思人类人为酿造

的日益加剧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面对

这片神奇、沧桑、广袤的土地，或许别有一

番幽思在心头？

曲黎敏教授因解读《黄帝内经》而蜚声

国内，在广大读者的认知中，她是一位地道

的中医学者。实则，《黄帝内经》只是曲教

授解读的第一部经典，她还先后解读过《诗

经》《伤寒论》《说文解字》并推出著述。品

读《西游记》的著作《细品西游》，则是其最

新成果。

整体而言，曲教授的作品跨界诗词、中

医、文学三个领域。三个看似“隔行如隔

山”的领域，是如何贯通于一身的呢？这与

她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相关，即北师大中

文系本科、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古话说

“秀才学医，笼中抓鸡”，意思是有一定文化

基础的人学习中医理论时，相对容易理解

和掌握。就像在笼子中捉鸡一样，只要打

开笼子的门，鸡就可以轻易地捉到。事实

上，曲教授的五本经典解读著作都是围绕

《黄帝内经》讲“生命”：《诗经》谈人性、谈美

学；《伤寒论》谈《黄帝内经》之用；《说文解

字》讲文字是生命的拓展；《细品西游》讲生

命修炼的过程。

《细品西游》以《西游记》原著一百回为

顺序，在每个章回里挑选出几个问题来品

读。比如第一回的题目是“灵根育孕源流

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何为“灵根”，何为“心

性”？再比如：孙悟空当上美猴王后，为什么

会突然落泪？起心动念为什么重要？孙猴

子名字的来由是什么？“悟能”是什么意思？

沙僧为什么冷心冷面？为何孙悟空没有男

女欲望？在“四圣试禅心”一回中，为什么唐

僧一听要娶女子就“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

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

他到底怕什么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数不胜

数，实则都是人生大问题。

在所有的问题之中，有一个问题最为

费解：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为

何不能驮着唐僧直抵西天，非得护送着唐

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到真经？这也

是曲黎敏少年时的疑惑。后来她想明白

了这个问题：孙悟空代表脑子中的意念，

意 念 是 可 以 一 下 就 到 西 天 的 ，但 毕竟是

“空”，拿不到真东西，也无法取走真经；只

有像唐僧那样一步步地走，一个一个磨难

受 着 ，一 个 一 个 官 牒 拿 到 ，才 能 取 回 真

经。《西游记》固然是故事，但所有的故事

里都有人性，等了悟人性后，藏匿其中的

“神性”就被敞亮开来。

在作者看来，《西游记》是一个关于修

行的故事，一个关于成为自我、战胜自我、

颠覆自我、实现自我的故事，也隐喻了每一

个自我的前生后世的故事，我们的起心动

念、我们不敢昭示于人的欲念、我们的无力

无助与艰苦卓绝，无不尽在其中。在解读

《西游记》的过程中，作者越发认识到这是

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一次救赎。

首先是身体上的意义。每 一 次 唐 僧

师 徒 遇 到 困 难 或 妖 怪 时 ，作 者 都 会 自

问 ，这 些 困 难 或 妖 怪 于 我 意 味 着 什 么 ？

我 要 如 何 去 打 破 这 些 谜 障 ？ 我 的 身 体

能 否 抵 抗 这 些 磨 难 ？ 我 的 意 志 能 否 战

胜 这 些 恐 惧 ？ 于 是 ，作 者 开 始 跑 步 、跳

舞，力所能及地锻炼身体，挥舞想象中的

金箍棒……当一个人不是为了长寿而锻

炼，而是为了“打妖怪”强健筋骨时，这件

事就变得十分快乐了。随着身体愈加强

壮、坚韧，她突然有了一种向死而生的欢

乐，不再畏惧死亡。

其次是精神上的意义。作者从中悟到

了“认命”与“使命”的不同。在她看来，孙

悟空是“认命”的，无论什么来了，他都欣

然接着：安排蟠桃园就吃桃，安排炼丹炉

就食丹，十万天兵、五百年囚禁、九九八十

一 难 都 一 一 接 着 。 悟 空“认 命 ”，但 不 怕

“命”，正是“使命”让一切苦难都充满了意

义。如果人生是一场修行，修的便是能否

超越自身之“命”，而使“命”更加广大和更

有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别有一番幽思在心头
——读《生命重生之地——行走三叠纪·大贵州滩》

顾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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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西游》：

“使命”让苦难拥有意义

在扎根人民中
感受文学创作新趋势

好的文学凝聚着时代的气质，滋养着一
代代人的心灵。

2024 年，一批批文学作品在乡土根脉
中汲取营养、在民族交融中展现风采、在
网络浪潮中引领创新，用真诚的笔触凝聚
起磅礴力量，绘就文学与时代交相辉映的
生动画卷。

我喜欢书店吗？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开栏语：
书店是城市文化的底色，书店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风向标，白天的书店是热闹城市里最

为安静的所在，夜晚书店的灯光让人感到踏实而温暖……有关书店的话题与故事，每天都

在发生，而为了让这些话题与故事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一些写作者和书店人在行动，他们

到书店驻店、写日记、创作，形成一种日常的互动，“书·店·人”从此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本版即日起以《书店记事》为专栏名，刊登相关文章。

20242024回回眸眸 ·与文化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