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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新农村题材 再塑新农民形象
——评长篇纪实小说《剥麻收籽》

■张锦贻

2019—2021年，在内蒙古文史馆工作
的王化军被派往离首府呼和浩特几十公里
的胡麻营村，参与村子的脱贫和振兴工
作。工作结束返回单位后，他写出了长篇
纪实小说《剥麻收籽》。《剥麻收籽》写的是
新时代新农村脱贫攻坚奔小康的真实故
事。在该书封面的右上角写着“根据真实
经历改编”。王化军在该书自序中说：“这
部小说源于我的驻村日记”。“友人后记”中
也强调，这本书“是作者经历的真实故事，
里面的人物也是我所熟知的……”。

《剥麻收籽》书写一个重大题材，记录
一段重要历史，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无疑
是内蒙古文学创作中的“重量级”，是新时
代文学中的“重头戏”，对于奏响时代变迁
中的主旋律、传播社会变革中的正能量，这
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在纪实文学中，小说并不多见，长篇纪
实小说更少。因为，既是小说，又要纪实，
二者得兼，思想的拓展、艺术的创新似乎都
有点难。没有拓新不行，偏于一隅也不
行。长篇小说反映的，常常是一段恢宏的
历史进程，波澜壮阔的故事场面，思想与艺
术的双重拓新，需要有生活积累的厚度、发
现洞察的深度，也必须有艺术方式的力度、
运用语言的适度。长篇纪实小说《剥麻收
籽》显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创造的实践，
不仅让作品本身焕发了光彩，也使通常意
义的纪实文学形态发生了改变，使作品焕
然一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纪实小说迭代
更新的努力。

《剥麻收籽》全书共47万字，就题材看，
以内蒙古文史馆干部文关来到胡麻营村参
与脱贫攻坚为主线，由此辐射开来，写到周
围几个乡的扶贫脱贫，写到社会各界对农
民致富、乡村振兴的真诚关注和实在参
与。具体描述了县、镇、乡、村干部的工作、
群众的状态，生动地描绘了脱贫帮扶中的
鲜活故事，村中男女老幼的生活面貌。这
一切看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王化军在
面对这一题材时，却显现了他的不凡之
处。他以百年来胡麻营村农民自种自榨胡
麻油的史实为依据，以发展村子集体经济
为由头，以“剥麻收籽”做书名，宣示了这本
书的题材特征，展开对村子集体经济的独
特思考。从中我们看到，乡村集体经济的
本质不仅仅是让农民赚到钱、富起来，更在
于使大家脑子里有自力更生、共同富裕的
念头，使脱贫与自家利益、与村子发展连在
一起，用脱贫濡润人心、激励人志，升华人
的精神，鼓起人的干劲，最终使脱贫攻坚成
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自觉，成为新时代农民
迫切的精神需求。该书的思想主题、艺术

内蕴由此凸显出来。
至此，作者已经把脱贫攻坚的内在含

义、外在意义呈现得有感有情、有意有韵。
然而，作者的用心并不止于此。作者所要
呈现的，更有其深层的境界和深远的崭新
的未来。小说中写到文关得知，胡麻营村
人人都爱用胡麻油拌馅炒蛋炸糕烩菜，也
有村民开了油坊，但村集体经济却是

“零”。又听说别的村有开杂粮厂、豆腐坊
的，因卖不出产品无效益可言。陈旧的观
念、刻板的思路，套住了村里的集体经济，
投入了钱，白费了力，剩下的只有美好的希
望——村民希望有个好领头，有个好奔
头。这就是民心民意。

小说写党顺应民心民意，向胡麻营村
派了驻村工作队，带领村民精准扶贫，办好
实事，逐步推进，实现脱贫。从文关进村，
调查建村历史，到争取企业家投资，筹建榨
油厂、注册“胡麻营”商标，再到建厂房、库
房，配上瓶、箱等包装设施，直到北京销售，
才算有了村里的集体经济，办了一件大
事。小说主题十分明确，期间，县、镇、乡、
村主要干部一一亮相，工作状态也渐渐展
现。最先见到的，是腰带系在微隆肚子上、
说话有点急的镇党委书记李聪明，穿一件
淡粉衬衫、白净斯文的镇派驻村干部沙大
旺，还有黝黑脸、寸头、裤子上有许多泥点
子的村党支部书记齐二强等。急性的李聪
明见到文关就即刻带他去了村里的经济
林。由此先引出了经济林需要装围栏、竖
在公路旁的广告牌需要租出去等问题。

没有钱、贫穷，是乡村振兴的拦路虎。
脱贫攻坚，直奔主题，使这本小说的结构十
分紧凑。由第一卷“零收入”，直接转入第
二卷“贫困户”，具体地描述因贫穷而离异、
醉酒烫伤胳膊的毛仁的生活遭遇，详尽地
描写因穷困而绝望并消极抗拒一切帮扶的
李占富的思想转变，以个别表现一般，用特
殊揭示普遍，直截了当地写了不同贫困户
的不同情形，恰是曲折有致地写出了大小
贫穷村子的大小由头。乍一看，没吃没喝
没活头，可是，土地在，人在；党的政策在，
干部在。贫穷又从何而来？困境又怎样生
成？巧妙的是，就在“贫困户”这一卷，作者
同时写了一个截了腿、拄着拐、身残志不
残、能靠不想靠的贫困户刘喜顺。刘喜顺
养羊养牛，尽自己的力发展养殖业。他说：

“我不会东阴凉挪到西阴凉，就等政府的救
济粮，我只知道奋斗就会好过，不奋斗才真
正难过。”作品中的文关把刘喜顺的所做所
说投在县融媒体上，引来了县电视台长和
采访团队。作者写道：“刘喜顺火了。”这样
的对比描述、对照描写，无论是具象的，还

是抽象的，都分外鲜活、鲜亮。
之后，从胡麻营村“建油厂”初步建立

起村集体经济，到公路边广告牌的出租、村
里贫困户的转变、公益农机站的启用，实际
地、实在地、实质地写出了村子脱贫攻坚的
进展、拓展、发展，步步紧扣，环环相连。恰
又在这“扣”“连”之中，不失时机地插写了
有爱心、善心的女企业家张小五，对乡村脱
贫攻坚的无条件配合和无缝隙对接。

让脱贫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
的。作品的主题在小说情节的衍生中进一
步深化。小说接着写到文关与张小五的合
作步步踏实、件件落实。利用胡麻营村的
一片空地，调动南坪乡办养鸡场的资金，联
合建设退役军人扶贫创客中心和红星犬
谷，更使乡村的脱贫与建设现代文明、建设
共有精神家园相统一。

作家不是孤立地写一个村的脱贫，胡
麻营村与周围的村子衔接着、联系着、影响
着，呈现出乡村的脱贫攻坚必须有大局意
识、整体意识。让所有的读者都体会到，脱
贫攻坚，不是一个村子富起来的小打小闹，
而是中国乡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
之路，那就得付出辛苦、克服艰难，就得有
坚定意志、恒久毅力。难得的是，小说中，
这一过程无论怎样的困难重重、挫折连连，
党的政策总是闪着光辉，党的领导总是指
着方向，整部小说主线明朗。

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的文关，无论走
到哪个乡、哪个村，都不忘帮助乡村少年儿
童实现梦想。先通过让红云镇中心小学的
孩子到首府听交响乐音乐会、发动党校同学
向乡村孩子捐赠乐器，组织了乡村孩子交响
乐团；接着又将白庙乡小学的孩子带进“专
业乐手+朗诵家+孩子们”的公益演出，使孩
子与大人一起受到“光荣与梦想”氛围感染
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潜移默化教育。

《剥麻收籽》的创作主题明确，脱贫攻
坚，从贫困户到非贫困户，从老人到小孩，
一个都不能少。党的政策一一落实，党的
领导处处体现；群众路线一一贯彻，群众觉
悟处处呈现。而小说中没有概念化、说教
式，每一个人物故事，每一个故事始末，都
顺畅自然、顺乎自然而终究必然。生活的
日常的自然，普遍的平常的天然，加上意外
的时常的偶然，使这部长篇小说显示出罕
见的、少有的思想高度。

一般来说，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总是
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刻画来展现；
而典型性格的凸显又是通过细节描绘来完
成。但脱贫攻坚是一项群体性的大事情，
每一件具体的事都关乎千千万万人和家
庭，不是某个典型人物的某个作为所能全

部概括的。作家采用具体人物具体描写、
不同性格不同展示、相异情境相异铺陈的
艺术方式来书写和表达。或着力地写人物
的某一点，或有意地渲染人物性格的某个
侧面，给人以深刻印象。前者如写贫困户
刘喜顺，一边的裤管是空着的，拄着双拐，
却若无其事地越过河面、吆喝饮水的羊群，
又返回河岸、驱赶涉水的牛群。村里定他
家是贫困户，他不当；政府对他帮扶，他不
要。他，以精神的奋发战胜肢体的残疾，以
意志的坚定彰显不屈的人格；后者如写基
层女干部石榴，村里让她联系贫困户李占
富，而李占富拒绝干部来家，不给开门。石
榴天天上门，隔着门板、对着门缝，跟李占
富说暖心的话。终于，李占富开门，沟通思
想，帮扶完成。

从整部作品看，作家并没有全力刻画
这两个人物形象，但在特定环境中刻意地
专注地写了这两个特定的人物，又由人物
烘托出农民中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心气，
表现出基层干部坚持党的政策、深入广大
群众的正气，描摹出中国当下农村社会的
特定的典型环境。应该说，这样书写典型
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新时代长篇纪实小
说一种创造性的创新、创新性的创造。

作品中，驻村干部文关和女企业家张小
五两个人物形象得到悉心刻画。这两个人
物，性别不同、岗位殊异，但都立足基层、心
系百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这两个人
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两个人物形象，正是国家富强民主、社会
文明和谐的特定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不可忽视的是，作品中对人物的细节描
绘，因为完全来自真实的生活，逼真而传神，
切实而有趣，不仅写得活龙活现，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还把当时当地的情境、氛围写得
有板有眼、有动有静，人物的心神、事情的格
调，都显现无遗。所以，书中的人物虽然不
少，却个个都能认得清楚、看得分明。

显然，这是一部有时代高度、有思想深
度、有艺术力度的书写新时代新农村新变
化的长篇小说，是一部接地气、有底气、扬
志气的好书。

新新书架书架

本书探讨了数字技术给人
们交往方式和思维模式带来的
改变，阐释了数字社交对社会生
活的影响。

（据《人民日报》）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年轻
时就听说过关于云成烈的传奇故
事，这次读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
版的《赤诚之路——忆我的父亲母
亲》一书，就全面了解了云成烈和
王素岚夫妇的光辉经历，这本书的
作者是云成烈和王素岚夫妇的女
儿云露，她充满深情地回忆起父母
亲的一生。我从书中了解到，云成
烈于 1927年 3月出生于一个贫苦
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中，他在 12 岁
就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19 岁加
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新中国的解放
事业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内蒙古自治
区昭乌达（今赤峰市）军分区司令
员。1988 年 9 月被授予中国人民
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从书中
我还了解到王素岚是达斡尔族人，
15 岁参加革命，曾担任赤峰市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还曾当选过人
大代表，党代表，三次被评为优秀
党员和模范党员。

云露通过真切的史料和亲身
感受，为读者讲述了一个革命家庭
经历的光辉旅程。歌颂了在父母

身上体现出来的坚定理想和高尚情操。
这本书的第五章收集了云露父母的珍贵手稿，其中有他们写

的回忆录和诗词。云露在写完这本书的初稿后，便拿给父母的亲
朋好友看；大家阅读后感触颇深，又写了一些回忆文章和读后感
想，云露把大家的这些文章收集到一起，构成了这本书的第六章。
第五章、第六章和前四章融汇在一起，使史料更为丰富，史实更为
准确，叙事更为细致，人物更为感人，结构更加严谨，主题更为突
出。

云露是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还是内蒙古自治区文联
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她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
并获过文学作品创作奖项。《赤诚之路——忆我的父亲母亲》显示
了她的文学叙事能力有所提高。她在这部纪实作品中能够控制住
情感，冷静地运用语言描绘和叙述人物与情节。这样，云露的作品
就给读者更为真切之感，更能打动人心。

阿木兰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指出“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国家富
强，为了民族兴旺，他们舍弃一切私利，一心一意为了他们心中的
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他们勤于学习、敏于思考，忠诚厚道、作风正
派，襟怀坦荡、廉洁奉公，对家人严格要求，对同志关心爱护。始终
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老一辈革命家刻在
骨子里的信念。我们怀念他们，就要传承他们的革命思想，他们的
追求，无愧于时代对我们的要求。”阿木兰这段话点明了这本书的
主题思想。云露和书中其他作者在书中深切地怀念了云成烈和王
素岚夫妇，在赞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品质的同时，真切地希望广
大读者能够把革命前辈的理想追求和优秀品质传承下去，同现代
社会相协调，赋予其鲜明的当代价值，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漫长的
革命历史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传奇故事，希望有更多的作者
提起笔来，也像云露那样怀念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讲好革命故
事，弘扬革命精神。

本书围绕“修身”“笔墨”等
主题，对中国山水画进行多角
度分析，发掘其中的独特魅力
与创新潜力。

（据《人民日报》）

《中国山水画对谈录》
许钦松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
邱泽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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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时代高度，从北疆文化视域认
知“长城两边是故乡”这一重要文化品牌，
需要真实历史、爱国情怀、哲学深度。随
着“文化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
需要，擦亮、打响、有效推进北疆文化品
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综艺节目

《长城长》第二季的诞生，恰逢其时。
请历史学家葛剑雄做长城文化解读

官，观众并不奇怪，但是，当著名作家梁晓
声以“钢二代”的身份出现在第2集，作为

“齐心协力建包钢”的特邀嘉宾时，新中国
的钢铁“长城”是如何铸牢的，不仅折射出
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是“钢铁长城”，还复
盘了祖国北疆的包头钢铁公司，在建构祖
国“钢铁长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即
使今天，扛起中国高铁飞速发展的70%的
钢轨是由包钢轨梁厂生产的。在此，包
钢，作为长城两边、为交通事业作出的巨
大贡献，更加显现出北疆各族人民休戚与
共、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文化
诉求。

当梁晓声高歌《草原晨曲》时，影片的
情节便唤醒、加深了观众认识北疆文化历
史根脉的审美记忆。由此证明，没有白云
鄂博矿山就没有包钢。此矿20世纪20年
代被发现后，日寇于30年代欲掠夺，内蒙
古人民众志成城坚决抵制。新中国要实
现工业现代化，北疆各族人民积极奉献，
齐心协力努力奋斗。显然，这是北疆文化
民族团结重要的历史根脉。

万里长城，看得见，摸得着，空间和时
间方位非常清晰，是一个物质概念。但70
年前，从全国各地聚集在北疆的包钢人，

“听党话、跟党走”，为筑牢祖国边疆军工
事业的“钢铁长城”挥洒汗水，为今天把北
疆打造成“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奠定了
基础。这是红色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

底气，也是北疆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豪。北疆文化的精神内核便由此而生。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长城两边
自然生态的沙化现象出现。节目组立刻
抓住了“绿色长城”这个话题，将一个又一
个治理荒沙的故事在荧屏上铺展开来。
殷玉珍，一位坚持在沙漠种树38年的全国
劳动模范出现了；1962年组建的河北省塞
罕坝农场的事迹出现了；内蒙古乌审旗旷
日持久防沙治沙的示范区出现了……“长
城”也是物质的，却因“三北精神”的赋能，
使“绿色长城”与“钢铁长城”一样，既是人
格化的“长城”，也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修建的造福于全国人民的伟大

“长城”！
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没有修建长

城的第一个朝代就是李唐王朝。但在第
1集，却借助于一位身着盛装的“长城好汉
营”的嘉宾与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的诗句，推出了女性“唐朝服
饰展演”的华彩桥段。

十几位身着风格各异华贵唐装的女
性，在背景音乐中款款走来，从容、大气、
稳健、自信，视觉冲击力很强。无疑，只有
岁月静好、国强民富，女性才会如此高贵
而靓丽。

众所周知，2000多年间修长城的目的
只有“互防”或“拒胡”，前者是相信“筑好
篱笆才有好邻居”；后者则是中原防御北
方民族南下的军事防御设施。如此，何以

“彰显”没有修建过长城的唐朝景象呢？
一言以蔽之，打破“防”和“拒”，中华民族
才能够不分南北，不分多寡，从你是你、我
是我，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实
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文化大融合。也
许有人说，以长城为表现对象，在此却“跑
题”了。其实，当“闲笔”不闲，“废话”不

废，“跑题”没跑的时候，这些桥段才是这
档节目寓意深刻之处。

当然，《长城长》打动人心的魅力，还
在于刺激人的好奇心，引发人的亲切
感。长城摄影家董旭明，用几十年筚路
蓝缕的执着勤奋，拍摄了大量万里长城
的四季景致，通过直观的照片，6种不同
形制的长城建筑，扩大了观众的认知；通
过他在长期拍摄中多次骨折、备感孤独
的事实，则加深了观众传承长城历经千
载形成的“文化融合”精神。第6集，长期
维修以“怀柔箭扣”为代表的5000米长城
的老先生程永茂在现场说：“用水难、用
料难、施工环境难”，30斤的砖要靠人力
背到长城上时，“修建长城的艰辛和意
志”随着斑驳陆离的长城墙面，化成了历
史文化记忆。

说实话，目前拥有战国时期赵长城，
继而是秦代、汉代、北魏、宋代、西夏、金
代、明代8个历史时期长城遗址的呼和浩
特，体现北疆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典范，就
是昭君博物院。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董必
武，为昭君墓题诗：“昭君自有千秋在，胡
汉和亲识见高；辞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
墨总徒劳。”那么，昭君何以能永存千秋
呢？第 2集的解说生动而有据。谢觉哉
的七绝：“昭君自请去和亲，俺答皈依志
轶伦。万里长城杨柳绿，织成蒙汉一家
春。”不仅让观众了解了昭君出塞是自愿
的，而且还了解了胡汉和亲后迎来的“北
部边塞60余年，黎庶无干戈之意，数世不
见烽火之景，牛马布野，人民炽盛”的百
姓安宁。为此，翦伯赞用七绝诗赞扬：

“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
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

双向奔赴，是长城两边百姓的生活

之需。大盛魁，作为旺盛了近200年的商
号与长城是什么关系？除了运货的驼队
要穿过长城，别无他意。但《长城长》在
第4集，却选择电视剧《大盛魁》的两个角
色来出题。从增长知识和强化道德修养
看，是有意义的；从讲述长城历史和现实
的角度看，似乎又在“跑题”。但观众已
经深谙，只要悟出“跑题”之处的“题”所
在，就是深刻的思想所在。

那么，大盛魁在民族团结的促进中
产生了什么作用呢？“宁可三日无肉，不
可一日无茶”，是缺少鲜果和菜蔬的草
原人民生活的需求。于是，南起福建，
途径湖北，直径北上的“茶叶之路”由此
形成，进而形成了与海上丝绸之路并驾
齐驱的“草原丝绸之路”，不仅在“民以
食为天”的硬道理上，见证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而且在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奠定了历经千年
的史实基础。

北疆，指祖国正北方的内蒙古，有别
于黑、吉、辽的东北，也有别于新疆与甘
肃的西北，处于农耕和游牧文明相交的
中温带。而跨越 15个省市自治区、总长
21196公里的长城，7570多公里就在内蒙
古境内，是全国之最。

看到节目中奇险无比的北京长城
“箭扣”段，观众立刻联想到第 1集，杨雨
背诵的诗句：“长城万里长，相思在故
乡”。越是艰险越向前，是历代修长城者
所面对的。劳作超强度，处境极危险，每
一段长城都是同胞血泪所凝铸。亲人的
思念，修长城者的孤独，不言自明。

今天，“长城两边是故乡”已不是口
号，而是对中国北疆文化的有力见证。
因而《长城长》第二季，对打响、传播北疆
文化品牌，是特别积极而有益的。

北疆文化视域中的古今长城
——评大型文化综艺节目《长城长》第二季

■刘钦 李树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