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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接
地气、接人间烟火，感性地接近事物本
质的表现方式。

近期，我出版了《新声》（广西教
育出版社），受到的关注和好评远远超
出我的预期，既感动又欣慰。

在收到出版社邀请时，我有些犹
豫，一直以来我都在写小说，没有创作
报告文学的经验。在深入乌英苗寨进行
采访后，我被乌英苗寨妇女的学习热情
和刻苦努力而感动和震撼，于是决定写
下这部作品。

我自小在深山里长大，对同样生活
在深山里的乌英人感同身受，也知晓如
何跟苗寨里的老百姓们打交道。我做了
大量的笔记，从方方面面了解苗寨，了解
生活在苗寨里的人们。我采访的方式，并
非一板一眼地对谈，而是跟着人们上山
干活，下地劳作，与他们一起围坐在火塘
旁、村巷里、风雨桥上，甚至边打油茶边
采访，不亦乐乎。我采访的对象，上到八
十岁老人，下到念小学的孩子，还有上
夜校的妇女。我在这群妇女身上看到了

母亲的影子，也像读懂母亲一样，读懂
了她们。我看到她们身上的坚韧之光，
感受到并读懂了来自大山深处的呼喊和
心声。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

乌英苗寨女人，大多数没有机会上
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认。随着时
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驻村干部来了，
调研学者来了，报社记者来了，工程
建设队来了……苗寨里的人们在外来
人的身上看到时代的召唤，然而这群
苗寨妇女却因语言不通，无法跟人沟
通交流，由此也深刻地感受到文化的
重要性。

在扶贫政策助推下，乌英苗寨开办
了“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双语双向”培训
班，妇女们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她们渐
渐发现，学习普通话不仅是一种个人爱
好，而且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她们在
学习中获得快乐，用普通话开启了生活
的另一扇门。她们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
道风景。

这是令我激动和感动的。
那么，该如何写好这群妇女呢？我

在整理大量笔记时，暗暗地给自己设下
了写作的难度：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
述，从而拓宽报告文学叙述的边界和疆
域，将“报告”与“文学”推到理想的

平衡之境。这是我书写这部作品的原始
动力。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唯有写作
难度的成立与存在，才能最大可能地激
发起内心的表达欲望。

在这部作品中，我追求以小切口反
映大时代的叙述效果。因此，运用大量
的生活细节，写出苗寨妇女对求学的渴
望和上夜校后的喜悦，为“双重叙事”
的视角提供可能。我在写作上融合小
说、散文、诗歌等文体的手法，并将女
性文学、新乡土文学、新南方写作等多
重特点相互叠加，刻画出生命意识不断
觉醒的苗寨妇女形象。

乌英妇女学会了用普通话表达，并
向世界发出了自己质朴的声音，用朴实
的心听懂了中国的声音，听懂了来自世
界的声音，也听懂了她们心灵深处的声
音。她们是一群融入世界，融入新时代
和新生活的乌英女性。她们在学习成长
中，推动着苗寨的复苏与新生，体现了
学好普通话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传承民族文化、推进乡村振兴上发
挥的巨大作用。

是“心声”，更是“新生”
□杨仕芳

我认识朱晓军有30多年了，他是
个勤奋的写作者，曾以《天使在作战》
获鲁迅文学奖。近几年，他创作了《中
国快递》《中国工匠》《中国农民城》等

“中国”系列，从快递业、制造业发
展，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他关注中国农
民的命运，书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
创造的辉煌，展现了中国崛起的强大内
生动力。最近又读到他的新作《巴黎有
片榕树林——海外温州人的家国情怀》
（浙江教育出版社），他把目光转至走向
世界的温州农民。我依然能感受到，作
者笔下的温州人，在从农民变为侨民的
过程中，他们的想象力、生命力和创造
力。作品依然带有朱晓军一脉相承的个
人风格。

温州人的海外生活故事，这个题材
在报告文学中很少见，比较独特。作者
聚焦的是温州丽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乡镇。“岙”是指山间的平地，丽
岙地少人多，当地人被迫外出谋生，
历经了3次出国潮。作者采用田野调
查法，采访了近百人，根据录音整理
出近百万字的记录，又查阅了 300 多
万字的资料，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
合理调度素材，才完成这部30万字的
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从二战结束后出
生于巴黎的“杰让”（林加者）、“大
年”（张达义） 开笔，一直写到走上
法国政治舞台的“华二代”，在近百
年历史的勾勒中，揭示了国家命运与
个人命运的依存关系，写出了历史的
纵深感。

先行者林永迪，他随着第二次出国
潮，于1937年去了法国。二战时期，
法国女多男少，林永迪娶了法国姑娘艾
德蒙，生下了儿子林加者。在巴黎出生
的还有混血儿张大年，9岁时被父亲带

回家乡，改名张达义。因历史原因造成
的中法血缘关系，让这个小村落具备了
沟通中外的天然条件。血缘与地缘，亲
戚、邻居、朋友等乡土中国的圈层辐
射，让改革开放初期的丽岙人纷纷涌出
国门，万里寻亲、海外求生，“到最赚
钱的地方去”。

出国的过程则是“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凭海外血缘关系申请者有
之，持旅游签证者有之，更有“贴着
地面”过去的——先乘坐国际列车前
往莫斯科，从莫斯科前往布达佩斯，再
到米兰，最后翻山进入法国。语言不
通，在异国他乡生存殊为不易，但温
州人什么都不怕。他们以不同的途径
来到法国，谋生的方式却差不多——
制帽、制鞋、制衣、制皮件，做得好
了就去开制衣工厂，再转向服装批
发、房屋中介、咨询公司、会计师事
务所、国际贸易……温州打工仔都有

当老板的梦想，他们就这样，把他乡
当故乡，像一棵榕树，柱枝相托，枝
叶扩展，独木成林。

今年是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这
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说明了作者和
出版者的前瞻性和时效性。书中描绘
了温州人的桑梓之情和报国之志，弘
扬的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家国情怀。家
国情怀是中国人的信仰，海外温州人
则是忠实的践行者。意大利有一个传
说：“中国人不死”。书中的解释是，
意大利人惊讶于中国人“做不死”的勤
劳。我在意大利访问时听到过另一种解
释，说的是意大利的陵园、墓地里没
有中国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侨居
欧洲的第一批中国人，到了垂暮之
年，一定要叶落归根，他们都葬归故
土了。“根”是中国人心里的一种归属
感，家乡的山水，族里的老幼，是永
远的牵挂。丽岙的侨领任岩松，在家
乡丽岙捐建了一所中学，还捐建了一
座水厂，为乡亲们解决了喝水问题。
他的爱乡之情，“情似瓯江水，心比
岩上松”。旅法的丽岙人在家乡捐建
了 12 所小学，让所有学生搬出了祠
堂和寺庙；疫情暴发后，他们又第一
时间采购防疫物资，运送回祖国。书
的 副 标 题 “ 海 外 温 州 人 的 家 国 情
怀”，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海
外温州人关心家乡、热爱祖国，在关
键时刻挺身而出，无私奉献。家乡不
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内化于心的一
种情怀。

作品细致勾画了温商精神，揭示
了温州商人的成功之道，展现了他们
新的追求。温州的商人，抱团、敢
闯、肯吃苦，以乡情、亲情、友情为
纽带，开疆拓土，成为创新发展的有

生力量。书中写到侨领林加者夫妇，古
道热肠、乐于助人，就连八竿子打不着
的亲戚也帮。温州人的侠义、仗义、互
助，让他们能在陌生的海外顽强地生
根、开花、结果。

作者说：“温州最大的财富是温州
人精神，最大的资源是温州人，他们
敢为天下先，创造了无数‘全国第
一’乃至‘世界第一’。”温州侨商的
成功，依靠的是“四千精神”：“吃尽
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
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这种温州精
神，作家又是通过细节描写来呈现，
并用“丹心筚路”来形容。“丹心”重
在情感，“筚路”重在行为。作品中有
很多动人的情感场景。张达义在法国
读过书，凭着一本书中粘着的学校卡
片，他联系上了班主任，终于找到法
国的养母。“一位金发泛白、腰背佝
偻，胖胖的法国老太太像一幅油画似
的站在门口”“离开时，他在养母的怀
里是个孩子，现在养母在他的怀里却
像个孩子”。张达义9岁回乡，直到34
岁再与养母相见，两人相拥而泣，唯
有真情最动人。“筚路”则是温州人的
开拓精神，书里有一个人开一辆二手
车跑遍法国千山万水做生意的故事，
也有刀尖上跳舞完败中翻盘的传奇，
是永不言败的精神让巴黎那片榕树林
生长得郁郁葱葱。让法国人重新认识
中国，让华人在法国得到应有的地
位，这是“华二代”的新追求。“华二
代”律师王立杰等，挺身而出反对种
族歧视，还当上了巴黎第十九区的副
区长，王瑞则当选为议员。温州精
神，在几代华侨身上得到充分的展
示，在作品中得到深入的挖掘，并作
出文学的解读。

讲述走向世界的温州精神
□邹亮

青春无关年龄，它是奋斗者的一
种感受，是一种奋斗的状态。只要工
作中澎湃着激情，绽放的就是最美的
青春之姿。

对于我们，《青春的方向》（花山
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
就是在唱响一首青春之歌。

《青春的方向》 是一个非常难得
的，有时代意义、有传播价值的选题。
24年前，15名河北保定学院的青年学
子，不远万里奔赴沙漠腹地支教，扎根
边疆。在他们的引领下，一批又一批的
保定学院毕业生走向西部。10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
生群体回信，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
他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
业。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为

“西部支教”这一了不起的青年群体著
书立传，有义务传播、阐释好“服务人
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
方向”这一精神内涵。

选题确定之后，我们邀请曾两度荣
获鲁迅文学奖的李春雷老师执笔创作。

3月27日稿件第一次交到社里，我们就
小切口与大时代背景的融合、主副线部
分内容衔接等细节与他沟通后，他又对
稿件进行了丰富和修改。

再次收到的稿件让我们十分欣喜，

作品以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故事塑造了当
代青年勇毅前行的动人形象，创新性的
主副线双线结构将奋斗的青春置于广袤
的、纵深的时空之上，使作品呈现出深
厚绵远的力量感。20多年的时间跨度
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实现个人价值和满
足祖国、人民需要之间的双向奔赴，历
史与当下的遥遥呼应，更能看到西部大
开发的成就、科技的日新月异和民族关
系的大团结。

为了赶时间进度，从李春雷老师开
始采访调研与创作起，我们便翻看了大
量图书、新闻报道等资料，为编辑稿件
打下基础；我们对图书开本、版式设计
等也多次调整磨合，提前商定了方案；
拿到书稿之后，我们进行了多轮审校，
以确保作品的编校质量。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青春的
方向》封面不能太抽象、太文艺，既要
有核心——“方向”，又要体现青春的
激情和昂扬。最终，我们选取了以一群
年轻人义无反顾奔赴沙漠戈壁，建设沙
漠绿洲为主图的这版封面。

《青春的方向》顺利出版后，我们
紧接着举办了作品研讨会、新书首发式
等活动。该书受到了专家、读者高度评
价：作品以“群像”为代表映照了当代
青年人的精神信仰，以“现实”为观照
展现了历史与当下的遥遥呼应，以“青
春”为主题回应了社会对青年的关切，
写出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当代青年的人生
选择，提炼出当代青年需要的“精神之
钙”，是一部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
报》《巴音郭楞日报》等多家报刊，河
北电视台、巴州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
人民网、光明网等多家线上媒体对《青
春的方向》进行了相关报道。

《青春的方向》编辑出版的这段时
间，我们紧张疲惫却又充实满足，虽然
我们不再青春年少，但在《青春的方
向》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激情澎湃。
谁说这种奋斗的状态不是青春之姿呢？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
海。”我们将保持和发扬这种奋斗者之
姿，继续唱响我们的青春之歌！

以奋斗唱响青春之歌
□郝卫国 温学蕾

2021年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
委员时感叹道：“70后、80后、90后、00后，他
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
个世界了……”40多年前，谁能料想到今日
的中国会有如此之底气？

1978年的那个冬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拉开了中
国发展的新序幕。过去的2023年是中国改
革开放45周年，回顾这段中国人民用勤劳和
智慧谱写的历史赞歌，感动总涌上心头。我
们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坚定
的拥护者、深刻的参与者。因此，为改革开放
组织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是初心，也是感恩；
是献礼，也是铭记。

《在春风里成长：书写改革开放中的人生
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在春风
里成长》）是一部汇聚了中国改革开放 45
年来风雨历程与光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
品，更是一部充满感动和激情的作品。正
如作家高洪波在开篇所言：“冬季结下的累
累硕果，迎接春天，酿造明天。”这部作品不
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回顾，更是对美好未来
的展望。

这套图书邀请了40多位作家代表共同
参与，他们曾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鲁迅文学奖、全
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他们以改革
开放参与者、见证者的视角进行书写，力求真
实表达个人亲身体验的时代变迁；他们很多
人还是在地书写者，文字中也有着独特的地
方色彩和成长印记。

翻开书，其中很多故事都会让人热泪盈
眶：为了纪念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
号成功发射，国务院将每年的4月24日设立
为中国航天日。很多读者关心中国航天工程
的发展，却很少有人知道航天事业在1986年
如何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中国航天人如
何在茫茫大山里为中国航天事业苦苦寻找新
的出路。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道出了
作家赵韦对中国航天的深深敬意。

《在春风里成长》不仅记录了改革开放的
大历史，更关注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书
中描绘的一个个场景，无不展现了中国人民
团结奉献和顽强拼搏的精神。1991年，曲成
海在大风海浪中的英勇牺牲；1998年，洪水
中的一位父亲划船为远山外的女儿送食……
这些或令人泪目或充满温馨的画面，让45年
后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年月深处的无私奉
献和真挚情谊。这些故事不仅是对历史的回
顾，更是对人性光辉的礼赞和对未来的激励。

改革开放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45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
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委员会会长张之路的
文章，讲述了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电影《霹雳
贝贝》如何在那一代孩子心中埋下了科幻的
种子；高洪波的《时代、城市与诗歌》和裘山山
的《我的“高考门”》等文章，带领读者重返那
段燃情岁月，唤起了太多集体记忆和情感共
鸣……正是这种小切口透视大时代、小人物
成就大历史的编写主旨，让这套书读起来宏
阔中见细节，昂扬中蕴亲切。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
知兴替”。《在春风里成长》这套书除了精彩纷
呈的文字，还特别选取了100多幅能够代表
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的典型照片，将文字间的
历史叙事具象于一个个被定格的瞬间，搭建
起一个久远的时光隧道，带领读者回到那些
激动人心的“现场”。

《在春风里成长》在非凡的主题之外，还
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它既有对儿童文学精
品出版的传承，又有对儿童文学新时代表达
的突破。为了实现这种多元，在选择作者时
就做了充分的梳理和选择：作者队伍中既有
儿童文学作家，又有具备一线采访经验的新
闻工作者，还有知名报告文学作家。这些来
自不同行业、各有所长的文字工作者以真挚
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力，将笔触延伸到社会
各个角落，文学化地展现了宝贵的劳动人民
群像，描绘出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展现出开拓
奋进的精神新风貌，大大拓宽了儿童文学的
创作边界。

通过《在春风里成长》，我们不仅看到了
改革开放45年的辉煌成就，更感受到了个体
生命的坚韧、奋斗与光辉。45年的风雨历
程，45年的光辉岁月，激励着我们铭记过去，
珍惜现在，坚定未来。

寻找时代坐标
中的你我他
□李朝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