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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输给命运》是知名作家杨志勇先生倾
心倾力倾情创作的一部有情怀、有温度、有内
涵、有感染力、有影响力、有生命力的报告文学
作品，自出版发行以来，全国各地众多媒体平
台纷纷宣传推荐，社会各界读者给予了不同的
肯定和好评。

一部只有 17万字、书写了 10个残疾人自强
奋斗故事的作品，为什么会引起广泛的强烈的
社会反响？我在阅读作品后得出了答案，主要
是因为这部作品表现出的励志精神，无论在过
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
精神，当下的时代需要这种精神，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需要这种精神，而且这种励志精神永远不
会过时。从五个维度品读这部作品，其励志精
神表现了突出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社会价值。

励志精神聚焦时代之光。时代造就英雄，
时代也为英雄辈出创造了条件。对此，我深有
感受。我三叔小时候发高烧因无钱看病落下了
小儿麻痹后遗症，导致腿部残疾。从我记事起，
他就在地上爬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如果是现在，他可能会接受良好的医疗，或许能
站起来，也或许靠自己还能够养活自己，甚至创
造不凡的事业，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缺
医少药、缺吃少穿的农村，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很
大的幸运了，哪里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奢望。新
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残疾人的生
活条件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类助
残政策有力保障，各级残疾人组织发挥作用，为
残疾人身残志坚、励志奋斗创造了条件。在这
部作品中，作家所写的 10个残疾人的奋斗故事
和他们的事迹，客观反映了这个时代各行各业

都有残疾人出彩的土壤、空间和氛围，只要坚持
奋斗，就有可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创造更多
成就，还能够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励志精神表现奋斗之志。这部作品中的 10
个主人公，都是残疾人励志奋斗的代表。10个
不同命运、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奋斗故事汇聚
在一起，呈现了光芒四射、群星灿烂之景象。
分别看他们，无一不是可歌可泣、艰苦卓绝，无
一不是自强不息、苦尽甘来，无一不是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的励志典型，他们经历了人生的
低谷和痛苦，经历了不屈的奋斗和拼搏，收获
了汗水泪水后的喜悦、鲜花和掌声，这一切的
背后都是励志精神作用迸发的力量。正如著
名作家白阿莹在序言中所说：“杨志勇笔下的
残疾人身残志坚，个个都是大写的人。我从他
充满深情的笔触间感受到，那些人的奋斗经历
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感受到人世的苦痛，也
感受到人间的爱，谁读过之后都会产生精神洗
礼般的感受，而把这种精神传扬出去大概正是
志勇的心愿吧。”换言之，10 个主人公都是依
靠奋斗志气成就了自己，并持续鼓舞着身边人
和广大读者的奋斗志气。

励志精神彰显补缺之美。残疾人是一个特
殊群体，有的是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性的，在
语言、听力、视力、肢体等方面存在功能性障
碍。于健全人而言，他们是有缺陷的，但是他们
通过后天超出常人的努力进取、顽强拼搏精神，
不懈追求，用奋斗的优美姿态和完美结果弥补
了身体的缺憾。比如，让梦想照耀人生的李辉
民，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落下终身残疾，但是他依
靠奋斗拥有了过亿元的公司，先后被推选在各
级残疾人协会任职，又当选省、市人大代表。从

暗夜中奋起的陕西师范大学校医院康复医学科
副主任、盲人魏国光，在 56年的风雨岁月中，于
追求梦想的过程中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彩，成
为全国自强模范，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亲切接见。追问生命意义的李增勇，是
一位高位截瘫患者，卧床 18年，写了很多作品，
做了很多益事，他还做了捐献器官的决定，即使
做一颗流星，也要发出璀璨的光芒。还有打破
世界纪录、获得世界冠军等多枚奖牌、多项荣誉
的张难，没有翅膀也要飞翔的姚伟，像花儿一样
怒放的视力缺陷的柏华等等，10个主人公，年
龄不同、命运不同、残疾程度不同，但他们有同
样的骨气、志气，有同样的自尊、自信、自强、自
立，也有同样的雨后彩虹。

励志精神创造财富之巨。这部作品以及主
人公励志精神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不仅体现
在主人公创造的事业成就，也体现在主人公的
个体奋斗精神，还体现在作品本身所表现出来
的精神力量。我们当下生活的新时代，物质条
件得到极大改善，精神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但必
须有抵制躺平、内卷、啃老族、月光族的勇气和
行动，因而就要大力宣传弘扬自强奋斗的励
志精神，以及我们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的
精神财富。这 10 个英雄式的自强模范，只是
无数个奋斗群体的缩影，我们要通过各种方
式，让这种精神唤醒更多人、激励更多人、感
化更多人，让励志精神成为时代鲜明的风向
标，这才是这部作品所要实现的根本目的和
最大意义，而因此所产生的精神财富和社会
价值将是可持续的、不可估量的。

励志精神诠释创作之苦。杨志勇是个非
常能吃苦、敢担当、有情怀、高产量的作家，创

作了很多正能量的作品，我为他的顽强拼搏、
斐然成绩感到欣慰。了解他的人也都会为他
的拼劲所折服，他的作品和他的奋斗都证明一
个道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正如他在后记
中写的：“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宝剑锋从
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所有的美好理想，
都不可能唾手可得。改变不如意生活现状的
最好办法就是奋斗，克服懦弱、怕事、偏见、愚
钝等缺点的良药也是奋斗。”可以想象，在这部
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他肯定吃了不少苦头，比
如采访之苦、创作之苦、煎熬之苦，也许只有在
经历了感动、痛苦、煎熬、心疼之后，才能积极
面对这些残疾人的不幸，真正理解他们经受的
苦难，感受他们奋斗后的丰收喜悦，然后才会
油然地激情地去表达他们丰富多彩的奋斗故
事。所以，在这部作品中，无论作家还是我们读
者，面对的这些励志故事，触碰的是灵魂，激发
的是斗志，留下的是深思。

生命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挥霍和抱
怨的。沉浸在他们奋斗的感人故事中，我受到
了极大震撼和洗礼，不由得想，我们健全人面对
的艰难困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王义清

励志精神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从五个维度品读报告文学《我不输给命运》

《戈壁的黄昏》是青年作家楚秀月最近出版
的一部散文集，全书34篇文章，21万字。作者以
凝练明亮的诗性语言，描述了家乡新疆的自然景
物、风土人情，讲述了亲人们真实、琐碎的日常，
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我曾多次去新疆，2015年曾参与新疆邮政
一部报告文学的采写，2017 年出过一部名为
《西域走笔》的散文集，为此，我也阅读过不少
作者写新疆、写故乡的文章。读楚秀月的《戈
壁的黄昏》，感觉她笔下的新疆、故乡有明显
的不一样，她的新疆是楚秀月的新疆，她的故
乡是楚秀月的故乡。她的新疆故乡，不仅有
少年时的新疆故乡，更有她成年后离开新疆
对故乡的回望。我觉得楚秀月的《戈壁的黄
昏》主要有几个特点。

一是有温度。楚秀月生在新疆、长在新
疆，她对生养她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大漠戈壁造就了她直率豁达的性格，形成了她
豪放、大气的散文风格。她爱故乡的山水，爱
故乡的春华秋实，爱故乡的一草一石一木，更
爱自己的亲人。在她的笔下，院中的树、园中的
菜、戈壁滩上的红柳、骆驼草、梭梭树都有了生
命，连同她的文字一起跳动。读《戈壁的黄昏》，
你会发现每一篇文章中都倾注着她深深的爱，

这是她发自内心的爱，这种爱没有一点点虚伪
和做作，纯净得像山涧的溪水，像天山深处的积
雪，爱得真诚、爱得纯粹、爱得彻底，爱出了自
我、爱出了温度。

《何处安身立命》一节中，她以家为线索，写
了小时候的家，弟弟的新家和自己的家，写了家
庭的困难和艰辛、有家的幸福、一家人团聚的温
暖。也写了父亲、母亲、祖母给自己的温暖，给自
己的爱。这种爱温暖了作者整个青少年时期，以
至于离家多年也难以忘记。最后，她点出了家与
土地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写出了自己对人
生的思考和感悟。她说：“人，降生于土地，却像
水一样漂流，若干年后，尸骨和血液又返回泥
土。土里安生，水中立命，一股水能冲走多少泥
土？一捧土又埋藏多少远方的期待？一切都如
过眼烟云。水啊，水啊，你只是流经我的身边。”

二是有深度。《戈壁的黄昏》的文章中，作者
不仅写了自己的故乡，还写了生活在这里的一
群人；不仅写了这些人的个性，也写了这些人的

共性。作者的感性和理性就此展现，使得整部
作品有了一定的深度。无论写祖母的《祖母亲
亲》，写母亲的《土地上的母亲》还是《何处安身
立命》中的父亲，都表现了一个特点，祖母爱儿
孙，父亲爱房屋、爱羊群，母亲爱土地、爱庄稼，
这些作者分别在不同的文章中进行了专门描
写，又在《大地上的沧桑》《戈壁的黄昏》等文章
中综合进行描写，使得三位老人诚实勤劳、忠厚
善良、吃苦肯干、待人热情、乐于助人的共同特
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经历过苦难的日子，
但是他们都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
不气馁、不屈服、不低头，早起晚睡，终日劳作，
终于走出困境，走向幸福。

读《戈壁的黄昏》，我总觉得这部书不是一部
简单的写故乡的书，应该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
层职工生活的真实记录，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是兵
团基层职工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塑造的人物，
也应该是兵团职工的典型形象，对于后来人研究
新疆兵团生活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三是有新意。这个“新”主要是写作手法上
的新。散文之美在于一个“散”字，《戈壁的黄昏》
中的文章都比较长，乍看也较散。如果认真读，
你会发现每一篇文章都深埋着一个“情”字，乡
情、亲情、友情、恋情，集中在作者对故乡、对亲人
深深的热爱和眷恋，用“情”把故事串起来。这文
章就形成了一条溪水、一条江水，飞溅浪花，扬起
波涛，奏出音乐。

另一个是作者人物特征抓得准。这一点主
要表现在作者对几位老人的描写上，祖母的善良
柔顺，父亲的聪明智慧，母亲的吃苦能干，都抓得
准、写得好，使每个人的形象都活脱脱地站了起
来，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再一个是作者对细节的描写。《戈壁的黄
昏》中有许多精彩的细节描写，如祖母、母亲的
柜子，母亲养兔子，父亲挖红薯窖、捉刺猬，作
者自己在菜园子种花等，都很有特色。特别
是父亲为给妻子治病捉刺猬的细节很是让人
感动。作者在写《祖母亲亲》中，饱含深情地记
录了祖母平凡一生中的点点滴滴，虽然都是
琐碎小事，可是每个故事都令人感动，每个细
节都触痛人的神经。作者写祖母：“即使心中
有了委屈，也是人前保持沉默，人后偷偷落泪，
从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多么好的老人，怎么不
令人尊敬。 □周养俊

满怀深情望故乡
——读楚秀月散文集《戈壁的黄昏》

近日，在《延河》2023年第10期，看到柏峰写
的长篇纪实文学《金戈铁马笔底收——杜鹏程
与〈保卫延安〉及他的文学创作》，此乃作者积30
年而完成的一部书稿，选发了其中重点章节3万
余字，先在杂志上刊出。

从文中可以看出，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
作者就与杜鹏程相识并交往，可以说作者对
杜鹏程是十分了解的。不仅如此，作者大量
阅读了杜鹏程所有作品及其研究成果，因此
正如杜鹏程评价我的大学恩师赵俊贤先生的
研究专著《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所言：“真的
不是一般评论，而是有深度的研究，难能可
贵。”可以说，该文是一部有深度研究的纪实
文学作品。

难能可贵之一，首先在于作者严谨的治
学精神。作为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作者，在
写作之前，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充分占用有关
史料和资料。为了撰写这部纪实文学，他说：

“重新阅读了杜鹏程几乎所有的著作，也阅读了
不少学者、文艺评论家在不同时期的文章或者

专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愈加感到在文学
事业上，确实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老老
实实地犹如攀登陡峭的山峰，半步或者一步
步往前走……杜鹏程就是这样的攀登者。他
在高耸的文学青山上，用手中的沉重的锤子
在开凿、在打造自己理想的文学形象，构成完
整的文学世界。这样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过
时，永远澎湃着内心的激情，绚丽出属于自己
的精彩。”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
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
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不只科学如此，文学也
是如此。马克思当年在隆冬的布鲁塞尔夜以
继日撰写《共产党宣言》时，滚烫的咖啡马上
就冰凉了，他不断点燃香烟，时而奋笔疾书，
时而突然停笔，起身绕着书桌踱步，然后划掉
前面写的内容，重新起笔。他英俊的面容因
为劳累而憔悴，乌黑的头发已经露出灰白的
颜色。马克思就这样不断地工作，夜以继日，
伟大的乐章在他身后缓缓升起，如同照彻布鲁

塞尔的月光。《共产党宣言》就这样诞生了，成为
永不过时的经典。

当今处于社会转型期，有作家和学者总想
着寻找走终南捷径，利用关系或资源，甚至寻
找代笔，如此炮制出来的作品，只能成为速朽
的“残次品”。

柏峰写杜鹏程汲取了杜鹏程创作《保卫延
安》《在和平的日子里》的创作精神，借鉴了杜鹏
程一丝不苟、不断修改和精益求精的写作作
风。以 30年的积累和不断写作反复修改，终于
写就这部很有分量的纪实文学作品。

难能可贵之二，就是有胆有识，敢踏“无人
区”。众所周知，杜鹏程曾受到迫害，《保卫延
安》曾被烧毁，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尽管
为杜鹏程平反昭雪，《保卫延安》也随之解
禁，但在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新的创作方
法及其作品的冲击下，现实主义文学及其作
品遭遇冷遇，《保卫延安》也被冷落。在此形
势情形下，柏峰初心不改，就像当年杜鹏程敢
为天下先创作《保卫延安》一样，继续撰写这

部可能难以出版的书稿，精神可嘉。同时，
揭示了杜鹏程作品的鲜明特点，即炽热的诗
情和精辟哲理结合。

难能可贵之三，就是传承光大“诗为事而
著，文为时而作”的优秀传统。作者从建国后
杜鹏程接受王震将军到铁路建设采风创作的
建议，华丽转身，投入艰苦的铁路建设中，与工
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直到创作出《在和平的日
子里》等优秀作品。作者由此体会到：只有将
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扭结在一起，与亿万
人民崇高的事业扭结在一起，文学便永远神
圣，也便有了不朽的价值。杜鹏程就展示出这
样的精神，这是值得珍视的精神。

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诞生 70 周年前
夕，《延河》杂志选载这部作品也体现了文学期
刊的担当精神，应予点赞！也期望这部有深
度、有分量的纪实文学作品早日出版问世，填
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出版的空白，助力
文学和出版高质量发展，以满足读者对高品质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王新民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近年来，我
国制造业综合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领域
创新持续取得突破，多个重点产业跻身国际前
列，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不断取得世人

瞩目的辉煌成就，围绕中国制造的报告文学
作品也随之不断涌现。纪红建《大国制造》将
专业性、时代性和文学性有机融合，聚焦湖南
工业发展成果，深入浅出地勾勒制造业发展
史和工业文明进化史脉络，讲述中国制造的
精彩故事。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风格的作品。就报告
文学创作而言，题材越“大”就越难驾驭。《大国
制造》将着墨点放在湖南长沙、株洲等工业集
群，连接起现实与历史、地域与全国、中国与世
界的一个个时空交汇点，以敏锐的时代感聚焦
实景、瞭望全景，赋予了作品以题材的典型性
和主题的时代性。

在时间维度上，作品将时光轴延伸到近代
实业的起源与发展，梳理出近代实业的发展愿
景，提炼出“实业救国”的精神内涵。而那些镌
刻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个待解的难题，
则又似一张张抛向当代的问卷。在《大国制

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湖南制造业的崛起
并非一蹴而就。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湖南
便开始在制造业领域有所探索。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制造业迎来新生，逐渐实现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进入新时代，湖
南更是乘风顺势，形成了工程机械、轨道交通
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及航空航天装备三大
世界级产业集群，这成为湖南制造业强力崛
起的重要标志。

在空间维度上，作品着眼于中国制造业发
展全景，在世界工业发展格局中定位中国制
造，以湖南为切入点又跳出湖南一域，通过讲
述大飞机 C919 等一系列中国制造背后的精
彩故事，让我们在中国工业发展徐徐展开的
画卷中，看到一代代中国工业人的筚路蓝缕
和艰苦奋斗，进而解读中国制造迅速崛起的

“密码”。
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要在事中见人，写

活人物形象，写出人物精神。《大国制造》涉及
人物众多，这也带来了叙事的难度，使作品容
易写成“见事不见人”的行业发展报告。面对
这一挑战，作者以娴熟的文学技巧，将群像巧
妙编织进中国制造业的浩瀚发展进程。全文
展现 100 多位人物，有历史名人，有当代车间
工人、工程师、科学家等，构成了一部五彩斑斓
的人物画卷。这些人物与中国制造业的改革
创新、爬沟过坎密切相关，他们的人生行旅、心
路历程也映照出中国制造勇攀高峰的奋斗征
程，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制造所蕴含的情感温度
和精神高度。

《大国制造》以文学的方式揭示制造业在国
家繁荣富强中的重要地位，展现出中国制造内
蕴的磅礴力量和改革创新、勇攀高峰的奋斗精
神；提出了“何以中国制造”的命题与思考，为中
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价
值的经验总结，颇具知识性与启发性。 □佟鑫

用文学方式解读“中国制造”

巴山，巴人，巴
国。一个三省交界之
地，山峦纵横、老林覆
压之所，但就是这样
一个名不见经传之
地，昔日却是江浙湖
广人家躲避战乱家灾
的世外桃源。

不单落难之人看
好这个地方，土匪流
寇同样也看好这个逍
遥花谷。清末以降，
此域人丁渐丰，山腰
河岸次第盖起了瓦舍
泥宅，山坡上也有了
成群牛羊。然而，不
等羊肥牛壮、稻黄果
红，流窜于巴山南北
的悍匪王三春、起家
于晓道河沟的土寇陈
定安之流，就风卷残
云，将岚山巴谷轮流
洗劫一番。几经拉
锯，乡人为求自保，便
择险峻山巅筑寨备
藏。于是乎，洗劫与反洗劫的戏法，就在这
片土地上来回上演。淬炼出以齐二寡妇、刘
洪、刘二虎、许勋安、李还山、王子绍等为代
表，高举义旗的仁人志士。在长达一个多世
纪善与恶的较量中，给巴山北坡这方热土涂
上了一笔笔五彩斑斓的色彩。

这些沉淀在历史深潭中或凄然或雄健
的故事，正渴望一把钥匙打开尘封之锁，将
驰过巴山彩云般的日月打捞，显影在新时代
的感光纸上。这是巴山的呼唤，也是岚皋当
代作家的使命。

可喜的是，有人站出来做这件事了。那
人就是现已年近八旬的岚皋本土作家张永
华老师。早在2013年9月，他的首部以岚皋
为背景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巴山奇兵》就
写出来了，并特意将文稿电子版发送给我，
希望我给他提提意见。我认真地看了，觉得
还不错，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但也提出了
诸多不足之处，供他修改时参考。

我原以为张老师出版了《巴山奇兵》一
书，了却了一桩心愿后会就此打住，安度晚
年。不承想五年之后，他又一部近 40万字、
以岚皋为背景的当代生活题材长篇小说《巴
山之恋》在西安出版社出版。还没等我缓过
神来，今年又一部长篇大作杀青待出，着实
令我惊讶不已。须知，这是一位不会用电脑
打字、77岁高龄的老人，没日没夜在乡下老
家窗下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用钢笔写出来
的。他简陋的写作条件我曾在《给张老师拜
年》和《令人生敬的文学“铁粉”》两篇文章中
记述过，非毅力顽强者难以坚持，更别说九
年“三部曲”了。

而这一次出书，张老师又多次提出让我
给他写几句话评说一下。这是他“三部曲”
的最后一部。这次的《巴山曙光》同样也是
大部头，呈现的是1949年春到1950年初，我
第二野战军十九军从组建到开赴战场解放
陕南最后一个县城镇坪的那段鲜为人知的
战斗历史。该书部分承继了《巴山奇兵》中
的原有人物，故事线索则是从上一部的抗日
战争转为解放战争，可视为《巴山奇兵》的姊
妹篇。对于想要了解《巴山奇兵》书中人物
以及秦汉大地后来命运的读者，这本书无疑
可以满足愿望。

从写作手法来看，张永华老师的新作
《巴山曙光》，延续了他过去两本书一贯的风
格和特色：主题鲜明宏大，故事环环紧扣，人
物杂而不乱，场面动感十足。作品在史料的
基础上，做了大胆的“改组”和“重塑”，如将
史实中岚皋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由
男性改为女性，就颇富创意。我揣测作者如
此改变或许是基于“李波香”这个名字比较
女性化，而女性县委书记在那个年代非常
稀缺，便赋予她浪漫和温情的色彩，使这个
人物更具戏剧性。总之，在书写中，作者充
分发挥了想象力。

关于小说文本的优劣与否，本文不打
算作过多分析和探讨，相信读者诸君通过
阅读，自会有各自的答案和评价。

世事如风又似水，唯有文字可留痕。
岁暮之人，最懂得生命的紧迫、时间的金
贵，也最明了如何刻写自己的未来。岚皋
的山水人事，仍在随时代变迁着；大巴山的
精彩故事，正一代一代接续写着。这是一
方可塑性很强、既有血性又有温度的热土，
也是一座挖掘不尽的文学富矿，呼唤着岚
皋作家们为之深耕细掘，发扬光大。

新世纪以来，岚皋县的文学创作势头
越发强劲，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本土作
家和诗人，如黄开林、杜文涛、段祖琼、万世
长、曹英元、陈延安等，但相比之下，长篇
小说创作还显得比较薄弱，尽管有两位岚
皋籍女作家（王晓云、杜文娟）有长篇在
手、声名在外，但其作品取材也大多非本土
背景。如此，张永华老师的“巴山三部曲”
就显得尤其珍贵。在开拓本土长篇小说疆
域的过程中，张永华老师无疑走在了他人
前头，为岚皋新生代作家们树立了赶超的
榜样。 □陈益鹏

一部有深度研究的纪实文学力作

梅
开
三
度
又
一
枝

—
—

写
在
长
篇
小
说
《
巴
山
曙
光
》
出
版
之
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