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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路远、思想保守、缺乏技术、资金匮
乏、封库停建……长期以来，一个个难以逾
越的障碍，造成屏山县中西部地区的大面积
贫困。一代代屏山人，在贫困中挣扎。脱贫攻
坚，终于使屏山变了模样！2020年底，屏山县
如期脱贫，摘掉了头上这顶戴了几十年的国
贫县“帽子”。《摘帽记》一书，即是对屏山县脱
贫摘帽历程的见证。作者周云和深入屏山县
各个乡镇，实地采访大量驻村干部和贫困户。
在他的笔下，脱贫攻坚是党员干部的天职，他
们像一棵棵树苗，扎根偏远艰苦的乡村，誓把
穷魔斩断，数年田间地头生活，酸甜苦辣咸五
味俱全。这本30余万字的书，是屏山县扶贫
事业的历史反映，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最近十年来，屏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是轰轰烈烈的移民迁建，建设向家坝水电站
淹没县城和6个乡镇，整体搬迁13.5万人，这
段历史有周云和的《水拍金沙》作证；如今的
脱贫攻坚，有了《摘帽记》这本书，可以说把屏
山人奋斗和谱写历史的千万个镜头浓缩下来
了。这本书不套用宏大空洞的叙事，他几乎都
是贴着地平线进行的——书中的每一个人
物，都与现实中对得上号；他不拿空洞的理论
和高深的文学手法作卖点，而是将平凡众生
的话语和经历融入其中，造就了本书独特的
魅力和价值。

《摘帽记》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的全
部是作者深入基层、深入农村亲眼所见，而
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在官方文件里寻找答
案。周云和以一贯的老辣笔法，将底层人物
的悲欢离合娓娓道来。看似碎片化的人物故
事，却有着共同的主线，那就是在国家脱贫

攻坚政策下，帮扶干部带领长期贫困的屏山
人改变命运的过程，是时代的脉搏，也是一
部壮丽的史诗。

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大量细致的采访
工作，是确保文本鲜活的支撑。如他写《“烧
不燃”的龙门阵》一章时，有这样的细节：柴
进水到清平彝族乡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群众
记不住他的姓名，有时候上级领导来检查工
作，问“谁是你们的第一书记”，村民往往摸
不着头脑。为了让群众记住他的名字，柴进
水煞费苦心这样自我介绍：“我叫柴进水，要
是大家记不住，就想煮饭吃的时候，柴被进
去的水打湿了烧不燃，这样就记住我名字
了。”村民们一阵哄笑：“柴进水，烧不燃。嗯，
好记。”另一方面，他在采访中大量引用谈话
人的原文，并保留了很多生动有趣的四川方
言，把人物的性格和真实想法自然而然地带
入文本里。如写创办羊肚菌生产企业的许春
丽，就保留了人物对话中的大量四川方言俚
语，既诙谐又贴近人物性格。这样的叙事风
格，让这本书很接地气。

“读历史即是读人心”，这本书无疑也是
一本脱贫攻坚的历史汇集，为读者呈现出一
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阅读此书不难发现，
群众心理的改变，也是在浪潮起伏中跟着涌
动的。比如在第二章写道，某几处地方的人
不配合扶贫干部的工作，正是反映了他们对
形势认知的局限。当然，他们的思想局限只
不过是扶贫乐章中的一小段不和谐音符。本
书还通过侧面描写的形式，由浅入深地展现
农村的极大变化，突出了帮扶干部们做工作
的扎实和细致。“群众无小事，帮扶无小事”，

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帮扶群众，用心用情，化
解了许许多多的人心隔阂。如锦屏镇一农妇
家中母牛打栏了，第一时间打电话找帮扶联
系人李足云，李足云还以为是她在开玩笑。
确认情况后，他才醒悟过来，原来群众是真
心信任他，最后成功帮贫困户解决母牛配种
问题。听起来不可思议的问题，却反映了群
众无小事和干群互相信任的道理。当然，作
者也善于用反面的例证，既增强了可读性，
让人看到了那些钻空子的人心中的阴暗面，
也使塑造的人物群体更有真实感和可信度。

其实，小人物的命运，也是屏山的命运。
小说从晦暗到激动，再到明快，再到振奋人
心，紧扣的是屏山县扶贫的主轴。

每个成功的人物，虽然经历不同，但是成
功的背后，都有无数的辛酸和汗水——发展
羊肚菌屡次失败又屡次再来的许春丽、吃尽
打工苦头返乡发展茶叶的张德兵、几乎倾尽
家产也要发展笋子加工产业的刘介辉——他
们在成功之后，都无一例外地主动积极带动
周边乡亲就业。致富不忘乡亲，这样的典型，
为本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高光亮点。

周云和常说“要写熟悉的人和熟悉的
事”，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信息时代
语境，把握当下农村的深层问题，依托作品
的艺术追求实现文学对扶贫主题的凝练和
升华，为读者创作更高价值的阅读体验。洞
悉时代风潮，刻画细微瞬间，找准扶贫主旨，
时代与文学才能相互滋养、互相碰撞，所创
作的作品才可能真实有厚度。

（作者系屏山县政协委员、宜宾市作家
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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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绵阳资深媒体人王晓阳的读书随笔集《邂逅经典：我与
17部中外名著》（以下简称《邂逅经典》）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
这部27万字的评论专著中，他以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新颖的读评文
本，对17部中外经典名著进行了深度而轻松的解读。

从1980年上大学起，王晓阳开始真正接触、阅读外国文学名
著，他读的第一本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在40多年时间里，
他利用业余时间先后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名著，在阅读中他习惯
于做批注、写札记。从 2012 年初开始，他精选自己读过的中外名
著，整理写下的批注、札记，并就作品的作者、主题、人物、写作手法
及其他人的评论进行深入探讨，融入自己的阅读经历和见解，历时
10年，先后三易其稿，最终完成《邂逅经典》这部专著。

《邂逅经典》分上、下两篇，上篇“读外国经典”收录13部外国
作家名著的读评文章，下篇“读中国经典”收录4部中国作家作品
的读评文章。

在这部专著中，王晓阳并非是对名著进行简单的阅读心得的
记录，而是以精炼、轻松的语言，对名著的作者、主题、人物、写作手
法等进行深入研读，还适时提出读评者的思考与观点，体现出阅读
的深度和广度。

《邂逅经典》中涉及的中外名著，大部分的体量都在几十万、上
百万字。在移动阅读、电子阅读日益普及的当下，人们有时会质疑：
还有多少人在读、愿意读那些“大部头”的纸质书？即使是人们熟悉
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除了研究者和资格的书迷外，又有多少人真
正完整地读过？

王晓阳也思考这些质疑，但他认为，在信息多元和碎片化阅读
时代，人们或许更需要静下心来进行深度阅读，在一部部经典名著
中去感受文字所营造的生活意象与社会形态，而这是在快餐式的
电子阅读中所难以体会到的。因此，《邂逅经典》的出版，或许可以
对想要阅读或没有时间阅读这些名著的读者起到导读的作用，这
也正是他出版这部作品的目的。

作为一部中外名著的读评文集，《邂逅经典》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质
和学术性质，主要表现在体验式阅读、深度阅读、对比阅读三个方面。

体验式阅读。17篇读评文稿的开篇，王晓阳以轻松的笔调介绍
自己对所涉名著的最初印象、版本情况、名家的评价，讲述购买时
间及购买经历，也介绍自己的阅读经历。有时还会穿插一些有关作
者及名著的典故或轶事，比如，在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引
述了引发马尔克斯写作的事件、《百年孤独》的完成过程及邮寄书
稿的经历，这些有趣的细节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对于外国名
著，作者还会介绍翻译者的情况及不同的译文版本。

深度阅读。每一篇读评文章中，王晓阳都会在介绍相关背景的基
础上，深度分析人物特点，解析作品主题与写作手法。比如，读《堂吉诃
德》时，他从小说故事的背景与人物性格及作品主题入手，探讨作家
塞万提斯“是在嘲笑骑士精神还是在歌颂骑士精神”；读《安娜·卡列
尼娜》时，他特别探讨了扉页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真正涵
义；读《傲慢与偏见》时，他深入分析作品表达的婚恋价值观，也对作
品的幽默与讽刺风格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
他对“人性善与恶”和“上帝是否存在”的主题进行了重点探析……

对比阅读。王晓阳在写作中，注重对不同作品所表现的人物、
主题、社会生活、写作手法等进行比较性探讨。有对同一作家不同
作品的对比，比如，对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他的《霍乱时期的
爱情》《族长的秋天》之间的对比；有对不同作家之间的对比，比如，
对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对比，对马尔克斯与中国作
家之间的比对，等等。

全面、深度、轻松的读评方式，可以让那些中外名著特别是那些
晦涩难懂的名著更容易读懂，让更多的读者由此喜欢阅读而不是拒
绝那些影响至今的中外名著，这或许就是《邂逅经典》的价值所在。

20年前，我的孩提时代是在雅安农村度过的。
玩泥巴、追蛾子、摸鱼儿，一天又一天。我记得很多
事：记得被灶烟熏得黢黑的木墙，记得老旧锈黄的
煤油灯，记得爷爷奶奶宽大的手掌上沟壑纵横。那
时候家门前是一条泥巴路，碎石硌得脚疼，泥土更
可恶，只要一下雨就会泥泞不堪，一脚下去，鞋子
上少说得带二两泥。直到第一次进城，才知道原来
还有一种路是用水泥铺成的，走在上面脚步声“咯
噔、咯噔”，听起来清脆悦耳，走很远很远也不会觉
得累，下雨了也不用担心把鞋子弄脏。于是梦想有
一天，家门口的泥巴路能够变成水泥路。

记忆中，儿时的乡村生活总的来说是恬静美
好的。但沿着这条泥巴路把记忆的触角逐渐展开
时，我上初中以后的记忆却变得无比苦涩。还记
得，曾有亲戚来我家借过米，他的脸一团漆黑，以
至于我完全看不到他的五官；二姑父那年进山里
做木匠，回来时少了几根手指，他说是被机器咬
掉的；小姨被拐卖后的30年里只回来过一次；我
奶奶给我的零花钱，一张已经碎成好几瓣，用透
明胶带粘好的五毛钱；奶奶对我的关心永远是那
句“你饿了吗？我给你做饭”，不懂事的我不胜其
烦……现在我明白了，那些记忆叫作“贫穷”。它
像一个无边的黑色罩子，笼罩着我出生的小村
落。那些年纪不大的村里人，手掌却早已布满老
茧，努力地生活，生活却依然艰难。

“祖国是贫穷而落后的”，以前我一直这么认
为。直到读高中时，经不住在深圳上班的表姐多
次邀请，我终于去到深圳的那天。那是我第一次
出川，从下飞机的那一刻，我成了“上城的陈奂
生”。我站在宝安机场，紧张得一动也不敢动，炫
目的白炽灯照得我头晕眼花，不一会儿就满头大
汗。3天的旅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样东西——
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水泥路——路面平
整得像刀切过的豆腐；人行道上铺满地砖，一块块
巧妙配合，形成有规律的图案；路边的行道树高大
笔直，花台中盛开着大片大片的三角梅……我花
了很大的力气才明白，这里是祖国经济最发达、
现代化程度最高、改革开放最早的地方。这也是
我的祖国，一个陌生的、富裕的祖国。

眼前的深圳，让我这个从四川西部山区来的
乡巴佬，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名字
深深刻进了脑海。这位世纪伟人，也是咱们四川
人！30年前，这里也只是一个破旧的小渔村，除了

贫穷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的深圳已经成为南海
边的一颗明珠、了不起的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
这一切都来源于那位慈祥老人的构想，他在中国
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他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
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中国人民
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过去的
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
列”！那一刻我想起我的故乡，是不是有一天也能
像这个南海边的小村庄一样，通过自己的创造性
劳动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不仅仅是把路全部修
成漂亮的水泥路，而是成为一个让全国、全世界
瞩目的存在？

然而，此后我不停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
市读书，却始终没有机会再认真地看看我的故
乡。直到我毕业到德阳参加工作以后，随单位到
雅安调研，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时，我才开始认
真端详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山村：村村通的水
泥公路据说前几年就全部完工，优质且美观；家

家修好了新房，大多是三、四层的小洋楼，还可以
选择住进公园式的灾后重建小区；人们在家门口
的茶园摘着刚长出来的新叶，一天可以挣几十块
钱；有些村民在自己家中开办了家庭旅馆，接待
外地到雅安旅游的客人；还有成片的架子上爬满
了猕猴桃藤，结满了果子，长势十分喜人……曾
经那个笼罩着这个小村庄的黑色盖子，仿佛正在
被慢慢揭开，明媚的阳光透过云层照进这片美丽
的土地。我记忆中那低矮的房屋、雨中泥泞的泥
巴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记忆中的故乡已经
不在了——但毫无疑问我更爱现在这个故乡。

为我们介绍情况的村党委书记，热情洋溢、
滔滔不绝地向我们感叹着党和政府是多么重视
乡村经济的发展，解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讲述着农旅融合发展的计划，憧
憬着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我明白，现在乡村水泥路修好了，大家已经
迫不及待地想要上路奔跑了！

前不久，我回到乡下的老家。母亲说，
房子重建了，你这次就在家多呆几天吧！我
答应了。回乡第二天下午，侄儿邀请我去他
家吃晚饭。吃完饭，便凑在一起摆龙门阵。
从儿时摆到现在，话题一个接一个。不知过
了多久，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天哪！
居然晚上8点多了！知道当晚没月亮，我急
忙起身告辞，对侄儿说，出门没有带电筒，
还得借借你家的用用哟！侄儿说，叔，有路
灯，不需要电筒照明呢！

有路灯！我木然。
侄儿笑了笑说，你很多年晚上没在老

家呆过了吧？我们村上，几年前就已经安装
了路灯呢！

出门看，漆黑的天空下，地上一片斑斑
驳驳的光亮。仔细瞅，从对面一幢楼房的屋
檐下，伸出一盏大大的灯，在夜空中闪烁，
为夜里的乡村增添了明艳。是的呵，这些年
虽然时不时回乡来，但最多吃顿午饭，便匆
匆离去了。之所以不在家过夜，跟20多年前
在家乡的一次经历有关。那是春节期间，晚
饭后去拜访一位儿时的同学，夜深回家，在
坑坑洼洼的村道上跌跌撞撞地行走，结果
把脚崴了，一连好几天无法下地。“一朝被
蛇咬，十年怕草绳”，此后我回家，即便偶而
住一夜，也基本上是呆在家中不出门。到后
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大不如从前，老家
的房屋陈旧，厕所等配套设施不完善，感到
生活很不方便，于是就来去匆匆，鲜有在家
过夜的时间了。

从侄儿家出来，慢慢地沿着村道走了
一大圈。从前弯弯曲曲的村道，不再是坑坑
洼洼的土路了，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面；道
路两旁挺拔的电杆上，伸展出一盏盏路灯，
让漆黑的夜，增加了一片明亮。从前村小的
操场上，也安装了明亮的路灯，一群大妈大
婶正聚在一起跳着广场舞。欢快的乐曲，悦
耳的歌声，加上她们的无忧无虑、喜笑颜
开，让夜里的乡间，不再冷寂、清寥，而是充
满生机与活力。

要知道，我的老家，不比发达的东部农
村，经济还比较落后，在脱贫攻坚号角的吹
拂下，才摘掉了压在头上数千年的贫穷帽

子。路灯的出现，让我倍感惊讶。陪同我回
家的侄儿边走边说：如今，路灯在乡间已经
不是稀罕物了！

百闻不如一见。第二天，我专程去附近
的周家沟、七里坪闲逛。走下一片树林，顺
着蜿蜒的小河沟，慢慢踱到了水泥铺就的
一条村道上。眼前一盏盏路灯昂然挺立着，
有电灯，更多的是太阳能灯。回家后，我跟
侄儿讲了自己的发现。侄儿说，岂止周家
沟、七里坪，在罗家坪、向家沟、胡家陵、王
家坪、棉花地、廖家沟、冯家坪、罗面山等众
多的村子里，这些年都先后安起了路灯！侄
儿还告诉我，我家的邻居，那位在外经商的
女子，近日又打电话回来，要给村子捐5万
元现金，用来给尚未安装路灯的道路装太
阳能路灯呢！

晚上，站在家中的平台朝远方眺望：黑
黢黢的大地上，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将
乡村的夜，演绎得妩媚多彩！我不禁回忆起
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经历——

那时我才10岁。一天，为了买字典，我
一个人跑去了县城的书店。回家的路似乎
显得特别漫长，当渡过嘉陵江时，夕阳就开
始落山了。走到离家还有五六里路的松林
坡时，天完全黑了下来。放眼望，四周黑漆
漆一片，只有风在耳畔“沙沙”地响。松林坡
的路，是崎岖不平的卵石路；有一段还面临
一道绝壁。年少的我，有些六神无主了，眼
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就在这时，背后突然亮
起了一团火焰，紧接着又传来“嗒嗒”的脚
步声。只见几个夜行的人，举着一支火把，
照亮了山路。我赶紧跟随着这束光亮，走下
松林坡，再经过倒石桥、攀上徐家坡，终于
回到了家中。

今非昔比。乡间夜晚的照明方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火把过渡到油
灯、手电筒，再从油灯、手电筒升级为一盏
盏路灯。路灯在乡村的延伸，不能不说是党
带领人民群众脱贫奔康创造的奇迹！随着
乡村振兴大幕的铺展，相信将有更多的奇
迹，降临在广袤的乡村，给更多乡下人带来
幸福生活，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梦。

第一次听说陈行甲，是通过一篇网络上
广为流传的文章——《一个县委书记的愤
怒》。文中展现了陈行甲敢作敢为、真做真为
的鲜明个性，“一身正气，一身朝气”，光是听
听就觉得有种仗剑走天涯的侠气。前段时
间，我拜读了他的新书《在峡江的转弯处》，
感受颇深。全书分七记：第一记《我和我的母
亲》，第二记《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猜
错》，第三记《如果有光，我就能看到你的眼
睛》，第四记《人生的巴颜喀拉山》，第五记

《密歇根湖上有一千种飞鸟》，第六记《在峡
江的转弯处》，第七记《你好，我的下半场》。
我读出了他人生的丰富精彩，也读出了他在
绘出精彩人生过程中的种种不易。

作者小时候，生活在相对贫困的环境
里，却保持着一种敢于斗天地的锐气。他从

小虽无光鲜衣着，但内心纯净善良，靠着“知
识改变命运”的信条，考取大学，实现了人生
命运的第一次转折。而后赶上了改革开放，
赶上了干部年轻化，陈行甲抓住每一次机
遇，先后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出国留学、被
提拔重用，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逆袭。
他这种不肯向命运低头、始终保持高昂斗志
的精神，实在让人折服。作者在书中说“我们
那一代人都是草根”。从考出大山、迈向清
华、出国深造，到回归大山、力挽狂澜、心系
百姓，努力扭转当地政治生态，从他的身上，
我们仿佛看到了星星点点的神性光芒。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在组织即将
提拔他的时候，陈行甲辞去公职，转身公益。
在最辉煌的时候，他选了“退”，这个“退”，不
是遇到困难时的畏缩，而是为了人生更大的

舞台，那里有他的理想情怀、有他的人生追
求、有他对人民的热爱。他在书中深情地讲
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英名消逝于风
雪。为大众谋福利者，不可使其后辈困顿于荆
棘。英雄为我们，我们为英雄。传薪计划，用传
薪者的信仰守住抱薪者留给世界的温暖。”

江水在转弯处最为湍急，却能激起最美
丽的浪花。转弯，让江水有了新的方向，对于
人生而言，转弯处是痛苦的是艰难的，更是
充满了希望的。陈行甲的人生就像是江水一
样，蜿蜒湍急，不断经过转弯处的礁石磨砺，
始终不忘初心、勇往直前。他说：“做一个有
信仰的人，我感觉活得才有力量；做一个干
净的人，我感觉活得很轻松；做一个有爱的
人，我感觉活得很幸福；做一个心存敬畏的
人，我感觉活得才踏实。”

“迎庆二十大 同心跟党走 建功新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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