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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读 杂 笔

扶贫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战国红》
中，原扶贫干部海奇的黯然离去就显示出扶贫工作
的艰巨和复杂。海奇扶贫工作不成功，不是他缺乏
足够热情，也不是因为出现猪瘟病，归根结底是他在
扶贫工作中不深入、不细致、不全面。由这一人物，
作品构成“复调”叙事，有助于读者思考现实的复杂
性，增加作品深度。

《战国红》故事架构、人物塑造和文字叙述都
有比较突出的特点：杏儿爱诗与写诗的人物描
写，为扶贫故事平添文学情味，为描绘新农村建
设和塑造新农民形象增加文化视角；在书写柳城
村扶贫故事时，注重营造和描写大大小小矛盾冲
突，如开始阶段的观念习惯冲突，后期的商标之
战、协议之争等，既具有现实生活质感，也为塑造

人物形象、讲好扶贫故事提供必要戏剧张力，读
来引人入胜。《战国红》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
好，接地气、扬正气，在当下现实题材中别具一
格，值得关注。

近年，作者相继有几部小说问世，仅从长篇小说
创作来看，《刀兵过》写乡贤文化，记录东北乡村百年
沧桑，《战国红》聚焦扶贫攻坚，塑造农村新人形象，
题材跨度较大，体现创作者宽阔视野和多方探索的
能力。女性形象塑造是其长篇创作亮点，比如《刀兵
过》中的塔溪、止玉，《战国红》中的杏儿、李青，身上
都闪耀着温情、圣洁的光辉。与对女性形象满怀深
情的赞美相对应，《战国红》语言绵密、细致，读来格
外具有温润心灵的艺术力量。

（综合《人民日报》《文汇报》作者：俞胜 许旸）

为乡村振兴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笔

★作者 滕贞甫
★出版社 春风文艺出版社

你知道“战国红”吗？这是产自辽西地区的一种玛瑙
矿石，有着致密的质地、漂亮的色泽；这也是长篇小说《战
国红》的隐喻——扶贫就是要让那些砾石岗般的贫困村
变成战国红玛瑙的福地。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也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主旋律题材与文学书写如
何相结合？《战国红》展开了宝贵探索，小说全景式描绘精
准扶贫工作，讲述党员干部扎根农村带领群众脱贫攻坚
的故事，为乡村振兴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国红》是一部正面聚焦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在
辽西一个叫柳城的小乡村，以陈放为代表的三位驻村扶
贫干部在治赌、办书屋、建企业、打井、栽杏树、引自来水
等一系列扶贫工作中化解矛盾，在带领村民脱贫过程中，
让大家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实现精神
升华。小说再现贫困乡村由“贫”到“富”的巨大变迁，也
展现党领导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展现共
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着信念。

诚如小说主人公、扶贫带头人陈放所说：“辽西人就
像红玛瑙，啥时候也不会松软。”脱贫是场攻坚战，直面扶
贫题材对于创作者又何尝不是一场硬战。

值得肯定的是，《战国红》致力于塑造新时代农
村新人形象。在省直机关做文字工作的驻村干部陈
放进村时已经57岁，三年驻村结束也就到了退休年
龄。他投身扶贫工作不是为个人前途，而是出于两
股动力：一是想做成一点事，陈放心中有“时不我待”
的使命感，正如他所说：“我的青春和才智不能只停
留在文字上，最终存进档案馆。到柳城就不一样了，
我们三人的想法很快就由文案变成了现实……说实
话在柳城我感受到了一种由虚变实的获得感，这种
获得感让我的人生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另外一个动
力是，他爷爷曾经在辽西这片热土上战斗。“我爷爷
在辽西参加过抗日义勇军，对辽西有感情，他临去世
前嘱咐我不要忘了大庞杖子，要让那里的孩子天天
吃上面包。”陈放继承爷爷遗志，誓让贫困地区脱贫，
让这里的孩子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体现其“功成不必
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怀。这也让这部小说具
有历史纵深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正是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
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

远是党员干部做人做事的首要担当。从脱贫攻坚过
程来看，普通群众自身也有强烈脱贫愿望，只是他们
在如何脱贫上一时找不到出路，这就需要党员干部
与贫困群众“心连心、同呼吸”，探寻行之有效的致富
路子，引领贫困群众从困境中走出来。

与一些同类题材作品中贫困群众被动接受帮
扶不同，《战国红》中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战中主
动作为，积极改变自身命运。小说塑造了以杏儿、
李青为代表的新时代农村新人形象，她们有文化、
有思想、有情怀，在扶贫干部遇到棘手问题一筹莫
展时，常常主动请缨，帮助扶贫干部与群众沟通，
化解矛盾，以汪六叔、柳奎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民也
与扶贫干部勠力同心。正是村民和扶贫干部共同
推进，使柳城扶贫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进展、一个
又一个成功。

正面聚焦脱贫攻坚

为扶贫干部立传画像为扶贫干部立传画像

主旋律题材不回避矛盾

网络信息技术对人们工作、生活的强势介入，正
在愈益深切地改变着社会文化生态，当然，亦包括大
众阅读。过去那种独对孤灯的传统阅读方式不再一
枝独秀，与此同时，一种融阅读与社交功能为一体的
文化交流日趋流行。

不管是通过同城用户互借进行陌生人社交的支
付宝“读书圈”，还是依靠微信用户链进行熟人社交的

“微信读书”，都致力于打造一种类似“线上读书会”的
社交圈。而一些有书共读的小程序，在为趣味相投的
读友牵线搭桥的过程中，还有意设置种种任务，引导
读友“跳起来够果实”，以此调动他们的阅读热情。

社交阅读是对传统阅读方式的颠覆，让参与者
既享受到阅读的欢愉，还收获了人际交往的和谐，一
举两得，难怪受到广泛追捧。

就像一枚硬币有正面与反面，社交阅读让一些
人欲罢不能，同时亦存在问题，其中不容忽视的一大
问题就是容易使人焦虑。笔者的一位朋友对于社交
阅读情有独钟，谈及使用感受，他坦言“看朋友在读
什么，对比自己在读什么，看朋友读了多少，对比自
己的阅读进度条有多少”，时间久了，他感觉仿佛置
身于阅读“竞技场”，时常为压力与焦虑所困扰。

细究起来，其压力与焦虑缘自两个方面：其一，
在阅读速度。看到别人书读得多、读得快，遂不免
自叹弗如，乃至于逐渐乱了方寸、失去信心。其
二，则在于阅读内容。一个网上流传的关于读书
鄙视链的段子颇为直观，“看小众书的看不上看畅
销书的，看畅销书的看不上看鸡汤成功学的，看鸡
汤成功学的看不上看网文的”，如此一来，无形之
中社交阅读便因审美等的不同而被打上标签，分
出三六九等，尤其是在阅读分享时，面对他人评
价，那些喜欢读浅层次内容者易因评价者流露出
的层次优越感而自惭形秽。

其实，关于读书，不少人认可它是一件私人化的
事情，所以，只要自己去读、读得快乐充实就好，没必
要攀比或看别人脸色行事，给读书设置这样那样的
条条框框。鲁迅先生曾言：“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
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一本书如此，关于阅读内
容、速度，大抵亦如此。当参与社交阅读者不是听从
别人的言语摆布，不是跟在别人身后亦步亦趋，而是
积极主动而非矫揉造作地向高效阅读者学习时，社
交阅读带给自己的才会是快乐与进步。

（据人民网 作者：周慧虹）

社交阅读的硬币两面

读 家 之 言

★编选 李致 李斧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好 书 推 介

巴金背后有两位不应被忘却的默默无闻者——
巴金的两位兄长，他们是巴金研究领域长期被忽视
的两个人。本书收录了巴金和巴金家人，以及李健
吾、杨苡、黄裳、黄宗江等巴金的两位兄长生前知交
好友的回忆文章，深度还原两位“无名者”的一生。

《棠棣之华：
巴金的两位哥哥》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作者 李元胜
★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

鲁迅文学奖得主李元胜从诗人和博物学家的视
角，以精彩的自然故事为线索，融汇国内3位具有代
表性的知名博物学家的自然考察经历，串起动植物
及远古生物极为丰富有趣的知识点。该书图文并
茂，充分展现了中国当代自然科学家的博大情怀和
专业精神，呈现出一系列生动的博物课，读者可从中
感受丰富的自然奥秘。

《与万物同行》

★作者 刘诚龙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写民国及其以前人物的杂文随笔
集，既有对清末民初学者文人的整体扫描，也有对民
国学者文人的解读。作者对当时社会、人物能做平
心之论，既不因对某人的崇拜而饰其短，也不因对某
人的异见而掩其长，从多个角度与不同的侧面知人
论世，写出了不一样的“民国风流”。

《民国风流》

书 人 书 事

“父子宰相”：
岁月珠玉难换 当读有益之文

清康熙年间有位重臣，远在安徽桐城的
家人因为地界与邻里发生纠纷，修书一封寄
给在京城的他，以示定夺，他在回信中写道：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
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大度风范为
后世楷模；他的儿子则是康熙、雍正、乾隆三
朝重臣，配享太庙，成为整个清朝唯一获此待
遇的汉臣……这就是被誉为“父子宰相”的张
英和张廷玉。父子两人品行、学识俱佳，分别
撰写家训《聪训斋语》《澄怀园语》，包含“立
品、读书、养身、择友”等方面内容。

将《聪训斋语》精髓进行极简概括，那就是：“读书者
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在四者之
中，张英更是将读书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强调认真读
书的人会得到尊重，“虽至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
使人钦敬，不敢忽视”。他将书卷当作养心第一妙物，如
果平日不看书，身心则无所栖息停靠，“每见人栖栖皇
皇，觉举动无不碍者，此必不读书之人也”。对于《聪训
斋语》，张廷玉终身诵之，并将父亲的对联“保家莫如择
友，求名莫如读书”奉为座右铭。他很喜欢好友姚别峰
的一句诗“掩书微笑破疑团”，认为写出了那种开卷有益
之境界。

虽然都是读书，但张英觉得，20岁之前所读之书与
20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
者虽久不温习，偶尔提起，尚可数行成诵。若壮年所读，
经月则忘，必不能持久。”所以说，那些深奥的“六经”等
书，必须幼年读。长大后再读，则事倍功半。所以，在8岁
至20岁这段宝贵时光，一定不要荒废或者读那些无关紧
要的书。“时文固不可不读，亦须择典雅醇正、理纯词裕、
可历二三十年无弊者读之。若朝华夕落、浅陋无识、诡僻
失体、取悦一时者，安可以珠玉难换之岁月而读此无益之
文？”还不如读读《左传》《国语》等典籍，可以终身受用。

古人留下的著作，卷帙浩繁，是读不尽的。但凡有
机会读到的书，一定要钻研透彻。张英告诫子孙：“毋
贪多，毋贪名，但读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诵，然后思通其
义蕴，而运用之于手腕之下。如此，则才气自然发越。”
如果曾经读过此书，而全不能举其词，谓之“画饼充
饥”；能举其词而不能运用，谓之“食物不化”。

张英学问出色，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给康熙和
群臣讲课，康熙赞其“每日进讲，启导朕心，甚有裨
益”。至于张廷玉，雍正初登基时夸赞他：“气度端
凝，应对明晰。”两位均属思维缜密、逻辑清晰、沉稳
冷静之人，阅读领域十分广泛，都酷爱读诗，甚至读

一些充满生活情趣的闲情逸致文章。张英称赞唐诗
“如缎如锦，质厚而体重，文丽而丝密，温醇而雅，朝
堂之所服也”。寥寥几个字或几句，即可以写尽难言
之景、道尽难状之情，高妙自然。比如王维和孟浩
然，五言两句便成一幅画。张英还很喜欢读陆游的
诗，很赞同他的观点：“游山如读书，浅深在所得。”他
认为游山和读书一样，能不能有收获取决于个人的
学识修养。读诗时，张廷玉还与诗人的经历、胸襟、
品行相联系，如此对诗的感悟更加深刻。此外，张廷
玉还爱写诗，可惜的是，他写的很多诗毁于火。儿辈
每次谈及，往往以为憾。

每个人读书时，都有自己的小癖好，张英、张廷玉
同样如此。张英“读书须明窗净几，案头不可多置
书”。不管是读书还是写文章，都需要凝神静气、目光
炯然。另外，张英还喜欢晨起读书，毕竟晨曦徐徐拉开
帷幕时，太阳升起、万物苏醒，整个人最为神清气爽。

“以之读书则有益，以之作文必不潦草枯涩。真所谓一
日胜两日也。”

同父亲一样，张廷玉也喜欢在干净整洁的桌子
上读书。他曾用一张小书桌，奈何“笔砚纵横，卷
帙堆积”，令他叫苦。换一张大书桌后，“则位置绰
有余地，甚觉适意”。从中，张廷玉也悟出一个道
理：“可知天下之道，宽则能容。能容，则物安而
已，亦适。”

张英和张廷玉都主张把书读通透。对于《晋书》说
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张廷玉曾经
心存疑惑。阅读《嗜退庵语存》
后，才豁然开朗。原来，陶渊
明泛泛浏览、知其大义的
书，不过《周王传》《山海图》

等，至于读“六经”等典籍，绝非不求甚解，一定会细
加研读。

张英在《聪训斋语》中写道：“读书固所以
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每见仕宦
显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
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
书之人也。”张氏家族人才辈出，传诵出“父
子宰相”“三世得谥”“六代翰林”的佳话，
还是得益于读书、立品、守廉、礼让等优
良家风一直绵泽后世。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
杨雅莲）

“保家莫如择友，求名莫如读书”

“游山如读书，浅深在所得”

“读书固所以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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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长篇小说《战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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