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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荆风是当代文坛成就突出、令人敬重的
军旅作家。他的创作，扎根于时代、扎根于人民，
有着为时代、为历史、为人民写作的崇高品格。
他的小说从自己切身经历和深切体验出发，饱
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思考，闪烁着时代精神的火
花，反映着我们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愿望和理
想，体现着一位军旅作家始终如一的历史责任
感和使命感。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其构思
60余年、写作时间长达10年的长篇小说《太阳
升起》，就是这样一部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历史
感和突出艺术魅力的力作。

小说描写1953年1月人民解放军争取西盟
佤族人民融入祖国大家庭的经过。以侦察参谋
金文才为首的民族工作小组，由于执行了党的
正确民族政策，在经历艰难曲折、付出极大的耐
心和努力后，终
于以事实教育了
蛮丙部落头人窝
朗牛，团结了佤
族人民，使其从
原始部落末期进
入了社会主义新
社会。小说真实、
生动地描写了这
一伟大的历史进
程，显示了党的
民族政策的巨大威力，深刻见证了中华民族团
结进步的伟大历史。

《太阳升起》遵循艺术和美的创造规律，将
党的民族政策这一政治问题进行“莎士比亚化”
处理，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小说描绘西盟佤族
人民的生活图景，真切而细腻。但这种生活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现象，而是涉及一个民族命
运去路和未来发展的生活，是佤族人民所面临
的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党的民族政策体现着历
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佤族人民的重大历史抉
择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作者对政治、历
史、生活与文学关系的根本理解。基于这种理
解，小说没有对这一政策进行面面俱到的僵硬
图解，没有借人物之口或叙述语言将其作“席勒
化”的理念传达，而是通过对窝朗牛、岩松、娜
红、魔巴、岩浆、叶妙、山药等不同身份、地位和
阶层的佤族人物形象的真切刻画，通过他们的
心理、情感、言语、行为，通过他们思想观念和认
识上的微妙变化，以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表现
出来。

作品对佤族人民生活、风俗写得立体而丰
富，显示出作家广博的民族生活知识和切实的
边地生活体验。但小说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将生
活放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总体性观照。这种处
理，使得作品较为详尽地描绘了边地民族的生
活方式、情感方式、民情习俗等内容，具有清新
美妙的风情与风俗之美。作品抛弃对边地风情
的猎奇式展览，而是将其放在民族历史性变革
的重大时刻来审视，进行了更真实、更深刻、更
具历史性品质的反映。小说对党的民族政策的
表现，除了“莎士比亚化”的处理，另一个重要方
式是将政治、政策内容与历史发展潮流结合起
来，将民族历史发展的去路与人民的命运和生
活的巨大变迁结合起来，使当代历史、政治在民
族生活、民族文化的维度上，得以颇具生活质感
和文化深度的广阔表现。这样不仅突出了在兄
弟民族生活和命运转机中最为重要的历史力
量，突出党的民族政策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更使抽象的政治和政策话语，在根本上获得了

朴素厚实的生活经验支撑。在这里，历史与现
实、政治政策与生活生命的水乳交融，是这部长
篇小说成功的原因，亦是其成功的标志，是作家
生活经验的丰厚积淀和高度政策思想水平的深
层融合。

小说字里行间渗透着作家对兄弟民族的深
厚情感。情感舒缓而又诚挚的流露，也是造就
《太阳升起》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彭荆风是
解放后第一个走进佤族部落的作家，他亲历并
见证了佤山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对兄弟民族
的历史、生活、斗争和精神风貌，有着切身经验
和深刻理解。直接、可靠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
验，为他提供了创作的热望和动力，亦构成其创
作源源不断的深厚基础。小说借助对日常生活
细节的捕捉，写活人物的性格、心理，尤其是性
格、心理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一发展变化的微妙
契机和历程经过，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有力地展
示出来，作为其思想观念转变的根本依据。蛮丙
部落头人窝朗牛性格倔强、暴躁、固执，做事专
横、武断、自负乃至自大。同时，他又是部落中最

有主意、最有威信的人，拒绝外人进入部落。他
是个“有着狭隘民族情绪的人”，也是个“勇敢的
爱国者”。小说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和言行举
止，将其矛盾性特点进行了淋漓极致的表现：在
是否让解放军进入山寨的问题上，他游移不定，
只好求助于“莫伟其神”。初次会见金文才时心
理情绪多番波动，先是矜持不作声，继而客气地
让座，既承认解放军，又对工作组的进驻心存戒
备甚至激烈反对。他的反复多变、游移不定，更
体现在对解放军和民族工作组能否进驻部落的
态度上。直到最后解放军将其从“突击队”的包
围中解救出来，其态度才有根本转变。透过窝朗
牛这个典型，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走向新路的
艰难曲折，更看到了一个民族新生的必然。小说
对其他人物的刻画，亦栩栩如生，如在目前。金
文才细心谨慎，精明干练，对同胞贫困生活有设
身处地的同情；大娘安木素善良、宽容、谦和、仁
厚，为救叶妙煞费苦心；叶妙倔强、善良，勇敢追
求自由与爱情；岩松淳朴、彪悍、豪爽，既有对父

亲权威的畏惧，又有
救助叶妙的智慧；娜
红淳朴活泼，热情大
方……小说通过他们
写人情与人性之美，
写出他们对幸福、自
由、美好生活的天然
向往。小说描写人物，
与佤山美妙瑰丽的风
物人情和奇丽多彩的
佤族习俗相互映衬、

生发，在揭示佤族人生活中出现的新鲜事物时，
也在如数家珍般的娓娓而谈中，带给我们对佤
山风景和佤族生活的新奇感受。难能可贵的是，
小说并未刻意渲染这种新奇感，而是将边地风
情的“新奇感受”放在民族走向新路这一“新鲜
事物”中，使之获得更真实的审美表现和更深刻
的历史思考。

《太阳升起》写人物细腻真切，写佤族的家
庭、婚姻巧妙自然，写佤族人的生活、情感，洋溢
着天然的气息，率真无伪，自然纯粹，带着亚热
带空气的润泽、阳光的明朗、野草的清香和森林
的野性。小说表现民族政策，在当代中国的历史
变动中，写边地民族的生活史和情感史，写历史
的沧桑正道，使日常的、区域的因素具有了大历
史的宏阔视域，并且，这种历史感和政治意味，
隐含于文字造就的情味、意趣和带有诗性抒情
气质的意境，并未有过于显眼的铺排而阻碍审
美意蕴的丰饶传达。《太阳升起》就是这样一部
作品：它是优美的，也是崇高的；它是生活的，也
是历史的；它是小说，也是诗。

将历史感隐含于诗性抒情
——读彭荆风长篇小说《太阳升起》

□吴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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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染尽铅尘，每一程都缀满了春华秋实。在50多年的人生
旅途中, 有许多个第一，使我在事业上一步步走向成功，其间有几
个“一”不仅让我终生难忘，同时也见证着我们的祖国，特别是改革
开放40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茫茫的科尔沁草原深处，有一座美丽的鹤乡通榆,我就出生在
距通榆县100公里，当时交通闭塞、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包拉温
都蒙古族乡。到我念书的时候，乡里还都没有通车，也没用上电。
当时流行一首顺囗溜：“包拉温都赛北京，马拉汽车跑开通，红砖酥，
饼干硬，聋电话，瞎电灯，电灯底下点白蜡……”

那是1975年夏季，从百里之外的小镇瞻榆来了两名照相师傅，
当时别说我，就是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也都没照过相，确切地说很
多家是照不起相的。听到来照相师傅了，一时间小村沸腾了，还有
那么几个人咬着牙根拍照留影。那天，我正好中午放学回家，途中

在供销社门前几棵大柳树下看到了人们拍照的场面，便好奇地看了
一会儿，觉得真是太神奇了，于是跑到附近爸爸上班的单位乡联合
厂，找到爸爸说想要照相。爸爸说，哪有钱呐!我“哇”的一声哭了，
爸爸的同事看到这一情形，你5分、他2分凑足了3角钱，让我拍了
一张4寸黑白照片。时间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这一张照片我至
今还珍藏着，照片上的泪痕仍依稀可见。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幸运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后来，我
结婚成了家，开始和父母共同生活了几年。1985年，分家另过的
时候，我借了朋友的对面屋。有一天下班回来，我看见妻子哭
了，问起缘由，她说，一早晨洗完衣服晾在院子里，出去买点东
西回来，一件线衣就被别人偷走了，对面屋还没离人，你说谁偷
的吧。我劝妻子说：“咱白借住人家房子，要是人家没拿，冤枉人
家多不好，就是他们拿了，那就算咱交房租了吧。”事情就那么凑
巧，前年春节前夕，我在县城一家饭店碰巧遇上我的对面屋朋
友，他和爱人还有孩子从秦皇岛打工回来，席间，他爱人提及此
事，红着脸说，当时她真的是太喜欢那件线衣了，要是现在白给
都不要。得知他们全家靠打工在秦皇岛买了汽车、楼房，过上城
里人的生活了,我深感欣慰。

追求美好的生活有时是一种梦的开始，也是一种人生的动力。
随着生活条件的渐渐好转，我从信用社贷了几百元钱，又从亲戚手
中借点，买了两间小土房，有了自己的“小安乐窝”。1988年，秋季
雨水很大，没有经验的我把从地里拉到家的苞米扒完全部拽到房顶
晾晒，结果苞米和雨水融到一起，把房顶檩子压断了。刚买完房子、

手无分文的我不知所措，只好硬着头皮再从左邻右舍手中赊，从亲
戚朋友中借。俗话说“一分钱憋倒英雄汉”，一根檩子让我跑了一天
没着落。后来父亲听说了，从别人家借来一根檩子帮我把房子修好
了，一根檩子让我懂得了人生,为难之时还要靠徳高望众的老父亲。

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年好运时。1992年春季，我从偏远
的乡下调到县城工作。在县城，花6000元钱买了3间下井小土
房，一家4口人在低矮潮湿的小屋开始了新的生活。尽管条件很
差，但能从偏远的乡下走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和妻子
都很满足。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工作和生活的时候，生活又一次考
验了我。那年秋季，我正在乡镇指导工作，半夜12点多钟，大雨
还在哗哗地下，妻子匆匆打来电话，说房子后墙被水冲倒了，我
脑袋“嗡”的一声，连夜赶回家里，看到妻子和孩子的狼狈惨
状，抑制不住落下眼泪。第二天，单位领导和同事来我家看望，
嘱咐我把房子好好修一修。怎么维修房子？刚买完房子的我，身
无分文，县城又举目无亲。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同事张秀英大姐
给我赊来一车红砖，张军小老弟找来砌砖的瓦工，左邻右舍也都
帮忙,仅一上午时间就把房子修好了。此时此刻的我不知说什么
好，感动的泪水从心里往外流，一车红砖承载兄弟姐妹般的真情。

搬到县城后，1996年，单位集资盖办公楼和家属楼，我把3间小
土房卖掉，又借了点钱，住上了新楼房。我现在还清楚地记着到同
学王佳云家借钱时的情形。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到她家说明来
意，王佳云说：“不瞒老同学，我和爱人前几天才从场子领回我们俩
人一年的工资3000元，可是已存3年死期存款了，若能拿出来，你
就先用吧。”接过老同学递过来的存款折，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感
觉心里沉甸甸的。也许这3000元钱对于现在来说不算大数目，可
是对于当时的我就是天文数字了，更何况这组数字中浸透着同学之
间那种真挚的友情，所以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

往事如烟，每每回想过去，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几个“一”，一
张照片、一件线衣、一根檩子、一车红砖、一户楼房……也许发生在
我身边的几件小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在我的人生当中，伴随着
改革开放40年的风雨历程，我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我的人生
也正因此而更加绚丽多彩。

往昔是一只船，往事是船上的帆。在人生的航程中，故乡撩拨
了我最美、最深的记忆……

我将星星连成线
串成一条毛衣链
小心收在口袋间
明早寄到你面前
闭上眼睛想一想
想你笑得有多甜

童 趣
□刘 莹

故乡撩拨我最深的记忆故乡撩拨我最深的记忆
□陈宝林

闪小说闪小说

李君家自从换了新防盗门之
后，漂亮的门上总是经常不知道被
谁吐上吐沫。看起来恶心，想起来气
愤。李君每次用抹布擦的时
候，嘴上忍不住咒骂，心里想
如果捉住嫌疑人，一定好好
给他上一课。

只要在家，李君就经常
躲在猫眼的后面，监视门口
的动静，发誓一定要找出到
底是哪个没有素质的人，做
出这样不道德的事情。

终于，李君看到了那个
人，竟然是五楼的男主人，一
个不善言谈，很老实本分，经
常帮助别人的好邻居。当时
李君虽有点奇怪，但还是恨
不得马上打开门，当面指责和教训
他一顿。李君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为
了不发生正面冲突，避免双方尴尬，
回家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上一句
很不客气的话：“请不要再把你嘴里

的污物吐在门上，它也知道要脸！”
然后贴在了门上。

这样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好多天没有再出现李君不希望
看到的情景。却看到门上突然多了
一张纸条：“对不起，我前段时间因

为得了面部肌肉痉挛症，
治疗一段时间后，落下了
经常不自觉吐吐沫的坏
习惯，并且方向还控制不
住，弄脏了你家的门，我
以后一定注意。再次真诚
地向你和家人道歉。”

李君看到这里，庆幸
当初没有因为自己的鲁
莽而犯错误，毕竟，远亲
不如近邻呀。随后在上面
那张纸条上面附上一句
话：“情有可原，没有什
么。我在楼梯拐角处买了

一个痰盂，你以后想吐的时候就吐
在里面吧，我会定期倒掉，祝福你尽
快恢复健康。”

又过了几天，纸条的后面不知
道被谁画上了一个灿烂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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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美丽
最初是由冬日开始的
因为冬日里有你
在这寒冷的日子里
只有你
肯为我红
学不来风铃
不能敲叩你的名字
我宁愿取你最初的一缕香
而我早就知道
这香气是在等某只蝴蝶
明知不会来也要等到枯谢
相思的温暖让冰释成泪
泪在静默中滴坠
可否抵达千年前的尘梦

梅梅
□刘忠月

文成
和我的老家阿巴嘎一样
云 白白的
像我和乌云琪琪格的羊群
文成
和我的老家阿巴嘎一样
笑声 哭声也有我阿爸的呼麦和长调
只是文成的酒
没有青草味儿
只是文成的乡愁
没有亲亲的哈达
只是文成的人总是
像草原上的沙棘 诡异的不敢上手
只是文成 是一种静态的
美的 让我和我的朋友
亲不够 唠不够 捉摸不透

在文成
□布日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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