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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紧张的编辑工作之余，

拜读了旷荣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风

云》。这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

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一个县级市

三十年的发展变化，真实地再现了

我国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理念的深刻

变革，与人们思想观念脱胎换骨的

改变，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了一个县

级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幅波澜壮阔

的时代画卷。

读旷荣的作品并不那么轻松，

那些沉甸甸的文字，是他对文学的

尊重，也是他对人生的诠释。我们

可以在他的小说文字中，感受到他

的质朴和善良、责任与担当、智慧

与品德。

旷 荣 是 一 位 有 文 学 情 怀 的 作

家。他务过农、当过兵、从过政、经过

商，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他是一个

实现财富自由的成功人士，但从没

忘记自己的文学梦想。在人生步入

壮年时，他放下了如日中天的事业，

拿起了久违的笔，把自己几十年来

对社会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全部

聚集于笔端，写下了《风云》这部洋

洋洒洒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在与作者交流中获悉，《风云》

的出版一波三折，但由于书稿的真

实性、艺术性、可读性，深深地吸引

了出版社的编辑，最终在出版社与

编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让《风云》

这部小说问世人间，让读者能够读

到一部十分接地气的长篇小说，也

圆了他的文学梦想。

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就此止

步，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他的第

二部长篇小说《风雨》，也在紧锣密

鼓地创作之中。我们相信，一个人只

要有了情怀，有了追求，可以创造出

奇迹。

在拜读《风云》的过程中，我觉

得旷荣的生活积累是扎实、深厚的。

长篇小说《风云》的创作成功，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此。他对社会的了解

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但仅仅

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够成为一位作

家。还取决他是否能独具慧眼，在纷

繁复杂的人和事物中，发现一些常

人难以察觉的具文学价值的细节。

其次还要有思考有判断，有正确的

价值取向，这样才能确保一部作品

具有文学性和思想性。书中的很多

提炼与总结，充满了作者深度思考

与思想智慧。

旷 荣 虽 然 是 第 一 次 写 长 篇 小

说，但我们从小说的字里行间能够

体会到，作者对创作长篇小说基本

功的修炼是深厚的，《风云》的创作

技巧可以说堪称一流。由于作家有

如此深厚扎实的生活积累，才为《风

云》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

支撑，才会让自己的处女作《风云》

像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样，充满了生

命活力。

小说设计了两条贯穿始终的主

线：一条是以曾峰为代表的宾州政

界政治人物命运沉浮的政治人物

线，一条是以关锐为代表的宾州商

界企业家命运多舛的经济人物线。

两条线索，互相呼应，相得益彰。使

得整部小说结构完整，引人入胜。而

且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有血有

肉的人物形象。在主政官员中，曾峰

的说一不二、果敢勇毅，在企业老板

中，关锐的永不言败、越挫越勇，让

广大读者过目难忘。在主政大员中，

龙之干脆利落、精明干练。在企业家

队伍中，廖芮奸猾狡诈、不择手段。

另外，游离于主政大员和企业家之

间的人物，也被刻画得活灵活现。

文学语言也是《风云》的一大特

色。语言生动，文辞优美，诠释了许

多重大的人生哲理，读来让人耳目

一新，豁然开朗。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

国有位大夫名叫叔孙豹。他首次提

出了人生“三立”和“三不朽”的概

念，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 有 立 言 ，虽 久 不 废 ，此 之 谓 不

朽”。旷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

“三立”和“三不朽”的思想孜孜以

求。就立德而言，他是有良知的企业

人，赢得了民众的赞誉；就立业而

言，他年轻时就实现了财富自由，但

没有就此满足于高枕无忧的生活，

而是追求一种更高的人生目标和境

界，身体力行地践行着“立言”二字。

在经商办企业的过程中，他有成功

的喜悦，但更多的是饱尝了人生的

酸甜苦辣，对这个世界有许多许多

的话要说。于是，他拿起了手中的

笔，把郁积心中久矣的话，一股脑儿

吐了出来，写就《风云》这部长篇小

说。为什么取名《风云》，正是因为小

说中的人物故事，很多故事在心中

如滚滚风雷激荡了数十年，早已到

了不吐不快的地步了。

旷荣为何会有强烈的追求立言

的精神境界？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有

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成功人士来

说，有事干是一种享受，能够干自己

喜欢的事，是更高级的享受。如果再

深入一层，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作家，

理所当然地承担着某种社会义务或

责任，这就是作家的良知。当作家把

自己的创作当事业来做，当作家意

识到自己的创作，给读者给社会带

来的是审美享受和价值观的提升，

那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仅能获

得成就感，也能获得自己创造的审

美享受。

这 种 享 受 就 是 立 言 的 精 神 境

界，也是写作的动力之所在。自己创

作的东西，若有只言片语能流传下

去，那就是梦寐以求的立言的崇高

目标了。

深居
（寄韩公）

刘克胤
作家韩少功，敬称韩公，湖南

长沙人，1953 年生，曾任海南省作

协主席、文联主席，是我最钦敬之

中国现代作家。2000 年韩公筑室

1968 年下乡插队之地——今湖南

省汨罗市三江镇八景洞，每年 4 月

至 10 月携夫人安居于此。我知八

景洞之名，在本世纪初叶，缘拜韩

公。其作《马桥词典》《山南水北》

等，蜚声海内外，我细读不下三遍，

对其中人物、山水心心念念，神往

之至。加之我出生地去八景洞不

远，虽分两县，但看语言、饮食、习

俗，应属同一片区，愈发倍感亲切。

2023 年时近立秋，我趁休假之闲，

先访任弼时故居，后往八景洞探

游，以了多年夙愿。特别欣喜乃在

参观“韩少功文学馆”期间，得悉韩

府就在附近，恰巧韩公及夫人均在

家，遂冒昧登门拜访，幸得接见，合

影留念……

一
山水自千秋，风烟醉眼眸。

二人分宇宙，一屋隐清幽。

话说人间事，声名五大洲。

不时或相扰，愿得言所由。

日月双轮转，阴晴万古愁。

深居适情性，此外复何求。

二
不闻八景洞，人物钟性灵。

僻地因檐笔，一朝得盛名。

长假浑无事，顽躯恨远行。

日高催酒醒，心苦奈炎蒸。

执念清凉境，驱车百里程。

韩公知委曲，复笑我多情。

“收割季节，谷粒如金。各家

各户，鸡鸭小心……”上个世纪七

十年代初的农村老家，生产队大

集体每天按时出工，就像如今城

里朝九晚五上班一样，随着胡队

长一声哨响，斗笠扁担箩筐铲子

犁耙立马分布在田间地头，种豆

的种豆，犁田的犁田，既是劳有所

长的分工协作，又有彼此关系的

亲疏搭配。与此同时，山坳上电线

杆的高音喇叭也如约响起，每次

开锣的是花鼓戏《打铜锣》，蔡九

哥爽朗的高腔和林十娘泼辣的刺

味，几乎天天撒遍田野。

第二个节目雷打不动的是

花鼓戏《补锅》。“（女）风箱拉得

响，（男）火炉烧得旺。（女）我把

风箱拉，（男）我把锅来补。（女）

拉呀拉呀，（男）补呀补，（女）拉

呀拉呀，（男）补呀补。（男）帮助

我的丈母娘，兰英我的同志妹

嘞。（女）帮助我的妈妈娘，小聪

我的同志哥嘞。”农家女青年兰

英与挑着行头走村串户的补锅

男青年李小聪自由恋爱，但是遭

到势利眼妈妈刘大娘反对，就着

修补大铁锅这档家事，两位年轻

人一唱一和，成功说服大妈，故

事简单情节自然，唱词通俗百听

百味。

那时的人，日复一日干活记

工分，花鼓戏一上口，浑身是劲，

一个个就像打了鸡血加了催化

剂，脚踩打谷机，“唔唔唔”响彻云

霄，口里也跟着吆喝“蔡九哥、林

十娘”。中午聚在小河边柳树兜下

歇脚吃盐粥时，年纪大的男人抽

烟饮山泉，小伙子则按捺不住想

当李小聪，用采的一串茶苞或捉

到的一只野兔，趁机去拉扯长辫

子“兰英”和未来的厉害岳母娘。

《打铜锣》敲锣长鸣，彰显的

主题是要保护集体每一粒谷，不

能偷占集体的便宜。《补锅》以锅

为媒，强调革命工作是整体，职

业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打铁织布

磨剪子，砌墙烧炭笔杆子，每一

位正当劳动者都了不起。

戏唱数遍，入脑入心，其潜

移默化的教育引导作用，也如山

间春笋一样挺立出来。为了保证

过年过节每家能分得到猪肉，生

产队在远离大屋场的坳脚下建

了个养猪场。夜幕降临，万籁俱

寂，猪鼾声此起彼伏，连排的坟

冢阴森逼人，有事串门的宁可绕

远道，也不往猪场经过。蹊跷的

是，猪场居然在一个暴雨夜晚被

盗，木窗户被砸断，一担米头子

（米与糠）不翼而飞。偷吃猪食，

可见家里是揭不开锅了，不然谁

愿意背负这骂名。

大家猜十有八九是猪场饲

养员老斗古顺走了，他屋里两公

婆带着 6 个崽女和两个老人，吃

起饭来，一人一碗就要 10 碗，当

时正值青黄不接之时，饥不择

食，肚皮难受哪还顾得上脸皮难

堪。不过谁也拿不出铁证，谁也

不敢当面戳穿。

秋收归仓后，队上在集体晒

谷坪里上演了一场花鼓戏，剧情

模仿《打铜锣》，随着锣鼓大小钹

加花带水响起，一台教育社员不

能偷吃集体谷子损害集体利益

的大戏闪亮登场，现身说法，觉

醒人心。

那场花鼓戏演完之后，猪场

里一担米头子奇迹般回来了，木

窗户上的檩条也修复一新。这

次，大家伙不再说三道四深究是

谁弄的这一出“夜戏”了。只是茶

余饭后，扯起牛喉咙哼唱花鼓戏

的多了，虽说字不正腔不圆，却

是拽味得很。

至于队上的篾匠师傅猫格

里，与罗娭毑的女儿雪妹子纠结

两年的恋情，也开始由阴转晴。

猫格里是外来做小手艺的，在罗

娭毑家破竹削篾，编织箢箕簸

箕，同大眼肤白的雪妹子来回擦

肩对上了眼。但是老两口一直虎

着脸反对，认为女儿生相如西

施，怎能与一个手粗脚糙的外来

小篾匠过一世。

趁着上屋场老牛屋里娶媳

妇，搭起舞台唱花鼓戏《补锅》，

猫格里雪妹子以主家派发喜烟

喜糖为诱惑，拖着罗娭毑看戏入

戏，让台上生火补锅照亮脸庞的

“李小聪和兰英”与罗娭毑互动：

“跑马莫怕山，行船莫怕滩。帮助

我那丈母娘（妈妈娘），改造那个

旧思想哪。”

一技在手，吃穿不愁。猫格

里雪妹子终成眷属，婚礼大成，

戏班子二胡笛子交错调和，声振

林木，激情演奏了一轮花鼓戏

《补锅》曲调。现在，虽然生活环

境生产方式完全变了，但花鼓戏

《打铜锣》《补锅》唱出的，依然是

时代的好声音。

太阳透过行道树的密密层层的

叶子，把斑斑驳驳的阳光照射在地

上。暮春夏至的南风刮来了植物清

香和蒿草的气息。五月是草长莺飞

漂亮的季节，也是全年最好的日子。

天气不凉，也不顶热，午后读着作者

雪竹《花语草韵》，像是走进了一间

温暖的花房，只闻花香，不谈悲喜。

我很惊诧于作者姜满珍（笔名

为雪竹）驾驭花事的文字能力。居然

能将十几万字汇编成一本描写花卉

的文集，足见其对生活和自然的热

爱。正如著名作家聂鑫森老师在序

言中所说：“读完全书，我感觉到的

是她对树木、瓜果、花草，以及由这

些植物装点的庭院，源于血脉骨气

的热爱，绝不是一时兴起偶尔为之，

更不是佯装风雅聊作点缀。”

我认识作者姜满珍已是经年，

她出身农家，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

农人，从小接触农事。寻猪草、上山

砍柴、抓鳑鲏鱼，看的是浸种、育秧、

插田、晒谷，打米。春耕秋收，对大自

然的花花草草有着天然的亲近。用

她自己的话说“出生于农村的我，从

小在植物王国中摸爬滚打，对大自

然的花草、树木以及田间的秧苗、自

留地里的蔬菜有着不同于城里人的

情感。这种情愫影响着我的方方面

面。在岁月的长河中，植物花卉与我

密不可分，相互成长”。她的工作经

历正如她之所言皆她之所见。她参

加工作后在乡镇做司法所长、宣传

等工作，经常穿行于田间地头。办文

办公之余，享受着乡村田野带来的

喜悦。春夏秋冬，群山荒野，花谢花

开，花草的海洋，在她眼里都是一片

片流光溢彩，魅力四射的美丽角逐。

她担任县文联主席多年，广纳

贤才，文化协会办得有声有色。县文

联办公地址在有着两千年人文历史

的伏波庙里，那是纪念汉代马援将

军的文庙。上世纪 20 年代伟人曾住

庙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在此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的不朽名篇。她的办公室

推开门推开窗就可见古木参天大树

和蜿蜒曲折的渌江，碧绿的江水于

此湾汇入湘江。

“在伏波岭上，在渌江河畔，欢

聚着一群年轻的朋友，为青春举杯，

为幸福祝酒……”上世纪 70年代，渌

口内燃机配件厂及本地文青曾组织

自发的诗社，诗圣杜甫辗转游历此

地，文脉延续至今，古镇诗人、画家、

作家有很多。

散文是非虚构文学。写好并非

易事。特别是写有生命力的花花草

草，需要有文字的张力和学养的沉

淀。我自己也喜欢侍花弄草，深知

个中艰辛。有悲有喜自不待说。记

得难养的有茉莉花，它是草本，买

来的时候，花香四溢，朵朵如雪，但

花谢之后，剩下的光杆子撑着几片

绿叶。不知是异花传粉还是其它缘

故，花开一年之后，偶见生出花蕾

却不开花。

由 己 及 人 深 切 地 体 会 到 作 者

的种植之道应了贝多芬的那句名

言：智慧、勤劳和天才，高于显贵和

富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写花卉植物的文章难，不仅要弄懂

弄通它的植物种类，种养之道，还要

赋予其思想感情，必须倾注其不同

平凡的心血和情感。株洲虽然不是

花城。却前后出了两位撰写花卉植

物的女作家。一位侧重于它的草本

药用价值，另一位则写亲力亲为莳

花弄草，均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东西《回响》

内容简介；
《回响》讲述了一名女警察的人生故事。

于她而言，案件和婚姻，都是谜一样的存在，

让人身心疲惫。东西将小说置于广阔的社会

生活中，在案情与感情的复杂纠葛中，将人物

的命运、性格、身份、心理一一进行了深刻的

探寻，直抵心灵的最深处。艺术地对现代性社

会中的“自我”和“生活”的隐秘真相进行追

问、挖掘和呈现。

热点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获奖名单和作品内容简介

8月 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进行第六轮投票，产生了 5部获奖作品。茅

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自1981年创立至今，十届茅盾文学奖共评出48

部获奖作品，在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树立当代文学经典、体现时代文艺高度、推动文学事业

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将获奖作品介绍给读者，喜欢的朋友可以买来阅读。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出炉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以得票多少为序）
●《雪山大地》杨志军 ●《宝水》乔叶 ●《本巴》刘亮程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 ●《回响》东西

杨志军《雪山大地》

内容简介：
雪山始终以母性的伟大力量滋养着大地

上的生灵。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杨志军，在这

部作品中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

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着高海拔地区的时

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心路。人与自然、人

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

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

的变迁。

小说既有强烈的面对草原问题的忧患意

识，更在真实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

草原的文字里拥有难掩的激情和乐观。诗性

的语言形成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作品既真

实呈现草原生活的严酷，又具盎然的诗意。

乔叶《宝水》

内容简介：
这部长篇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

力作，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

变。冬——春，春——夏，夏——秋，秋——冬，

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

的乡村生活娓娓道来。宝水，这个既虚且实的

小小村落，是久违了的文学里的中国乡村。它

的神经末梢链接着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生动图

景，链接着当下中国的典型乡村样态，也链接

着无数人心里的城乡结合部。村子里那些平朴

的人们，发散和衍生出诸多清新鲜活的故事，

大量丰饶微妙的隐秘在其中暗潮涌动，如同涓

涓细流终成江河。

刘亮程《本巴》

内容简介：
在史诗驻足的地方，《本巴》开始讲述。

《本巴》以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

溯逝去的人类童年，探寻一个民族的历史记

忆与诗性智慧。刘亮程在史诗尽头重启时间，

在古人想象力停住的地方重整山河，成就了

一部充满想象与思辨而又自然浑成、语出天

真的小说，塑造了一个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

人活在二十五岁的本巴国度，波澜壮阔熠熠

生辉，在游戏、故事和多重梦境里，带人回到

世界原初意义上的本真。《本巴》写的是史诗，

更是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尘世。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内容简介；
《千里江山图》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

海，从中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

学的方式去想象它的曲折过程，放大其中的具

体细节，呈现事件得以完成的可能方式。孙甘

露像拿着一张地图，或像拎着一盏夜灯，带领

读者走进现场，用他的小说家的笔力，不动声

色地复刻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写

出一场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这

群理想主义者用生命照亮了风雨如晦的暗夜，

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上展现了历史进程的沉郁

悲壮，凸显了他们的激情信仰和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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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积厚水方可载大舟
——旷荣《风云》读后

龙仕林 蒋玉婷

悦读

花草寓情 情景交融
——兼评雪竹散文集《花语草韵》

刘云波

诗意

左为韩少功，右为作者。

艺趣

那些与《打铜锣》《补锅》
有关的故事

谭圣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