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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仙鹤迷恋的土地，这是百鸟鸣唱的乐园，这里花红树
绿，这里水美鱼香……抿一口地道的奶茶，吃一块正宗的手扒
肉，听一曲深情的马头琴，心，就会向草原一样宽广。夜晚，篝
火点燃，朗月疏星，敖包对歌、篝火为舞……

这就是瀚海明珠——镇赉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浪漫·莫莫格
莫莫格自然保护区曾经“藏在深闺人未识”，如今已成为世

界重要的湿地之一，国家AAAA级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与广袤的松嫩平原相汇，孕育了这块美丽

富饶的热土。丰富的资源宝藏，迷人的生态风光，奇特的人文景
观，滔滔的嫩江水，滚滚的洮儿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勤劳淳朴
的鹤乡人民。

莫莫格蒙语的意思，表达的是乳汁、母亲的含义。用这圣洁
的字眼作为一个地方的名字，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就足
以看出蒙古族人民对伟大母亲的无比崇敬与热爱，对生养他的这
片土地多么的倾情。

优美·莫莫格
莫莫格自然保护区，是一个蓬勃的世界，一个天然的动植物

园。在那里，哪怕是掀开落在地上的一片树叶，都可以发现一个
动人的故事。那里有情，那里有景，令人无比感动，难以忘怀。
那里有诗，那里有画，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莫莫格自然保护区是大自然的杰作，是鸟类的天堂，是植物
的王国，是我心中最美的地方。这里的风光汇天地之灵气，仰日
月之光泽，美在自然，贵在原始。春天，辽阔草原，骏马奔腾；
夏天，碧波荡漾，仙鹤起舞；秋天，茫茫苇海，百鸟啼鸣；冬
天，千里雪原，冰上捕鱼……

这里植被丰富，林木葱茏；这里仙鹤起舞，溪流淙淙；这里
泉泄清地，幽林鸟语；这里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神来之感，这里
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腾飞·莫莫格
湿地、水、生命、文化，在镇赉人心中，一直是无法替代、

难以割舍的情结，魅力莫莫格，也因湿地而更加远近闻名。奇特
的湿地风光，是莫莫格湿地生态的真实写照。

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与进步如诗如画，她的底蕴和潜力
更令人如醉如痴。多年来，保护区管理局不断强化湿地保护工
作，更加致力于遗存的保护、生态的恢复和文化的挖掘。一年年
一代代的努力和奋斗，使得鹤乡这片原本富饶秀丽的大地，焕发
了青春、焕发了生机，有了不俗的发展和创新，使湿地成为了祖
国版图上一颗璀璨而又永恒的明星，让湿地这一宝贵资源永世存
在。

莫莫格，仙鹤的故乡。愿这吉祥的大鸟，背负着故乡人的希
望和梦想奋力翱翔，在天地间，去播撒大爱、播撒美丽、播撒幸
福。

阿龙患病前，曾是村里小有名气
的“能人”，既是种地的“好把式”，
又是会修理农机的手艺人，脸上经常
挂着微笑，活计干的高兴时还能哼上
几段小曲，夫妻俩忙里忙外,年收入
少说也有几万元，女儿正在读大学，
小日子过得不错，也很红火。但突如
其来的一场变故，险些夺去阿龙的性
命，也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一年前，阿龙突然患上了脑溢
血，多亏抢救及时，才从死神手里抢
回了这条命，但却留下了后遗症，手
脚麻木不听使唤，连饮食起居都不能
自理，生活完全离不开人照顾，简直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出院后的一年多
来，脸上从没露出过笑容。只要身体
能动，他白天就拼命地在家里仅有的
器械上做康复训练，晚上默不作声地
想心事，甚至连做梦都想着能早一天
康复，并且像从前一样下地种田、修
理农机、帮着干些家务活，重新当起
家里的顶梁柱，挣钱养家，供女儿读
完大学。更让阿龙揪心的是，年近

70岁的孤寡母亲因先天患有小儿麻痹症，岁数大了行动更加不
便。虽和自己住在同一个村，相隔不到一里路，身边连个照顾的人
都没有，自从得病后就没去过妈家，本想尽尽做儿子的孝心，却比
登天还难。眼下却是啥啥干不了，想啥啥不成，常常心里怨自己拖
累了这个家，恨自己是个废人，整天愁眉苦脸。不争气的身体、沉
重的家庭负担压得这个如今才40多岁的男人喘不过气，他不想
笑，也笑不出来。这愁云不仅压在阿龙自己的心头，更笼罩着整个
家。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和村委会干部得知阿龙家的情况后，为了从
贫困边缘把这个家庭拉出来，在全民奔小康的路上不落下他一人，
主动协调有关部门帮助他家申请低保、给孩子申请学费减免，发动
包保单位职工募捐，想了好多办法进行帮扶，他家的困境开始有了
改善，阿龙的身体也渐渐有了好转。

近日的一天，驻村工作队员从残联协调来一辆轮椅送到阿龙家
里，阿龙坐在崭新的轮椅上瞧瞧这、看看那，如获至宝。当妻子推
着他“走起来”的时候，阿龙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这久违的
笑容似乎藏着他好多心愿：有了这能行走的“双脚”，就可以在家
里走动走动，还可以出去看看，甚至可以时不时去老母亲家串串
门、看看她，更相信如今有党和国家扶贫、助残的好政策精准帮扶
着，只要身残志不残，只要能挺起来不倒下，奇迹就可能在自己的
身上出现……阿龙脸上久违的笑容，不仅给自己也给这个家又燃起
了奔向好日子的希望。

莫莫格,梦想在飞翔
□秦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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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佳作浅评

龙沼啊龙沼生我养我的地方
是我魂牵梦绕日夜想的家乡
兄弟姐妹脱贫致富满面红光
电商买卖兴隆做到四面八方
兴俭啊兴学啊兴盛啊树新风
老榆树呀发新芽呀蓬勃生长
咱们老百姓前程似锦享太平
长春岭上啊牛马羊驴满山岗
山湾村五谷丰登飘着香
政通人和多亏领导有方
乡亲们走在幸福的大道上
社会和谐充满无限希望
村村屯屯啊旧貌换新颜
男女老少啊品德最高尚
田野真美丽啊歌甜花又香
龙沼正腾飞越来越富强

一双泥脚进村
就吃百家饭 聊家常
一个本本记满东辣西酸
一双泥脚进村
就去丈量田头地尾
一个本本记满南甜北咸

县里的大干部来了
并不是简单的问寒问暖
他和她要把这一个村子的
症结找到 望闻问切 把脉
顺蔓摸瓜 捋一捋
找出穷根儿

修路 架桥 改造自来水
局长在村子里指挥
家庭旅馆 剪纸 采摘园
团县委书记
精心摆布

一个小村子
搞起了文化旅游
一个小村子
铺上了水泥路面
3个月取直的山路 缩短了
一村人致富脱贫的时间

东山坡那一片红火的辣椒地
西河套村那一百户的渍酸菜
南大甸子那一千亩的小蜜蜂 提子

葡萄
北小洼改造成大酱 特色咸菜屯儿

精准扶贫
不说空话 不跑龙套

村里人把他们
当成了亲戚 村里人
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村里人这回
服了

医护疾增，物品疾调，床位疾加。
践顶层部署，九州联动；疫情需要，四
海穿插。防控优先，探究并重，荟萃中
西阻断崖。瞠眸眺，醉严寒滚野，大爱
融沙！

血浓于水国家，历磨难，逢灾慧更
发。聚“抗非”经验，再凝意志；抗洪战
略，再创奇葩。主席掌舵，总理出征，
挺起胸膛映彩霞。民共赴，信长城万
古，泰岳千华！

沁园春

中华振臂
——写给抗击疫情的壮举

□夏永奇

扶贫札记
□布日古德

腾飞的龙沼
（歌词）

□史万忠

《陌上》这个书名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个在古代文言文中
常见的词语，现代汉语几乎不使用它了。但这部小说写的是当代
乡村生活，如果把书名翻译成当代白话，就应该是“乡间小路上”。
从“陌上”走到“乡间小路上”，走了上千年，这期间早已物换星移、
沧海桑田，然而那条乡间小路隐约还在。因此作者付秀莹的这部
写华北某一村子日常生活的小说，冠以“陌上”的名称，倒不是说今
日的乡村还遗留着古人行走的小路，而是不妨将此看成是一个隐
喻。它隐喻着一条精神上的乡村之路，穿越了现代化的狂风暴雨，
直到今天，仍然蜿蜒在我们的文学版图中。
付秀莹虽然很年轻，但她并没有像众多年轻
人那样追逐城市的现代生活，而是愿意驻足
在这条路上，她告诉人们，“陌上”的人情依然
很温暖。

《陌上》是一幅芳村的风俗画，而且是日
常生活的风俗画。为了突出风俗画的效果，
付秀莹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小说叙述方式。她
不是安排一个情节性强的故事，也没有一个
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而是以散点透视的方
法记录下芳村里各家各户的生活场景。她像
一名芳村的主人，热情地邀请读者到每一家
去串门做客。或者说她就像一名贴心的心理师，倾听每一位兄弟
姐妹的唠叨，他们在诉说夫妻间、婆媳间的矛盾，以及生活中的困
难和烦恼，而付秀莹则能一一解开他们的心结。《陌上》说起来不过
讲述的是村子里的家事琐事，很小很小，但乡村老百姓的日子不就
是这样过来的吗？付秀莹就把乡村老百姓的过日子写进了她的小
说。这正是她的厉害之处。作家写小说总指望小说能给读者带来
惊异，所以要把日常生活传奇化、戏剧化。付秀莹偏偏只写普通农
民日常地过日子，她写的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写院里的鸡，写屋
里的娃。她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过日子，她告诉人们：“日子过得
好与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家一般都尽量避开平常写神奇，而
付秀莹却直奔平常而去。她之所以敢于这么写，是因为她悟到了

日常生活的韵味。小说的情节看上去很散，相互之间也没有太多
的关联，这是乡村老百姓过日子的常态，但付秀莹把常态中的韵味
充分写了出来，这种韵味就像黏合剂，它赋予乡村日常生活黏稠
感。在我看来，这种黏合剂就是乡村的伦理精神。

在讨论乡土文学时，有一种观点比较普遍，即认为乡土叙述
最重要的变化是对乡村的现代化书写。的确，在现代化和城市化
的冲击下，乡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土在消失，农民为此也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似乎也是时代变革下不可避免的趋势。但
在这一趋势下，我发现也滋长出一种现代化崇拜和现代化焦虑的
精神症候，这种精神症候导致作家迷失自我，被现代化观念牵着
鼻子走。付秀莹是聪明的，她不去追逐现代化的思维模式，对现
代化既不崇拜也不焦虑，而是以回望的方式，寻找那条曾经蜿蜒

了上千年的“陌上”。她并不是没有看到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变
化，但她同时也发现：“年深日久，一些东西变了，一些东西没
有变。或许，是永不再变的了吧。”反省当下的乡土叙述，也许
一些作家过于悲观了些。他们看到了现代化的不可逆转，在为乡
村文明唱一首挽歌。甚至有的作家认为乡土文学已经穷途末路
了。付秀莹也许证明了乡土文学仍然具有开拓和发展的空间，她
只是转换了一下身姿，便看到了另一番美妙的风景。那么她所看
到的风景便是乡村伦理精神是如何支撑着普通老百姓好好过日子
的，这一乡村伦理精神也正是付秀莹所发现的“永不再变的”的
东西。

乡村伦理精神就是乡村老百姓过日子的黏合剂，它让松散的、

充满着各种矛盾的乡村日常生活变得黏稠起来。付秀莹不过是以
最贴近生活真实的文学形象将这种乡村日常状态呈现了出来。对
于乡村伦理精神的研究，也许是社会学家和理论学家应该做的事
情。恰好年轻学者陈辉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过日子：农民的生活
伦理》，这是他对陕西某个村庄进行社会调查的成果。这部著作仿
佛就是给小说《陌上》所做的理论注脚。乡村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
产生活方式，人们看重过日子，“过日子”既是对农民日常生活逻辑
的生动写照，又是对传统小农生活伦理的高度概括。在陈辉看来，
农民“过日子”不仅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必须有一种超越性的追
求。如何让有死的一生具有价值，这是任何人必须面对的终极意
义问题。对于农民而言，这种人生价值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血
缘，一个是地缘。正是血缘和地缘构成了乡村伦理精神的主调。

付秀莹以小说的方式同样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而且她为过日子加进了更多的情感的
因素，她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伦理最终要以
情感的状态呈现出来，也以情感的状态解
决问题。因为情感，便使得平常的日子变
得更加滋润。当然，对于付秀莹来说，也许
她过于依赖感性，她的人生经验的丰富性
和深邃性缺乏理性的梳理，因而没有得到
充分的展现。

最后还得说说小说中的风景描写。曹
文轩在评价这部小说时特别赞赏了其中的
风景描写。风景对于乡土叙述来说的确太

重要了。因为自然风景是乡村的基本构成，但自从20世纪50年代
的农村题材创作起，作家们逐渐淡化了风景意识，而乡土叙述的衰
落首先就是从风景的消失开始的。我相信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曹
文轩才会强调《陌上》中风景描写的意义。而我想补充的是，即使
是风景描写，付秀莹也显示出她的特别之处。事实上，在小说中几
乎难以找到整段的、专门的风景描写，她是把自然景色当成是乡村
生活的组成部分来处理的。在她的笔下，自然风景与人的生活和
情绪融为一体，无论是山水，还是花草，都是芳村的成员，都在与村
子里的人一起过日子。这样的书写也许是在向人们证明：乡村伦
理是建立在大自然的基础之上的，只要大自然不会消失，乡村伦理
精神就仍然会引导着乡村老百姓好好过日子。

乡村日常生活的黏稠感
——读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

□贺绍俊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敏短
篇小说集《铁血信鸽》已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推出。

该作收入 《小流放》《铁血信鸽》
《企鹅》《盘尼西林》《在地图上》《种戒
指》《当我们谈起星座》《今日忌有情》
等短篇小说。每一部短篇，文字浓淡相
宜，情感不嗔不怒，它们聚集在一起，
清晰地呈现出鲁敏看世界的视角，对世
界的认知和观感。

《铁血信鸽》的第一篇《当我们谈

起星座》中有一个名叫大林的人物，他
活着的时候，是人群中的润滑剂，但是
他死亡以后，大家哀叹几天，很快就忘
记了。就像马桶中被冲走的污秽，很快
就从生活里消失了。作家阿乙说：“鲁
敏的作品往往能够反映现代人的生活，
甚至是有预言的意味。”

鲁敏的小说写作和生活联系紧密。
鲁敏说，《铁血信鸽》中的《小流放》，
灵感来源就是她租的房子，房子里有很
多以前的住户留下的生活痕迹，她觉得

很有意思。
70后作家鲁敏曾在邮电局做柜员，

《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后，和来邮电
局买邮票的作家苏童相识，从而走上了
写小说的道路。鲁敏20年笔耕不辍，
获得了鲁迅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等奖
项，其早期的作品有很浓重的乡土色
彩，伴随着她生活环境的改变，她笔下
的作品也在改变，出现了很多都市题材
的作品。

(路艳霞)

鲁敏推出短篇小说集《铁血信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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