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8日 编辑 马 红 3鹤乡草堂·周末

一
火红的日历火红的七月
燃烧的苍穹把神州大地照亮
茫茫昆仑，浩浩长江
滚滚黄河，巍巍井岗
处处欢呼，处处欢庆
处处欢笑，处处欢唱
党啊，亲爱的妈妈
您的寿诞就是光辉的节日
您96年的风风雨雨就是最璀璨的华章
96年，一个又一个奇迹
96年，一个又一个辉煌
96年，您又开始了一个脱贫攻坚的硬仗
96年啊——
白城，这片有二十万贫困人口的土地

二
黄莺舞着柳浪
白帆迎着细雨
嫩江、洮儿河捧出的热土到处是精准脱贫的花絮
两万六千平方公里的白城爱在滋润，万木吐绿
看，群山列阵
听，战歌入云
啊，这是我们的市委书记和市长
他们以“为有担当的干部而担当”的勇气和魄力
大思维、大智慧架构了脱贫攻坚的构架
把一片赤子之情献给这片土地
献给土地上的人民
啊，这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
一方父母官，为了县域经济繁荣沥血呕心
精准脱贫，不落一人
庄严承诺，一字千金
啊，这是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
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中
无怨无悔奉献热血和青春
有多少次，来不及追赶末班车而留宿村庄
土炕上还在论证年底能不能脱贫
啊，这是我们的万名干部进驻千村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满腔的干劲
有多少人用那起草文件笔走龙蛇的手帮助
贫困户栽下一垄垄土豆
真情挚爱在这里发芽生根
啊，走过来了，我们的志愿者
啊，走过来了，二百万白城的人民
啊，一个何等浩荡的大军
啊，一个正在搭建的精准脱贫的凯旋门
有一份光发一份热
有一份力就献一份
这山，这水，这人间，这大地
处处有温馨，处处有亲人

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民生民利变成千秋大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幸福快乐镶嵌着每一个
欢歌笑语滋养的日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看天，天有情
看地，地有意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伟大的党与我们同一个步伐，同一副肝胆
同一个梦想，同一个志气
历史的车轮啊
辗过一串峥嵘的世纪
鲜红的党旗啊
指引我们走向共同富裕
啊，泥土般淳朴
衣食住行一样实际
啊，胜过姐妹兄弟
胜过爹娘儿女
君不见，陆家村整体大搬迁
那翻滚的稻浪掩映着高耸的楼房、整齐的街道美
得令人震颤
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哪里会想到竟有
这一天
那睫毛下的露珠是对祖先的告慰
更是对新生活的礼赞
君不见，昔日那家家闲置的农家院
政策的扶持、技术的跟进如今已成了金不换
一串串鲜红的辣椒换来柴米油盐
老弱病残居然也能活出精彩、活出价值、活出尊严
君不见，光伏工程正在发电
君不见，土地流转奠定了作物的高产
君不见，拔锅顶债的日子渐行渐远
君不见，眼泪泡咸的日子一去不返
一年辛苦，脱贫十万
明天的距离，正在缩短
啊，生态白城，塞外江南
啊，花开万里，千山红遍
看，辣椒正在拔节
听，土豆花正在迎风唱晚

四
滚滚的洮儿河啊静静流淌
美丽的家乡啊你将走向何方
二百万白城儿女啊
风雪迷不住双眼
霹雷吓不住热肠
我们有钢浇铁打的肩膀
我们有搏击风云的胸膛
为了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
我们要发出英雄的歌唱
为了春光常在红花不老
我们热血的激流在心房里扬起千尺波浪
脱贫攻坚
白城处处山欢水笑
脱贫攻坚
白城正在走向物阜民康

铁凝印象
初秋的北京，丹桂飘香。
2010年9月9日上午，北京八里庄北里，鲁迅文学院5楼

会议室装点一新。
鲁院第1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学典礼仪式，将要

在这里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作家早早等候在这里。
9时许，在鲁院领导的陪同下，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

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李冰，还有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高洪波、何建明，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崎嵘、杨承志及中
宣部文艺局等领导，兴致勃勃走进了会场。

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张健代表中国
作协党组、书记处向来自祖国各地以及海外的50位学员表示
欢迎。

典礼前的那一幕是难忘的。
走在前面的铁凝主席，身着藏灰色套裙，干练的短发，淡

雅的妆容，端庄的丽质，轻盈的步履，她没有走向主席台。一
进门就微笑着和学员一一握手，我以为只是一走一过，象征性
的握握手，没想到，她又折了回来。50名学员，分5个区域排
列，铁凝主席前后走了两个来回，一边和学员握手，一边亲热
交谈。和我握手时，我激动地说：“主席您好，我来自吉林白
城，笑天主席委托我转达对您的祝福！”她说:“你们常见吧，
也祝张主席身体健康！”然后和我的同桌、来自宁夏银川的女
作家张毅静握手，看到她的笔名“婴宁”，风趣地说:“呀，你
怎么给自己搞了这么个笔名？《聊斋》里的人物啊！”说完又幽
默地笑了，毅静的脸有红润飘起。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铁凝主席没有官腔官架，也没有大家
的盛气凌人，她说按教学计划，要给我们讲一节大课，学员们
报以热烈的掌声。

记得我读初中时，就读了她的小说《哦，香雪》，那是一
群从没走出过大山的女孩的故事，她们每晚７点钟准时像等候
情人一样等候一列只在村口
停一分钟的火车。根据她的
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
衫》 改编的电影 《红衣少
女》 获中国电影“金鸡
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
奖，获老舍文学奖、鲁迅文
学奖。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
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
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
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
苦，语言柔婉清新。她的这
些作品影响了一代人。

1986 年至 1988 年，她
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
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
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
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期。1988年还完成了
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
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
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1997年，她的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发表，获《小说
选刊》年度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她的长篇小说《无雨之城》《大浴女》《笨花》都在文坛引起轰动，
2001年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鲁迅文学奖”。

2006年11月，年仅49岁的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
席。在她之前，中国作协共有两位主席，分别是茅盾(1949年
至 1981年) ，他在53岁时走马上任；巴金(1984年至 2005
年)，则以80岁高龄担任该职；本届作协主席年龄首次降至50
岁以下，同时也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的首位女性作家。

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我的思绪。
隆重而简洁的开学典礼结束了，学员把目光再次投向一直

微笑着的铁凝主席，都渴望和她合影留念。
鲁院门前集体合影后，银杏树下，铁凝主席主动和学员一

一合影，在她的带动下，李冰、张健、何建明等领导、名家也
都纷纷和学员拍照留念。

我的老乡来自延边的《天池小小说》杂志主编黄灵香主动
请缨，给我和铁凝主席合影，忙乱中镜头被其他学员挡了一
点，灵香冲我莞尔一笑，有点犹豫，不好意思再拍了，细心的
铁凝主席见此情景，温和地说：“来，再拍一张。”我顺势把自
己的名片递过去，她和我说：“一定给张主席代好，以后多联
系。”

在和铁凝交流的瞬间，我想起2008年8月我当选白城市作
家协会主席时，在就职演说的最后引用了铁凝散文随笔录《从
梦想出发》里的一段话：“我们梦想着在物欲横流的生存背景
下，用文学微弱的能力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这
梦想路途的长远和艰难也就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也
是文学的魅力……”学员长时间的掌声告诉我，铁凝这句话的
影响力和震撼力。

鲁院银杏树下、雪松旁、梧桐间，留下了铁凝和学员们的
深情交流，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合影。

短短的一个小时，铁凝主席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
和蔼可亲的姿态，平易近人的魅力，就像姐姐一样，给了鲁院
第14届新学员无尽的温暖和力量。相信，这力量会温暖我们4
个月，一个冬天，乃至漫漫一生的历程。

京城赏月
2010年中秋后的第一天。

一轮圆月挂在苍穹，北京的夜色真美。
按鲁院要求，我们学员和导师在一学期里，至少面对面交

流三次。拜师会的那天，我们小组4位就约好了导师——著名
少数民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在中秋节后的八月十六小聚
一次，算是第一次师生交流吧。同时，也想借机请艾克拜尔老
师小酌，听说他蛮有酒量的。

临行前，我们拿和北京市长同名的中国水利作协派来的作
家郭金龙开涮：今晚就得“郭市长”陪导师开怀畅饮了，级别
够，还有酒量，我们只有当随从的份了。一路欢声笑语，我们
一同打车来到事先安排好的见面地点钟鼓楼附近满福楼火锅
城。

艾克拜尔·米吉提（Akbar Majit），哈萨克族著名作家、
翻译家、编辑家、学者，用汉语创作。时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管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主编。历任《民族文学》编辑、
《中国作家》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民族文学处副处长、
处长、《民族文学》副主编、编审、常务副主编，《作家文摘·典藏》
主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委员、兼综合办公室主任，中国
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以及多种文学、学术、时政期刊编
委、顾问。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瘸腿
野马》《存留在夫人箱底的名单》《蓝鸽、蓝鸽……》等。另有大量
散文、随笔、评论、纪实文学、翻译作品、学术论文被译为多
种外文和蒙、藏、维、哈、朝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行。

艾克拜尔按时赶到，一下车就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并笑
盈盈地说：“你们离开家乡没和亲人一起过个团圆节，心情都
好吗？”艾克拜尔老师一见面就嘘寒问暖，让我们倍感可爱可
亲可敬。几位慕名而来的学员，见此情景，顿时消除了原有的
紧张和陌生感。

我们热热闹闹地走进了满福楼火锅城。
落座后，艾克拜尔老师和大家一边赏月，一边谈文学谈人

生谈办刊，先生渊博的社会知识、厚重的文学底蕴、幽默的言
谈情趣、宽广博大的胸怀、深入浅出的讲解，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师生在其乐融融中交流了几个小时。到了饭时，我们小组
的组长、来自天津的石松茂老大哥问：“导师，今天咱喝什么
酒？过节了,你的几个学生表达一点心情。”艾克拜尔挥挥手
说：“你们不要管了，我都安排好了，你们过节都没回去和亲
人团聚，今个儿老师请客，也做一回你们的亲人吧！”一边说
一边吩咐司机把车里最好的“孔府宴”搬过来，几位随来的女
同学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都低声赞叹：“艾克拜尔老师真
好啊！”

艾克拜尔老师反客为主，打破了我们原来的计划。
大家团团围坐，轮番给老师敬酒。一边喝酒一边谈文学，

特别是他谈到《中国作家》设立的鄂尔多斯小说、散文和诗歌
大奖时，鼓励我们积极、踊跃参与，力争获奖，大家不但被眼
前热气腾腾的火锅温暖着，顿觉眼前都亮亮的，宛如天上那轮
金黄的圆月。

提到办刊，他说不管封面设计还是正文的版式，都应该坚
持自己的特色不放松。他笑着对我说：“你们白城的《绿野》
办得不错，封面和排版都很有特色，臧克家题写刊名，张笑天
做总顾问，阵容强大啊。”

我真是惊讶了，拜师会那天，我几多犹豫之后，临别时才
斗胆把自己主编的刊物《绿野》文学期刊送给老师。心里还
想，作为名家哪有时间关注你们这些地方性刊物啊。没成想，
事隔3天，老师竟然那么细致地阅读了《绿野》。老师看我面带
惊讶，就接着说：“谁赠我的书，我都会认真阅读。对了，你
们白城还有个中国最大的兵器城，我看了那篇报告文学《让子
弹飞翔》……”

听至此，我更加惊讶，我以为艾克拜尔老师只是看了封
面，没想到连里面的内容都一一阅读了，我激动地说：“谢谢
老师对《绿野》的关注和关爱，欢迎老师去白城草原做客！”
他爽朗大笑起来：“我去白城，不光要看丹顶鹤，还一定要去
看亚洲最大的兵器城！”

我满怀敬仰之情起身敬导师一杯酒，我干了，他也干了。
酒后，艾克拜尔老师带我们走进赏月的茶楼，饮茶品茗，

赏月吟诗。
我端起相机，留下了一幅幅终生难忘的图片。
这个中秋，我们没有在家乡和亲人度过，在京城却度过了

一个难忘而深情的中秋。
中秋十六，月圆情浓。尊敬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言传

身教，究竟给予了我们什么？
不仅是作文，我看，更是做人。做不好人，怎么能做好文呢？
我想人做好了，我们的人生才能如今晚的皓月一样——

圆满、亮丽、永恒！

身后的掌声
我和何建明见了3次面，每次都有新收获。
2010年11月1日上午，我终于盼来了何建明的课。
北京总塞车，有时讲课的专家、教授偶有迟到也是正常。

当我从六楼踩着上课铃声赶到一楼教室时，何建明以《当代优
秀作家最需要什么》为专题的讲座已经开始。我端着放好铁观
音的茶杯，顾不上倒水了，赶紧找到自己的座位悄悄坐下聆
听。

何建明，江苏苏州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全国劳动模
范。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作家出版社社
长；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读物奖和五届报告文学奖获得
者。代表作《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国家行动》《共和
国告急》《部长与国家》《我的天堂》《永远的红树林》等。共
出版文学著作26部。电影电视作品5部。作品被翻译到十几个
国家，其中《中国高考报告》被收入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学教
材。

坐在鲁院讲堂里的何建明戴着近视镜，目光深邃，具有强
大的穿透力，嘴角不时泛起的微笑，是那样的睿智和亲和。尤
其是授课时，不故弄玄虚、拿腔作调，一言一行传递给学员的
感觉亦如他的作品：真诚、大气。

文如其人，在何建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记得2007年初秋，我去参加《中国作家》在小汤山举行

的金秋笔会的颁奖仪式，何建明为我颁奖，握手的瞬间，他嘴
角的微笑，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在那里，他精彩而真诚的讲
座使我深深触动。会后，当他得知我在基层电视台工作时，鼓
励我说，记者出身搞创作，具有一定的优势，敏锐、视角及社
会洞察力都很强，发挥好，会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后来我才知
道，何建明在部队当过多年记者，这也是他的切身感受。

会后，我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选购了何建明的《落泪是
金》《共和国告急》
等几部获奖的报告
文学作品专著，放
在我背包里，我不
时伸手摸一摸，感
觉到，那比我此行
荣获的奖杯分量重
得多。

在返乡的列车
上 ， 我 开 始 阅 读
《落泪是金》，他那
种平民情结和忧患
意识，令人感动。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
看出，何建明是凭
着自己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使自己站在中国平民百姓的立场之上，想百姓之所想，急百
姓之所急，用百姓的眼光看生活、看现实，写出了真正具有现
实意义和充满百姓情结的作品。

他在《共和国告急》后记《生命如歌，文学如歌》一文里
写到“真正的秤，是人民群众喜不喜欢你写的作品，你的作品
是不是为人民和百姓说了话”——这是何建明内心深处一直存
放着的一把金铸的秤杆！它与何建明的生命同等重要，它是何
建明的文学生命的全部支撑点。今年，我在《绿野》文学期刊
2期卷首语，配照片选发了何建明的《生命如歌，文学如歌》
片段，并在白城首届青年文学骨干作者培训班上，进行专题传
授，听者反响强烈。

时隔4年，2010年9月9日，在鲁院14届中青年作家高研
班开学典礼上，我又见到了何建明。在鲁院外的梧桐树下，我
们再次握手，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变动和创作情况。他笑
着鼓励我：“当作协主席了，不光要自己创作，还要带好队
伍，责任更大了。”当我说，明年我们吉林白城市要召开“嫩
江湾”文学现象研讨会，想约请他参加时，他高兴地说：“一
个县级市能走出10多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实属不易，没有
特殊情况，我一定去。”临别时，我们合影留念。

掌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当代优秀作家最需要什么？何建明结合自己和当代名家的

创作实践进行透彻分析和深入讲解。其一，要正确看待自己和
自己的作品，为读者着想，让读者认可；其二，面向社会，了
解国情，融入伟大时代主流中去；其三，客观全面看待社会问
题，真实艺术地再现精彩的生活；其四，多一点儿第一手材
料，提升原生态生活的创作力度；其五，多一份对国家和民族
的责任感，做保持普通人情怀的作家。同时，他建议作家在创
作上不要跟风、保持独特性、抢先扑捉素材、下苦功专攻一
项，并在选材技巧和见微知著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中间休息时，我再次与何建明握手，并把2010年2期《绿
野》赠其斧正。不少学员也走过来与何建明交流、拍照。他笑
着问学员：“我这么讲怎么样？你们满意不？”并把名片送给大
家：“有事，去找我，我尽力为大家服务！”

学员们没想到，眼前这位写出中国时代大气、生活大气、
民族大气的大作家，如此虚怀若谷。

走下鲁院讲堂的何建明，身后的掌声没有停止……

想 起 鲁 院想 起 鲁 院
——2010年中国著名作家印象

□一 禾

走向物阜民康
□孙修竹

走进你，白城
就走进了青涩的梦境
那昨夜的星辰
是否依旧闪烁夜空
走进你，白城
迎着草原热烈的风
那点点的翠绿
是否彰显着你的年轻
走进你，白城
草原上盛开的莲花
洋溢着万般风景
你可是夜色里的一盏灯

走进你，白城
湖水荡漾着深情
转瞬间的沧海桑田
你的脚步可否轻盈
走进你，白城
当年聚散两依依
而今一路欢歌一路情
可有别样心绪在胸
你是瀚海里的一叶扁舟
在时空里踏浪而行
你是心灵的栖息地
我们在你的怀里入梦
我是晚霞里的暮鼓
你是朝阳里的晨钟
我是夕阳里的牧曲
你是天空中的彩虹
你是我的摇篮
我是你的倩影
你是我的期盼
我是你的憧憬
历史虽已被尘封
生活却欣欣向荣
记忆在心中汹涌
挥之不去的是你——白城

白城抒怀
——毕业36年回母校白城师院有感

□于长友

博客视野博客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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