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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黄土地的记忆
———读胡天喜、胡天乙长篇小说《文殊庵》有感

◇秦勉

我市作家胡天喜、胡天乙的长篇小说《文殊庵》，
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豫东平原一个偏僻村
庄文殊庵所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有关人情冷暖、世俗
百态的故事。 全书围绕两个主线展开，一是因高考取
消， 回村参加劳动的知识青年肖启坤返乡后迷茫、痛
苦、挣扎、奋斗的历程，二是老红军冯婉秋与地方势
力、造反派、大队革委会主任罗聚财在整顿文殊学校
和修文殊庙过程中的较量。

肖启坤是农村青年，父亲是中学的校长，给孩子
们灌输的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所以肖启坤在学
校里铆足了劲，刻苦学习，成绩优异。 但是，由于“文
革”，应届毕业生一律回乡参加劳动，这给了肖启坤致
命的一击。 他困惑、迷茫，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肖启坤不愿意回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和大队
革委会主任罗聚财、队长罗生财有家族矛盾，他的家
庭长期受到罗家的打压和排挤。在这样的背景下回乡
劳动，肖启坤的处境无疑是雪上加霜。果不其然，罗生
财第一次派活就给肖启坤来了个下马威， 让他去锄
地。这个在农民看来很普通的活计，需要技术和力量，
而这正是肖启坤所欠缺的。面对罗生财的故意刁难与
冷嘲热讽，虽然肖启坤极其反感，但在残酷的现实面
前，不得不隐忍。后来他还忍着病痛，拖着单薄的身体
步行到平顶山拉煤。 无论罗生财派他干什么脏活、重
活，他都咬牙坚持，他相信，“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
有豪迈的飞翔， 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出绝
响”，他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走出文殊庵村，吃上商品
粮。 见对肖启坤身体上的折磨没有将他打倒，罗聚财
又制造出他父亲是特务的虚假舆论，从精神上对肖家
人进行折磨。 这彻底把肖启坤激怒了。 生性好强的他
决定报复罗聚财和罗生财。 可是，面对有权有势的罗
家，肖启坤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失去理智的肖启坤，

想利用罗生财的妹妹罗秋红对自己的爱恋，诱骗罗秋
红与他发生关系，以图报复后的快感。 但肖启坤不是
流氓恶棍，有起码的道德良知，在计划就要实施的时
候，理智制止了他。

不愿服输但又郁郁不得志的肖启坤， 如笼中困
兽，企图用肉体的折磨来减轻内心的痛楚。 他主动去
沙河工地干活， 认为这样可以远离罗家、 逃离矛盾，
“眼不见心不烦”， 却意外被抽调到公社会战指挥部。
凭着出色的写作能力， 又被调到县指挥部写简报，还
与副县长的女儿谈上了恋爱，成为县长的准女婿。 肖
启坤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他仿佛看到了黎明的曙
光，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以前看刘子云、罗聚财、罗生
财多少有些仰视的滋味，现在看来，他们就是小虾米，
那么微不足道，甚至在心里想，高中一个班里几十名
同学，谁能和自己相比？ ”此时的肖启坤洋洋自得，真
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世间的事情千变万化。就在肖启坤洋洋得意的时
候，现实又给他当头一棒。 他的妹妹被罗有财羞辱之
后喝农药而死，他因愤怒难以克制自己的情绪，痛打
罗有财，结果被送到拘留所。

肖启坤这个人不能十全十美，这又是作者塑造人
物高明的地方。 不完美才是真正的人，复杂又矛盾才
是真正的生活，才让人感觉到真实可信。 一个涉世未
深的小伙子，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长期心理压抑，他
所做的挣扎、所做的努力、所做的选择，都有“不得已”
的理由。 作者通过多种描写方法，尤其是大段的心理
描写，塑造了肖启坤这一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小说对老红军冯婉秋的塑造也非常成功。冯婉秋
是个老革命，是将军的妻子，虽然已到了退休年龄，但
她退而不休，决心在有生之年完成丈夫的遗愿，关注
家乡的学校发展。 面对教师德不配位、素质低下的状

况，她果断提出调整教师队伍的设想，却遭到了公社
书记刘子云和县革委会副主任儿子方强的强烈阻挠。
她讲究方法，与地方势力周旋；她大义灭亲，不惜牺牲
儿子的政治生命。最终，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不称职
的教师被辞退。

小说还塑造了其他几个人物形象，有顾全大局、
一心为民的肖振山，有好大喜功、媚上欺下、狭隘狠
毒的罗聚财，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方
强，有遇事冷静、善于分析问题的肖国泰，有说话直
爽的农村妇女火车头等。 他们个个有血有肉、真实生
动，仿佛就在你身边，就是你的邻居，带着浓郁的地
方色彩、带着淳朴真实的乡土气息朝你走来。

小说笔墨浩荡、恢宏大气，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
描写，使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真实生动。这不仅得益于
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高超的语言运用技巧，更得益
于他扎实的生活基础、丰富的生活经历。 作者对基层
生活的了解为这篇小说的写作提供了优质的文学素

材。我一直认为，写长篇小说的作者犹如导演，如何布
景、如何埋下伏笔、如何设置矛盾、如何吸引观众……
需要的都是真功夫，必须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
真的值得佩服。

这部小说吸引人的不仅是人物和故事情节，还有
它的个性化语言。这些语言通俗自然、浑然天成，是原
生态的、接地气的，几乎不加雕琢，就如野地里生长的
花朵，植株普通、颜色朴素，但香味独特，带着泥土的
天然的芬芳。 这些语言有高粱小麦的色彩，有成熟花
生的饱满，有阳光给的热情、和风带来的温柔、夏雨给
的热烈、秋霜润过的晶莹，它们带着田野的气息，活泼
可爱、馨香润泽、摇曳多姿。

《文殊庵》是小说也是历史，有文学价值也有史学
价值，值得一读。

··读书感悟··

文脉绵长端午书香
淮阳举办《天下良田》新书分享会暨本土作家作品联展活动

本报讯 艾叶飘香，文心相契。 5 月 31 日上午，一
场深植陈地历史根脉、彰显周口人文情怀的“陈地文
化集录”活动———《天下良田》新书分享会暨淮阳区作
家作品联展活动，于淮阳区新华书店启幕。 活动以端
午民俗为韵，融文学研讨、新书品鉴、历史钩沉于一
体，旨在深耕陈地故土文脉、厚植乡土情怀，以馥郁书
香涵养城市精神，力促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淮阳，古称陈，乃太昊之墟、陈国故地，是中华文
明滥觞之地，历史底蕴深邃悠长，文化源流生生不息。
作家柳岸的新作《天下良田》，正根植于这片沃土。 作
品以中原粮仓为深沉底色，以细腻的文学笔触，描绘
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迁，深刻映照出新时代农耕文明

滋养下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与时代风貌。
柳岸作为周口作家的杰出代表，其创作凝聚着周

口文学深沉厚重的精神力量，而活跃于古陈大地的淮
阳作家，正是“周口作家群”这一文学劲旅中富有活力
的中坚，共同书写着中原大地的时代华章。

活动现场，本土作家代表、热心读者、媒体人士济
济一堂。 柳岸深情讲述了创作《天下良田》的心路历
程，深刻阐释了作品如何艺术地承载与活化陈地文化
的精髓。

随后，多位专家学者聚焦作品，围绕其对陈国历
史文化的深度挖掘、艺术呈现的独特魅力，以及对周
口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展开了鞭辟入里、见解深

刻的研讨。互动环节，现场气氛热烈，读者代表畅谈了
源自乡土、触动心灵的阅读感悟。

签售现场， 新书的墨香与端午的艾香交织萦绕。
同时举办的淮阳区作家作品联展活动，集中呈现了本
土作家立足陈楚大地、抒写时代心声的丰硕成果。

此次“陈地文化集录”活动，是淮阳区立足深厚历
史文化禀赋、活化陈国历史文脉、繁荣地方文化、满足
人民精神需求的生动实践。 它以文学为纽带，以阅读
为桥梁，有力地促进了优秀地域文化在新时代的广泛
传播与创新发展，为营造崇文尚读、书香馥郁的社会
风尚注入了澎湃动能。

（倪莉）

··文化信息··

工行周口分行开展助力“三夏”麦收金融服务活动
������时值“三夏”麦收时节，工行周口分行精心组织，
发挥金融所长 ，开展助力 “三夏 ”麦收金融服务活
动。

工行周口分行紧盯麦熟抢收时机，组织辖属支行
工作人员赴各帮扶村开展“三夏”慰问活动，为坚守在
麦收生产一线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和值守在田间地头

的工作人员送去矿泉水、方便面、花露水、毛巾等物

资，对他们的辛勤劳作表示诚挚的感谢，叮嘱他们要
注意身体，防止高温中暑；要坚守初心、主动作为，服
从地方政府“三夏”工作安排，做好麦收期间禁烧秸
秆、消除火灾隐患等宣传工作，扎实推进“三夏”安全
生产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在此基础上，该行组织志愿者到农村合作社和粮
食收购站开展送清凉活动，为农户和收购人员送上饮

用水，递上宣传折页，向他们讲解工商银行的普惠金
融业务，介绍为农村合作社、种粮大户、粮食收购站量
身定制的“种植 e 贷”“粮食收购贷”等金融产品；向他
们宣传国家金融惠农政策，普及反电信诈骗、反假币
知识，切实守好群众“钱袋子”，以金融力量保障夏粮
丰产丰收。 ②27

（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