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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情怀下的守望与致远
——浅析《沙漠守望者——库布其脱贫振兴之路》

■温智慧

分分享悦读享悦读

北疆故事的新叙述
——品读郭改霞新著《琉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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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洒洒 40余万字的《晏阳初》，带读
者重温了“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波澜
壮阔的一生。与大多数人物传记“类小说”
的风格不同，作者苗勇的写作好像是站在

“编剧”的立场，使文本显示出影视化的特
点。读罢，就仿佛看完一部长篇历史正剧。
这样一种介乎小说与剧本之间的叙述方式
具有独特的品格，既带来陌生感的美学效
果，又在读者接受方面产生重要作用，是“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典范。

苗勇在后记中说：“书店里关于晏阳初
的书籍，大多注重史料的收集、乡村运动的
功绩，而忽略了对他本人的刻画。”出于这样
的考虑，《晏阳初》没有着重介绍平民教育运
动的举措，而是以大量文学想象对角色形象
进行填充，致力于以精神品质展现晏阳初的
个人魅力，着力描写他的为民情怀与爱国情
操，使一个平民教育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

幼时晏阳初看到和自己差不多年龄却
在做苦力的田二娃，心中埋下一粒同情劳工
的种子。读书后他主动请愿去法国战场为
华工服务，目睹同胞悲惨的遭遇心痛而愤
怒，据理力争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并将此

次经历整理成资料供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使用。在城市开展平教运动时，
陌生小姑娘一句“什么时候你们到乡下教我们乡下人写字呢”打动了他
的心，挂念着农民同胞，他将识字教育带进乡村。通过设计这些具体的
情节，苗勇赋予晏阳初鲜活丰盈的肉身，我们看到他是如此感性，爱着身
边每一个具象的人，同国家的命运共悲欢，与他人的遭遇同感受。

书中描写定县试验时，镜头不再聚焦主角，而是以不同的角度平行
拍摄孙伏园置办农村读物、冯锐挑选新粮种、姚寻源改良医疗环境等画
面，转而雕刻历史群像。此时，晏阳初只是剧情的串联者，每个角色才是
他们各自篇章的主角。这些人物个个自愿奉献、一心为民，以合力形成
一代平教人的共同性格，构成了那个年代为改善农民处境自愿放弃优越
生活、融入农村贴近农民、狠抓实干的知识分子群像。

用晏阳初与平教会同人的信念来解释乡村平教运动的发生，解释历
史发展的逻辑，显示了历史正剧的特色。以精神为骨塑造人物形象的写
作手法，把平教运动的历史性格化，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风貌，使读
者自发地产生共情。

除了人物塑造，《晏阳初》的影视化写作还表现为大量运用跨媒介语
言。这首先表现在以诗、歌入文烘托情感氛围。这里主要强调诗、歌与
人物画面的搭配，好比影视剧中的背景音乐，调动读者的感官来传递相
应的情感，引入巴中的诗、“背二哥”唱的山歌都是如此。当然，音画同步
最精彩的一幕，应当是到达定县后同人们合唱会歌的场景，简陋的办公
室里大家一同吟唱“唤醒旧邦人，大家一起做新民”，振奋人心的歌词展
现出年轻知识分子立志变革的理想抱负。几十年后，国际乡村改造运动
受挫，晏阳初仍然不断高唱《中华平民教育歌》以勉励自己。

其次表现在远景切近景的拍摄角度。每次叙述平民教育运动开展
到一个新地方或是推行一个新举措时，苗勇都会采用惯用的镜头语言，
往往是先描绘一个模糊的远景，再将镜头拉近，点明清晰的人物主题。
比如定县试验的开头，先写村里小孩子“看到一支骑着毛驴的长长队伍
走了过来”，然后才点明这是前来工作的平教会同人。描写改革时，则常
写村民们远远看见田间地头有城里先生的身影，后来才发现那正是在实
地考察的晏阳初或其他角色。

再次表现在中断剧情的介绍与总结。凡有历史人物登场，苗勇都会
插入涵盖生平、职位、主要成就等信息的正式介绍，最长达到两大段。这
样的篇幅显然会中断剧情的连贯，但与历史剧中新角色出场时附有人物
身份字幕的定格镜头非常相似，为读者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期待读者对
时代产生更大的兴趣。此外，作者多次出场对剧情发展进行抒情性的总
结评论，恰如历史剧中进行补充说明的旁白，为读者厘清历史脉络起着
引导作用。

音乐、旁白的加入，画面的停顿定格，拍摄手法的选择，这些影视剧
的特点融入传记的写作中，超出了人们对这一文体的既有认知，带有陌
生感的美学效果。跨媒介的叙述产生动态的视点，在脑海中定格为有音
乐、解说字幕、角度变换或一镜到底的动态画面。

苗勇在专访时说，“晏阳初精神品质的回归，以及我们对他实践经验
的总结、继承”是一种必然。苗勇立足于当代中国，认为平教运动的理论
对当下乡村振兴有借鉴意义，晏阳初的家国情怀和务实作风值得学习。

以精神品质刻画人物形象，以经典画面树立模范典型，最终是为了
激励读者。书中很多情节无关平民教育家的身份，苗勇却精心揣摩人物
台词，赋予其振奋人心的特点，使晏阳初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以此
激发读者的爱国情怀。

而就晏阳初平民教育的事业主线来说，苗勇把历史转化为正在进行
时，把过去的文稿复原为人物互动的动态场景，再现演讲和采访的“现
场”，以角色之口慷慨激昂地谈论平民教育工作的内容，而非照搬史料。
书中反复出现的细节特写，比如晏阳初不愿乘坐汽车、出行只骑单车，平
教会同人下乡后学说方言、身材变得黑瘦、与乡亲们亲切交谈等等，都旨
在通过高频次的镜头复现使晏阳初等人的高大形象在读者脑海中扎
根。类似摄影的写作让过往的历史鲜活，以更生动的形式成为当今红色
教育与乡村工作的示例。

相较于过去传记固有的写法，《晏阳初》的影视化写作跨越媒介还原
历史场景，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更具亲切感和吸引力。直观的画
面、抒情的氛围避免了落入说教的窠臼，讲好了这个中国故事。今天民
族复兴与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正是这一故事的精彩延续。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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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守望者》是一部生态文学作品，笔墨
以纪实手法全面关照——库布其脱贫振兴之路
的人和事。这部书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沙漠守望者》的作者是王占义，王占义老
师拥有诸多头衔和创作成就。摘一些供读者
们加深记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原副社长、主
任编辑、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
研究生兼职导师、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首席智
库专家、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环境
报社“地球卫士”智库专家。有了这些资质和
实力，《沙漠守望者》一书的成功选题、书写、出
版、列为中宣部重点出版图书，则为有源之水，
有本之木，不空妄，不虚无，自然而然成了这部
书应该有的质量与学术标签。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生态文明思想的感召下，开启了生态
文学创作的引擎，特别像王占义老师等一批具
有新闻人敏锐嗅察和独到视角的知者，责无旁
贷又水到渠成地投入到“绿水青山”的守护与
生态文明建设的写作中，用自己的观察思考、
政治领悟与文学情怀歌颂这个时代的进步、这
块土地的丰饶、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有目共
睹，为家园守望振兴而饱蘸浓墨，倾情而歌。
不仅引起广大读者的精神共鸣，还与生活奋斗
在这方热土的人民产生共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美好的寄寓和生生
不息的传唱。书中阐明“在一些地方，一方水
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存在。“库布其”一个
沙漠的名字，蒙古语，意为“弓弦”，所依傍的黄
河是一柄长天赐予的“弯弓”，这沙漠正是拉紧

“弯弓”的“弦”，引弓待发，发射一个灿烂的今
天、辉煌的明天，留下的则是那个让人们皱眉
的昨天。尽管库布其沙漠给天下游人设置了
喜乐的诱饵，趁着天晴季好来这里带着充足的
水、美食和造访的心情，探究神秘和新奇，那是
再好不过的去处。可是，这里世世代代的居民，
守着漫天的黄沙，抗着四季的飙风，赶着羸弱的
牛羊，一代代坚守别人眼里的风光，有多少无可
奈何与辛酸的故事。

道图嘎查位于库布其沙漠腹地，老支书陈
布宁对沙漠的虐害感受最为深刻，记忆犹为深
切；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是土生土长的
企业家，他自小的梦想就是让“沙漠变成绿洲”。

当国家的“异地扶贫搬迁”政策落地，无疑
是一道划破时代的闪电，打开当地政府的治理
发展思路，激活企业家沉睡的梦想密码，振奋
想过好日子人们的干劲与向往，各种人力梦想
汇集成磅礴力量，一个个新型农业牧业新村迎
来了新生，搬迁安居的农牧民，心里的幸福感
像一泓清泉流淌……

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最能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反映和昭
示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变迁。

作家用心记录、抒写实现“宜居宜业，绿福
同兴”的使命与担当，不仅讴歌党的政策，讴歌
地方政府的政通人和，讴歌企业家的使命与情
怀，更是用笔歌唱新时代那些头脑活、敢创业、
会创业、有思路、能带领共同致富的能人。牧
民吉仁巴图、巴音布森、孟克达来、图蒙生、格
西朝格图、尔定切劳、斯楞巴乌、乌宁奇……等
一批鲜活的形象驻扎在这部书的字里行间，形

成现实的风景，书中的故事主人公呼之欲出，
在平面的文字中立体呈现无限的风景。曾经
农牧民的捉襟见肘变化为今天的扬眉吐气、自
信阳光、富足安康，奔走在“家乡变成一块福
地”的致富大路上。

作家在著述过程中，把听说的见到的一一
梳理，形成这一部书的材料和故事的丰实与明
媚，让读者不肯释手，特别是采用彩色印刷，图
片的直接视觉效应印证文字行走，使得这部书
成熟稳健，故事可信笃实，紧紧抓住的不仅是
读者的眼球，更是读者放目一派丰饶后的唏嘘
感叹和感动。

全书分为七个部分，在七个部分中作家又
分别设计出不同数量的小节，七个部分 49 个小
节，一个小节一个故事，用隐秘的笔线串联成
这部著述的恢弘和气象。作家在书写过程中亦
步亦趋，在繁众庞杂的故事线索和现实图景中
抽丝剥茧，形成一幅以“脱贫致富”到生态文明
和生活富裕，理想与梦想交织、现实与理想交汇
的图文画卷。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我们
生活在一个文明相互碰撞而又共生共处的世
界。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喧嚣一时的东西都
将烟消云散，归于沉寂，惟有优秀的文化长留世
间，它如灿烂的星光照亮历史的天空，也为我们
满怀信心走向未来提供坚实根基。

作家在创作这部书的同时，不忘刨根问底，
尽最大可能让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进行
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追问。王占义在《沙漠守望
者》一书中，把政治、经济、人文、历史、文化、诸
多专业技术……多层面进行深刻剖析，作品呈
现给读者的是一种阅读的舒适和惬意，不是生
涩，不是茫然。

沙漠地带，光照充足，地广人稀。建设光伏
电站，即可实现国土治理，绿色电力效益，又可
惠及生态修复，就业增加，可谓点沙成金的妙招

（引自《沙漠守望者》序言）。对读者来说起到的
是拨云见日的功效。

在种树技术的改良和突破的讲述中，读者从
书中了解到“微创气流植树法”“风向数据法造林
技术”“飞播和无人机种树”“点沙成土的黑科技”

“大数据治沙”“光伏治沙”……这不仅是科技的
普及，也是文学技法下的科技普教，值得点赞！

扶贫是国家政策的落实，是普惠的实践与
实施。作家在书中对“穿沙公路”“工业扶贫”

“光伏扶贫”“文旅扶贫”“农牧扶贫”“健康扶
贫”……等政策落地扎根和建成见效的梳理，让
扶贫与致富紧紧关联“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经
济模式的文学演绎，带着读者眼睛跟随文字，思
绪却飞扬在作家书中那个致富脱贫的现场，感
同身受，置身其间。

这部书的故事现场感特别强烈，这是纪实文
学的自身特点要求，更是作家运笔的精准文学思
考的场景在线，在“亿利与我的三代情”一节写到
杨荣开的过去和现在，感慨与感恩，作为读者的我
很是感动。感动不仅是读者的共情，这共情来自
作家的文学情感与文学情绪，以文字形式在故事
中间最为妥帖的发挥和推己及人的文学思考。

那些人们、那些故事、那些数字、那些笑容、那
些文字所表达出来的情与热，温与暖，对照与呼
应，在各自位置所呈现的文学效果，相得益彰，
显而易见，是这部书最为成功的标示。彰显作
家文学行走的力与美，思与行的统一与同一的
设计、能力与展现。

在结语部分作家这样写到，“库布其——我
生长于斯，即使行至远方，这里也一直是我心中
最柔软的的精神居所，魂牵梦绕的地方。”作家
的赤子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作家的德行，
即使现实中个人诸方面成绩斐然，事业风生水
起，并没有忘记那个曾经贫穷与落后、如今潮流
与现代的所在。

作者奋笔为家乡而歌，记录下发生在家乡
的新生与巨变，人们的拼搏与奉献，写下人们不
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家乡的那条通往绿色之
路、繁荣之路、富裕之路。

这部书的序言极为精彩！序言中，以“梦
想”“初心”“攻坚”“沙梦”“固本”“培元”“相助”

“明天”“振兴”为题眼，综合综述，引经据典，为
全书谋篇布局，突显落笔有神，这是成熟作家的
写作技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在库布其，
在内蒙古，在我们的乡土中国。作家不仅要有
情怀，更要有胸怀，由此及彼、由小见大……伟
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
走向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五十六个民
族一个都不能少！

《沙漠守望者》一书紧紧遵从文艺生态思
想，对现实的生态文明进行描摹，是作家对“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思想的文学认
知和理论自信下的文学自信的从容表达。

衡量一位作家的情怀和文艺成就最终要看
作品。《沙漠守望者》一书的作者做到了。

这部书真实地记录并书写库布其的往事与
当下，更是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这期待是
富有魅力的文学期待，也是发展期待。

最后，祝福王占义老师文学之路行稳致远！

书书文评点文评点

作为我区勤奋多产的女作家，
郭改霞曾著有长篇小说《三生石》

《李叔同》，散文集《月亮眉 鸳鸯袖》
《塞上飘舞着妖娆的雪》。作品曾入
选《当代作家诗人风采录》《中国当
代作家作品精选》《中国当代文学作
品选》等。她所著长篇小说《三生
石》被评为 201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
重点图书，全球发行。

今年郭改霞又在中国文史出版
社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琉璃灯》，并
入选今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十部重点图
书之一。这部小说描述了蒙古族文学
家尹湛纳希光辉坎坷的一生。

尹湛纳希是创作过长篇小说
《一层楼》的蒙古族作家，他博览群
书，学富五车，深厚的文化涵养孕育
了他的人文追求，他在实际生活中
用言行实践着精神追求，当民间有
了大灾情时，他散尽财物救济灾民，
有这样品德的人才能写出传世之作

《一层楼》和《青史演义》。
看到郭改霞能成功地展现出尹

湛纳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当
然要探究她的叙事策略。她虽然写

的是历史小说，并且运用了古老的
章回体，但是她的叙事手法并未因
袭旧套路。能看出她受到当代微观
叙事的影响。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微观史学研究理论的兴起，历史
悬疑小说的创作有了新的书写方
式，随着文化转型而导致个体历史
叙事的兴起。

郭改霞在创作时能够把散碎于
历史文献里的片段史料，运用考证
的方式加以推理和假设，从而串联
成一段富有逻辑性的故事链条，并
以此发挥文学想象。这种“再想
象”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与其说
是为了还原历史背后的真相，毋宁
说是以历史片段为建筑材料，来构
筑自己理想中的故事文本。我们
可以把用这种叙述手法创作出的
历史小说称为“历史可能性小说”，
如今很适合当代青少年读者的阅
读兴趣。这种文学的守正创新，既
要汲取更多的人类文明的优秀资
源，也要打破陈规，拥抱新事物，接
纳新思维，能够倡导新的想象力，
拓展民族创新力的边界。

郭改霞叙述方式的另一个特
点是努力建筑审美架构。她从古
典文学中汲取营养，大量运用诗词
歌赋，以这些汉字文化的精髓和文
化瑰宝来显示文学之美，从而给读
者以审美享受。从中可以看出郭
改霞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累。

《琉璃灯》这部书还有着值得
称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全书的
结构开阖有致，严谨而自然。故事
峰回路转，情节跌宕起伏，精彩处
常出人意料，动人之处又在情理之
中，善于将人物搁置在各种激烈的
矛盾冲突中，凸显其性格心理，即
彰显了危难时英勇献身的家国情
怀，又表现了困苦艰难中坚贞不屈
的爱情信念。

郭改霞作品的语言颇为老练
成熟，更为优美流畅，全无雕琢做
作之感。她的章回小说的每一章
的题目都充满诗情画意，引发读者
阅读兴致和思考。例如：“一层烟
雨一层楼，多少风云锁春秋”“剑影
寒光飞玉霰，惊闻旧事论风骚”“妙
手 丹 青 常 写 意 ，皴 擦 晕 染 堪 为

痴”。还例如郭改霞在第二十三章
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园内造型典
雅，深得苏园精髓，但见亭台楼阁，
曲径通幽，怪石嶙峋，花缸游鱼五
步可见，所栽植物多达十种之多，
尤以丁香、海棠、牡丹、芍药、玉兰
花繁茂。疏帘外，时听鹦鹉和着燕
子 呢 喃 ，乃 忠 信 府 第 一 殊 胜 所
在”。由此可见郭改霞有深厚的文
学功底，能够用优美明快的语言描
绘出园中景色，并与全书的语境相和
谐。

郭改霞勤奋好学，刻苦写作，不忘
文学事业的初心，今后一定会挖掘出
潜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