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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院 国际博物馆研究手册，被称为“关于博物馆的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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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院一套课外助学成长融合读物，启发和培养学生的综
合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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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邀请业内专
家从 2022 年出版的近千种图书“园圃”里甄选出
十多种图书，涵盖小说、诗歌、文化艺术、文学教
育，从作者阵容、文本质量到装帧形式无一不严格
筛选。经票选，凤凰文艺“2022 年度好书”揭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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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许如亮文学作品集《花儿满枝红》，一股射
阳河的清风扑面而来。这里的人和事是那么熟悉和
亲切，细摩慢品，都是生活在射阳河两岸的乡里乡亲
和发生在身边的趣闻轶事。

我与如亮相识交往已有近三十年。1994 年射阳
报复刊，我任报社编辑，如亮是乡镇报道员，工作的
关系使我们有了密切的交往。如亮写稿勤奋，且新闻
敏感特强，常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稿件见诸国家、省
级报端，当然首发都在《射阳报》。如亮亦很有文学天
赋，对小说、散文创作情有独钟，作品不辍，精品迭
出，题材大多是发生在射阳河两岸的人和事，乡土气
息浓郁。

因为如亮新闻报道的瞩目成绩和诚实待人、踏
实工作的作风，受到群众的喜爱和领导的器重，从报
道员到村书记，又到乡镇干部，同时还成为江苏省作
家协会会员。公务繁忙，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亦官亦文，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步履扎实，走向成
功。

我十分了解许如亮的乡土情结，他土生土长在
射阳河畔，是从农家孩子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他的
生活经历和创作精神，表现在他的作品题材和主题
的选择上。

对深厚乡土的眷恋。贫穷的家庭出身和艰苦的

生活磨难，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个负担；但对许如
亮来说，却是一笔宝贵财富，尤其在现代意识和艺术
精神的烛照下，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源泉。许如
亮十分看重这份得天独厚的财富，并将其作为创作
的中心和底色，作为对大地、对家庭、对射阳河，对自
然、对苦难、对奋斗路，亦即对本土文化与情感的记
忆、审视、回味、探察、感悟以及评判。他的文学作品
就是根植在射阳河、黄海滩这片土地上。散文《父亲
的小船》《梦中老屋》《又闻麦子香》 等，读到这些作
品，眼前浮现的就是射阳河两岸一幅幅色彩斑斓的
民风民俗画卷。这是许如亮对抚育、成长的这片土地
深情眷恋和吟唱。

对当代生活的热爱。写文章，就是写自己的所闻
所见，所感所思。通过写文章，可以让人发现美，发现
这个世界的美，发现生活的美，发现事物的美。发现
了美，发现了生活的美，就让人更热爱生活。而要做
到这一点，作者首先要自己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
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改革开放前沿的射阳，不能不
说是一个当代生活中的富有影响力的活跃因素，对
生活在这里嗅觉敏锐的作家，更有着特殊的记忆和
感悟。紧跟时代步伐，切准社会脉搏，是许如亮作品
的耀眼之处。小说《风打桃花笑》，将遭受龙卷风袭击
后干群们奋起抗灾的激情画面，以文学的形式再现
在读者面前，让人怦然心动；小说《花儿满枝红》，将
一个纯朴善良、自强不息的农村妇女形象刻画得栩
栩如生，可亲可敬；《今生陪你一起走》《秋风醉美
似水流年》，将纯真美好、风雨同舟的爱情演绎得感
人肺腑，淋漓尽致；而《重上井冈山》则刻录下了永远

鸣响在人们心中的红色情愫和英雄主义、爱国主义
的旋律。他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和衷心热爱，在作品中
进行了畅快淋漓的表达。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文学作品一般来讲是对现
实生活的某种写照，可以直接通过文学来反映现实
生活的种种，也可以间接地通过文学的表述来侧面
暗示现实生活的某些不合情理或者某些有悖常理的
事情等等。但是通常来讲，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现实
或者某一事件时，必定跟个人感性相关的，通过个人
感性的认知，从而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这一
社会现实的认可，或者是不满、抨击等。而这些在于
作家的担当意识和民生情怀。许如亮正是通过对身
边的人和事的深刻观察和深度理解，才写出了“五
令”小说那样的精品力作。“五令”小说是对现实社会
的把握，对真善美的颂扬，对假丑恶的鞭挞，因而被
多家权威文学刊物刊出和转载。阅读如亮的“五令”，
让人拍案叫绝，在捧腹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是存入历史的“档案”，也是作者的功力所在。

我尤其欣赏如亮创作的小说，那人物的灵动、语
言的幽默、情节的曲折，非深厚的文学功底是难以把
握的。

射阳河亘古流长，射阳河两岸曾经发生和正在
发生的故事或平淡无奇，或跌宕起伏，这些故事正是
作家们的创作素材和源泉。希望如亮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正如本集的书名《花儿
满枝红》。愿如亮的文学之花姹紫嫣红，璀璨夺目。

射阳河风扑面来
———序许如亮文学作品集《花儿满枝红》

颜良成

读罢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湖南省文联原主
席谭谈新近出版的纪实散文集《奔跑的山寨》，一篇
篇描绘乡村振兴的精美散文，不禁让我百感交集，思
绪万千。全书分为“故乡那座山，老家那个园”“贵水
云山”“奔跑的山寨”“回到都市看风景”“目标总在前
头”五个部分，收录了作家的千字短文 91 篇。作品以
城里人返乡的视角，跨越城乡的空间之隔、跨越世纪
的时间之隔，真实地记录中国共产党带领山区人民
为创造美好生活精准扶贫、攻坚克难，发展养殖种植
产业、开发旅游民宿资源、打造新型文化景观等一系
列改变落后面貌的生动画面。作者在平静委婉的描
绘中，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富民政策给农村
带来的实惠和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又隐含着一份
对乡村山寨的深情厚谊，堪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谭谈在《跋记：留几句话在后面》中写道：收入集
子里的 91 篇短小散文，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绝大多
数是近年间自己行走山乡，感受党的乡村振兴战略，
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所见所闻所
思所感写下的心得，具有鲜活的时代印记。

谭谈的老家在湖南涟源市桥头河镇曹家村。他
出生时，深藏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子闭塞落后，极度贫
困。屋前的高山是洪界山，屋后的大山虽有个很美的
名字，叫“花山岭”，却满山都是坚硬的石头。从石缝
中长出的植物，也全是荆棘和荒草。不仅没有鲜花，
就连小溪都不愿从山脚流过。开门见山，出门爬山，
山道弯弯山道长，是从小植根于谭谈脑海深处的难
忘记忆。改革开放后，曹家村村民在党的带领下，真
抓实干，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作
者在《故乡那座山，老家那个园》中，将老家的今夕进
行了对比：曾经的花山岭，满山石头，山里的日子苦
涩艰难；而如今，岭上岭下的人们生活富裕，衣食无
忧，农民公园、太阳能发电站、老农活动中心、“小天
使阅览室”，这些现代科技、文明生活成为山村闪亮
的文化风景。作者不禁深情地感叹：天美极了，地美
极了，水美极了，山美极了，新时代的生活美极了。

在《奔跑的山寨》一文中，作者将 20 年前的偏远
小县龙山县与现在进行比对：在湖南的最西边，有一
个县，叫龙山。它与湖北、重庆、贵州交界。那是一片

由崇山峻岭组合的县域。在那些峻岭崇山间，散落着
一个个土家、苗家山寨。当时已是 20 世纪 80 年代
了，还有人栖居在山洞里。有一个村庄，坐落在一座
高山上。山的四周，全是悬崖峭壁。上山的路，有如挂
在山崖上的梯子。牛爬不上去。而山上耕田、犁地，需
要牛啊！村民只好从山下把刚刚出生的牛犊，用竹筐
背上山去。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着这里的发展。自
从国家开始实施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计划后，如今
的这里果园遍布。每亩果园能收 6000 斤优质脐橙。
由于果实质量极佳，市场上十分走俏。目前，全村规

模化种植已达 5800 亩，产值 5000 万元。全村 1258
人，人均纯收入达 3.7 万元。当年的这个特困村，现在
已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尽情讴歌真诚朴实的山乡人民和山乡崛起，作
品与时代同频共振是谭谈的创作特色。从事文学创
作以来，谭谈始终把目光聚焦在山区人民的生产生
活和情感之上，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

《美仙湾》《山野情》《山女泪》《桥》，中短篇小说集《山
雾散去》《采石场上》《男儿国里的公主》《光阴》，散文
集 《太阳城》《生命旅程》《山水相依》《献给母亲的
爱》，报告文学集《搏击》《大山的倾诉》及 12 卷本《谭
谈文集》，从一名仅读到初一的翻砂学徒工，成为湖
南省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

文如其人。生活中的谭谈，是一位求真、求善、务
实的人。与谭谈的接触中，他的低调谦和、从容儒雅
和各种善行一直为圈内人所称道。他不仅用作品描
绘改革开放以来山乡振兴的壮丽图画，还身体力行
地为乡村振兴出力出资。早在部队当兵时，他就将自
己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小说稿酬寄回家乡，用于
缓解生产队的抗旱之急。

谭谈深知读书的重要性。1997 年起，他通过多方
努力，在涟源市区、涟源市白马镇田心坪村、郴州市
苏仙区三峡移民新村和双峰县荷叶镇曾国藩故居创
建起多家“作家爱心书屋”，随后又在涟源、新化、新
邵、双峰等地的十四所乡村中学创建“作家爱心书
柜”，共筹集到图书十多万册。其中作家本人签名的
著作就达一万余册。

2017 年，年过七旬的谭谈再次发力，与老家的亲
人商议，捐出祖屋地基，并通过变卖家产等方式，捐
资、筹资上百万元，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历时
两年，于故园曹家村创建起一座农民文化活动中心。
中心由“晚晴书屋”“晚晴广场”和“晚晴诗湖”组成，
建筑面积达 2600 平方米，是一座集阅读、健身、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综合场所，堪称当地乡村
振兴工程中文化振兴的一大亮点，受到当地乡亲和
社会各界的赞誉。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读《奔跑的山寨》

马珂

本书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对网络文学发展
历程中不同样态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

学者王小英早期从符号学入手，提出了网络
写作带有一系列“间性”调控行为，“既注意以高
效的方式建立一种持久关系，又注意在文本设置
中考虑读者的感受，还试图通过文本外的呼救建
立某种关系，一旦这种关系彻底失去建立的希望
便主动选择终止写作。”（见王小英：《网络文学符
号学研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王小英发现，以
建立在作者与读者合作关系基础上的稳定性来
考量网络文学，恰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她新近出版的《媒介突围———网络文学的
破壁》一书中，她大胆地抛弃了“网络性”这个困
扰网络文学研究的死结。她认为，网络文学的主
流化恰恰来自于网络文学媒介破壁的实践。所谓

“网络文学向每一媒介向度的破壁，都是一个对
其自身进行片面化提取、改造和重新赋形的过
程，既关涉作品内容层面又关乎文化产业合作。”
在这个意义上，“破壁”的内涵具有新的意义，既
具有反“网络性”的传统性，又具有超越“网络性”
的媒介先锋性。

诚如王小英所说：“网络文学的破壁之所以
那么显眼，与其说在于网络文学的新质，倒不如
说在于固守在某一媒介领域的文艺本身出现了
困境，需要引入外来新鲜力量。网络文学进行媒
介突破的努力和其他媒介形式文艺的更新需要
一拍结合，生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她从媒介的
相对性出发，发现了网络文学所具有的自由性与
开放度，也正是在这种相对性中确认了网络文学
的先锋性的内涵所在。

中国网络文学的兴盛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
独特文化景观，也是网络文学不断进行媒介突围

的结果。该书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对网络文学
发展历程中不同样态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文本细
读，深度剖析了网络文学融媒体实践的典型案
例，指出网络文学跨界的关键在于建构超级符
号；通过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的对比，总结出网
络文学的发展方向：网络文学需要更高的思想情
怀、价值引导和艺术审美，以真正实现其媒介突
围，延长其生命力。

网络文学的发展
———读《媒介突围———网络文学的破壁》

吴长青

叶辽宁传曳
祝勇 著
华文出版社

这 是 写 给 一
座省的大传记遥 辽
宁刚好处 于几大
文化板块 的衔接
带上 袁 像 一个绳
扣袁把草原文化板
块与中原 汉民族
的农耕文化板块
连接起来遥 辽宁就
像从中国 肌体上
取下的一个切片袁
谈论辽宁袁就是谈
论中国遥

作 者 以 地 域
为切片袁写就辽宁
这片充满 传奇的
土地的故事袁从历
史尧文化尧交融尧发
展尧 未来等多个维度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的辽宁遥 读懂
辽宁袁读懂中国遥

作者简介
祝勇袁作家尧纪录片导演遥 1968 年出生于沈阳袁现任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尧 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遥 出版
叶故宫的古物之美曳 叶故宫的古画之美曳 叶故宫的书法
风流曳 叶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曳等数十部著作遥 任叶苏东
坡曳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袁获金鹰奖尧星光奖等多
种影视奖项遥 任大型纪录片叶天山脚下曳总导演袁该片入
选野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冶遥

本土阅读
叶不老曳 叶弥 著 2022 年 7 月出版
推荐语院对历史和当下生活的深刻省思，对未

来生活的预见与期望，一部时代之诗。
叶隐秘史曳 罗伟章 著 2022 年 5 月出版
推荐语院通过一段个人的隐秘心史，透视无数

普通人的现实和内心镜像。

叶广陵散曳 郭平 著 2022 年 6 月出版
推荐语院呈现古琴艺术和琴人世界，折射民族

与国家的时代精神。
叶橘颂院致张枣曳 柏桦 著 2022 年 3 月出

版
推荐语院一部动人的诗作，一份不可替代的文

学史料，再现诗人高山流水般的知音情谊。

叶做壶曳 徐风 著 2022 年 4 月出版
推荐语院作家与制壶名家的四手联弹，全景

呈现紫砂的古法工艺、文化流变和精神内涵。
叶不俗即仙骨院 草圣林散之评传曳 路东

著 2022 年 6 月出版
推荐语院一部耐人寻味的解密性评传，从日

常生活到艺术追求，叙述了林散之极富诗性的
一生。

叶家在古城曳 范小青 著 2022 年 10 月出版
推荐语院一部社会转型期的集体记忆，关乎历史、建筑、心

灵，也连接东方美学的深邃空间。
叶万鸟归巢曳 何建明 著 2022 年 5 月出版
推荐语院聚焦中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

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