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两三年来，精准扶贫、脱贫
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不少，或写国
家层面，或瞄准一省、一市、一县甚
至一村；或全景式表达，或侧重基
础设施建设、思想观念、文化教育、
医卫配套、产业发展、先进事迹等
某一方面。 作家们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形成一场令人瞩目的纸上风
暴。 而引发这场风暴的原点，就是

“精准扶贫” 首倡地湖南花垣县十
八洞村梨子寨。 见证这场风暴的，
除了 2013 年 11 月 3 日这一时间
点，还有梨子寨靠近山顶处一棵古
老的梨树。

这棵梨树，在文学乃至美学意
义上， 成了精准扶贫的一个地标。
卢一萍的四十万言《扶贫志》就是
由这棵梨树开篇的。 从这棵树出
发，他以花垣县为原点，以湘西为
腹地，以湖南为案例，向世界讲述
了中国脱贫事业获得巨大成功、诞
生人间奇迹的原因。

《扶贫志》 由五篇十八章和前
引、结语构成，且缀有后记。第一篇

“首倡地” 写花垣县委书记罗明和
十八洞村驻村帮扶队长龙秀林，对
风暴发轫地的帮扶探索、举措与行
动。 第二篇“大地基石”写田金珍、
龙献文兄妹，谭绍鲜、谭泽勇、田昌
英等几位本土本乡村干部舍己为
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 第
三篇“且将他乡当故土”写邱孝、刘
斌、杨凯、时鹏等几名异乡人，从省
城长沙乃至首都北京到湘西驻村
担任第一书记和帮扶队员的所作
所为。第四篇“在悬崖上逆袭”写了
酒鬼龙先兰、病残女吴添春和留守

女谭艳林 3 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年
轻一代村民， 与命运顽强抗争，反
过来帮助其他村民脱贫致富的人
生之变与奋斗奇迹。 第五篇“仰望
星空的人”写几位有想法、有情怀，
已然从农民变成城里人的理想主
义者， 毅然返身贫瘠边远农村，带
领村民战贫奔富、立志振兴乡村的
故事。他们中有“90后”“50后”，有
大学生，也有失学者，他们是麻兴
刚父子、石泽林、王少甫、张顺心和
牺牲在扶贫岗位上的老兵王新法。

由此看出，卢一萍的笔墨完全
用在了人的身上，基本上是每一章
主写一个人，写出了一组置身精准
扶贫战中各色人等的生动群像。人
脱贫了， 也就意味有产业的兴起，
意味着有衣食住行、 有宜居环境，
也就意味着村子脱贫、 农村脱贫
了。 所以，扶贫即扶人，而扶人，必
先扶志。所以，书名中的志，既指志
书的志，又指志气的志。

写人更应该写人的内心。可内
心又被对方衣饰和肉体的城堡紧
紧包裹，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写？
这个难不倒卢一萍。 为避开误写、
谬断的尴尬与风险，他将这一作业
交给了采写对象，由他们自己一字
一句、落子有声地讲述出来，而卢
一萍所做的，是把它们忠实地记录
下来，让读者和时间去检验。

这样一来，《扶贫志》就具有了
复调式叙述结构。 书中每一章，基
本上都是由两个人的讲叙交替相
嵌叠加而成。一个人是作者自己，讲
地缘与历史、背景与环境、由来与过
程、效果与影响，穿针引线，承上启

下，担当总编导的角色。 另一人（其
中两章为两人）即采访对象，讲人生
经历、苦难与绝望、失败与成功、矛
盾冲突， 尤其讲心路变迁和思想心
得。还有一种复调，是全书五篇由本
土人与异乡人、扶贫人与被扶贫人、
官方人士与民间人士等不同身份者
穿插回旋形成的复调。

没有写作的田野考察、现场感
与亲历性，何来非虚构？偏偏是，卢
一萍反其道而行之， 让读者从引
言、五篇十八章，直至看毕结语，竟
没能看见一个“我”字！ 他的策略
是，把大量的“我”，藏在了后记中。
如是， 后记就成了正文的一部分，
或者说与正文演绎了一种复调，亦
即本书的第三重复调。

除了叙事结构的特色，《扶贫
志》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真实
性———它的惊心动魄、步步惊心的
真实性。由大密度的感人细节波连
波、浪打浪奔涌成的扶贫人的感人
事迹，让我几次动情，不得不在压
住哽咽和泪奔中阅读。比如老兵王
新法建烈士陵园的决绝，比如好几
位原本家境富裕的村干部，因帮助
村民脱贫， 却顾不上自己的情状。
也有的故事，带给我的是沉重与喜
悦相伴的感动， 比如大字不识几
个、卖了一头猪就敢拍电视剧《千
里寻母记》的传奇人物田金珍。 在
表现这些时，作者“我”用冷静、不
动声色的零度叙述呈现，但却丝毫
掩饰不住被采写的主人公现身说
法的感染力，他们坦诚的、原汁原
味的讲述，充斥着情感的温度。 从
这一点上，也可看出作者对复杂语
境处理的高妙，筋筋绊绊，一枝一
叶，说服力很强。

写湖南，又不囿于湖南；写扶
贫期间，也写扶贫之前和扶贫后的
未来———这填充和撑开了《扶贫
志》的格局与志向。 书中和盘托出
的诸多案例、样本，其稀有性与丰饶
性，实验性与先锋性，典型性与囊括
性，尤其是可复制性和推广实效，为
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中国精准扶
贫、脱贫攻坚战役，提供了一部弥足
珍贵的文学史料。可以想见，没有一
片赤子情怀，没有对土地的信仰，没
有敢于吃苦的作风， 卢一萍的采访
就不可能这么深入，更写不出风暴
中的那几多微澜、微澜中的那几多
澎湃。 （据《人民日报》）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面世
2021 年恰逢作家、翻译家杨绛

诞生 110 周年，为纪念这位文学大
家 80 余年来的笔耕不辍 ， 日前 ，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

界》评论专著正式问世，与读者共
同领略杨绛幽默和悲悯交织、理性
与感性并举的智慧魅力。

据出版方浙江文艺出版社介

绍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

世界》 由首届骆一禾诗歌奖得主、
学者吕约创作，是海内外首部系统
化、总体性阐述杨绛文学创作的专
著。 该书通过深入剖析杨绛毕生的

戏剧、小说和散文作品，提炼出不
同体裁中的独特主题 ： 戏剧展现
“喜智与悲智”的双重风格，小说则
体现出“观世与察畿”的智慧。

谈起杨绛的文学创作，读者最
熟知的莫过于 《干校六记》《我们
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等散文随笔作品。 吕约认为，散文
创作集中体现了杨绛面对历史的

“记忆书写 ”特征 ，其中 ，“记 、纪 、
忆”三种书写形式与“家、离别、死
亡”三大主题相呼应。 以《我们仨》
为例 ，真与幻 、实与虚 、经验与梦

境、回忆与想象融为一体 ，在吕约
看来，这种“记忆书写”又创出了一
种独特的“梦的诗学”。

“在送别的时刻，最好的纪念，
莫过于重新细读杨绛的作品和文

字， 体察她深远的文心和独特的诗
意， 反思她所思虑过的那些至今困
扰我们的人生问题和精神问题。 ”吕
约在后记中写道。 在信息过载、变换
繁杂的当代社会， 回首细看走过百
余年人生、跨越“现代”与“当代”文
学边界的“杨绛智慧”，无疑具有特
别的价值和意义。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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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志》：一棵梨树标定的纸上风暴

我是月亮
作者: [日] 青

山七惠

出版社 : 上海
译文出版社

《我是月亮》是
日本青年作家青山
七惠撰文、 青年插
画家刀根里衣配图
的绘本， 讲述月亮
到地球的一次旅
行，月亮飞到地球，
碰到孩子们， 看到
麦田，遇到猫咪、大鸟、大象，见到高楼、汽车，
进入大海、沙漠，在游乐园里找到了拜访过月
亮、已经变老、依然记得巧克力甜甜圈秘密的
宇航员。

影子之舞
作者 : [英 ]

安吉拉·卡特
出版社 : 四

川文艺出版社

《影子之舞》
奠定了卡特癫狂
迷幻的文风，虽
然相较后期的作
品还透着青涩，
却因此显得更为
诡异大胆。 故事
中的大部分人物
的内心都是残缺不全的， 主角莫里斯懦弱冷
漠， 但在面对不公之事时内心却充满着挣扎
不安；蜂鹰残忍阴狠，可以说是罪恶的化身，
拥有让人着迷的外表但内里却腐烂变质，满
载疯狂；吉丝莲从“天使”变为“恶魔”，却因无
端自虐的举动和对蜂鹰极度疯狂的爱， 而无
法让人产生爱怜之意； 看似冷静理智的艾米
莉，内心也不过像是机器人，在面对亲情、友
情和爱情， 她一贯的做法就是比较后再冷漠
地丢弃不受重视的一方。

作者: [韩]林洪泽
出版社 :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90 后一代中，
年纪最长的已步入
30 岁。 他们逐渐成
为中坚力量， 以特
有的简单、 有趣和
率真改变着周围的
世界。 本书作者林
洪泽多年为韩国
政府、企业做代际
沟通方面的培训和演讲。 他以轻快的文字风
格、丰富的个案调查、统计数据、文化理论、社
会背景分析，深入研究韩国的 90 后一代。 他
们身上，体现的是东亚 90 后一代青年共通的
特性。 （本报综合）

90后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