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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院里过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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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横断山》：描绘小凉山脱贫攻坚的精神图谱

《冲出横断山》，是吴惠英长期积累，激情书写的结果。它深刻反映了我们这
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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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儿一起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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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
让大佛更美丽

■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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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诗 二 首

2019 年 4 月，我成为一
名乐山大佛守护人，决心为
大佛保护和乐山旅游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8
个月来，捧着一颗守护的
心，看着这一方风景，与众
多大佛守护人一样，经历了
不一般的 2020 年，见证不
一样的守护背后，更美丽的
大佛，更美丽的乐山。

第一次见吴惠英同志是去年
十月，在成都西边一个闹哄哄的小
茶馆里。地方是我找的，离我住家
近。她专程从乐山赶来，想跟我聊
聊她准备撰写的一部反映脱贫攻
坚的长篇报告文学。虽然明知自
己谈不出什么道道，但在电话里听
出来的作家的执着和热情让我无
法婉拒。眼前的两杯清茶，飘着淡
淡的清香，我们随便聊，三个小时
过去得很快。后来，又通过电话和
微信，简单聊了些该书结构和标题
方面的话题。没想到，就半年多时
间，还有疫情挡道，一部长达26万
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冲出横断山》
的电子版就闪现在我眼前。

当晚读完前几个章节，第二天
又放下手中正在撰写的书稿，一口
气读下去。我被峨边彝族自治县
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画卷强烈地
震撼着，回想起和作者曾经的交
流，心里不由得蹦出一句话：“冲出
横断山，女作家吴惠英何尝不是如
此！”四川“文学扶贫”的大工程
中、大书架上，又跃出一部令人欣
喜的力作。

小凉山地区有着古老的民族
文化、巍峨壮观的高山与大河，更
有位于北纬30°、闻名中外、具有

“世界迷都”之称的黑竹沟风景
区。“70后”的吴惠英，曾在峨边生
活和工作了二十余年，对小凉山地
区的一山一水饱含深情，对其深厚

博大的民族文化深深着迷。同时，
她也为自己能够见证并记录“脱贫
攻坚”这一段伟大的历史而感到光
荣和自豪。《冲出横断山》，是吴惠
英长期积累，激情书写的结果。它
深刻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巨变，描绘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已成为当今中国广大
作家的追求和担当。女作家吴惠
英，正是这样一位忠实的践行者。

这本书为何取名《冲出横断
山》，吴惠英和我商讨过，她出于三
点考虑：一是小凉山地理位置处于
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
过渡地带，山势奇特险峻，属于横
断山脉东南部边缘；二是山区的贫
困犹如庞大的横断山，挡在群众和
扶贫干部面前，闭塞的交通、落后
的经济，重重艰难阻隔致富之路；
三是远古彝族祖先从西北及青藏
高原穿越横断山，历经艰险到达云
南昭通和大凉山、小凉山，他们的
迁徙史，显示了彝人世世代代为寻
求幸福生活不畏艰辛的民族精
神。这样的构想，铸就了这部书宽
正面、大纵深的恢弘的艺术结构，
读之犹如穿越一个充满历史纵深
感和神秘色彩的艺术长廊。

以广阔的大视野认识脱贫攻
坚。小作家写事，大作家写势。“泰
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
可察。”善于洞察世事，紧扣时代脉

搏，紧跟时代步伐，直面重大题材，
这是《冲出横断山》的又一大特
征。本书着眼于集民族地区、贫困
地区、山区三重困难叠加的峨边彝
族自治县，描述了从 2013 年到
2020年，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
争,这个省定贫困县脱贫摘帽，贫
困群众走向富裕的坎坷历程。同
时,也对山区农业产业的长效发
展，对长江上游森林资源保护与地
方经济发展、旅游开发之间的矛
盾，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地探讨。

文学是人学。作者在书中惟
妙惟肖地刻画了几十位不同地区、
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
扶贫干部在党的号召下，齐聚峨边
共同发力，最终使贫困地区群众脱
贫致富的美好形象。全书共七个
章节，分别对交通、农业、教育、卫
生、移风易俗、东西部扶贫、“百企
帮百村”，以及援建凉山州美姑县
等方面做了真实描绘，同时对小凉
山古老的彝族文化，优美的自然风
光作了生动表达。字里行间，无不
彰显出报告文学“及时性、在场性、
思想性、生动性”的“四性”表达优
势。

近几年来，四川省作协把“文
学扶贫”作为全省文学创作的重中
之重，用文学的力量助力脱贫攻
坚。作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
学（非虚构），在四川“万千百十”文

学扶贫行动中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
家和作品。这些作品，广布于全省
21个市州，呈百舸争流的态势。四
川报告文学作家们在作品的精神
高度、思想深度、情感温度、价值力
度等方面全方位发力，其作品以各
自的秀色和风采，赢得了各级组
织、各社会层面，以及广大读者的
一致好评。来自各级领导的相关
批件中的肯定与鼓励，中国作协、
四川省作协等机构组织召开的大
大小小的研讨会上专家们激情澎
湃的发言，以及报刊、网络的潮评，
便是对四川脱贫攻坚报告文学（非
虚构）作品质量的最好诠释。新出
炉的《冲出横断山》，热气腾腾，当
属“文学扶贫”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吴惠英对我说，她“用八个月
的时间，走遍了峨边的村村寨寨，
看到最多的是乡村的变化，听到最
多的是老百姓的赞叹。”这些变化
和赞美的背后，是扶贫干部、驻村
队员、“第一书记”的默默付出。他
们不辞艰辛，年复一年地奔波忙碌
在大山深处，为决战贫困奉献了智
慧、心血乃至生命，他们表现出了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与决心，他
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顽强精神，
深深地感动着她。

“八个月的行走”，轻松一句
话，字字都是金。近年来，四川报
告文学（非虚构）创作热流有一个

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报告文学作家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报告
文学（非虚构）创作中，着力践行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很好地
履行文学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奋
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章。

报告文学被称为行走文学，须
以脚为笔，以笔为剑。因此，直面
现实，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既是
报告文学作家的职责，又是报告文
学创作的基本遵循；是对作家的最
高要求，也是最低要求。“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创
作出接地气、有温度的报告文学作
品，就要迈开双脚，走出办公室，走
出书斋，深入到鲜活、生动的第一
线，搞好调查研究，用铁脚丈量大
地。在路上，心中才有时代，在现
场，心中才有感动。吴惠英做得很
出色。作为女作家，个中艰辛和酸
甜苦辣的滋味，只有她自己才能深
刻体会到。

此书问梓，想说的话很多，暂
且打住。由衷地道一声祝贺！愿
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四川有更多
文学珍品杀将出来。

（本文为长篇报告文学《冲出
横断山》前言，作者系《人民日报》
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
作协主席团委员、全委会委员、报
告文学专委会主任，标题为编者所
加。）

有一种守护，是大爱无疆。寒
假返回乐山，还没来得及去看大佛，
一场疫情突如其来。乐山大佛景区
停止对外开放，除夕夜举行的乌尤
寺、凌云寺传统祈福活动也“戛然而
止”，气氛一度凝固。我无法体会封
城之下的武汉是何种光景，但疫情
笼罩之下的嘉州城，虽是阴云密布，
却又有一股暖流绵绵不绝。我看见
带着红袖标的居委会阿姨，挨家挨
户上门宣传防疫政策，社区的叔叔
每天定时给隔离在家的人买菜送
菜，公安民警在万家团圆的时刻还
在不分日夜排查摸底，乡村干部为
了守好每一道岗整个春节没有好好
休息……乐山人的艰辛付出，又岂
是“守护”二字简单概括的。

有一种守护，是万众一心。暑
假返回乐山，因一场特大洪涝灾害，
传说中的乐山大佛“洗脚”了。街道
进水、汽车被淹，城市断水断电……
洪灾无情人有情，全城守望暖人
心。我看见奔涌的洪水中，一叶扁
舟一往无前，凤洲岛生死大救援，千
人大转移；我看见穿黄背心的志愿
者背着大爷，平稳地蹚过齐腰深的
洪水；我看见无数的环卫工人，不分
昼夜抽积水、大清洗，街道又干净漂
亮起来。洪水，百年一遇，然而却没
有一个人退却。对城市的守护，饱
含着一个又一个说得出名字、说不
出名字的人的默默守护，汇集起无
穷的“伟力”，洪水中大佛无恙、乐山
无恙。

有一种守护，是涓涓细流。乐
山乐水，嘉州之美，点点滴滴入人
心。张公桥吃麻辣烫、嘉兴路买冰
粉、苏稽老街品跷脚，美食美味好
心情，乐山街头一直在变样。我带
着守护者的心去追寻，与志愿者一
道，欣喜地看到车让人、垃圾入桶
等街头文明慢慢变成嘉州的风
尚。每一名嘉州人，都是守护者，
他们都佩戴着隐形而靓丽的守护
者招牌。

国庆节前夕，我回到乐山。四
川三大文旅盛会在乐山举行，吸引
无数省内外游客和国际友人前来交
流、参观。国庆中秋双节期间，乐山
大佛景区接待游客167120人次，大
佛游再次吸引世人目光。

九九重阳，翻阅华夏五千
年文明史即可获知，这是一个
丰收的季节，也是古人祭天祭
祖话感恩的时节。传至今日，
农历“九月九”被定为敬老
节。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个绵延
千载的佳节，也正在成为一种
风尚。在这个丹桂飘香、金菊
吐蕊的清秋，我也有幸加入到
一场主题为“浓浓敬老情，夕
阳无限好”的敬老院公益活动
中。

当天的活动来了好几位
志愿者，他们一进入敬老院，
就开始忙活了。有的给老人
理发、修剪指甲，有的进行家
电维修，一些“娘子军”则撸
起袖子给老人清洗床单被
罩，打扫房间擦玻璃。同来
的医务工作者则耐心细致地
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解答

各种提问。
几个小学生吸引了我的

目光。他们围绕在几位坐轮
椅的老人身边，给他们喂饭，
喝水，让我由衷地赞叹！一个
小女孩一边给老爷爷喂蛋糕，
一边抹眼泪。我用纸巾帮她
擦拭，她低声对我说：“阿姨，
看到这位老爷爷，我就想起我
爷爷，他因脑梗去世了，爷爷
对我，特别好。”女孩柔而动情
的话，也让我泫然欲泣，想起
我已故多年的爷爷。

大厅里，幼儿园的小朋友
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在给
老人们跳舞。看着纯真可爱
的孩子，老人们喜笑颜开，不
停地鼓掌叫好。一位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的老爷爷，精神
矍铄，声音洪亮地给大家讲述
他们当年“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与

敌人誓死决战的惨烈一幕，让
人感慨今天的和平来之不
易。一位年逾古稀的老阿姨，
用缠绵婉转的“水磨腔”，有板
有眼地给大家唱起了昆剧，这
些曲目都是老人们从小耳熟
能详的，观众听得有滋有味，
跟随着丝竹音调，轻声附和吟
唱着。

看到饭厅里义工们正忙
着包饺子，我也立刻加入到大
家的阵容中。从小在西北长
大的我，包饺子简直是拿手
活。少顷，我的盘子里就整齐
划一地摆了好几行“元宝”，大
家直夸我包的饺子有棱有角，
秀气漂亮，简直像艺术品，都
不忍下锅去煮。一位端庄娴
雅的老阿姨，慈眉善目地走到
我身边，她一边学着我的方法
包着，一边和我轻声漫谈起
来。原来，阿姨的老伴已先她

而去，唯一的女儿远嫁加拿
大，女儿一直让她去国外，可
她实在习惯不了国外的生
活。阿姨说，我像极了她女
儿，看到我，她就觉得亲切。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看到阿姨
我也无厘头地喜欢，我笑道：

“只要阿姨不嫌烦，我以后会
经常到敬老院来看您！”没承
想，阿姨竟满眼含泪笑着说：

“好，我等你。”
抬眸望向窗外，那丛丛簇

簇的菊花，花开正艳。突然
一幕映入眼帘，一位义工用
轮椅推着一位耄耋老人，丝
丝缕缕的阳光洒在他们身
上，美得像镀了一层光晕，我
顷刻便觉得心儿暖暖，情思
柔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敬老爱老，不就是希望他日
自己进入暮年，也能被人善
待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敬老爱老，不就是希望他日自己进入暮年，也
能被人善待吗？

家住江边 艾俊华 画

女儿还小
只有星星嗓子眼儿大
一朵梨花裙，正好合身

北边、南边，阳台上
水淋淋的时间周末成熟
摘一篮，榨成彩虹汁
和上巧克力小字
标点和妈妈暂时用不上
先劝劝她们去门外生气

揉啊，揉啊
小蜜蜂
也最喜欢软绵绵的小丸子
桃花瓣儿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可以用来做勺子
给丸子、嘴巴递话

女儿还小
一会儿就打饱嗝啦
是不是爸爸太着急
剩下这么多
存在书本冰箱
第三十八页里吧

石榴

乖火山现在是女儿的玩具
她喜欢粉色地球，等玩够了
就大赦天下所有星星

小乳牙，咯咯咯
笑声糯糯的，挤出水来

我得给湖水里的银勺子
安上竹子手柄

王冠下水深火热
和用勺子喝热牛奶差不多

慢一点儿，能结出奶疙瘩
“爸爸——
每颗星星都有核儿么”
我不忍回答

精灵农谷重阳诗会

连绵秋雨渐天凉，
风送满城桂蕊香。
持菊赋诗吟友聚，
精灵农谷醉重阳。

贺陈元锐兄
《一得诗稿》付梓问世

万漉千淘始见金，
成书一得半生情。
诗翁头白心犹壮，
老树花繁满眼春。

今夜，你在夜的海上
风吹起了你胸中浪花
密林成了你的挚友
我成了匆匆过客

星点的人家 串成项链
发出了太阳的光亮
你却不曾装束的光线
黑夜保护了你，赶走过客

我们——项链里的铃铛
摇响了你的宝贝
奔向火星闪耀处
背影留作纪念——告别秋夜与大地

■吴小平

秋夜与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