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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戴军）近日，2022年 2月号
（专刊）第一期《今古传奇》“创刊四十周年专刊之
红色传奇”头条发表江陵作家赵义勇创作的长篇
纪实小说《楚天烽火》。这部小说以大革命失败
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进行土地革命的历史为
背景，展现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沙岗白鹭湖
及荆江两岸人民如火如荼、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
的历史画卷。

土地革命时期，沙岗白鹭湖地区最早燃起革
命火种，沙岗年关暴动，成为荆江两岸系列暴动中
最成功的典范；最早建立的工农革命武装——江
陵县工农兵大队（即白鹭湖游击队）成为后来红军
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骨干力量；最早在
白鹭湖地区形成红色武装根据地，成为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的主要策源地。

小说始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
前后，止于1930年7月，红六军、红四军（会合后
改为红二军）公安南平会师后两军在马家寨渡江，
并在普济观正式成立红二军团。小说以其3年间
发生在江陵境内的诸多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如邹家
集秋收暴动、沙岗年关暴动、县工农兵大队（即白
鹭湖游击队）成立、白鹭湖根据地建立、鄂西特委
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九甲湾召开、沙岗保卫战、江陵
县苏维埃政府在黄彩豇成立并在胡场召开庆祝大
会、红六军成立、两战郝穴大捷，成立郝穴市、鄂西
联县苏维埃筹备处迁郝穴办公、红四军红六军在
马家寨渡江、红二军团在普济观成立等为主线而
展开。着重塑造了贺龙、周逸群、许光达、段德昌、
柳直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陈香坡、彭之
玉、陈书桂、彭之任、贺彪、马子厚、黄杰、马希文、
徐开芝等大批早期革命者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
人物形象。

这部21万字的小说同时还浓墨重彩地描绘
了白鹭湖及江汉平原水乡特色的迷人景观和本土
淳朴的民风民俗。如民间习俗腊月二十四打堂
尘、敬灶神、拍簸箕、摔尿罐赶“天狗”、闹新房等
等。民间艺术皮影戏、舞龙、采莲船、蚌壳精、江陵
民歌等等。

小说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是
一部重温革命历史，再现革命场景，弘扬革命正气
的史诗般的精品之作，已列入《全国十佳红色经典
小说》候选篇目。

作者赵义勇，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江陵县
作协主席、《江陵文学》主编。上世纪80年代开始
业余文学创作，先后有200余篇（计200多万字）
作品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曾获全国短篇小说

“文华”杯征文奖及各种奖项20余次，有作品入选
各种选集10余部。电视短剧分别在上海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全国征集活动中获奖并播出。著有长
篇小说《雾天龙》（上部）。

善良的力量
——读沈俊峰散文集《在时光中流浪》

□ 陈白云

我深信,每个成功的作家，在他人生
独立瞭望的峰峦之间，都能以“发现美的
眼睛”抵达文学的堂奥，他遵循真与善的
命意，源于他的悲悯情怀、恻隐之心和正
义风骨。唯有如此，才能孕育干净纯粹的
文字。

我一直认为，在所有的文学文本中，
一篇好的散文，犹如在黑暗的丛林中看到
火焰般的圣洁思想，在一片浑浊的河水里
用语言的明矾回归澄澈，在战争的狼烟中
找到一个个令人颤栗的词句。沈俊峰的
散文集《在时光中流浪》，就是在他饱尝了
人间冷暖、尽观善恶美丑之后，以文学之
善、正义之笔，发出的由衷感喟和情不自
禁的心灵沉吟。

《在时光中流浪》一书，选取沈俊峰发
表于各地报刊的散文结集，并由著名文艺
评论家、作家古耜作序。全书共57篇散
文，既有作者关于童年旧事、青春的启蒙
阶段和亲情的忆念以及对故乡人物的素
描，又有作者对山水的描画、旅痕的记录，
还有作者对生活的深层感悟与思考，是一
种不断寻找精神的复归与反探，是一种心
灵的放牧与历练，浸透着作者在人世间不
断延伸的真情感和无法克制的文心善意。

该书笔墨清新，始终用真诚的情怀表
达自己，令人耳目一新，给人带来感情上
的滋润和精神上的抚慰。这与沈俊峰先
得敦厚家风、安徽山水之灵气沁润、后在

《中国纪检监察报》主持《人物》《文苑》栏
目有密集关系。

作家沈俊峰，拥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
历和生活阅历，他在大别山区做过人民教
师，在安徽省城合肥当过政工干部，编过
文化期刊，后定居北京，供职于《中国纪检
监察报》。在漫漫人生行程里，他多次举
家迁徙和角色转换，他也遇到过许多挫
折和不如意，也有纠结与困惑。但所有
的这些“不完备”“不完美”“不理想”，都
不曾消解他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那份正直
和善良，更没有让他改变一向恪守的积
极、热忱和健朗的生活态度。反映到散
文创作中，便是其字里行间总有一种春
天的气韵，一种阳光的色调，一种清正、
激扬和向上的力量。

在沈俊峰浩渺的思想世界里，我可以
感知到一颗如苏轼般灵魂的安放。他努
力探寻着美学、人学、文学，坚决扬弃狭
隘、虚伪、庸俗。可以说，该书是作家心灵
的流浪，也正如古耜所说，该书“虽然展示
了多样的社会场景和缤纷的生活画面，但
贯穿其中的最基本的主题指向，却是作家
对生命历程的深情回眸、对生活馈赠的欣
悦收藏、对内心世界的精心打量，即一种
穿越时光河流的诚挚的人生盘点和潜心
的精神备忘。”难怪作家在全书《后记》里
自云：我是始终在文学的边缘转悠。这种
状态，我感觉就像是在时光中流浪。就是

我流浪的心情和足印。对于时光，我常常
有一种恍惚，过去了的，像云烟散去，时常
模糊，只有在这些文字中，我才会触摸到
自己内心与情感的某些意绪和存在。

读《难忘一件事》，感叹父辈们友谊
的可贵。为了早日与爱人在省城团聚，
父亲的老同学——身为大型国企主要领
导的王书记，帮“我”联系到工作后调转，
因属于私事，他坚决不乘公家的小车，而
情愿与“我”去挤夏日的公交“蒸笼”，让

“我”终生难忘。读《春天的记忆》《尘封
的记忆》《我梦见的那个人》等文，或回忆
老师对皖西历史的艰辛探索，或缅怀大
别山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或“一辈子
能做一个好人”、能让我梦见的老杨头，
均透过作家记忆的发酵与笔尖的聚焦，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个可以“呼吸的世
界”，直接敞开了作家的澡雪精神、济世
情怀与向善人格。

面对生存现实，沈俊峰直陈社会积
弊，抨击人性暗靶，呼唤公平正义。譬如
《生命之光》剑指医疗“痼疾”，医院里治病
救人的医生因玩忽职守，结果让两条年轻
生命意外夭折。《一次失败的采访》见证了
弱势群体的无奈和悲哀，作者义愤填膺、
感慨万端，以记者身份连夜整理材料，呈
递给时任省政法委书记，正义没有迟到，
检察机关作出了对犯罪嫌疑人批捕的决
定。《乡村的疼痛》刻画了“使坏者”的阴

损、虚伪及农村背后难以直视又难以想象
的丑恶嘴脸。《寂寞映山红》鞭挞了某些人
不顾一切向钱看的自私与贪婪。《我的朋
友黑漆漆》讲述了猫的骨气、感恩与“自由
之精神”，阐明做人要不卑不亢、率性本
真，不要做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诸如此类
作品，深刻揭示了当下一些区域的精神症
结和社会问题，折映出沈俊峰内心始终

“在场”的忧患和正义良知。
沈俊峰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

索，也收获了堪称丰厚的艺术成果。他先
后出版了散文集《心灵的舞蹈》、报告文学
集《梦如花开》《生命的红舞鞋》、长篇报告
文学《正义的温暖》、长篇小说《桂花王》
等。他还获得了第五届中国报人散文奖，
第七届冰心散文奖，中国报纸副刊作品年
赛银奖。《在时光中流浪》显然更接近他的
内心世界，更具有善的力量，也更能见出
他的精神品质地与散文情怀。

（沈俊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
文学会理事，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获
冰心散文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作品散见
于《新华文摘》《中国作家》《小说选刊》等
多家报刊，入选《中国年度散文》等多种选
本或中小学生读物、中高考试题。出版散
文集《在城里放羊》《在时光中流浪》、纪实
文学《邓稼先：功勋泽人间》、长篇小说《桂
花王》等数种，《桂花王》入选安徽省中长
篇小说精品工程。）

诗诗人读诗

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义。玉石要经过精雕细琢，才能成为精致的
器物；人要不断学习，才能懂得道理。人的
成长犹如一棵树的生长，需要不断修剪才能
逐渐走向成熟和完美。身处物欲横流、纷繁
芜杂的社会，面对金钱、权利等各种诱惑，再
加上欲望、无奈、困惑、苦恼叠加……所有这
些都会自然而然地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影响
着我们的思想，侵蚀着我们的灵魂。我们只
有正视自己，认清自己，勇敢地拿起人生的
剪刀，不断地修剪自己，去除身上的残枝败
叶，去除周围的藤蔓杂草，才能永葆生命的
绿色，才能永放生命的光彩。诗人杨华之从
父亲、从桃树那里，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
悟出人生也需要好好修剪的道理——

这是我的过错，和醒悟。自从/父亲
离开人世，老家门前那棵桃树/已无人修
剪。它枝繁，叶茂/失去了一棵桃树应有
的本真：/开花、结果//现在我拿着剪刀、
锯子，走向它/我要学着父亲当初的模样，
或剪，或锯/除去它枝上多余的部分。然

后/在它日渐光滑的躯干上，划下/一道道
伤痕//看着它伤口上流出的泪，或是血/
我告诉它此刻所遭受的痛/只是暂时的。
也许它不能理解/像曾经的我不理解：/父
亲给我的严厉、挫折——深沉的爱（选自

《长江丛刊》2013年第2期）
全诗共有 15行，分为三节，每节 5

行。第一节，醒悟，写父亲离世以后，桃树
虽然枝繁叶茂，但既不开花也不结果，责
任是在自己没有修剪。“这是我的过错，和
醒悟”一句放在首行，诗人既是在自我检
讨，又是从“过错”中明白事理，开门见山，
引人注意。第二节，实践，写诗人“拿着剪
刀、锯子”，模仿“父亲当初的模样”“或剪，
或锯”，去除多余，以利丰产，并在躯干上
划上许多“伤痕”，以产桃胶。第三节，理
解，写诗人看到桃树“伤口上流出的泪，或
是血”，感同身受“此刻所遭受的痛”，从而
理解“父亲给我的严厉、挫折”，那是父亲
对儿子“深沉的爱”。

全诗语言明白晓畅，深刻的道理寓于

有条不紊的叙述之中，其艺术表现呈现三
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结构的错位。本诗的中心并不在
修剪桃树的过程，而是对父亲从严管教的
理解，然而，前者花费了13行诗句，后者只
用了短短2行。从结构上看，是主次颠倒，
是明显错位。可是，这种错位是诗人刻意为
之的，收到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达效果，
因为父亲“深沉的爱”难被理解，只有寄寓在
修剪桃树的过程之中，才容易被人接受。

二是情境的创设。诗人花了很大篇
幅写修剪桃树，从不修剪写到修剪写到修
剪时的疼痛，这实际上是创设了父爱的情
境，为父爱从不被理解甚至误解到被深刻
理解提供了类似的生活现场，让置身其中
的人幡然醒悟，明白人生也需要好好修剪
的道理。这种情境创设是具体可感的，因
而它是生动的，避免了枯燥生硬的说教。

三是比兴的运用。比兴是我国诗歌
的传统表现手法之一，比就是譬喻，兴就
是起兴。比兴常常联用。诗人将父亲对

自己“严厉”的爱喻之为桃树需要修剪枝
叶，桃树任其生长不能开花结果，人生不
受管教就会一事无成。写桃树需要修剪
只是起兴，其目的是为了引出自己理解父
爱——“父亲给我的严厉、挫折”，实际上
是父亲对自己“深沉的爱”。这种形象化
的表达，以事明理，通俗易懂，言简意赅。

杨华之是中国当代诗坛一位比较活
跃的诗人，为了生存而打工于东莞，为了
诗歌而秉烛于南方，他的诗歌真诚而朴
素，平叙之中有律动，细微之中见精神，幽
暗之中显明亮，常常在读者熟悉的场景之
中，投射出来一道温馨的光芒。他的诗饱
含真挚的情感与思想，东莞理工学院语言
学博士吴士田评价其诗“流淌出语言与思
想的清香”。他的诗情景交融，往往以画
面营造意境，以画面抒发真情，他说：“诗
爆发于画面与动感的瞬间，裂变于有形与
无形的穿越。”在茫茫尘世，诗人怀揣芬芳
的梦想，挚起心灵的火把，努力穿行在无
边的黑暗之中。

人生也需要好好修剪
——杨华之《修剪一棵桃树》赏析

□ 李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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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晓声说过：我想写一点有
时代感的东西。根据他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获奖作品《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
视连续剧，在央视一经播出便受到强烈
关注。这部作品，正是描绘了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到十九大召开，新中国改革
开放四十年的转型期几个家庭的悲观
离合。

经济飞速发展，带给国人最直接的，
便是观念的碰撞。郝周两个家庭之主，
一个是一省之长，一个是普通工人，形成
鲜明对比，虽说新时代追求人人平等，理
想之光照进现实，立时呈现出一地苍
白。郝省长和他的爱人金月姬，虽然从
政经验丰富，原则性很强，但也有人性的

弱点，那就是放不下高官身份和架子，整
天不是办公开会，就是应酬于小圈子，看
上去很敬业，实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
丁，从党的执政理念来衡量，显得脱离群
众，面对后辈们责难，虽有觉察但又力不
从心。反观浑身烟火气，又带着骨气和傲
气的草根周志刚，一开始对大儿子周秉义
攀上高亲充满期许，甚至憧憬着全家“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抄近道实现家族的荣
光。而亲家无意间将他精心挑选的两盒
茶叶原封不动地退回，将他从梦想抽回原
形。他无法解决儿女们身上种种狭隘与自
私，尤其要面对这些自私带来的后果时，又
将希望寄托在最不争气，但最有孝心的小
儿子周秉昆身上，乃至恨铁不成钢，活成

一个“更年期”。《人世间》用沧桑笔触，选
择普通百姓的视角，将一个个转型期的
家庭塑造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直抵现
实的难处和痛处。

物质生活的向好，不能掩盖精神方面
的贫瘠。全剧大量笔墨，都在刻画周家三
代人的婚恋观。家里两位北大高材生周
秉义和周蓉，一个膝下无子，一个离异收
场，包括第三代女性冯玥，遗传了母亲的
叛逆，成了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诚知此
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恰恰相反，
周家第二代，只有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周
秉昆跟郑娟，不离不弃，相伴白头，延续了
父母的忠诚基因。如此戏剧化的人生，也
是开放大潮中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的真实

写照。剧中还刻画了孙小宁、冯化成之类
习惯抄近道的投机分子，他们的下场多很
悲惨。如果说社会责任的不到位，给百姓
利益带来侵害，那么家庭责任的不到位，
更是给下一代生命留下创伤。十几到二
十多年后的今天，都市白领中大量的恐
婚、单身、丁克主义，不正是这种创伤的显
现么？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最重
要，也是发展最快的时期。一部改革开放
史，也是一部新时代的中国奋斗史。《人世
间》里展现出的人物群像，都在很好地诠
释这一理念，堪称一幅全景式改革开放抒
情画卷。

全景式改革开放抒情画卷
——《人世间》读后感

□ 蒋 平

纸房，是黔地一个普通村落的名字。
在未发现金矿前，它就如散落在山山水水
间的传统村落一般，山水清幽，绿树成荫，
拥有独特的传统文化，村民们的日子虽然
贫穷，却也温馨幸福。而当平静的村落被
黄金围困的真相被解开，立于金山之上的
纸房不再平静，在城镇化时代“暴风骤雨”
的冲击下，山水污损、树木伐尽，人心离
散，“纸房”瞬间倒塌，寻常的村名随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入侵，而被硬生生注入非同
寻常的寓意。

《纸房》，也是一部黔籍作家冉正万怀
长篇小说的书名。他以对乡土的深情厚
意，讲述了传统农村纸房在现代经济文明
的冲击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
人的关系发生的变化。面对这份巨大的变

化，纸房村的村民中，有如赊文忠对自然始
终保持着敬畏之心、谦卑之心的守护者，也
有如李国田那样富有科学知识的身影，但
更多的人却如冉辛维那般，“我觉得有一种
东西丢了，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或许不止一种，而是很多种。我既说不出
他们的名称，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寻找”。

《纸房》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冉正
万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故乡的风土人
情、奇闻轶事、秀山秀水，都生长在他内心
的某个隐秘的角落，只需他一声呼唤，万
千人和事便涌上心头，汇入笔尖。在他的
职业生涯中，做过八年的地质工作者，见
过矿产开发对乡村带来或好或坏的变化，
也曾在野外勘探时，到过无数过与“纸房”
相似的村落。成长工作中的阅历积累在

他心里深埋发酵后，丰富着他笔下的黔地
世界。脱离地质勘探工作成为专业作家
后，他得以摆脱身份的限制，以剧中人和
旁观者的两重视角审视过往、当下和未
来，用平静客观的语言去叙述小说发生的
一切，将自己的观察和对现实的态度融入
小说的每一个细节。

《纸房》藏有深深的现代寓言意味，让
它成为生活的一面镜子，能照出最真实的
模样，也能照出最微小的细节。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纸房”的境遇不是个例，而是
当时中国农村的缩影。透过《纸房》这一
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在经济大潮涌动的当
下，许多村庄都面对幸与不幸的境遇，这
其中或许就有我们时时刻刻惦记的故
乡。经济发展边界向乡村延伸，诚然会拉

近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改善村民的生活境
遇；但与之同来的，往往是自然环境惨遭
破坏，精神故乡逐渐消亡，或许还有更
多。当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出现冲突时，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其实不然，“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两句话，已经我们
提供了高级别价值取向的解决方案。

纸房的幸与不幸都有尽头。当我们
幸运的拥有如未发现金矿前的纸房一般
美好的事物，却不知道珍惜，亲手将脆弱
的纸房毁成地狱，在尽头迎接的必然是不
幸；而如果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考虑长
远，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的关
系，那么“纸房”即使暂时遇见不幸，在转
角处必然得到幸运的眷顾。

幸与不幸都有尽头
——读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

□ 李钊

读读书心得

文文艺简讯

垄垄上诗评

盛世中华的一曲绝唱
——有感于诗集《祖国颂》的爱国深情

□ 西杨庄

春暖花开时节，收到诗
人黑马的诗集《祖国颂》，迫
不及待的打开，迫不及待的
朗读，便迫不及待的沉陷入
诗人的爱国深情之中了。

胸有祖国，蕴藏大义。
《祖国颂》是一部主旋律的诗
集，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和富
有艺术感染力的语言，精彩
地描绘出了祖国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壮丽的山河
和繁荣兴盛的现实景观，唱
响了对祖国情深意切的时代
颂歌。这不是诗人小情小调
的浅吟低唱，也不是诗人碎
屑生活的随意记录，而是诗
人黑马以真挚的情感打动
人心，以他所独有的那些优
美的辞藻、新奇的想象、空

灵的境界，以他胸有祖国蕴藏大义的磅礴喷发，具有一定重量的黄
钟大吕之音。

寄情祖国，蕴思深刻。《祖国颂》由“歌唱中国”“励志中国”“梦想
中国”三个部分组成，顾名思义，热爱祖国是其突出主题。把爱国作
为自己诗歌的主题不是多数诗人所能做到的。黑马将祖国最美的风
景凝于笔端，于是就有了《祖国，我的江南之歌》《版图上的中国》《长江
颂》《我爱你，宝岛台湾》等佳作的出现。而他的爱国主题诗歌就像他笔
下的诗句“从扉页到封底，写着爱，仿佛一束热烈的火焰”一样，连成一
片，像千年不败的旖旎花朵，又像大地长出的温婉歌声，表达的爱国情
感既自然又深厚。读着这些富有质感的文字，使人忘了时光，忘了世
界，浑然沉浸在了诗的意境之中，心头也荡漾出了宁静恬淡而又清新
的芬芳。

颂唱祖国，蕴意深情。拳拳之心的情感最能打动人心。《祖国颂》以
大量的比喻和拟人串联起了诗人歌颂祖国的款款深情。“枪声是风口浪
尖上最灿烂的桃花”、“河流像一只金色的喇叭，吹奏一夜笔歌”、“沧桑
的时光永恒/在清晨与黄昏的眺望中/那是民族骨骼深处奔出的马匹/
依稀梦里的栈道驮着历史的背影远走”等新颖的比喻瞬间戳中读者的
内心，让人不禁生出几许共鸣和感叹；“碧绿的大地上，见动着镰刀的光
泽/绿色的火焰升华成伟人的思想/东方升起朝霞/时间的指针峰回路
转，山高水长/揽着辉煌的文明解读阳光和梦的宽广”，富有表现力的拟
人、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增强了诗句的感染力，延伸了内蕴，创造出了
一种艺术意境，引人联想。

爱国纯粹，蕴含深远。品味《祖国颂》，使我深深地感动于诗人
对祖国的深情厚爱的纯粹，而他笔下那些意象的串联，或者是情景
的变换也都更加加深了情感力度，推进了思想深度。如《让我深情呼
喊您的名字：中国》，不仅比喻新，还将天安门，长城长江、黄山、黄河
等意象串联起来，不但描了祖国的锦绣山川还将其和国家民族命运
联系起来，演化出了“我的中国，以泪煮雪的青春/气贯长虹的风，
吹着勇士不屈的头颅闪闪红星，缝补祖国苦难的伤口/在那漂冽的
风中……亮的/是您义无反顾铿锵前行的身影”的结论，优美的辞藻、
新奇的想象、空灵的境界，蕴含健朗雄壮与婉约深沉，既温文而雅，又
壮怀激烈。

我喜爱《祖国颂》，我也喜爱诗人的爱国情深！

名名家有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