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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讲述新疆民

族团结故事的长篇报告
文学 《石榴花开》，是一
曲时代精神的颂歌，也
是一部情感迸发的激昂
之 作 。 作 品 从 民 族 团
结、边疆稳定、民生福
祉的高度，从历史与现
实的对比变化中，展现
新疆人民的精神风貌和
援 疆 工 作 者 的 奉 献 精
神，讴歌各民族同胞兄
弟情谊。

《石 榴 花 开》 计 16
章、近 40 万字，富于现
实性和现场感，尤其是
以 鲜 活 生 动 的 人 物 故
事，开掘民族团结石榴
情。中华传统美德是民
族团结的心理基础，也
是 作 品 人 物 精 神 的 体
现。塔城有一群秉持大
爱，为社会奉献爱心的
人。97 岁高龄的曼热亚
木 ， 数 十 年 坚 持 做 好
事，是远近闻名的维吾
尔族“爱心妈妈”。她当
过中学校长，帮助过多
名失学孩子，尤其是帮
助女童回归课堂。即使
退休后年高体弱，她仍
带 领 大 家 在 社 区 做 好
事。“她嘴边常有句话：

‘我们一生受到了阳光的
普 照 ， 所 以 我 们 要 有
爱。有了爱，就有了一
切。’”作品通过这个人
物，写出了在这个大家不分民族，而是称自己为“塔城
族”的地方，爱的暖流如何生生不息。在塔城，传颂着

“榆柳情”故事。榆和柳是不同的树种，但在额敏县的塔
斯尔海村头，榆和柳相互依偎，连体共生，形成一道自
然风景。这道风景正是现实中民族团结的象征。村民林
忠东和库尔鲁西·乌斯曼两家，数十年来共谋富裕路，汉
族兄弟帮维吾尔族兄弟建牧场、屠宰场，是“半个世纪
一家亲”的典型。在裕民县，也有一对民族兄弟——范
博昌和木合塔尔，他们一同创业发展，犹如“榆柳”同心，一
时传为佳话。

塔城发展日新月异，有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也
有来自外省的支援。“亲帮亲”“东部帮西部”，全国一盘
棋，体现了“制度优势，国家特色，人民情怀”。辽宁省
对口帮扶塔城，先后多批派员支援，“辽宁援建”成为塔
城地区一个“光鲜标签”。“文化润疆”“智力援疆”也取
得显著成效。作品描绘了援疆工作者的牺牲精神，在裕
民县任职的张成良和在沙湾市工作的赵震，是他们中的
代表。家中有老人去世不能回家尽孝，孩子升学不在身
旁，他们克服个人困难，为了“结亲地区”的民族兄
弟，在平凡而特殊的工作中默默奉献，诠释了民族团结
的担当与道义。

《石榴花开》融纪实性现场还原与文学性情感抒发于
一炉。叙事精雕细刻，抒情饱满真挚，体现出作家对纪实作
品的主题提炼和诗意追求。

石
榴
花
开
照
眼
明

—
—
读
何
建
明
报
告
文
学
新
作

王
必
胜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 20年来，东北在
经济、科技、生态文明等领域再放异
彩，一批蕴含“东北元素”的大国重器
见证发展脚步，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
相互助力，谱写东北发展新篇。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当代东北文学根植于东北历史文化
的肥沃土壤，浸润于中华文化的浩气长
风，在守正创新中描绘新时代的历史巨
变与精神图谱，书写着东北人民干事创
业、实现全面振兴的动人故事。

讲述工业智造东北故事

东北是我国工业化最早的区域，曾
占据中国工业半壁江山，也曾在经济结
构转型浪潮中一度陷入低迷。进入新世
纪，东北在工业“制造”向“智造”的
升级中再次崛起，在抢抓高端装备制造
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中焕发新活力，形成
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当代东北工业
文学与共和国工业史同频共振、相互成
就，定格下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诸多历史
性时刻，叙写了工业智造升级中的新东
北故事。

历史上，东北工业一直有承建国家
重大工程的传统，近年来，东北依托

“新中国工业摇篮”坚实基础，加大科技
研发投入力度，锻造出一批国之重器。
老藤的长篇小说 《北爱》 书写上海女博
士苗青放弃南方优越的生活环境和科研
条件，北上东北投身航空工业的经历，
全景式描绘了从2012年到2021年十年间
我国航空工业曲折前行、终成正果的历
史长卷。今年 5月，国产大飞机 C919投
入商业飞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
哈飞承担了重要部件的科技攻关，为托
举几代航空人的蓝天梦贡献东北力量。

如果说 《北爱》 是一曲响彻云霄的
航空赞歌，那么 《中国名片》 则是回荡
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高铁进行曲。中国
高铁，以风为速，以轨为尺，丈量时代
前行步伐。王延才的长篇小说 《中国名
片》 以东北松江市华龙机车车辆厂动车
组制造的故事为主线，反映中国轨道交
通车辆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和不凡成绩，
生动展现了高铁这张含金量极高的中国
名片是如何锻造而成的。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东北制造业
在转型升级中持续开辟新领域，培育新
增长点，打造新品牌。王鸿鹏、马娜的
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机器人》 以沈阳新
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为蓝本，
用生动丰富的细节描绘了以蒋新松、曲
道奎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突破技术封锁，
克服无产品无市场的重重困难，研发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机器人的历程，
较好地将科技研发的理性、求实与科学
家始终如一的爱国、担当、奋斗精神交
融在一起。作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领军

者，新松人坚定不移走创新路、吃技术
饭，为东北工业振兴注入了创新活力。

李铁的 《锦绣》 是对共和国工业史
和国企发展史的一次全景式扫描。小说
深情呈现锦绣金属冶炼厂 70多年的曲折
发展与沧桑变迁，将国企情怀与文学情
怀融为一体。小说的主人公是该厂第一
代劳模张大河，以他与三个儿子为代表
的父子两代工人，构成了一组生动鲜活
的工人群像，将工匠精神与担当精神融
为一体，工人、工厂、工业紧密交织的
故事充满爽朗、明快的东北气息，闪烁
着工业金属的硬核光泽。东北工业文学
对东北工业发展的书写，无论是对其辉
煌的再现，还是低谷中的反思，都在丰
富、充盈着现代工业的美学意蕴与精神
空间。

塑造乡村振兴新人形象

乡土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
实绩之一，厚重博大的农耕文明和传统
文化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滋养。

“中国的根在乡村。文学作品里的一个个
乡村，其实就是中国的缩影，不懂得中
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
山乡巨变不仅为乡土文学提供了新的土
壤、新的质素，也为乡土文学讲好中国
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
供了新内容。老藤的《战国红》、王怀宇
的 《风吹稻浪》、李轻松的 《大地芳菲》
等长篇小说记录澎湃的新时代在黑土地
上激起的雄浑回响，留存了有情怀有担当
的乡村建设者群像，并在乡土文明重建的
维度上丰富、拓展着东北地域人文精神。

打赢脱贫攻坚战，既为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了新起点、新动能，也为
文学表现百年中国乡村肯定性、积极性
的变革提供了机会。《战国红》《大地芳
菲》 在历史长河中剖析东北乡村贫穷衰
落的症结，把乡村置于中国社会结构、
文化结构乃至全球化格局中加以考察，
思考乡土社会的命运与可能。小说表现
了海奇、陈放、韩春风等驻村第一书记
的思索与实践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注入能

量，讲述了通过新产业、新业态恢复乡
村生机活力的故事。乡村日常生活从打
麻将、低俗直播转变为建书屋、开民
宿，不仅改变了青年人的文化娱乐方
式，更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觉，积淀乡
村生活的文化底蕴。

乡村振兴最大的难题之一是把人才
吸引回农村。通过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机制把人才、资金引入乡村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步骤。《战国红》

《风吹稻浪》《大地芳菲》 以乡村发展的
现实问题与困境为叙事基点，从“人”
的角度出发，书写人与环境的相互影
响，塑造了脱贫攻坚大背景下东北农村
乐观积极的青年群像，在杏儿、李青、
吕文龙、吕文凤、钱小发曲折前行、不
懈奋斗的经历中，个体生命强劲有力地
承担起历史使命，无数人汇聚起改天换
地的力量，在参与历史进程中确认自
我，与时代对话。从另一个角度看，这
也反映出作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激
活农村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机制的认识。

赓续黑土地锦绣华章

东北素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
筷子也发芽”的说法，世界三大黑土带
之一就在这里。曾经的北大荒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改造，变成了中国“饭碗”北
大仓。任林举的 《玉米大地》《粮道》、
周建新的 《中国“稻路”——超级稻诞
生记》 等作品，记录了东北农业现代化
进程结出的累累硕果，更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宏观角度俯瞰粮食和土地，
思考生态文明与人类未来的命运，饱含
忧患意识。

民以食为天。东北之所以能当好国
家粮食稳产保供的“压舱石”，不仅因为
拥有世界稀有的黑土资源等自然条件，
更是几代农业科学家、农业从业者不懈
奋斗、勤奋努力的结果。东北沃野千
里，稻米品质优良。《中国“稻路”——
超级稻诞生记》 铺展以杨守仁、陈温福
为代表的几代农业科学家研发适合东北
土质的高产量超级稻的漫长曲折历程，

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科学家精神
的生动注脚，在新时代赓续传承着北大
荒精神。杨守仁院士、陈温福院士研发
的粳型常规超级稻与袁隆平院士研发的
籼型超级杂交稻，一北一南，共同守护
着中国粮食生产安全和种子安全。

粮食和土地相互依存，土地是粮食
的根基。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
新世纪初，陈温福就敏锐意识到黑土地
退化问题的严重性，在“藏粮于技”和

“藏粮于地”两条科研道路上双管齐下，
不断探索、完善生物炭还田改善土质的
方法，从而解决了土壤和碳排放两个生
态方面的问题，为世界生态保护贡献了
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稻路”是
东北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缩影，也是杨
守仁、陈温福代表的农业科学家科技报
国的生动写照。

《粮道》《玉米大地》 凝视大地，眼
望苍穹，以朴素饱满的情感把对脚下的
土地、身边的农民、口中的粮食的关注
提升到美学高度，延伸到对社会、自
然、存在的思辨，从形而下的物质与生
存抵达形而上的纯粹与澄明。《粮道》是
一部关于粮食的百科全书与启示录，如
东北平原般气韵雄浑、视野开阔，在看
似平常的粮食生产流程中发散出政治历
史、商业经济、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
广阔的社会内容，从物质性的“粮”抽
象出普遍性的“道”，为思考人类生存与
社会运行规律提供整体性的辩证视角。

《玉米大地》 是“东北的土地诗篇”，以
诗意的语言、浓烈的情感，从玉米这一
当地司空见惯的寻常之物中揭示出玉
米、土地、农民与历史、国家、文明之
间血脉相通的丰厚内涵。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上，东北在乡村振兴、科技创
新、生态环保等领域不断涌现鲜活的文
学素材，东北文学赓续历史文脉，心怀

“国之大者”，不断书写东北振兴火热图
景，留存下充满东北地域特色、生生不
息的人民史诗。

（作者单位：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辽宁文学院）

书写东北振兴的时代新篇
周 荣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日，作家出版社集中推出
《芬芳》《归海》《昆仑海》《北京的声音》 等新书，并举
办多场新书发布与分享活动。这些作品有的聚焦中国乡
村沧桑巨变，有的以海外华人视角叙写跨国故事，有谍
战类型小说，也有散文集。

周瑄璞生长于河南，定居西安，被称为“中原作家
群里的省外游子”。作为当代文坛的实力派女作家，她执
着于书写中原故土的沧桑巨变。她的长篇小说新作 《芬
芳》 聚焦河南颍河一对在贫困中跋涉成长的兄妹，着重
讲述烈芳等女性沉浮跌宕的命运，描绘了一个大家族中
四代数十人的众生相。作者将家族之间互相帮衬、血浓
于水的亲情付诸文字，对故乡热土深厚质朴的热爱与眷
恋让人动容。据了解，该书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也是目前该计划出版的第一部女作家创作的、以
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

旅居加拿大的温州籍女作家张翎，因作品 《余震》
改编成电影 《唐山大地震》 而为人熟知。近年来，她一
直关注战争带给人的创伤，于6年前推出“战争的孩子”
三部曲第一部《劳燕》。最近出版的《归海》是该三部曲
的第二部，保持了作家对灾难、创伤、疗愈等话题的一
贯关注。小说中，袁凤母亲袁春雨 （蕾恩） 罹患阿尔茨
海默症去世，女儿从养老院拿回的亡母遗物里有一个封
存历史的秘匣——残存晶粉的玻璃瓶、母亲在野战医院
的留影以及高中英文教师的相片，令她产生了追溯母亲
人生经历的想法。袁凤决意联络在世亲人，重返大洋彼
岸的祖国。她从故乡温州出发，沿着时光之河打捞扑朔
迷离的久远记忆，探寻“袁春雨”分别作为母亲、妻子
和女儿的故事。

谍战小说家海飞的新作 《昆仑海》 也于不久前出
版。该书是“海飞谍战世界”系列继 《风尘里》《江南
役》 后推出的锦衣英雄系列完结之作。小说从一个战争
遗孤出身的少年锦衣卫昆仑起笔，讲述了他与队员们奔
赴东南沿海台州，与倭寇和倭谍斗智斗勇、殊死较量的
故事。这部作品的虚构疆域从杭州老城门一直延伸到大
海彼岸的琉球国，在神奇莫测的故事情节中，洋溢着家
国情怀和英雄主义。

“京味儿”作家刘一达创作过 《人虫》《故都子民》
《百年德性》 等书写北京往事的长篇小说，近年来推出
《中国人的规矩》《中国人的称呼》《典故北京》等多部以
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集。他的最新散文集 《北京的声
音》 从声音角度切入这座城市的肌理，原汁原味记述了
北京的人文地理和市井风情，向读者诠释了北京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作者认为，北京文化与北京声音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北京的声音体现了北京人开朗率真、风
趣幽默的性格，产生了相声、京韵大鼓、北京琴书以及
后来的情景喜剧、崔健的摇滚、冯小刚的电影等。据了解，
该书还制作了相关音频，读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收听。

本报电 （曹语千） 近
日，“文化传承与旧体诗文创
新论坛暨 《近代旧体诗文集
萃编》 发布会”在武汉大学
举行。该书由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出版，共200册。

《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
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
史学家杨天石，武汉大学教
授、近代旧体诗词研究专家
李遇春主编。该书收录晚清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
领域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及影

响力的人物创作的旧体诗文集606种，绝
大部分为首次整理出版。

论坛与会专家认为，《近代旧体诗文
集萃编》 是对近代旧体诗文集的一次大
规模、系统性整理，极大扩充了近现代
文学、史学研究的资料，对打破学界对
近代旧体诗文数量少、价值低的主观印
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近代人物
及其思想、交游，乃至近代社会历史、
文化变迁提供重要资料。

浙江金华古子城有两条街巷最著
名，其中一条是酒坊巷。酒坊巷最初
以酒出名，抗战时期，这里聚集了许
多志同道合的民主进步人士，一时成
为地方文化中心。网络作家古兰月的

《酒坊巷》 植根这片文化热土，以女性
视角讲述金、钱两家抛弃个人恩怨携
手抗日，共同守护家园的感人故事。
近日，作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阅评计划”研讨作品，多位网络文学
专家和青年评论家围绕该书展开讨
论。“ 《酒坊巷》 巧妙地把惊险激烈的
敌我暗战与真挚动人的亲情爱情融为
一体，在情与理、爱与憎、明与暗、
刚与柔的对比与交融中，形成鲜明的艺
术张力，让小说入味而抓人。”中南大学
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欧阳友权评价说。

今年6月以来，为加强网络文学理
论评论工作，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启动“阅评计划”。计划实施以来研讨
的第一部作品是麦苏的 《生命之巅》。
这部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以紧急医
疗救援中心惊心动魄的急救故事为线
索，聚焦中国医疗救援一线，刻画了
年轻一代医务工作者群像，展现了他
们在应对突发事故、紧急救援时所表
现出的专业性和优秀品格。山东理工
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翟羽
佳认为，《生命之巅》是极具现实性和
主题性的行业类网文。它以“生命”为题
眼，书写了年轻医护人员如何在拯救生
命中“成长”与“自我和解”，以“可拆解
性”的文体结构形成独特的“多声部共
振回环”效果，富于现实温度。

与 《生命之巅》 不同，骁骑校的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是一本红色穿

越小说，上部展现上世纪 40 年代上海
滩一栋石库门房子里九户人家在国破
家亡年代的挣扎与艰辛；下部借着男
主角的穿越之旅，来到 80 年后，见证
国家的富强繁荣，以此表达百年沧桑
巨变的主题。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鲍
远福评价说：“ 《长乐里：盛世如我
愿》 融合现实、历史、谍战、侦探推
理、传奇、科幻甚至游记等多种题材
表现形式，是一个混合类型文本，上
篇历史传奇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下篇科
幻现实主义色彩浓厚，上下部的文体差
异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对照式结构。”

网络作家何常在多年深耕现实题
材创作，他的新作 《三万里河东入
海》 也受到评论界关注。作品以上海
土著关河，从北京和广州来上海发展
的方东、何处三个年轻人为代表，讲
述了青年一代在上海打拼创业的故
事。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读过作
品说：“作者没有从青年创业、大上海
发展等概念出发，而是牢牢以故事和
人物为中心，将小说写得跌宕起伏，
紧凑圆满，人物特点突出，写出了新
时代青年的精神成长。何常在对大上
海的观察，既有外在的批评审视，又
有内在的理解。这也让他的上海题材
现实主义小说有别于‘海派’小说家
的处理方式，表现出雄浑阔大与轻松
激荡的双重特点。”

红刺北的 《我要上学》 是近年来
流行的星际机甲文，融合了未来架
空、科幻、穿越、异能等火爆的网文
类型。小说以一个贫穷少女的成长经
历为主线，展开了一个个紧张刺激而
又充满温情的故事。华中师范大学教

授黎杨全表示：作品写的是女频中较
少见的星际机甲文，在写作类型上具
有较大创新性，作者把轻松热血的求
学生活、星际机甲的战斗以及不离不
弃的爱情故事融为一体，给读者带来
汇集男频女频文的复合型审美体验。

作品入选“阅评计划”的网络作
家，在聆听专家观点后都表示受益良
多。《酒坊巷》 作者古兰月说：“听了
各位老师的评论，我学到了很多。从
采访、创作、出版到研讨会，一路走
来，我收获了太多感动。接下来，我
将不断挖掘、传承、弘扬地方优秀传
统文化，使我的作品更具地域特色，
更有深度，更有温度。”

据了解，“阅评计划”旨在发挥网
络文学理论评论的重要作用，借此打
造一支以青年网络文学研究者为主、
熟悉网络文学且具有较高文学鉴赏水
平的专业队伍，在广泛阅读的基础
上，发现和推介优秀网络文学作品，
扩大其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力。

作家出版社推出多种新书作家出版社推出多种新书

组织实施“阅评计划”

中国作协研讨网络文学佳作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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