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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反 映 大 国 重
器白鹤滩水电站
建设的巧家移民
工作纪实文学《重
器之基——巧家
县白鹤滩水电站
移民纪实》作品集
（以下简称《重器
之 基》）出 版 了 。
书一拿到手，一看
装帧、封面、题目、
纸张和插图，便产
生了一种爱不释
手的感觉。于是，
熬夜读完全书，有
诸多感动和感慨。

既然是好书，
爱好者何止我一
人！本书的作者
是昭通日报社总
编辑吕翼和编辑
部 主 任 刘 建 忠 。
这两位老师，很多
人都知道，而且他
们从事写作多年，
都是昭通的写作
高手。既然是高
手，自然也就出手
不凡。不仅出手
不凡，而且他们各
自的创作也是硕
果累累。在党的
二十大召开前夕
出版此书，不仅为
水电移民搬迁唱
出了一曲美好的
赞歌，也为党的二
十大召开献上了
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集的重要意义首
先在于全面反映了在上级领导下，巧家县
委、县政府服务移民工作和巧家县干部群
众支持大国重器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的方
方面面。书中既有宏大决策、雷霆措施，
更有人民情怀，处处展现出浓浓的家国情
怀。移民群众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风貌
让人感动，书中搬迁的场面、精妙的细节、
鲜活的人物、起伏的事件、独到的概括，彼
此交融、恰到好处。

其次，是为巧家移民群众树丰碑。白
鹤滩水电站涉及云南库区 5 万余移民群
众，为了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广大移

民群众作出了很多牺牲和奉献，移民干部
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移民群众为
什么“移”？什么时候“移”？怎么“移”？

“移”后怎么样？移民的情怀、移民的光
荣、移民的幸福在本书都有详尽的描述，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为移民群众树碑立传，
把乡愁浓缩在身边。

再者，是为巧家文化添光彩。在昭
通，很多朋友相聚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到
巧家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面
对如此优越的文化环境，巧家的文化产
品上得了台面的却不多，而《重器之基》
中写到了巧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
间艺术等，故事情节感人，为巧家文化增
添了一份光彩。

从写作方面来看，这部作品有几个
特点。

一是立意高远、主题深刻。全书主题
集中在国之所需、民之所愿、家国一体、以
民为本，讴歌新时代的主旋律。充分反映
了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及长远目标，地方
政府振臂响应和主动作为，一方人民踊跃
参与，牺牲奉献，共谱大国重器赞歌的壮
阔场面。

二是题目朴实、紧扣主题。如此宏大
的命题，如此巨大的工程，如此庞大的人
群，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用“重器
之基”突出了没有这个“基”，就立不起那
个“器”。一方人民舍小家、顾大家的豪迈
气魄，毅然决然响应政府移民号召的精神
跃然纸上。再加一个副题“巧家县白鹤滩
水电站移民纪实”，立足点一目了然。

三是结构合理、取舍得当。全书共分
为6章，既囊括移民的方方面面，又安排合
理，主次分明，取舍得当，毫无流水账之
嫌。一章一个小主题，围绕这个小主题，
去粗取精、点面结合、人事兼备，画面感
强，人和事感人。一幅幅精妙的图片，更
是锦上添花。

四是手法多样、灵活多变。文章有文
法，写作有手法，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这个方面，两位老师娴熟应用各种手
法，使文章灵动多变，避免了呆板和沉
闷。比如，对比、映衬、散点聚焦，引用诗
文、典故、俗语等，在画龙中注意点睛之
笔。由于手法的多样，句子有了节奏感，
文字洗练大气，朗朗上口。

近年来写纪实文章的人不少，也有作
家为巧家写纪实文章，可读着读着就没了
激情，即使强迫自己读下去，读完了也留
不下多少印象，而读《重器之基》却有一种
余兴未尽、爱之有加的感觉。

本社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 邮政编码：657000 广告部电话：0870-3191969 广告许可证编号：ynztgfd2020002号 零售每份1元 印刷：昭通报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中国邮政集团昭通市分公司发行

立夏 风也染绿
绿色的风一遍遍吹过
挺直腰杆的田野流着汗水
拼命揽起力气活儿
窒息一次就期盼一场淋浴

蚯蚓在大地上湿润着干裂的唇
不断扩张着毛孔 把雷雨闪电抢过来
驮着奔走 测量着温度
巧遇一个午后 沸腾的时辰开始

月亮追赶着太阳
把日子拉长
夜晚在院子一隅降落
小曲此起彼伏弹起
一天热情淋漓流淌
前序已启
葫芦一直像瓢画着水的模样
韵味被加深
即使一更二更
都希望越墙而来的雨声

小满 风生水起
微风徐来
秧苗掩映着水草嫩绿
一头水牛在偷瞄着

沟渠的分水尺 雨后快溢满
三三两两 酸甜苦辣 山野植物
从一垄垄清香走进七碟八碗

小河边的石头上
晾着一个个刚从水里惊起的童年时光

潜入夜里
一只只蝉沉醉不知归路
一束束闪亮的光捡起
随手放入背篓

天刚破晓
父亲的脚步已在
山林田头庄稼地丈量了一圈
半杯茶水氤氲
庭院的石榴花一朵一朵
随着一塘池水一尺一尺燃烧
红红地望着整个五月

芒种 把日子晾在田间地头
日子一如既往翻晒着
一个个土疙瘩被母亲一锄
一锄解开 细匀抚平
深挖整齐列着队
玉米一颗颗放入怀抱
甘霖一来就启程

枝头蝉声一高一低
进入螳螂的视线
麻雀演绎一段故事
留下足够品咂阳光的味道
碎碎穿越千年而来

半坡杨梅就着一宿星光

熟透在一只酒杯里
山里的路城里的月 牵着朦胧
翻越一生希望

一粒种子吮够了雨水
躲在夜里生根发芽

母亲依旧握着一把锄
把日子摞在田间地头晾着
又忙成
一场雨一阵风

夏至 绘声绘色
太阳像一面镜子
一半守在天空狠狠地盯着大地
把东边的旷野箍得紧紧地
一半伏在西边的池塘
搭乘一束水灵灵的荷香
粉红一片一片划进夏日深处

农田里良莠不齐
母亲细心分辨着
给秧苗拨开一条绿色通道
鬂角的雨水追着山那边的彩虹刚走
田埂边的柔柳俯下身接来一声蝉鸣
时断时续 整个太阳都挂在了耳边

父亲舞起庭院里的竹篾

削掉一截长长的白天 打钎
编好了一个背篓挎上母亲的额头

山里随手扯棵半夏
钻进百草之林
一篮子健康已采满
心腹瞬间一阵微风拂过
煮沸一锅温馨的时辰
清凉跑遍一身 脚步轻盈了一倍

小暑 发酵阳光
雷声从耳边滚过
雨点时疾时缓
在三岁小孩的脸上摩挲
一溜烟已在远山模糊

山林里的树叶更薄了
形色各异的蘑菇竖起脑袋开始
聆听自然界的音乐 长着个儿
一心想着走遍大街小巷

风一吹毛孔就放大几倍 汗水涔涔
庭院里的狗转了个圈吐着
一藤绿意爬满墙头
瞄一眼桌上一块西瓜
心田长片树荫

提着点点萤火 寻找

夜里出行的黄鳝
星空把村庄装入梦里
一路走上银河闪闪发光

大暑 沸腾
燕子衔着一朵乌云低飞过来
蜻蜓又一次在荷塘陶醉
一群蚂蚁匆匆赶路
把一阵风举得高高扛回家

一株紫茉莉住进我的身体
一副笑脸藏着嘴角干裂的疮疖
邻家小妹指甲涂满粉红色的喜悦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肿得老高的疼痛连根拔起
煨进火塘三脚架上的药缸里
沸腾一个午后

一只鹞子把成熟丢向天空
觊觎一群小鸡的成长
今天或许明天会被树荫
收藏了更多的时光
温润的土壤刨满食物的芬芳
蝴蝶翩跹
一曲歌缥缈拉住了
徘徊山间的一缕白色

小河一夜未眠
情绪决了堤一路狂奔
顺手牵走了一些低了头的农事
一笠一蓑独坐 一甩杆
一拨又一拨地跃龙门
被看不清的钩 钓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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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云松

吕翼的长篇小说《肝胆记》主要讲述
在云南、四川交界之地，少女开杏本来与
教书先生胡笙相恋，但是被乌铁拐走并被
迫成婚，乌铁、胡笙和开杏三人之间陷入
了感情纠缠，机缘巧合促使乌铁和胡笙一
同奔赴抗日战场，乌胡二人成为并肩作
战、出生入死的挚友，两人关系更加紧
密。本文以空间叙事理论解读《肝胆记》，
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心理空间三个
维度探析作家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时期
下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书写。

一

加里布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
论》中将纵向的空间划分为“地志的空间、
时空的空间和文本的空间”，其中“地志空
间”被定义为“这是处于重构的最高层次
的空间，被视为是独立存在的，独立存在
于世界的时间结构和文本的顺序安排。
文本既可以通过直接描写的方式来表述
地志的结构，也可以叙述、对话、论述来重
构地志结构”。在《肝胆记》中，作家吕翼
主要是通过直接描写、叙述和对话这三种
方式来表达地理空间的结构。他采用了
并置叙事和对比的方式，以金沙江为划分
边界，一面是龙头山，一面是杨树林，将两
个地理空间并置，用对比的手法，将龙头
山看作“彝族地区”的象征，将杨树林看作

“汉族地区”的象征，描绘出两个地理空间
的差距和象征意义，凸显男女主角所接触
的文化环境的不同，为彝汉不同民族文化
的展现、冲突作铺垫和说明。

作家在男女主角相遇之际交代了他
们各自的生活背景，将龙头山和杨树林进
行并置和对比。这些地理环境的描述表
明了龙头山和杨树林之间虽然相隔不算
遥远，但是在习俗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
着巨大的差异，同时也暗含着该时期下两
种民族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除了
物理空间差距，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价值观
念、道德观念、文化观念的差距，而事实
上，这也是两种民族意识冲突的体现。正
如韦斯利·A·科特在《现代小说中的地方
和空间》中所说：“地方和空间的语言总是
叙事话语的一部分，并且能够成为叙事作
品的力量和意义的主要中心。叙事作品
里的地方有着力量和意义；它们与人的价
值观念和信念相关联；并且它们是更大的
人类世界（包括行为和事件）的一部分。”
作家通过两个地理空间的对比，为我们展
现了一幅生动、多样的民族文化画卷，同
时也带我们了解了在不同地理空间中，两
种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不同。

二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
“社会空间”的概念，他指出社会空间是体
验的、生活的空间。社会空间纵然是具体
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同时“社会空间
也是抽象的，是人们在交流中体现出来的
非物质空间。它是以人的生存、活动和交
互作用为主要内容的”，这说明社会空间
也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作家写作的时间背景是抗日战争时
期，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当时的社会
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小说中的人物形
象和社会面貌都因为抗战而发生改变：在
抗日参军之前，小说中的乌铁和胡笙因为
与开杏的私人情感而产生矛盾，龙头山和
杨树林，彝族和汉族在当时各自站在对立
的一面。在乌胡二人共同抗日之后，两人
的私人恩怨已经逐渐被家国之情、生死之
交所“稀释”。在抗日战争之前，龙头山和
杨树林，基本上处于“势不两立”“你不犯

我，我不犯你”的状态，金沙江既是两地天
然的屏障，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边
界。而在抗日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
龙头山和杨树林两地的民众开始互通往
来，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彝汉
两族开始逐步建立和平友好的民族关
系。挑水巷作为龙头山和杨树林之外的
第三个社会空间，是一个新的社会，它象
征了彝汉两族友好共存、共同繁荣、和谐
发展的局面，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关系融洽
的理想社会的缩影。

从广义的概念来说，乌铁强抢开杏、
胡笙参军、三人相遇这些情节发生在小说
中的三个地方——龙头山、杨树林和挑水
巷。作家淡化了时间的描写，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对于时间的概念往往比较模糊，很
难感受到明确的时间界限，因为作家往往
通过转换空间去讲述故事、推动情节发
生。从狭义的概念来看，三个空间代表着
三种不同的文化。乌蒙山和杨树林塑造了
两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习俗、个性、文化和意
识，它们分别象征彝族、汉族的文化，但是
它们都是单一的、孤立的；在挑水巷中，因
为里面杂居着彝族和汉族的民众，加上经
历过彝汉两族共同抗日、共度饥荒时期、表
彰民族英雄等事件，以及解放军的进驻、新
中国的成立以及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实施，
彝汉两族的关系和感情逐步加深，也逐渐
消弭了对立，瓦解了冲突。挑水巷代表了
两种民族文化的并存和交融，这是一种多
样的、融合的，具有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的
社会文化。

乌铁是彝族土司世家的一名遗孤，
龙头山是乌铁从小生长的地方，在金沙
江的对岸，彝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山
上。龙头山作为彝族世代生活的栖息
地，仍保留着大量彝族的民族文化习俗
和民族意识。比如，彝族相信人死后有
灵魂，高度重视去世之人灵魂的安居。
在开杏的父亲去世之后，乌铁按照彝族
的习俗带着浩浩荡荡的巫师和葬礼队伍
去到杨树林为他的岳父招魂，祈祷开杏父
亲的灵魂能升入天堂，而杨树林的汉族村
民却不相信这些，在葬礼的过程中对乌铁
冷眼相待，对巫术嗤之以鼻；再如，当开杏
误以为乌铁已经战死沙场，毅然只身奔赴
龙头山为乌铁招魂，按照彝族的习俗为乌
铁举行葬礼，祈祷乌铁能“魂归故里”。这
种招魂仪式具有浓厚的彝族文化特色。
除此之外，彝族还特别重视人的道德品质
和人格修养，乌铁纵然在战场上失去了
双腿，但他一直谨记彝族部落战争中祖
先的教诲并以此为准则。这种战场上立
下的规矩，形成了彝族勇猛杀敌、冲锋陷
阵的大无畏的精神。彝族人讲义气，重感
情，乌铁的舅舅索格掩护胡笙安全过乌蒙
山，乌铁没有因为一己私欲而迫害胡笙，
相反他教胡笙开枪、骑马，并在战场上舍
身为胡笙挡炮弹。

杨树林是《肝胆记》中汉族群众的聚
居地。杨树林的人民勤劳、淳朴，注重集
体，崇尚和谐。女人心灵手巧，男人则朴
实善良。乡亲们为了开杏，打着火把没日
没夜翻遍了整个山头；开贵为了失踪的麻
子石匠，找了三天三夜，后背都被树枝和
石头磨破了皮，硬是把麻子石匠从悬崖救
了上来，而麻子石匠也一直跟随开贵，知
恩图报。可见，这与善战好斗、充满野性
的彝族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当开贵找
到开杏，证实了自己的妹妹确实被夷人乌
铁抢去，他悲伤又愤怒，一直对乌铁的彝
族身份有很大的偏见；即使乌铁亲自到杨
树村诚心道歉，给了乡亲们一大笔钱，在

他双腿被炸断变成残疾人，仍然坚持给开
杏父亲送殡之时，杨树林的乡亲们仍然不
待见他。这不单是杨树村的父老乡亲对
乌铁的成见，还反映了当时汉族对彝族身
份、彝族文化的抗拒和不认同。

挑水巷是连接乌蒙山和外面世界的
一个“逼仄的通道”，这里熙熙攘攘，杂居
着形形色色的人。因为聚集了众多社会
身份不同的人，这里的文化也更为多元和
包容，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其社会
面貌和社会空间的文化比起龙头山和杨
树林更为复杂。

在叙事方式上，作家淡化时间表达，
重视空间表达，以空间表时间。作家在作
品中没有写具体的时间年份，而是通过挑
水巷这个社会空间所发生的社会事件去
表现时间。其次，作家在叙事内容上描写
了挑水巷中彝汉民族友好往来的场景，传
递了彝汉两族文化逐渐相融、民族关系美
好和谐的现实。可以看出，在挑水巷这个
新的社会空间中，汉族接受了彝族的文化
习俗，彝族也改变了不能和汉族通婚的

“禁例”，彝汉两族文化从冲突到相融。

三

《肝胆记》注意描写和刻画人物的精神
世界和心理活动，注重建构主角的心理空
间，呈现他们在不同空间中的意识变化。

乌铁是作品中彝族同胞的代表，在抗
日战争之前，他身上仍然保留着彝族的传
统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这是彝汉两族
文化冲突点之一。在抗日战争之前，赤脚
乌铁接受过红军伯伯赠予的草鞋，乌铁作
为彝族人开始逐步接纳汉族；在抗战之
时，乌铁的心理已然有了巨大的变化。在
战场上，他不再视胡笙为对立的民族、对
立的情敌，而是教他骑马射击，甚至在炮
弹轰炸之时，舍身救胡笙，而自己却失去
了双腿。可见，当时彝族同胞在抗日战争
中得到了汉族同胞的帮助，并为他们所深
深影响，结下了“兄弟一般的情谊”，同时
也是因为乌铁坚守着彝族传统的“勇士精
神”，才会在战场上义无反顾、凛然大义，
这是乌铁作为彝族身份受到汉文化影响
的体现，反映出彝族同胞在时代变迁中仍
能坚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逐步接纳、
受到汉族同胞的影响。

开杏一开始便将汉族和彝族这两个身
份置于对立的位置，经历过被乌铁抢走的
事件之后，更加深了她对彝族身份的否定
和怨恨。而在得知乌铁主动请缨上战场、
乌铁舍身救胡笙等事件之后，开杏对乌铁
的认识有所改观，肯定了乌铁这个彝人身
上的血性和野性，并将他和贪生怕死、逃避
参军的哥哥开贵作对比，开始认同彝族身
份并逐步接受了其文化习俗。在得知乌铁

“去世”的消息时，开杏按照彝族的风俗，为
乌铁祈祷；在哥哥开贵去世时，她也主动请
求乌铁为哥哥招魂，让其得以走好。

《肝胆记》通过空间叙事的方式在三
个不同的空间中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地理空间中，作家通过并置，对比了彝
族和汉族的不同；在社会空间中，作家通
过淡化时间概念和社会空间文化描述来
呈现彝汉两个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在心理空间中，作家通过以乌铁为代表
的彝族和以开杏、胡笙为代表的汉族的
心理变化来呈现两个民族人民对于民族
身份的认同和凝聚意识，作家在三个空
间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从展现民族的
不同、表现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到最后民
族意识的凝聚，塑造彝汉两个民族的民
族共同体意识。

《肝胆记》中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陈映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