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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老幺从山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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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评 论

《破茧》终成蝶，去年底公开出版了。全书共60个章
节，37万字，是张光勇先生利用周末及节假日创作完成
的。读这部小说，总能唤起作为基层干部的我们内心的
情感共鸣，让我们在诗意的文字中汲取力量。

《破茧》是一部以乡村题材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者
敏锐地抓住了乡村振兴给广大农村带来的伟大变革，从
一位“三农”工作参与者的独特视角出发，运用文学手法
讲述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人和事。在小说中，作者借王
越生的口将作者对“三农”工作的见解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
富，农民必须富”。

小说中的长寿区云台镇拱桥村，既是全国脱贫攻坚
工作的一个缩影，也是绘就乡村振兴蓝图的重要一笔。
作者将自己扎根基层二十四年的亲身经历和积累的生活
智慧投注在这一真实地名中，并进行故事重构，既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又凝萃时代风貌，折射理想光辉，让读者仿
佛置身于五华山如火如荼的创业过程中，目睹乡村巨变。

小说情节既在情理之中又有意外之喜，扣人心弦。
作者善于运用伏笔、铺垫、反转等手法，让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紧凑有力。层层铺垫，处处伏笔，环环相扣，勾起读
者的好奇心。重点塑造了以王越生和林雨娇为代表的农
村新一代奋斗者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坚守信仰、
乐观向善、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共性，闪耀着人性的光
辉，体现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长
于文，寿于和，崇德向善，人人利他，人人成长，人人长寿”
的长寿人文精神。

他们又有不同的个性，王越生粗犷而坚韧，罗小梅温
柔中带着坚强，林雨娇干练中偶有脆弱，邱国文粗中有细
……

小说语言诗意灵动又饱含哲理：林雨娇在动员大
会上的讲话，“青春是我们奋斗的资本，趁着我们年
轻，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坐标……让它更加绚丽多彩”。
王越生回顾两年的军旅生涯时的感慨，“经历得多，生
命有长度；经历得广，生命有厚度；经历过挫折的考
验，生命有亮度”。

窗外，红梅满枝头，让我们迎着春日暖阳，与书共舞，
唱响奋斗之歌！

（作者系长寿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唱响乡村奋斗之歌
——读张光勇《破茧》有感

生 活 随 笔

李晓

陈菲 春天，阳光俯身，大地盎然
天空蔚蓝，像雪山溪流般澄净
那么多种鲜花刚睁开眼睛，在人间盛开
沉硬的冰面消融，绽开盈盈的笑容
微风吹拂，万物并不忧伤
教化我们从此收敛心事，学会沉默着快乐
被生活中的琐事，吹出月牙般迷人的涟漪
新鲜的几枚树叶
被一群衰老的叶子拥抱着
我们开始怜爱地，看着所有奔跑的孩子
祝福他们，爱护他们
我们这样一簇渐趋黯淡的晚花
又被春天劝上了戏台
重新在十八岁那年，开放了一季

今年春节，侯老幺没回老家的侯家院子去。侯家院子，已
经从地球上抹去了物理上的痕迹。去年，侯家院子那个村庄，
因为地质勘测有泥石流、岩崩之类的灾害，整村迁移了。侯老
幺跟我描述过那个悬崖边村子的险要——他说，猴子也可能
在那里摔死。

这可是剜去了侯老幺心头的一块肉。侯家院子，连接着
侯老幺生命的脐带，那是他生命的血地。

侯老幺，在家中排行老幺，他告诉我，老家亲友们大多已
在县城安了家。春节期间，侯老幺与家人回了一趟县城，他和
在北京做影视导演的女儿在江边坐了一会儿，面对群山苍茫，
父女俩陷入了沉默。“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唐
朝诗人元稹咏叹的那个地方，就是侯老幺所在的老家县城。

侯老幺这个来自巫山的土著农民，从侯家院子来到而今
这座城里栖息已30多年了。他至今还操着浓重的巫山口音，
脑袋上顶着的头发全白。去年，拔了牙的侯老幺还换了新牙，
可以自信满满地啃牛骨头了。

当年，群山夹击中的巫山县城，大江湍急，从峡口急迫地
猛冲出去。在那里生活久了，会感到心里很憋屈，云层总是很
厚很低，一眼望上去，锅盖一样笼罩着这个县城。高峡出平
湖，云蒸霞蔚中的巫山城，被江水抬高重新生长。而今一到秋
天，满山红叶在雾气腾腾的浸润中燃起，呈燎原之势，如布置
好的巨大喜气洞房，巫山被打造成中国恋城。

做记者的侯老幺曾经回忆，一个少年端午那天来到巫山
县城江边看划龙舟，人山人海中，一个穿皮鞋的县城男人踩住
了少年的脚，少年一直忍住疼痛，实在忍不住了，才从那人的

皮鞋中挪出了脚，“哎哟”一声叫了出来。那男人鼻孔里哼了
一声，叫啥子叫。这是一个穿草鞋的乡村少年的怯懦、自卑。
这个少年，就是侯老幺。

一个人的一生，差不多都是被童年的气息所覆盖。侯老
幺50多岁了，尽管他正气十足目光炯炯，在他心里，似乎还潜
伏着一点自卑气息。这种自卑，成了他面对人世的谦卑。

有时觉得侯老幺这个人，骨子里还是某些山里农民的性格、
作派，他厚道、憨实，还暗藏着一点农民的狡黠与戒备，很多风光
的场合不见他出现，从不赶热闹。他也总是和来自乡里的那些
农人打成一片，发自肺腑地称兄道弟。他去乡下采访，屁股一
歪，就很随意地坐在泥地里田埂边，把自己融入到尘土和尘埃里
去。我见过他采访一些人，聊着聊着，被采访的那人就把身世心
事全托付给老幺了。老幺说，采访人不需仰视，也无需俯视，是
平视，是打量，是尊重，然后等那人整个都托付给你。其实这就
是侯老幺的本事，与人来往，真诚，体贴，理解。

十多年前，侯老幺出过一本书，就叫《自留地》，大多是他
的新闻作品与幕后叙事。他就一直匍匐在自己的自留地里，
完成着自己的丰衣足食。在他一颗跳动着的热烈之心下，正
如火焰是热烈的，可光芒却是孤独的，这些新闻背后形成的文
字，其实暗藏着他理性构建下的长久思索。侯老幺这个记者
是如何炼成的：他从第一篇稚气的新闻作品，到力透纸背的书
写，从一个稚气未尽的青年侯老幺，到对中年侯老幺的时光锻
打，一路走来，也是他精神上的成长发育史。

最典型的，是他的故乡下庄，山民们最初在悬崖边用血糊
糊的双手抠出了一条挑战生命极限的公路，侯老幺闻讯而去

做了采访，不如说是进入了撞击灵魂的现场。后来，他蘸着血
泪写就的一组关于下庄的系列报道，也改变了下庄山民的命
运。在下庄，村民们待侯老幺为“恩人”。这令侯老幺愧疚不
安，他说，我何德何能啊。26年里，侯老幺往返下庄70多次，
而今他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结晶成了20多万文字。

在侯老幺的人生路上，始终充满激情、热情，这是潜伏在
他身体和魂魄里最大的DNA。我有时多疑，这真是他一贯的
状态吗？

通过我无意之中的观察，发现侯老幺也有打落了牙齿独
自吞咽到肚子里去的时候。不过，他在人前出现的，总是笑
脸，是大声叫，欢喜喊：喝酒喝酒！男人嘛，肚子里得有自己的
度量，胸腔里得有自己的格局。

侯老幺在他自己的人生里，完成自己对自己的过滤，自己
对自己的救赎，哪怕是实在撑不下去了，他就自己给自己“磕”
一个头，瞬间又山青水秀柳暗花明了。

这些年来，我也感谢侯老幺不厌其烦的盛情相邀，让我多次
撑开肚皮吃了他家乡的三大坨：苞谷、红苕、洋芋。在时间这个
漫长的胃里，最不能让侯老幺忘却的，还是老家的山里食物。

侯老幺从山里来，总觉得他身上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山风
雨露、松木草丛气息，甚是治愈我这个在城市里轻度抑郁的
人。 （作者单位：重庆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心 香 一 瓣

活出舒适感 向铁生

生于尔尔，活于尔尔。身处其中，机缘牵绊着整个人生，因
果由此而生。人生的每一程，际遇各不相同，结果却早已注定。

时光流转处，岁月不负韶华。一生一世一浮华，半生风雨
半生伤。一日一月一山水，半梦半醒半浮生。

人生中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美好的，怀着一颗平常心，用
顺其自然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万事尽心尽力，而后顺其自然。日子简单，生活从容，清澈
明朗，始终如一。

二月，不问时光深几许，安然浅笑迎春风。人生，有许多值
得停顿的瞬间，走得急了就要缓一缓，见过眼前的花开，才能有
力气奔赴星辰大海。

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生活中一直不乏美
好，你要用心的去感受它。

喜欢的东西变了，那心态一定是罪魁祸首。

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一半是诗和远方，也许极尽琐碎，
却依然有我们需要的美好和温暖。

你看，一年有四季，一日有晨昏。春暖、夏热、秋燥、冬寒。
大自然也在四季轮回中，承受风吹雨打、酷暑寒冬。草木也要
一岁一枯荣。何况人呢，何况人生呢。

明天和意外，已经成为每个人的命题。选择权不完全在自
己的手里。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心中还要有诗和远方。

我以为，最美的日子，当是晨起侍花，闲来煮茶，阳光下
打盹，细雨中漫步，夜灯下读书，在这清浅时光里，一手烟火
一手诗意，任窗外花开花落，云来云往，自是余味无尽，万般
惬意。

时光，滴滴答答。等待，漫漫长长。看春风十里，笑桃花枝
头。瞬间，眼眶便湿润了风景。不如寂寂，不如不语。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办公厅）

（外一首）

青山掩洞藏奇迹，乌水①吟歌颂炫煌。
新客惠游惊与喜，老兵还顾慨而慷。
排风塔直飞云壑，反应堆深闭剑铓。
密解工程扬四海，功谋永续谱华章。
注：①乌水，指乌江

给父亲烧纸的时候
我祈祷着，愿他在异域快乐幸福
天空清澈，阳光明朗，大地盎然
它们给予我辽阔的想象
想象父亲也在另一个世界
虔诚地，给我们祈祷
祈祷我们健康平安
所遇皆良人，远远绕行恶徒与险路
所事皆善事，爱心终会蔓延成暖光
我们互相祈祷着
就像父亲活着时，我们安静地对话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想象

观816工程遗址有感
（外一首）

钟诚

清江蓄海藏名迹，白鹤寻梁忆古贤。
骚客云游豪笔醉，石鱼出水兆丰年。

（作者单位：潼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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