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人家》：和谐、共生的理想家园
《大河人家》 起笔于解放战争

初期，结尾已至 21 世纪，作者在这
条长约 70 年的时间轴上， 讲述了
一个家族四代人的心路历程与命

运起伏。 本书通过父辈逃荒、新建
家园、 呵护家园的情感与人生经
历，纵情讴歌了新中国；通过下一
辈求学、成长、治理沙漠的经历，反
省沙化与人祸之间的内在联系，进
而揭示自然界的沙漠治理固然急

迫， 人心的沙漠治理更加刻不容
缓。 文本中闪耀着朴实、善良、真诚
和豁达的人性底色，是一部深具家
国情怀的长篇小说。

柳、黄、白三家七口人是这里
的第一批居民，甚至“井子湾”的名
称都还是得名于柳保华兄弟三人

挖的那第一口井， 而在此后的几十
年间， 三人也一直担任着井子湾的
主要职务。可以说，井子湾是由他们
亲手开拓、创建起来的，他们见证并
参与了井子湾的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 从盛到衰。 与上一辈人不同的
是， 他们将对故乡的情感充分移植

到了这片新的土地上， 他们在这里
成长、奋斗、恋爱结婚，落地生根、代
代绵延。 井子湾同样也见证了他们
半生的悲欢与命运的起伏。 因此，在
柳保华这一代人的心中， 井子湾实
际承载了更多的情感与期望。

与一般思乡小说不同的是 ，
《大河人家》 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对
故乡的人文、环境及风貌进行过多
地描述。 从开篇背井离乡的逃难，
到后来回乡寻找失散的亲人，故乡
从未以正面的姿态出现，柳家湾仿
佛只是作为一个记忆符号而存在，
默默承载着告别、回望与找寻。

如果说故乡柳家湾象征的是

生命之根，那么，井子湾则象征着
生存之路与心灵之所。 在作者的笔
下，草原即意味着世外桃源，它美
丽、富足，远离战争和伤害，充满着
开放性与包容性 ， 这里的人们淳
朴、善良、好客，然而，就是这一片
战争都不忍波及的人间绿洲，短短
几年之间却几乎毁在了人们日益

膨胀的贪欲和对大自然无止境的

索取当中。 于是，在井子湾全面沙
化之前，村庄实行集体搬迁。

失去家园， 第一次源于战争的
破坏，第二次源于生态的破坏，但二
者实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都是源自
人类内心的贪婪， 也都有着致命的
破坏力。 然而，多数人只看到战争的
可怕， 却轻视了自然生态的恶化对
人类生存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柳保华把内心的期望寄托在

了儿子柳建国的身上，父子二人顶
住了各种压力，投入到困难重重的
治沙造林项目中。 自此，祖孙三代
人完成了一种对于家园的“逃离—
创建—破坏—再次逃离—修复—
重建”的过程。

正如柳建国感慨的那般“我们
的前辈从血腥中走来，他们穿过黄
色的沙漠、灰色的植物带，奔向的目
标是绿色的大草原，人类文明就是
沿着这样的线路在递进、演变啊。 ”
这理想中的绿色大草原，便是整个
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家园，文明、和
谐、健康、发展。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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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凹》：三山凹里有人家

作者：周小宽
出版： 湖南

文艺出版社

全书分为五

大板块： 情绪管
理、关系边界、职
场自信、 亲密关
系、学会爱自己，
涵盖大众关注最

热门的 50 个情
绪问题， 本书一
一给予解答。 自
卑焦虑、玻璃心、抑郁、无力感、拖延症、不安
全感、讨好型人格、内向性格、受害者标签、社
交恐惧……每当你感觉糟糕的时候， 就翻开
这本书！

《我值得拥有美好》

《我看见了你》
作者：孙瑞雪
出版： 中国

妇女出版社

教育家孙瑞

雪 用 诗 歌 的 形

式 来 疗 愈 每 一

个 正 在 经 历 困

难的灵魂。 五十
二首诗歌 ，五十
二 个 成 长 瞬 间

与感悟。 希望每
一 个 读 过 的 人

都 能 借 此 自 己

温暖自己。读这样的诗，你会遇见自己。这就
是最好的疗愈。

作者：丁 宁
出版： 中国

妇女出版社

本书以案例

结合理论的方式

分析，用从容、温
暖的口吻娓娓道

来， 为中老年女
性心理健康进行

疏导， 提供了切
合实际的解决之

道。 作者丁宁老
师， 是一位资深文学编辑， 具有深厚专业素
养， 在红枫妇女热线长期担任志愿者为中老
年人提供心理支持。

（本报综合）

《当母亲慢慢变老》

李天岑的《三山凹》以其着眼
于农村改革的 “接地气” 脱颖而
出， 让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再次展
现出其永恒的艺术魅力。

《三山凹》与时代的遥相呼应
不言而喻。 作者以中原腹地一个
名为三山凹的山村作为故事展开

的落脚点，将三个发小柳大林、张
宝山、 侯子耀改革开放后的不同
命运经历徐徐展开，围绕着“铁三
角 ”各自的家庭 、个人情感 、自我
认知和责任担当， 将中国农村从
包产到户、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
各个时间点上的多重血缘、 乡缘
关系逐一展现。

《三山凹》中这三个作为线索
人物的“铁三角”各有特色：柳大林
从农村的最底层开始成长，通过学
习改变自身命运， 成为县委书记；
张宝山无缘大学校门，但在当上村
支部书记后，他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侯子耀（白娃）作为二人的
对立面，在故事的一开始就明抢柳

大林的媳妇， 后又在致富过程中
“假扮羊群”的笑话，展示出这个人
物的投机取巧、不务正业，撑起了
小说中的诸多冲突点。

穷则思变。 柳大林的发奋读
书、张宝山的土里挖金、王春宝远
赴深圳打工， 包括侯子耀的投机
倒把， 无一不是想改变贫穷命运
的挣扎。 这些原本长在乡土中的
人，在浪潮的席卷中远走家乡，或
被花花世界的万紫千红迷住了双

眼， 或从机遇中找到脱贫致富的
法宝， 或走旁门左道， 或自食其
力。 在极度贫困之后的骤然富有，
又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忘乎所

以， 更想寻觅毫不费力的生财之
路。 正如李天岑本人所说“改革开
放初期既生机勃勃又泥沙俱下 ，
既有柳大林这样的领头人、 改革
者 ，也难免出现白娃 （侯子耀 ）这
样被人唾弃的人物， 这是不可回
避的 ”，而这不可回避之处 ，就在
于对于金钱和人性的最终取舍 。

在小说中，人性最终战胜了金钱，
但在战胜过程中的一波三折 ，反
面人物的最终下场， 都是吸引读
者的点睛之处， 启发人们思考何
为正确的价值观。

李天岑从三山凹脱贫求富的

方方面面力量写起，柳大林是文本
中高大全的改革派，从他参加工作
开始，便以积极开拓的风格得到了
领导青睐。围绕在柳大林周边的一
系列人物， 特别是三山凹的村民
们，在面对改革的时候，各种态度
不一。乡村生活生态中的村支书改
选、丈量土地、开民办工厂等新鲜
“消息”，对于这个闭塞而保守的乡
村来说，每一次的“颠覆以往”都是
一次耳目一新的冲击。

王春宝是在“铁三角”之外，作
者也颇费心思的一个人物。 作为“一
大二公”时期的生产队长，一开始他
抗拒改革， 对柳大林等改革派提倡
的工作思路强烈反对， 而后自己亲
身体会了南下赴深圳打工 “开眼
界”，在实现个人致富后，实现了思
想上的飞跃和转型， 又毫不迟疑地
担负起带领三山凹村民们致富的责

任。 从反对改革到拥护改革，王春宝
本人的转变就是活生生的个案。 像
这样，改革开放的政治性、乡村脱贫
攻坚的艰难性， 在作者的笔下并没
有停留“口号化”的书写上，都是从
感情纠葛、个人生活细处着眼。 每个
小人物都是一面平面镜， 直接折射
出国家政策对于个体的影响。

《三山凹》的诞生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启示。 三山凹里有人家，这
人家代表着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

家庭，他们在改革开放、市场化经
济体制等历史浪潮中，努力去“扼
住命运的咽喉 ”， 这些鲜活的故
事，永远值得大书特书。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