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巴》
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

《本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

《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寻逝去

的人类童年，用充满梦幻哲思的

文字，向世界讲述了古老而新奇

的中国故事。刘亮程在史诗尽头

重启时间，在古人想象力停住的

地方再造山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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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巴世界。本书波澜壮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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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

另一个时间中的自己。

杨志军 1955 年出生于青海，

父母都是扎根高原的知识分子。

他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

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高

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

的精神心路。《雪山大地》将青海

藏族牧区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

导下发生的改天换地，当地藏汉

民众生产生活方式、身份地位及

价值观的沧桑巨变，以“父亲母

亲”为代表的三代人在这片土地

上耕耘建设的日日夜夜展现在读

者面前，同时体现了民族团结进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思想与价值追求。

《雪山大地》
杨志军 著

作家出版社

《宝水》
乔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为一本烛照现实、细节满

满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红 色 新 经

典”，《千里江山图》以文学的方

式想象和呈现隐秘而伟大的历

史事件，借一幅传世名画形成了

“叙事麦格芬”，沉稳练达地叙述

着历史长夜里的生死较量、时代

演进中的信仰对决。小说似一

幅长卷、如一封长信，描绘出一

代理想主义者浴血奋斗追寻光

明的精神图谱，叙写了他们留存

于历史中、传递给当代人的心灵

密码，洋溢着英雄史诗般悲悯的

动人气质。

《千里江山图》
孙甘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

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

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在

这里重新焕发出来。人到中年

的地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

扰，提前退休后从象城来到宝水

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着复

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

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

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

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

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

作品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

在发生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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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模史》被多地文化馆图书馆收藏
本报讯（记者苏墨）近日，《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中

国工人出版社）的作者姚荣启，收到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捐赠证书。该书以劳动模范产生发

展的近五十年历程为主线，以劳模运动、劳模评选与表彰的制

度化、规范化为整体背景，深入刻画劳动模范在各个历史时期

的所思所想、所行所为，是国内第一本较系统地书写几十年中

国劳动模范历史的著作。

姚荣启在古稀之年用 5年时间编写此书。在该书写作期

间，根据重要的历史节点，作者先后到江西的瑞金中央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陕西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山西的武乡八路军太行

纪念馆去查阅资料，之后又到江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等单位借阅资料，还先后到上海市总工会、沈阳市总工

会参观劳模展览，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档案室、陕西省总工会档

案室、山西省总工会档案室查找有关档案和资料。

该书发掘 1932 年到 1979 年的数百个劳模工作第一手史

料，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劳模在瑞金中央苏区起源、在抗日战争

中坚持大生产运动、积极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在发展国民经济

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改革开放后积极恢复生产、积极

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等历史，记载了中国首次使用“劳动模

范”称谓、中国第一代劳模的产生与发展、新中国第一次全国

劳模会议等重要史料，展示出中国劳模的高贵品质、责任担当

和时代精神。该书写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尽量采用第一手

资料，查找当时的报刊或当事人、亲历者留下的历史记录，力

争史实准确无误；二是突出重要历史节点，围绕重要的劳模表

彰盛会及相关史实展开，将各个历史阶段的劳模运动呈现出

来；三是突出劳模人物的事迹，力争将每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

推出来，反映出劳模的精神、品质，乃至人格魅力。

姚荣启早年工作期间曾长期从事工会工作的宣传报道，对

劳模的相关情况十分熟悉，也曾接触过许多劳动模范与先进人

物，有对劳模群体的深入了解与充足的资料留存。在写作的数

年间又走访多地，查阅了丰厚的历史资料，这是其得以顺利完成

本书的坚实基础。该书不仅在推动和加强劳动模范历史的研究

方面有重要价值，也将对劳模精神的发展与弘扬产生较大助益。

姚荣启表示：“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各地工会同志的热

情帮助，非常感谢他们。此后，我还将陆续向帮助过我的一些

工会组织、文化馆、图书馆等捐赠图书。”

本报记者 陈俊宇

8月 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以下简

称“茅奖”）揭晓。5部获奖的长篇小说，分别

是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刘亮

程的《本巴》、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以及东

西的《回响》。

四年评选一次的茅奖，是中国最高荣誉

的文学奖项之一，是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的重

要标志。回顾过往十届茅奖作品，《平凡的世

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额尔古纳河

右岸》《推拿》《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已成文

学经典。

本届获奖作品有不少值得关注之处。《本

巴》《回响》获奖，是新疆作家、广西作家首次

获得茅奖；乔叶是第一位获得茅奖的 70后女

作家；杨志军此前曾以“藏地系列”代表作《藏

獒》入围第七届茅奖，《雪山大地》则获得了本

届茅奖最高票数；孙甘露从先锋文学时代起

就在文坛颇具影响力，《千里江山图》加印 10
多次，影视戏剧改编正在推进，可谓一部现象

级作品。

有本届茅奖评委指出，获奖作品更加强

调新时代的分量，整体上反映了新时代文学

的多彩面貌。诚如乔叶在获奖后所表示，“我

一直认为，作家的写作必然在时代中。作家

和时代，就是浪花和大海，庄稼和土地的关

系。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这一瓢水里也是时

代的成分。”

特色与探索

得知获奖消息时，杨志军正在青海采

风。搬离青海后的杨志军并没有割舍下故

土，每年都会回去看望仍居住在那里的母

亲。“茅盾文学奖的到来，让我激动，让我感

慨，又让我突然变得格外冷静。因为它是

对我的一次总结、一次重新上路的激励、

一 次 从 麓 底 走 向 坡 段 的 提 升 ；它 在 我 面

前树起了一个新的标杆，这个高度被我一

直仰望，现在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我的

面前。”

对于这部票数最高的获奖作品，本届茅

奖评委、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有认为，

“杨志军的创作一直深扎在青藏高原，从未离

开雪山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和时代变革之下普

通牧民的生活变迁。一个作家一辈子去挖掘

一片土地，这种作家并不多见，这恰好成就了

杨志军作品独有的特色。”

在本届获奖作品中，最为外界关注的是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作品以上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

的地下工作者，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与

敌人展开生死较量。

这是以“先锋派”闻名于文坛的孙甘露沉

潜多年后的回归之作。此前，《千里江山图》

已先后入选中宣部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十四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等。

卸下“光环”，回到作品层面讨论。评论

家潘凯雄直言，“《千里江山图》并不是因为主

题而引起我们的关注，而是作品本身引起大

家的关注。”在作品研讨会上，茅奖作家格非

也认为，这部长篇完成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

义的融合。

文学与初心

《回响》是东西继《耳光响亮》《后悔录》

《篡改的命》之后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讲

述的是一起刑侦案件与一场家庭婚姻双线交

叠的悬疑故事。

1998 年，东西曾凭中篇小说《没有语言

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一晃 25年过

去，他意识到突破自己并不容易。即便如此，

他依旧秉持着“一根筋”式的写作执念，“喜欢

阅读有难度的文学作品，喜欢为那些哪怕贡

献一点点新意的小说击掌”。

《宝水》讲述的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是

一个正在转型中的乡村。本届茅奖评委、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晓琴认为，“乔叶的《宝水》

是新时代乡村叙事的一个重要收获，堪称‘新

乡土文学’的典型代表作品。”

在 60后茅奖作家迟子建眼中，乔叶是一

位文学质地很好的 70 后作家。对于《宝水》

在她创作中的位置，乔叶坦言，“这是一个我

必须要写的作品。乡村和我的青少年时代密

切相关，我对乡村有很复杂的感情，想清晰地

回溯自己的来处。而我回溯的方式，也只有

写作，只有在作品中。”

新疆作家刘亮程一直都被认为是获奖热

门作家之一。他早年以散文成名，从《一个人

的村庄》到《本巴》，刘亮程一路走来，是新疆

辽阔的大地和天空所淬炼出的优秀作家。

对于《本巴》的创作，刘亮程表示，“这是

我写得最天真的一部小说，我喜欢小说中哈

日王这个孩童，他长着一只大人的世故之眼，

和一只孩童的天真之眼。文学也许正是那只

天真的孩童之眼，这个世界，即使被大人看过

无数遍，也永远需要用孩子的天真之眼再看

一遍，这是文学对人类初心的观照。”

把作品交给时间

去年，囊括多项大奖的电视剧《人世间》，

改编自梁晓声创作的第十届茅奖同名作品；

不久前，电视剧《北上》开机，同样改编自第十

届茅奖同名作品；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获

第九届茅奖，也被改编成待播电视剧……茅

奖作品影视化，成为瞩目的文化现象。

在本届获奖作品中，《千里江山图》同名

电视剧日前已公布概念海报，8 月 15 日同名

广播剧已经推出。

中国文学“走出去”，茅奖作品自然需要

承担起重任。《千里江山图》已与沙特阿拉伯、

英国、俄罗斯等国外 11家出版社达成版权输

出意向，达成英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十余

个语种的版权输出事宜；《回响》已被翻译成

俄文、越文版等，据东西介绍称，目前该作品

正着手被翻译成马来西亚文出版，并与法国

的出版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

获奖作家的下一步创作计划也备受关

注。据译林出版社介绍，今年 10 月，刘亮程

的最新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及其珍藏多年

的《一个人的村庄》（手稿本）和《晒晒黄沙梁

的太阳》（手稿本）都将推出。

《本巴》是一部关于时间的书。“我用每一

个句子开启时间。每一场写作都往黑夜走，

把天走亮。我希望我的文字，生长出无穷的

地久天长的时间。”刘亮程说。

时间，亦是每一部获奖作品的“试金石”。

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揭晓，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彩面貌——

取 一 瓢 时 代 的 水
阅 读 提 示

获奖作品有特色，有探索，整体上反映了新时代文学的多彩面貌。获奖作家都经历了

数十年默默耕耘，而时间，也正是每一部获奖作品的“试金石”。

王新荣

与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刘建东

相识，是工作使然，亦是缘分自然。2023年 5
月 19日，在河北金融作协成立大会上我们相

识，我还收获了他带着墨香的小说新作《无法

完成的画像》（花山文艺出版社），我如获至

宝，倍加珍惜。

一看到这本小说，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

《断臂的维纳斯》雕像。我当晚就开始细细欣

赏、品味，始终想写些什么，但苦于工作忙碌，

至今才成文。

从李浩主编的序中得知，这本书是《原

上丛书》中的一部。这套丛书是花山文艺

出版社的一个创举，集河北优秀作家作品，

打造河北文学“高峰”，并力图使其成为当

代文学“高原”上的山峰。在这套丛书中，

《无法完成的画像》是唯一获得鲁迅文学奖

的作品。

《无法完成的画像》收录作者 11篇小说，

与其中一篇小说的名字同名。每一篇作品，

皆见微妙与精心，直面现实与困境，书写人性

的幽深与阔大。阅读过程中，时时有酣畅淋

漓之感。在跌宕起伏中感受故事的奇思妙

想，在收放自如中体会情感的细腻真诚，在引

人入胜中触摸语言的亲切温暖。而那些中国

水墨画般的“留白”，既有清泉石上流的自然，

又有急转飞奔之下的突然。断断续续读完

后，掩卷难忘，回味绵长。

好语言如糖，滋养人生。

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书中

第一篇作品是《丹麦的奶糖》，徜徉其中，能充

分感受到语言的张力美。比如，董仙生把收

到的第二盒奶糖再次送给曲辰时说：“这又不

是梦想，你紧张什么？”语言的急转，让人感受

到了其中的不安和焦虑。又如，“你去过丹麦

吗？”看似无意间的一句话，也是绝妙之笔。

质问的是朋友，挑战的是读者，展现的是作者

的内心，揭示的是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

信任、不坦诚。

这篇小说中写到的安徒生童话，既是对

精神的慰藉，也是对人性的揣摩。寥寥几笔

勾勒的孙尔雅扶贫助教，既是巧妙构思，也贴

近时代脉搏。一盒接一盒收到的奶糖，将故

事情节推进得愈来愈激烈，也愈来愈扑朔迷

离，猜不透，想不清，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牵

引着读者跟着作者的思维向纵深穿越，感受

生活，体验人生，洞察人性。

好文字如灯，照亮人生。

建东在文学旅途中辛勤跋涉，向“高峰”

前行。他的小说，贴近生活、融入社会，用明

线写故事，用暗线寓生活，有思想性、现实性、

文学性、哲学性。阅读他的文字，时时能感受

到思想的震撼、精神的振奋。

他的小说语言精美，但没有过多华丽的

词藻，不冗长，简洁却不简单。偶尔间的一

个跳跃性语句，就如一盏明灯闪闪发光，不

仅让人感受到文学之美，更给人带来思考和

启迪。

比如，“令我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一次邂

逅要继续向前滑行一段。”又如，曲辰笑着说：

“你们、何小麦，还有孟夏，在另种牢笼之中。”

简简单单的话语，道出了现实人生，发人深

思。我们前行的生活，为什么是滑行而不是

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呢？我们的生活为什么

也是一种牢笼呢？今天的我们，每天被无形

的枷锁捆绑着、束缚着，在浮躁和慌乱中挣

扎、徘徊，既消耗着自己、也浪费着人生，为什

么不能淡定一点、从容一点呢？

好文章如茶，悟出人生。

《无法完成的画像》这篇小说，通过给一

个女孩的失踪母亲画像，赞颂了革命者的伟

大、坚定、无私和英勇。文章开头，一波三折，

以画像为线索铺展描摹，用画家杨宝丰一次

次画像的复杂心情设置悬念、铺垫结果，为的

是更好地展现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和坚定信

念，于细微处见精神。小卿在烈士陵园找到

母亲后更是把作品推向了高潮，让人猛然惊

醒，发现作者的用意和高妙之处。

在《春天的陌生人》这篇小说里，我们仿

佛看到了“中国的马尔克斯”，在现实与虚幻

中来回穿梭。也有评论家认为，看建东的小

说，“仿佛毛姆再世！”“他们手持小说这件武

器，对人性，对梦想，对生命意义，对活着的思

考与探究，刘建东做出的是与毛姆极为相近

的动作。再精确一些，仿佛看到《刀锋》里的

拉里。”

“文者，贯道之器也”。建东用小题材反

映大故事、用小细节折射大精神、用小作品映

射大时代，彰显着当代作家独特的精神气质

和豪迈的情怀。

读建东的作品如喝一杯陈年的普洱茶，

浅而远、香而清、回甘久、略有涩，悟道人生，

通透未来。人生恰如因缺憾而成就的最美女

神维纳斯，不完美才是更美。

不 完 美 才 更 美
——读《无法完成的画像》

一桩凶杀案让女警察冉咚咚

穷思竭虑，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

入了婚姻的迷局。小说采用了

“奇数章写刑侦推理，偶数章写爱

情心理”的叙事策略，在案件与情

感的复杂缠绕中，揭开一个个人

物的身份、人格、心理，直抵人性

最真实幽深处。情节汹涌，逻辑

严密。心灵与现实交互回响，善

恶爱憎都有呼应。最后一章两线

合并，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

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

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

绕形成“回响”。 （云外）

《回响》
东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
牛角村农家书屋内，小朋友在专心读书，

“阅”享假期。
近年来，为了丰富乡村居民精神文

化生活和阅读需求，宿城区蔡集镇积极
推动“书香蔡集”建设工程，投入图书 3
万余册，改造升级农家书屋 14家，努力
营造“爱读书、读好书”的氛围。

李东风 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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