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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林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
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的老家其实就
是守着这么一个鄱阳湖，鄱阳湖的
水作为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是要
进入长江的。

因此我觉得能写长江的人，他应
该是在这条江岸边长大的，推开窗子
就能看到长江的云雾缥缈，也能看到
长江的大江东去，看到长江的千帆竞
渡，也能看到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胜
景，这样的人来把握长江才可能写得
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徐春林来写
长江最合适不过。长江边长大的徐春
林，他有责任、有义务用自己的笔把
长江的胜景进行再现。

去年参加《和平长江》改稿会，
我对这部作品提过一些意见，书出来
以后他把样书寄给我，给了我耳目一
新的感觉，书稿比改稿会之前有了很
大的进步，可以说这本书是徐春林耗

费心力创作的。作为一个“80 后”
的作家，徐春林望着这条大江，试图
从江边走下来，把长江气吞江河的气
势、长江涓涓细流都归于汹涌澎湃的
盛况记录下来，同时也记录长江两岸
百姓苍生的故事。

这是徐春林对长江一次致敬性的
书写，他用宏大的视角来看长江。我
到过长江的源头和长江的一些段落，
觉得一个作家在驾驭一条江河时，要
用宏大的叙事来书写。徐春林用“和
平长江”这个词，意义深刻，“和
平”这个词不仅仅是说要隐匿战争、
隐匿杀戮，我觉得另一层意思是老百

姓要在长江的两岸休养生息，过和
平、宁静、平安的日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破题，来写长
江，更有一番意味。和平的长江，不
再是浩浩荡荡涌来的洪灾般的长
江，而是和谐美丽的长江，到处是
一片平和的景象。实际上，徐春林在
企盼苍生有和平宁静生活的同时，
还给我们展现了另一个长江——生
态的长江。

长江有像鄱阳湖、洞庭湖那样宁
静、一洗如碧、清朗和澄清的生态。
徐春林对长江里的每一条鱼，长江边
的每一棵树、一棵草、一只小动物，

都有很深的涉猎，万物生灵都得到了
很好的书写，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本书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所
写到的长江两岸的部分城市。长江带
来的是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两岸是中
国千年万年的富庶之地，徐春林在

《和平长江》里用了很大的功夫，写
出长江两岸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文明
在书里也得到很好的再现。

长江的书写不是一天两天，不是
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一代人两代
人，它是世世代代的，从李白开
始，或者从 《诗经》 开始，我们就
在不断地写这条大江，《和平长江》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片段或者
说是一个段章，我想徐春林在这条
大江边上生活，在这条大江边上写
作，将来他还会写出大江的文化和
大江的史诗。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描绘时代的“和平长江”
□徐剑

最近关于长江的书比较多，《长
江传》《大江本纪》《安澜长江》等，
这对于出版者和读者来讲会比较难选
择，对这些作者而言，需要八仙过
海，各显其能，写出自己的特点来。
但徐春林的 《和平长江》 依然不多
余，这本书是有自己的特点和存在价
值的。

我先说一下作者，徐春林是“80
后”，“80 后”报告文学作家特别
少，我们两年评一次茅盾文学新人
奖，新人奖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报告文
学，报告文学领域里“80 后”几乎
挑不出人来。我有一段时间研究“80
后”，可能从“80后”开始是一个分
水岭，在“80 后”之前的文学从业
者、文学爱好者基本上跟传统文化靠
得比较近，从“80 后”开始有一种
分离和分野现象，原因在于从这代人
开始，他们所受的文化熏陶里有日本
的动漫，日本动漫有一个美学叫二次
元审美，是对生活做变形处理和反
应，因此很多“80 后”的作者去写
网络文学，写玄幻、科幻、魔幻，不
会对现实主义的东西那么热衷和关
注。我们看到现在的网络文学、影视
文学出来很多玄幻、奇幻的题材大受
欢迎，原因就在于这样。

我觉得“80 后”能出一个报告
文学作者，而且还敢承担这个比较重
大的题材，写得还有自己特点的作
品，确实不容易。徐春林这部作品显

示出了“80 后”写作或者“80 后”
在报告文学里有自己的发展和可能
性，他的努力和他的成功，给我们表
明了一种迹象，“80后”作者其实也
会把上一代人传统的东西继承下来。
当然这有个过程，但是徐春林这部作
品确实是让我觉得除了个人的意义之
外还有时代意义。

《和平长江》有比较强的个人化
色彩，或者说“我”的形象在作品里
非常明显，这是跟其他作者不大一样
的地点，可能也是“80 后”作家的
特点。比如作品里修水是徐春林的一
个立足地、出发地，去哪儿都要从修
水开始写起，修水跟长江有没有关
系？当然有关系，但是不密切。很多
作家写长江，都是从长江源头写起。
徐春林从修水开始写起，作品里写他
到长江源的考察以及从修水出发到其
他地方的考察，叙述主体在里面比较
凸显，这是与别的报告文学不同的特
点，而且能看到他在作品里通过同学
的渠道，通过西藏的渠道，通过青海
的渠道，各种行动轨迹写得很清楚，
里头甚至还暴露了他的很多考虑不
足、准备不足造成的问题，这些都非

常好玩，甚至留下一些悬念、疑惑。
书里写徐春林第一次要去沱沱河，但
他是从修水到武汉，从武汉到青岛，
从青岛到西安，从西安到西藏，这是
个什么路线，乱七八糟的，怎么绕这
么大个弯？从修水到重庆或者是到成
都，然后再到西藏，这不是更近吗？
最直接的路线是从青海下去，结果他
从西藏上。这里头的很多手忙脚乱，
反倒表现出一种现场性、一种真实
性、一种代入感，把读者带了进去。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作品阅读以
后有一种吸引人的内力，我们总想能
领会到他在作品里的各种感受。因
此，我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个人色彩的
好作品。

一是作者把“我”的那种感受和
体验写得非常好。所写的人物都给我
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个人物都像是一
个谜团，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面孔。
比如，生了 5 个娃的陈来进，“我”
跟陈来进短短的接触，语言不多，但
把个人的状态都形容出来了。人和作
品表现得不太一样，因为这些人的作
为、命运就会牵动读者，所以这个作
品首先有“我”，而且“个我”在作

品里比较突出。
二是作品的写法不是传统的或者

说不是规范的报告文学的写法，它是
兼容性很强的一种写作。是根据作者
的需要来写的，比如说到源头考察这
一段，就像一个游记性的纪实，到其
他地方的考察很像文化散文，或者像
文化随笔。到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考
察的部分，并不是典型的报告文学，
而是包含了随笔、游记、散文等多种
文体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写法，这种
写法在文体上有它的特点，具有综合
性、兼容性，不同章节都有不同的特
点和意义。

三是作品将自然和人文、历史和
现实、经济和文化贯通得比较好，现
实的采访、史料的研究、文献的解读
都融合得比较好，比如写巴蜀文化、
写三星堆，这些地方都显示出作者下
笔的功力，这表现出来的不光是采访
的功夫，还有很多研究史料的功夫。
所以说，《和平长江》具有百科全书
式的特点，这个味道和意韵确实是存
在的。

通读《和平长江》，应该说这是
一部大气之作，也可以说是“80
后”作家的一部回响之作。徐春林还
很年轻，我想这本书给他的写作拉开
了一个序幕，他由此继续出发，可以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
誉会长）

“80后”作家的回响
□白烨

春和景明、万象更新的阳春三
月，徐春林长篇报告文学 《和平长
江》在北京首发，这既是水利部的一
件喜事，也是江西省的喜事，更是中
国作家协会倡导广大作家“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结出的硕果。

在国家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的背景下，长篇报告文学《和平
长江》的首发，很好体现了广大作家
响应号召而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也为新时代讲好长江故事奉献了一部
优秀的文本。

徐春林是一位非常勤勉的作家，
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孜孜不倦
创作了不少精品力作。今年1月，中
国作家协会授予徐春林“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优秀作家称号。
他用脚步丈量大地，陪着长江一起奔
跑，感受人间烟火，感悟长江巨变，

《和平长江》便是他创作的丰硕成果。

徐春林有志于做一位百科全书式
的作家，这种艺术上的雄心也体现在

《和平长江》里，他除了搜求研究大
量的历史、地理、自然、人文等相关
资料，还进行旷日持久的田野考察和
为数众多的人物访谈。由此从这本书
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条浩荡东
去的长江，更是一条古地理的长江，
一条历史的长江，一条自然的长江，
一条人文的长江，一条生态的长江，
一条闪耀着文化名人光芒的长江，一
条厚重的、多姿多彩的长江，一条奔
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长江。

耐人寻味的是，《和平长江》的

开篇却是从江西九江的修水县讲起，
修水是受到长江恩泽和眷顾的一个美
丽的地方，也是徐春林的家乡，他和
他的祖辈一样，与长江有着割不断的
情感维系和灵魂交流。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讲，《和平长江》是一个人的
长江，它承载着徐春林对长江的深深
眷恋，承载着徐春林对长江的独特感
悟，承载着徐春林对长江的豪情礼
赞。《和平长江》抒写自然，文质兼
美，写人写事常有小说笔法，对细节
把握得细致入微。读到酣畅处能感觉
到作者创作时的忘情与忘我。歌德曾
说过，观察自然的时候，人会把他所

说的一切美好的话都从心里掏出来。
更为重要的一点，《和平长江》除了
情感真挚，还坚守了报告文学的求真
意志，是一本值得尊重的长江之书。

读了《和平长江》，相信很多朋
友耳畔都会回响起著名的 《长江之
歌》的旋律：“你从雪山走来，春潮
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
你的气概。”而我，从小生长在长江
边，对长江同样有着深深的眷恋。昨
天晚上，我重温了一位朋友的美文，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少小离家，
老大未回。望断南飞雁，遥念故乡
云，思君不见君，梦饮长江水。常常
是一觉醒来，不知身在江城还是京
城。”这是作家刘汉俊的美文《家住
长江边》 中的句子。感谢 《和平长
江》勾起了我们对长江的美好回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书记）

一本值得尊重的长江之书
□邓凯

徐春林出生于长江支流修河岸边的修水县，
与修河水相依相伴，看河景、看水景成了他每日
的功课。正是这样一种“血亲”关联使得他与长
江天然具有一种特有的故乡情、自然亲和敬畏
心。从他新作《和平长江》的“后记”中我们又
获悉，恰是在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的写作过程中，
因身体的不适，医院还给他下达了“必死无疑”
的宣判。现在我们面对活蹦乱跳的徐春林，可见
这显然是一次误诊。但如此误诊对一个人的心
理，即便是具有十分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者，同
样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生命的认识也一定会
有不同于以往的特别感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

《和平长江》，对徐春林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次生
命之书？

这样的出身与这样的经历，徐春林的这部长
篇非虚构文学《和平长江》很自然地烙上了他鲜明
的个人印记：这是徐春林脑子与心目中的长江，是
他行走和体验过的长江，是徐春林的长江。

《和平长江》 除“楔子”“序章”“后记”3
个“附件”外，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首章“母
亲的河”从自己家乡修水开笔，适度拓及家乡周
边之鄱阳湖沿线的生态、人文与经济。接下来的
第二章“一卷河山”则直奔位于青海高原的长江
源头；再到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
追溯从河姆渡、良渚等新石器文化进入到阳刚之
巴蜀、浪漫之荆楚、婉约之吴越等长江流域不同
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及异同；继而赴河南禹州拜大
禹，到江苏观大运河，再入川看都江堰，下云南
走金沙江畔，考察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治水工
程。第三章“共饮长江水”分别记录下云南、重
庆、武汉、合肥、南京、杭州和上海等长江沿
线 7 个城市各自独特的地域风情。第四章“长
风破浪”则转向三峡、南水北调等长江流域上
的重大治水和用水工程。最后的第五章“一碧
万顷”选择性地描述了长江沿线若干特色植物、
动物及土地。

这样一种结构的确说不上有什么特别内在的
逻辑联系，串联起这一切的唯长江这“一线
牵”。因此，很难说这是一本有关长江书写的完
整传记。但作者似乎全然不在意围绕长江构建一
个完整、清晰、合逻辑的叙事框架，他串联起作
品的唯一依据就是自身的亲力亲为：在长江流域
沿线行走中的亲见亲闻。因此，与其说这是一本
有关长江的完整传记，倒不如说是徐春林脚下、
眼中、心灵与脑海中的长江，整部作品充满着作
家主体意识与心灵的灌注。这样的结构安排，这
样的艺术处理自然是有长有短、有得有失。其长
在于作家主体性的充分张扬与个体情感的尽情释
放，落笔处皆为作家自身的所见所闻所思，虽不
周全，但可触可感可信。其短当然在于欠完整周
全欠逻辑缜密。说起来倒也是各有所长、各有所
短，但也不失为多种结构选项中的一种，确是来
自修河岸边徐春林笔下的长江。

这条被誉为国人“母亲河”的世界第三大河
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面目其命运其实都是丰
富多姿的，远不是“和平”二字所能囊括，相对
于“和平”二字，我们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罗
列出发生在长江上及沿岸周边的种种战争与杀
戮。面对这些绝对的历史真实，徐春林却偏要不
惜冒着可能带来的“片面性”的风险，固执地选
择以“和平”二字命名。这当然又是他的有意为
之，同样也是他主体性灌注的又一表现。在战争
与和平这二元对峙中，视而不见的只留下“和
平”二字作为对长江这条“母亲河”的修饰，我
以为其骨子里就是徐春林主观理想的一种灌注，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本文上一段对其结构看
似随意实则有意的一种刻意安排。

最后想说的是，在大的结构设置与具体点位
的选择上，我理解徐春林这种张扬自己主体意志
的选择，无论是看上去不怎么讲究的结构安排，
还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主题突显。但在具体章
节材料的选择上则应该更加讲究与凝练一点，不
宜过于随意地荡开太远和过于琐碎，可以适当有
点闲笔，但确不宜太“闲”，特别是远离长江的
那些“闲”。

仅就写作过程而言，前后历时5年完成《和平
长江》这样一部“一个人的长江”的创作着实不易，
正因其不易也就需要徐春林格外珍惜与慎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来自修河岸边
徐春林笔下的长江

□潘凯雄

《和平长江》是一部反映长江流域文明重大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由长江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联合出版发行。来自长江支流修河的青年作家徐春林用5年的时间，倾听长江、感受长江、书写长江，采用

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多重视角解读长江，梳理水文与人文、水脉与文脉，编织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

事轴线，书写了敬畏历史、敬畏生态、敬畏文化的崭新篇章。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和平长江》是一部反映

长江文明的精品力作。让我们看看专家们眼中的《和平长江》。

《和平长江》图书首发式。 图片均由长江出版社提供《和平长江》图书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