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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证   时   代     拒   绝   平   庸

　　我和山东 80 后诗人杨维松从
未见面，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视线，
是时任山东省文联主席的潘鲁生给
我推荐的，在鲁生主席的推荐下，
我零星读了杨维松的《按不下生活
的快门》《我在春天里走丢了》
《乡愁将回家的脚步绊得踉跄》等
诗歌。读后，一种无言的冲动瞬间
涌上心头，顿时有一种想写几句的
念头。但后来因工作和时间关系迟
迟未动。
　　转眼两年过去了，前些日子有
幸被邀请前往山东大学讲学，席时
和张学军博士交谈诗歌写作时，他
突然提起杨维松这个名字。张学军
博士说：“那小伙子的诗歌不仅有
热度、更重要的是还有深度和厚
度。”
　　是的，张学军博士对杨维松诗
歌的评价，恰好和我两年前读他诗
歌时的感觉一样，“我看见，高速
公路两旁的树上 /到处都是鸟的
家，还有 /鸟儿在上面撒着欢，唱
着，跳着”。这样优美的句子，无
不散发出杨维松执拗的写作姿势，
实实在在开垦出一片文学的绿地，
这“生态”，对身心大有裨益。
　　作为 80 后，杨维松先后在高
校、国企、律所、检察院和法院工
作等。这些经历，杨维松用他的另
一个面，在诗歌发展的路上，留下
了一个个坚守的脚印，为 80 后作
者树起了一面旗帜，却让我们轻易
就能感受到的。
　　“一根针。两只眼睛 /不知从

何时起，母亲的眼睛再也 /望不穿
这个针眼了。但她看不到 /灵魂的
污迹，只有高大和洁圣”。 多年
过去，杨维松的诗歌，无论从外形，
还是内里，依然延袭着早些年的样
式。就像张学军博士所说的，平实
拙朴，风清气明，外温内柔；没有
高歌猛进，也没有振臂一呼；没有
生涩晦暗，也没有故作高深。他只
是淡淡地说来，也淡淡地道去，其
情感适度与语词张力，都控制在与
自己的心跳与灵魂可以感知到的范
围。
　　“怎一个‘少’字了得 / 人
少得可怜 /但不少笑语欢颜 /音乐
手机 零食 杂志 / 饱和了教室的
空气 /将要窒息吗，老师”；“用
力点，再用力点/我努力踮起脚尖，
伸长脖子 /去看电话那端的母亲 /
是否依旧安康 // 母亲嘘寒问暖的
语流 /似鼓点般重重敲击着我的心
尖 /但，痛从母亲身上发出 /电话
线如脐带般 /把我牢牢束缚在母亲
心上……”
　　由此可见，杨维松的笔力是厚
重的，是稳健的，诗歌里映照出的，
是内心的光明和大爱。无疑，诗歌
《这是不是恰好印证了我最初的猜
想》《那“胸”器直抵男人最脆弱
的心窝》等充满着强劲的内蕴和焦
灼的思虑。另一方面，他也在不遗
余力地歌颂土地之上美好的人性。
在他的笔下，那些坚强而凝重的书
写，绝少抒发世俗的趣味，在一定
程度上，多是直面生命的痛处和灵

魂栖居。
　　在诗歌王国中，杨维松的诗歌
虽说只是捡拾了我们记忆深处的一
些碎片，但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地域，这个地域是
光阴缝补不了的伤口，让我们很难
找到梦的入口，这样的写作并没有
背对我们生存的现实和境遇，而是
以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
情怀，穿行在村庄和岁月的深处，
在一定程度上或深或浅地揭示了乡
村更为严酷和冷峻的一面。
　　“杂草挤满了院子”和“母亲
的影子““按不下生活的快门”将“写
在岁末 •途径废车站”。我以上所
引用的这些话，都是由杨维松诗歌
的标题组合而成，仅仅只是这些标
题，就足以让我们心驰神往了，如
果逐一解读，我们更会深陷其中不
能自拔，那我就可成为千古罪人了。
　　即便如此，从杨维松的诗歌中
我们看到，杨维松在创作方面仍然
不满足于现状。从他的诗歌得知，
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
他体味写作里边的甘苦，如同农民
种田耕作时的欢乐和满足。
　　杨维松从不懈怠、稳稳地前行
着，像牛一样躬耕着，用一篇篇厚
重作品为自己添砖加瓦、奠基夯土。
也许，我们成不了杨维松这样有强
大定力恒心的人，终生也不会取得
他那样的成就。但是，他的这种精
神，我们都必须学习，来不得半点
的机巧。
　　（作者系贵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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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早报
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
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
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
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
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
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
家、媒体记者等。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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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80 后诗人杨维松诗歌印象

四维融合话写艺，千峰过后秋叶丹

　　秋冬时节，层林尽染。朝晖送
给我的长篇小说新作《千峰秋叶
丹》，中国作协副主席阿来曾给予
高度评价。该小说究竟有何魅力，
竟博得阿来的高度评价？我便迫不
及待地品读起来，发现其“四维融
合”的创作艺术实在是深富匠心。
    
　　一、社会变迁与个人成长——
双线行进的叙事结构。

　　社会变迁无疑是个人成长的土
壤，个人成长更是社会变迁的必然
产物。小说《千峰秋叶丹》描绘了
黑檀村从改革开放初到脱贫振兴时
期的农村生活画卷。改革开放初，
这里村民为田边地角大打出手，重
男轻女、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占便
宜、混吃喝、侃八卦比比皆是。主
人公王美睿就出生在这一环境里，
一出生就遭遇被奶奶送人的命运。

被找回后，在父亲影响下，坚韧挺
立、顽强成长。这时，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进了大檀村。社会变迁对长
期封闭、贫穷、落后、愚懒的黑
檀村人的心理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
响。以孔祥林为代表的少数人开始
南下打工。王美睿不甘平庸，也毅
然南下，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正当她顺风顺水时，却被父亲
骗回村当上了幼儿教师，之后通过
村民竞选并当上了村支书。这时，
中国迎来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
期。作为黑檀村支部书记的王美睿，
便在很短时间逐组逐户实地走访了
村民，公平公正确立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并实施对口帮扶，引领村民
致富。在社会变迁的风云激荡中，
她历经磨炼，逐步走向成熟。
　　她深深认识到，光靠政府扶持、
别人帮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村民贫
困落后愚懒的问题。于是，一边抓

村民观念、思想转变，一边抓家庭
和集体经济发展。在她鼓励和帮助
下，原本失去信心的刘银才等村民
重树信心，大力发展家庭经济，历
经曲折后终于走向成功。抓集体经
济，则大力引资立项，建立大规模
楠竹、花椒基地、兴修水库、开发
旅游资源，建设新农村。初步实现
了乡村振兴的目标。
　　个人感情方面，王美睿在激荡
的社会巨变中，虽历经丈夫离世等
坎坷，但在父母和村委帮助下，逐
步走出阴影，最终与孔志强结为良
缘。实现了乡村振兴和个人情感的
双丰收。
　　小说运用了“社会变迁”和“个
人成长”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成
功实现了对社会变迁史诗般画卷描
绘和对王美睿为代表的黑檀村民心
路历程、情感历程的精致叙写，最
终塑造了众多立体丰满的人物形

■ 唐万清（四川）

一一读涂朝晖长篇小说《千峰秋叶丹》

象，寄托了作者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

　　二、矛盾冲突与情节发展——人性突围的蜕变路径。

　　矛盾冲突是情节发展内在动力，情节发展是矛盾冲突
外显路径。小说充分运用矛盾冲突，反映黑檀村社会现实
和演变，推动情节发展。甘琼兰重男轻女与沈秀兰爱女心
切、“干豇豆”与“菜花蛇”为地界大打出手、孔祥贵说
婆娘的希望与“太抠，连炒菜油都舍不得放”的穷酸现实、
王美睿外出打工与父母要求留村、封建迷信与讲科学、愚
昧无知与守法创新等种种矛盾冲突，构成了社会演变和发
展的内生动力。正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冲突中，王美睿才得
以不断成长，小说情节才得以不断发展，人物形象愈加丰
满。
可以说，黑檀村在王美睿带领下不断实现了物质生活的突
围，更不断实现了人物精神世界的蜕变。这也正是该小说
双线行进的情理逻辑和内在肌理。

　　三、写实主义与浪漫情怀——纪实性与文学性的结合
艺术。

　　写实解剖现实，浪漫温暖希望。涂朝晖在小说中对二
者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改革开放初，黑檀村积贫积弱、交
通闭塞、愚懒落后。作者在冷峻幽默的纪实性谱写看似一
地鸡毛的家庭琐事中寄托了悲悯情怀。在川东方言、妯言
娌语中揉进了悲凉和无奈。比如“屙屎不生蛆”“死榆木
脑壳，啷个那么笨哟，拿个婆娘给你，你都守不住”“好
了疮疤忘了痛”“恼火”“灾舅子”等，冷峻幽默令人含
泪微笑的方言对话描写，使贫穷环境下的人际幕帐漫出无
边的悲凉和沧桑，反衬出了脱贫振兴的迫切性和极端重要
性。
　　在写实土壤里，作者厚植浪漫情怀，给村民以温暖和
希望，也给小说罩上靓丽的色彩。王美睿就是这温暖和希
望的集中代表，她的公正无私和牺牲奉献，仿佛冬日暖阳，
照在村民身上，暖进村民心里，给了他们信心和勇气。同
时，为了突出境遇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小说进行了多次诗
意化描写。如对“春如期而至”、对楠林、花椒基地、水
库秋景的描写就极具浪漫抒情性，给小说增添了极大魅力。
写实与浪漫结合，实现了小说纪实性与文学性的双丰收。
    
　　四、根治贫穷与根治愚懒——脱贫振兴的时代良方。

　　根治贫穷与根治愚懒，得双管齐下。这是涂朝晖在小
说中给乡村脱贫振兴开的一剂良方。在黑檀村破茧化蝶过
程中，黄大山、刘银才的转变、郭术珍的醒悟等，无不证
明了该道理。转变观念，树立信心，开拓实干，走人才振兴、
产业振兴、精神振兴之路，才是乡村实现蜕变全面振兴的
必由之路。而以王美睿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基层党组织就是
引领和推动乡村振兴的一股坚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
涂朝晖《千峰秋叶丹》就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品，而且
是乡村振兴的一剂良方。其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均不容低
估。
　　掩卷概之，涂朝晖《千峰秋叶丹》实在是川东实力派
作家作品中的翘楚。难怪获阿来评价。其“四维融合”创
作匠心实在值得借鉴，忧民之忧、关注乡村振兴的深厚情
怀同样值得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