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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老师，对于一个骨子里刻写着文字的写
作者来说，您对故乡巧家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陈正彪：就写作来说，故乡是创作的起点和底
色。我和故乡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两者是血水
相融的，我是故乡的一部分，心底藏着故乡的天地万
物，那里有高天流云、大美江山，有花香鸟语、手足同
胞，有时序更替、发展变迁。故乡不仅是梦底家山，
更是我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记者：多年前的一本书、一个人、一件事对您现
在的阅读、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陈正彪：虽然我出生在一个高寒、偏僻的山村，
但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受到文化的启蒙和感
受阅读的快乐。我的父亲特别重视文化，也敬畏文
化、文明的载体——书籍，不允许任何人随便扔弃有
字的纸片。大哥中断了学业，16岁就进县城参加工
作，每次回家都会带回一些文学、绘画类的书籍，比
如《水浒传》《西游记》《古代白话小说选》……我每天
最惬意的时光莫过于干完农活后在火塘边翻书、读
书，精彩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吸引着我去翻阅那些
书。没有最初的阅读体验，就没有后来的写作，多年
来，阅读、写作就成了我生活、生命的一部分。

记者：说起巧家，不得不提《神史》以及作者孙世
祥，这本书、这个人对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建构产生了
什么样的作用？

陈正彪：孙世祥和他的作品完成了特定时期的
独特叙事。孙世祥及《神史》都是不可复制的。《神
史》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主人公孙天主短暂的一生
成就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高
蹈人格。这部书对于巧家的当下及未来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它从文化及精神层面启示读者，认识并
热爱脚下的土地，以赤诚之心砥砺前行，以勇气和毅
力去创造自我、完善自我，以己之才竭力服务家乡的
建设和发展。

记者：当下，我们面对的诱惑太多，往往猝不及
防就陷落，您对于读者、网友有什么告诫？

陈正彪：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的短信息、短视频，

我们一不小心就迷失了。人生有限，时间可贵，建议多
阅读纸质版经典好书，在缕缕书香里积淀丰厚的人生。

记者：从小我们就看见的大山（乌蒙山）与大河
（金沙江），在时代的发展中，发出了山河共奏的交响
曲，这对于您的写作有什么帮助？

陈正彪：对于自小生长于大山大河中的我来说，
通过阅读、实地调查及历练，我认识了这片土地壮丽
的河山、久远的历史及多元的民族民间文化，尤其是
近年来高速公路的通达、清洁能源走廊的建设以及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成带来的城乡巨变，都是我永不
枯竭的创作之源。

记者：可否用一句话来对写作者和阅读者进行
勖勉？

陈正彪：阅读，发现自我；写作，完善自我。

记者：夏老师，从您的诗句中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
细腻的情感，您还记得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吗？

夏吟：不同时期对我影响较大的书各有不同。
最近，我正在看的书是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
纳河上的桥》，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阅读这本书了。
这是一本真实反映波斯尼亚历史的小说，2012 年，
我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访问塞尔维亚，做出访功课
时淘得了这本书，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本书对我
的影响会那么大。

记者：我们注意到，近来您对昭通的历史文化格
外关注，文化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
的思路？

夏吟：我反复阅读和研究《德里纳河上的桥》，把
写一部反映昭通 300多年历史的小说作为目标。因
此，我开始深入研究昭通的历史文化。在阅读昭通历
史文化书籍和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将资料分享到了
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吸引了许多人帮忙收集、整理历
史资料。

文化可以成为地方发展的支柱，以《德里纳河上
的桥》为例，这部小说不仅让德里纳河上的石桥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还使桥所在地维
舍格列城成为了欧洲热门景点，可以说，没有安德里
奇的这本书，维舍格列城不值一游。如果昭通的作家
们能写出三五部基于昭通历史文化、有思想深度和史
诗般的力量的小说，未来昭通的发展就有了新的思
路。可惜的是，昭通的小说家多数让小说隐身在故事
没有地名、人物没有来处、风物没有落实的、虚构密度
较大的写作中，这让我这个小说写作新手很着急，于
是准备自己“下水”。

记者：作为一名师者，您认为读书与命运的转变，
在新时代将发生什么样的碰撞？

夏吟：在我从事教育工作期间，我用自己的阅读
习惯和写作爱好去影响我的学生，那些跟随我坚持阅
读和写作的孩子们都收获了精彩的人生。

记者：可否分享一下您喜欢的一句话或者一句诗？
夏吟：在此，我分享一首我新写的诗歌，同时，以

此致敬昭通最热爱读书并写出了《神史》的孙世祥。
《小雪发拉》：上午到大红山祭奠了孙世祥后/下午

我离开落雪的发拉村前/友人在孙世祥家房前的菜畦
里/砍了青菜白菜，拔了红萝卜/扯了葱葱蒜苗，放在我
车上/我多想就留在这山水田园/种菜、读书、写作，散
步时/在山上捡拾玛瑙或蘑菇/每天在手机上接收两三
句/来自你的问候，在诗文中/把我前半生流过的泪/导
引到我文字的菜畦中/滋润我余生每天纯净的微笑/我
要在菜畦深处，为你埋下用松茸浸泡的一坛老酒/等你
来品，但不许喝醉/只对饮下养生悦情的古意。

记者：刘老师，据我们所知，您从北方到南方，一
直在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这些年对于故乡的记
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刘建忠：这些年来，从北到南，故乡的记忆始终
像一根坚韧的线，牵引着我的成长。故乡的一山一
水、一草一木始终扎根在我心里，质朴的街巷、熟悉
的乡音、土坯屋里的煤油灯、父亲身上的旱烟味，还
有那些年我放牛、砍柴的童年经历，依然是我内心最
柔软的部分，让我对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保持
着天然的共情，这种情感也渗透到了我的新闻报道、
文学创作中——无论身处何处，用镜头和文字记录
真实、传递温度，都是我对故乡最好的回应。当然，
我们要带着故乡的眼睛去看世界，更要用世界的眼
光重新发现故乡。

记者：在人生旅途中，您最早接触的是哪一本
书？可否列举一些对您影响较大的书籍？

刘建忠：我最早接触且印象深刻的书是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书中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不甘屈服
于命运，在黄土高原上挣扎奋斗的故事，让我在放牛
娃的年纪就明白知识能改变命运。后来，我当了兵，
转业到地方工作时，有条件阅读了大量书籍。像余
华的《活着》，让我对生命的韧性和生活的苦难有了
全新的理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则教会我如何与
命运和解；李娟的《冬牧场》，那种在极端环境中依然
保持的生活诗意，特别打动我。这些书都在不同阶
段重塑了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支撑我跨越人生的
不同高度。

记者：在以故乡为原点的出发抑或返程中，是什
么力量支撑您一路前行？

刘建忠：是一种“双向的牵引力”支撑我在以故
乡为原点的旅程中前行的，是对未知的渴望和对故
乡的热爱。对外面世界的好奇，驱使我不断探索，去
寻找“诗与远方”的风景；而故乡给予我的温暖、力量
和归属感，则是我在外漂泊的底气。每当遇到挫折，
只要一想到故乡，就觉得有了依靠，也更有勇气继续
前行。我想，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归，而回归又是为
了积蓄更多的力量再次出发。

记者：正如刘老师所说，打开一本书，命运的齿

轮就会发生转动，那么，您目前在读哪一本书？这本
书与您的认知有什么关联？

刘建忠：最近我在重读《百年孤独》。这本书就
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命运的复杂与轮回。它让
我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轨迹虽不同，但都在时代
和家族的脉络里，有着相似的孤独、挣扎与追求。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作者马尔克斯说过的一段
话：“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
用寂寞来偿还。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你多么善于交
际，而是学会与孤独和平共处。”《百年孤独》拓展了
我的认知边界，让我对人性、时间、命运有了更深刻
的思考，也让我在创作和生活中，更懂得敬畏生命
的独特与伟大。

记者：请您给读者、网友一句能量满满的话！
刘建忠：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一场自我成长的

修行，愿大家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阅读昭通·对话

人 物 简 介

夏吟：

小说要有史诗力量的地方文化符号
记者 唐龙泉飞

夏吟，文艺学硕士，高校中文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首届全国“十佳教师作家”，作品刊于《十月》《当
代》《诗刊》等，出版个人专辑5部。

刘建忠：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记者 雷明娟

人 物 简 介

刘建忠，高级记者，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兴滇英
才”，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作品散见于《人民日
报》《民族文学》《云南日报》《边疆文学》《滇池》等百余家报
刊。有230多篇稿件获得中央、省级新闻奖。著有新闻作品
集《我和新闻在路上》《跋涉者的足迹》《来自泥土的芬芳》，
散文集《行走在文字边缘》《永远的红纱巾》《聆听爱的声
音》，长篇报告文学《重器之基》（合著）等。

陈正彪：

故乡是梦底家山，亦是出发和归宿
记者 杨 明

陈正彪，巧家县作家协会主席、巧家名家、昭通市作家协
会理事、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工作之余，致力于文学、
国画创作及地方历史文化梳理，有诗文绘画作品发表于

《良友》《作文》《边疆文学》《滇池》等刊物，多篇诗文被收
录进各种文集。与人合著有《神奇的药山》《披今历古话
蒙姑》《药山》等书籍。

人 物 简 介

昭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云南文化的三大
发祥地之一。

昭通作家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形成了备受
关注的“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2020
年，昭通被授予中国第六个“文学之乡”称号。

4月 22日上午，云南省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
活动在昭通举办，一场书香之旅正式开启。

今年是“扎西会议”召开90周年，在威信县扎
西红色小镇，红军街、红军井、扎西会议会址等一
处处承载红色历史记忆的“老场景”成为旅游热
点。在威信县著名的扎西会议会址旁边，坐落着
一家别具韵味的书院——红色扎西云上乡愁书
院。这里承载着威信红色文化历史的脉搏，也为
远道而来的人们讲述着那段红色故事。

跟随云新闻记者走进书院，一起从红色文化
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共“读”好时光！

云上乡愁书院整体为川南民居建筑风格，院
身为两层木质楼，与扎西老街完美融为一体。走
进书院，各种古老的、溢满乡愁记忆的物品和书
籍，井然有序地摆放在展架上。在这里，每一位
读者都可以安静地享受阅读，用心去感受扎西老
街的时光和带不走的红色气韵。

乡愁扎西，时光长廊上一张张黑白的老照片
仿佛把人们带回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威信，
令人感慨万千。

文苑扎西，云上乡愁书院陈列着这座城市的
文化墨宝，展现红色扎西精神风貌。

红色扎西，云上乡愁书院陈列着与党的第一
代领导集体相关的文献书籍，展现过去的峥嵘岁
月，人们可以随时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和洗礼。

诗意扎西，走进云上乡愁书院，映入眼帘的
是颇具特色的陈设，墨香和书卷气交织在一起，
弥漫在整个房间。

云上乡愁书院不仅是一个旅游休闲地，更是
一个感受红色文化的绝佳去处。它以图书为媒
介、以文化为灵魂、以乡愁为连接，营造出书香
萦绕的氛围。在这里，你可以感受文脉延绵的
家国情怀，在丰富而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中浸
润心灵。

最是书香能致远，新时代赋予了书院新的使
命。自红色扎西云上乡愁书院正式启用以来，共
组织开展重点图书展示展销、“红色扎西青年行”
读书班、“红色扎西少年说”读书班、党史学习读
书班、阅读沙龙、“照片背后的故事”交流会等300
余场次。该书院于2023年被评为“全国年度最美
书店”。

群峰绵延处，书香自氤氲，在这个清新而充
满希望的季节，让我们振奋精神，去阅读一本好
书，细细品味书香、书韵……

（图文来源于云南网）

在扎西云上乡愁书院，共“读”好时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