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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林 撷 英

河 洛 书 香

15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乔叶文学报告会在市图书馆举行。活动
现场，乔叶分享了长篇小说《宝水》创作
背后的故事及创作心得，与读者进行深
入交流。记者在现场对她进行了采访。

写作要真诚记录最鲜活
的一面

长篇小说《宝水》讲述的是太行山
深处一个叫“宝水”的村子，由传统乡
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重
新焕发生机活力的故事。

“我认为，写作的第一要义是真
诚。”报告会上，乔叶与读者分享着自己
的写作经验。

乔叶说，《宝水》寄托了自己对家乡
的情感。为了写好《宝水》，她曾探访了
河南、江苏、浙江、甘肃、贵州等地的多个
乡村，“跑村”和“泡村”是其生活常态。

“‘跑村’就是尽可能地看新时代背
景下的各地乡村的多样变化，‘泡村’就
是长期跟踪关注和观察其中的两三个
村庄。”乔叶说，她常常跑到某个村子
里，听别人说长道短，然后记录下生活

里最真实、最鲜活的一面。
“只有走到乡村内部去仔细端详才

能发现，它蕴藏的其实是一部丰沛丰满
的小说。”乔叶坦言，她希望这部作品能
够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个人心中的
乡土与现代。

“我在写作中成长。写作与阅读极
其密切，会读书，才会在读书中获取有
效的信息。因为写作，我会不断地阅
读，因而不断成长。”乔叶说，自己成长
的“宝水”之一便是写作，未来她会继续
写下去，用作品说话，尽己所能写出好
的作品。

“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的
地方”

乔叶出生于 1972 年，河南省焦作

市修武县人，自幼喜爱读书，焦作师范
学校毕业后做过乡村小学教师。热爱
写作的她，不到 30 岁就出版了 7 本
书。2001 年，乔叶被选调到河南省文
学院当专业作家。2020 年，乔叶从河
南调至北京工作。

虽然现在已经离开河南在北京生
活，但乔叶认为，“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
的地方”。“常有人开玩笑跟我说，你现
在是北京人啦。我说，不，在北京反而
更显出了我是个河南人。”乔叶笑言。

“我很小的时候便心向远方，直到
慢慢走向县城，来到北京，离家乡越来
越远，才意识到故乡的重要性。”乔叶
说，年轻的时候，她很想去掉自己小说
中的乡土气，所以她不用方言，也不写
地域特征，但时间让她明白，这些故乡

的基因她不但去不掉，反而是她的巨大
财富。

“人离故乡越来越远，精神上却回
归了故乡。”乔叶说，故乡就像一棵根系
特别发达的大树，写作的时候，这树根
一直跟随着她，不管写什么，人物的感
情、语言总会回到故乡去。

洛阳的厚重文化是文学
创作的富矿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旅行，来的就是
洛阳。”说起洛阳，乔叶脸上带着笑意，

“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我的母亲是一名民
办教师，她得到了学校的奖励，可以来洛
阳旅游，于是就带着我来洛阳看牡丹，这
也是我童年里唯一一次出远门。”

乔叶说，1990 年她从焦作师范学
校毕业后，再次来到洛阳旅游。“当时
我和同学看完牡丹，打算去龙门石窟，
但不知道该怎么去，后来就有热心的
市民把我们带到了龙门石窟。到了晚
上，我们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景区附
近的一家招待所已经住满，工作人员
看我们只是两个小姑娘，就专门腾出
一个房间让我们住。”乔叶说，那次旅
行，让她深切感受到了洛阳人民的质
朴和热情。

后来，乔叶来过洛阳很多次，让她
印象最深刻的，始终还是龙门石窟的卢
舍那大佛。“单纯觉得她太美了，后来我
还体验了夜游龙门，看到了和白天不一
样的美。”乔叶说，尽管来过龙门石窟很
多次，但“每次都像是第一次”。

在乔叶看来，洛阳就像一本厚重精
彩、无法读完的书，这里厚重的文化底蕴
和历史积淀，都是文学创作的富矿，为文
学创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文/图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乔叶来洛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她说——

洛阳的厚重文化是文学创作的富矿

乔叶（右）与读者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

人物名片▶▶
乔叶，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

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
协全委会委员，著有《宝水》《最
慢的是活着》《走神》等多部作
品，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
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宝
水》被认为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
文学书写力作，生动地呈现了中
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

16日，洛阳青年作家李知展长篇小说《芥之微》新书发布
暨作品研讨会在洛阳举行。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河
南省文学院、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邀请到著名作家张
宇，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北京市作协副主
席、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
兼秘书长南飞雁，《小说月报·原创版》《北京文学》《文艺报》

《莽原》及中国作家网、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河南文艺出版社等单位的作家、评论家30余人参加，针对
李知展近两年出版发表的作品进行点评指导，问诊把脉，促使
其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

李知展，1989年出生，现居洛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
迅文学院第34届高研班学员，《牡丹》杂志主编，洛阳市作协
副主席。作为实力派青年作家，李知展近年来佳作不断，在

《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原创版》《江南》《钟山》《大
家》等发表小说200余万字，多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作品与争鸣》
等选载，收录多个年度选本。短篇《明月怆》被《人民文学》外
文版译为英、法、意语；曾获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
篇小说佳作奖、广东省有为杯小说奖、《莽原》《红豆》《黄河
文学》等杂志奖；著有长篇小说《平乐坊的红月亮》《芥之
微》，出版小说集《流动的宴席》《孤步岩的黄昏》《只为你暗
夜起舞》《碧色泪》。

长篇小说《芥之微》是李知展的第6本书，入选2018年中
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24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
行。《芥之微》通过写都市青年男女的奋斗、挣扎、工作、情感
等，以小说还原现代人的生存和精神图景，在都市情感婚恋题
材上展现了耐心的叙事和丰饶的故事，恰如螺蛳壳里做道场，
不断创造外延，故事一抖三翻，一山放出一山拦，小说景观绵
延好看。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们认为，李知展创作勤奋，佳作迭出，
对乡土中国的生活饱含深情和巨大热爱，童年记忆与现实感
知叠加，留恋期盼与愤懑感激交相辉映，人性的种种复杂向度
都能被剥茧抽丝条分缕析，使得他的小说在新一代年轻作家
创作的作品中特点鲜明，技高一筹。小说语言的诗意凝练，故
事结构结实好看，展现出让人过目难忘的创作才华。

洛报融媒记者 孟山 通讯员 朱潇潇 文/图

李知展长篇小说《芥之微》
新书发布暨作品研讨会举行

李知展在研讨会上

《中国考古学编年史》

★编著：王世民
★出版社：中华书局

本书系统梳理中国考古学
百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兼及现
代考古学诞生前的金石学概
况，将中国考古学分为前身金
石学时期、孕育时期、诞生时
期、初步发展时期、全面发展时

期、继续发展时期、新的发展时期7个阶段，对灿若星斗的中
国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史实进行编年，资料翔实，叙述严谨，检
索方便。以百年成就，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以硕果累累，见证中国考古学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新 书 推 介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

★整理、翻译、注释：吴学昭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
联书店

本书共收入致钱锺书、杨
绛夫妇的信函277封，以及钱、
杨二位先生的若干复函。此
外，书中还有一些重要文章作

为信后附录，供读者管窥。信函依信的写作时间排序，最早始
于1946年，至2014年止，多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作者：肖复兴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疏灯细语人家》

全书收录了肖复兴散文
新作50篇，真实且生动地传递
着生活中的智慧。此一时的
烦恼，彼一时的开心，紧扣生
活的真谛，温暖彼此的内心，
激发读者的勇气。（本报综合）

《神山星火》

★作者：劳罕 邢宇皓 王斯敏 卢泽华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小山村映射大中国

《神山星火》的前三章主要讲述
神山村的“前史”，即土地革命时期
在神山村所处的井冈山地区进行革
命斗争的过往历史；从第四章开始，
讲述神山村因为受环境与历史影响
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以及如何从贫
困状态一步一步地走出来。因为地
处山区，资源匮乏，也因为当时的社
会发展阶段与各种条件的限制，神
山村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一直在努
力发展，却改变不大，发展缓慢。神
山村真正的改变是在脱贫攻坚阶
段，这个过程写得比较详细，尤其写
到进入脱贫攻坚时期，神山村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论述
精神中得到启示之后，深入领会，认
真落实，逐户逐人地去认真调查，找
到真正的贫困户，并找出导致贫困

的原因，一对一地去做非常细致的
工作，然后对症下药，因地制宜，一
点一滴地逐步改变。

这里包括观念的改变、环境的改
变，包括产业的发展，作者写到了种
黄桃、养黑山羊等举措，写到了怎么
做山水文章，引进专业的旅游公司帮
助发展民宿旅游，等等。整个脱贫过
程很艰难，但很有成效，作者把神山
村脱贫致富的过程完整地写出来
了。作者不是孤立地去写，而是把神
山村放置于井冈山地区的大环境，放
置于社会发展演进的总进程，在书写
神山村变化的同时，也带入了井冈山
地区的变化、革命老区的变化、中国
山乡的变化，这就由一个村的变化，
以点带面地写出了我国山乡巨变与
乡村振兴的具体过程。

《神山星火》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革命史、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史，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史，比较
系统地勾勒了神山村发展变化的历
史脉络，可以说写出了神山村的村
史。作品在一个村庄的演变历史
中，还楔入了有关党史、军史和国史
的相关内容，让神山村在一定意义
上成为一个融入了党史、军史与国
史某些侧影的一个缩影。比如，作
品一开始的前三章，比较详细地描
述了袁文才在井冈山的民间斗争，
毛泽东与朱毛红军在三湾改编之
后，来到井冈山对王佐、袁文才的争
取和改造，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
地，建设和保卫井冈山，黄洋界保卫
战，以及在保卫战期间，神山村的群
众或者参加红军作战，或者担当后
勤保障，在那个时候神山村就已经
是个“全红村”。后来，红军离开之
后，群众又积极组织起来对付反动
派的反攻倒算等。而神山村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分田分地，从互助到集
体的发展，又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发
展变化的历史。所以，神山村的村
史，既有历史的纵深度，又有历史的
丰厚度。这使它具有一种典型的代
表性和特别的缩影性，这是它很突
出的一个重要特点。

阅读《神山星火》，受益良多，细细
品味，感到还存有深意。这个作品实际
上有两条线：一条是井冈山时期的革命
斗争与无名烈士确认与寻亲所构成的

“红色”故事线，另一条是新中国成立后
的人民当家做主和改革开放后的脱贫致
富故事线。前一条故事线，表现了神山
村人对于革命斗争的全情投入和积极付
出，像作品里写到为红军采药、做被服，
没路的地方踩出了“挑粮小道”，神山村
成为“大后方”等，可以说生动地揭示了

“人民是靠山”的深刻道理；而后一条故
事线，主要写为了神山村脱贫致富和改
变面貌的想方设法和不遗余力，“国家惦
记老区人”，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访
问神山村，并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国
家是人民当家做主，包括我在内，所有领
导干部都是人民勤务员。”这突出地表现
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
要理念。虽然这些方面在作品里没有大
段的论述和议论，但是都写到了，点到
了，读后会有感悟，会有启迪。这种给人
以思考和启迪的哲理性与思想性，使该
作品超出了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品，而且
具有超越题材内容的更为深远也更为重
大的意义。

在报告文学的写作方面，如何选取
题材和获取素材，如何提炼主题和开掘
意蕴，从而使作品超越题材本身具有更
为宏大的格局和更为深广的意义，这部

《神山星火》给人们提供了不少成功的经
验和许多有益的启示。这也是这部作品
具有的独特价值之所在、值得人们看重
的理由之所在。

（据《光明日报》作者：白烨）

以点带面，写出了山乡巨变与乡村振兴的具体过程 以小见大，系统地勾勒了
神山村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

以实寓虚，生动地揭示了
“人民是靠山”的深刻道理

在近期出版的主题类报
告文学作品中，劳罕、邢宇
皓、王斯敏、卢泽华合著的

《神山星火》，显得有些与众
不同，阅读之后也感触良多。

《神山星火》的题材非常
独特，是一部具有新闻特写
鲜明特点的报告文学。令人
为之惊叹的是，作者选取了
井冈山地区的一个小山村——
神山村，然后在这个小山村
里深挖不止，挖取出很多东
西，然后握筹布画，做出了一
篇大文章，使得这个神山村
成为一个神奇的所在。它确
实是一个普通的山村，但经
过作者用心用意的素材处理
与文字描述，这个村子变得
非同一般，可以说是一个缩
影，也可以说是一面镜子，还
可以说是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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