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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三害，
拔穷根，
鞠躬尽瘁为百姓。
沙坵留忠魂。

护焦桐，
守焦陵，
父老乡亲常思君。
江山在人民。

注：
①三害指兰考县风沙、内涝、盐碱三害，

是导致兰考县长期贫困的三种自然灾害，焦裕
禄到任兰考即宣布向三害宣战；

②焦裕禄逝世后按照他生前要求埋葬在兰
考沙坵坝上；

③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有一棵焦桐
树，为焦裕禄生前所栽，当地老百姓自发常
年维护。

④兰考老百姓尊称焦裕禄坟墓为焦陵，常
年有人自发清扫守护。

2019年10月15日于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

怀念焦裕禄
梁言实

4 月 5 日，是红旗渠总干渠建成
纪念日。20 世纪 60 年代，河南省林
县 （今林州市） 人民为改善恶劣生
产生活条件，摆脱水源匮乏状况，
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了举世
闻名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红旗
渠，孕育出红旗渠精神。

58 年前，干渠通水，林县人民
欢欣鼓舞；今天，这条凝聚了奋斗和
希望的“幸福渠”依然奔腾不息，而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更是历久弥
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红旗渠
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
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
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
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
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
时代也是如此。

今年“两会”前夕，我又一次
来到红旗渠，就红色文化遗产的保
护利用进行调研。调研中发现，红
旗渠渠体保护利用状况良好，在生
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
已拨付 1000 多万元文物保护专项经
费对个别地段进行维修。同时，还
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团体或个
人来到红旗渠参观，切身体会红旗
渠建设者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深
刻感悟伟大的红旗渠精神。

自 2018 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
来，文物保护利用一直是我关注和思
考的重点。这两年，围绕红色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我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建言献策，希望进
一步发掘红色文物资源，促进其活化
利用。

比如红旗渠就是红色水利遗产的
典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人民
建设了大量水利设施，革命斗争时期
在原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区域发
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的水利
设施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挥革
命精神改造山河兴修了大量的水利水
电设施，红旗渠、三门峡水利枢纽、
青铜峡拦河大坝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目前，红色水利遗产列入文物保
护单位的数量还比较少，存在重视历
史文物、轻视现代文物的倾向，大量
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红色水利遗产资
源没有纳入文物保护中，在各省公布
的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中仅有 86 处，
仅占公布名录的 0.5%，仅有红旗渠一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批曾为
我国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水利设施
正面临淘汰、废弃等情况，保护和管
理问题较为突出，对这类遗产的价值
内涵和保护目标尚未形成广泛社会共
识，工作基础不实。红色水利遗产的利
用和弘扬方式还有不足，方法创新不
够。因此，我们应对这些红色遗产保护
作出顶层设计出台相应的保障制度，包
括编制保护与利用规划，制定分类体
系、认定程序与标准和管理办法等，深
化科学研究，加强整体保护，并推进活
化利用，强化教育功能。

今年“两会”，我又提交了 《关于
加强东北抗联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提
案》，继续针对红色文化遗产建言献
策。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在长达 14 年的
时间里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英雄，在
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熔铸成以

“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
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核
心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革
命文物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
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抗战历史，
承载着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具有重
要历史价值。新征程上，我们要用心
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东
北抗联革命文物，大力弘扬东北抗联
精神。

据调查，全国登记在册的东北抗
联遗址遗迹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四省 （区），总计 602 处，
各地建有东北抗联主题博物馆、纪念
馆 44 家。然而，东北抗联文物保护利
用还存在田野调查和保护展示有一定
难度，地方统筹规划推进不足，历史
研究、价值挖掘不到位，社会教育功
能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因此，我建议
将东北抗联革命文物列入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重大项目，加强遗物和史料的
征集与研究，进一步发挥东北抗联革
命文物的教育功能。

红色文化遗产承载了党和人民英
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是赓续红色血
脉，增强精神力量的实物见证，是激
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
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保
护和展示这些红色文化遗产是弘扬革
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途径。
红色文化遗产是“活”的遗产，要通
过强化保护利用，打造高质量精品展
陈，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表现
力、传播力、影响力等方式，生动展
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
新时代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红色文
化遗产承载的精神血脉在新时代焕发
新的风采，激励人民奋发图强、凝聚
民族磅礴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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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章起题目是一件看似容易其
实难的事，写下“走读江夏”四个
字，我便向曾经主政文学杂志 《江
南》的我的老同学袁敏致敬，因为在
十多年前，她创立过一个栏目叫“走
读江南”。“走读江南”和“走读江
夏”一字之差，但是内容却决然
不同。

袁敏的江南是浙江，是杭州西
湖，是金华，是衢州。而我文中的江
夏则属湖北，属于武汉，号称“楚天
首县”。读《三国演义》的时候，记
住了江夏太守黄祖，一个志大才疏的
才子，也是啸聚一方的豪杰，他杀死
了两个不该杀的人，一个是“小霸
王”孙策的父亲孙坚，一个是傲慢的
文人祢衡，这是京剧《击鼓骂曹》的
主角，也是谭派名剧。

江夏的历史的确十分悠久，对于
一个北方人来说，江南、江东是很容
易弄混的概念，但是江夏却一下子就
锁定了坐标。它属于历史的武昌，再
往远处，属于楚国，因此江夏和武昌
的名字紧紧焊接在一起，江夏在28
年前叫武昌县，至今它还在名片上写
着“楚天首县”，尽管现在已经是江
夏区了。

走读江夏的日子是 2023 年 3 月
28日，这一天非常巧，是江夏区28
岁整的生日。28年前的这一天，也
就是此时此刻的 3月 28日，武昌县
正式更名江夏区。这时间非常巧合，
没有任何人进行事先选择，到达江夏
的时候，大家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
生日纪念之旅啊，是偶然中的必然，
或是必然中的偶然，都成。

28号，28岁，江夏应该是一个
年轻的城市，同时它又是一座古老的
名城，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江夏

有15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17处商
周汉唐的遗迹，它甚至拥有距今 4500
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当然，也遗存着那
艘沉没于历史的长河、又浮现于当代潮
流中的中山舰。

走江夏，步履匆匆，三日而已，但
江夏给我留下几个关键词。《大美江
夏》，这是旅馆里放在桌上的一本画册
的名字，其实在我看来，它足以涵盖若
干个我想表达的意象，比如生态江夏、
科技江夏、美食江夏、京韵江夏，甚至
还有军旅江夏。

为什么说“军旅江夏”？因为在
2019 年 8 月 12 日，我曾经来到武汉，
也到过江夏。那时武汉正在准备第七届
军运会，建筑物拔地而起，比赛场处处
可见，因此我当时留下几首小诗，第一
首《走武汉》：

江夏七届军运城，
静待深秋迎远朋。
一湖红莲向天笑，
半空绶带皆彩虹。

这是一个很喜庆的时刻，但是当时
在走江夏参观中山舰的时候，我受到了
巨大的震撼，写下几首小诗，其一《中
山舰》：

此舰曾载中国魂，
历尽硝烟碧波沉。
江夏一朝见日月，
激昂几多国人心。

另外一首：

舰上弹洞如怒睛，
犹见鏖战烈火熊。
东瀛建造日本炸，
弱国长悲恨无穷。

中山舰是当年萨镇冰从日本三菱建
造买回的，它经历过中国近代史上若干
沧桑和事件。中山舰见证了国共双方的
角逐，在武汉保卫战中被六架日本军机
炸沉。当时的舰长、萨镇冰的侄孙萨师
俊壮烈牺牲，祖孙两代人都和中山舰有
特殊的感情。中山舰沉入江夏的江底，
几近一个甲子60年，在1998年被打捞
出水，于是中山舰博物馆成为武汉、成

为江夏一处特殊的历史坐标，国仇家恨
尽在此处，所以我说“弱国长悲恨无
穷”就是4年前真正的感觉。

几年过去，疫情后，武汉怎么样
了？江夏可好？带着这几个疑问，中国
作家湖北江夏行的第二个团队就这样来
了，在江夏28岁生日的当天来了。

我们在江夏短暂的走马观花中，科
技江夏那纺织大学的大纺织概念，那在
月球上铺展的国旗，那用玄武岩拉出的
丝线令我们震惊，同时知道了一个口
号：纺织改变世界。

那京韵江夏呢？自然是与谭鑫培先
生有关。我们在一个下午和一群京剧的
小小爱好者们相聚，看他们精彩的表
演，与他们近距离接触。从六岁小女孩
果果的身上，我看到了京韵江夏的未
来，谭家七代京剧人为江夏留下了悠悠
的京韵，而京剧这中国的国粹又迷倒了
多少华人！

美食江夏，我就不多说了。我看到
了去年来江夏的朋友、作家朱小平认真
地写下了一系列关于江夏美食的有滋有
味的记述。对于一个来自北方内蒙古草
原的人来说，江夏的每一盘菜、每一餐
饭都有南国特殊的韵味和滋味，烹调技
术自不待说，色香味令我衷心地叹服。

而军旅江夏是我这次最意外的收
获，因为在金口我看到了古老的槐山矶
背后即将建成的金口军事主题文化区。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诸多兵种的军事
博物馆就将耸立在一座当年海军的旧军
营里，被两株和唐太宗同时代的1300
多岁的银杏树所遮蔽和拥抱。军旅情
怀、军旅故事以及军旅传奇会给江夏树
立一座特殊的历史丰碑和旅游者必须朝
拜的红色圣地。

在对灵山花镜的一次采访中，穿着
红色马甲的灵山旅游区负责人带我们游
览这座由昔日旧矿山改造的风景区，红
马甲上有 10 个字：游灵山花镜，结

“矿”世奇缘。“花镜”使我这个老编辑
颇为费解，因为它是镜子的“镜”，我
们几个作家都是咬文嚼字的高手，大家
一致认为这可能印错了，应该是境界的

“境”，土字旁的“境”。但是走着走
着，我们看到一座碧绿如镜面的翠湖，
一叶小舟系住岁月，而这碧绿的水潭名
为灵泉潭。以此为镜，山色尽在镜中，
所以我开玩笑说：“这是一场‘镜花

缘’啊。”其实这是疫情中武汉人奋斗
出的胜景，是礼物，也是念物。原来这
灵山四周均是山骨嶙峋的石灰岩挖掘过
后的惨景，经过3年治理，四周植被覆
盖得绿油油的，油菜花们黄得灿烂，碧
桃正红得诱人。负责人告诉我，这里用
的是一种高科技的手段叫类壤土基质挂
网喷播，喷播了将近两万平方米，挂在
那山谷上的全是钢网，然后把喷播的泥
浆和树种子一层一层灌注下去，树种子
扎根得很深，于是山体牢固了，旧貌变
新颜了。听了这叙述，我想象了一下在
疫情期间大型机械施工的壮景，格外觉
得这美丽的春景是来之何等的不易啊！

灵山真的很美，两天后灵山将正式
开园，江夏和武汉于是又多了一处景
点，我觉得这是一次特殊的“镜花缘”
了，三年疫情，三载奋斗，留给人几多
感叹。

离开灵山花镜，我们到了小朱湾。
小朱湾的农家乐造型独特而美丽，一面
高大的墙上画了一个美丽的少女，而少
女头顶的鲜花是真花，亦真亦幻，充满
创意，于是此地成为打卡的热门之地。

无论是江夏的新农村布局，还是灵
山的矿区改造，这一切都带给我巨大的
冲击。在告别灵山的时候，我得到了一
首小诗叫《灵山吟》：

灵山巧入镜花缘，
碧桃红映菜花田。
一潭绿水照沧桑，
何处再觅旧矿山？

这种感觉非常准确和真实，而来到
江夏之后，我又得一首小诗 《走江
夏》，算是这篇小文的结尾：

清明恰逢楚天阔，
观山亲水一路歌。
春行江夏觅荷韵，
樱花尽染芙蓉国。

“芙蓉国里尽朝晖”，“芙蓉国”不
仅仅属于湖南，我觉得湖北武汉的江夏
也足以享受这个名称。

走读江夏，收获多多。江夏，我愿
意下次再和你相会！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走读江夏
高洪波

我回望故乡时，故乡也在望
着我。

当我回望白洋淀的时候，白洋
淀也在望着我。

2017 年夏天，我到白洋淀体
验生活，创作三卷本长篇小说
《白洋淀上》。我深情地凝望白洋
淀。白洋淀的民俗风情吸引了
我、那里乡亲的衣食住行、婚丧
嫁娶，都是我关注的，岸边的一
棵树、一艘船、一草一花，飞禽
走兽，也都完美准确地进入整体
描述中。面对雄安新区激荡的生
活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
奇的孩子。白洋淀在巨变，变得
越来越突出，我用文学来记录和
歌唱。

白洋淀大地不仅是物质的，
更是精神的，这座日新月异的未
来之城，会成为人类新城市的模
板，同时也回应着人类重大精神
问题，作家要解决这些精神问
题。我们既对正面价值肯定与弘
扬，还要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对假
恶丑提出质疑和批判，最后形成
时代的精神启迪，以沉甸甸的思
考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

深刻而广阔地再现当今社会
生活的风貌，这应该是作家思考的
问题。雄安新区的成立和乡村振兴
都是重要事件，文学，特别是小说
怎么艺术表达这个特殊题材？我开
始是由于激情和冲动想写这个作
品，可一旦真正触及这个文本的时
候，我开始束手无策了。

离现实近了，等于没有拉开
距离。其实，这也是审美距离，
是认知上的一个难题。现实错综

复杂，如何认知和整体把握新时
代，反映生活本质？我想写一部
时代生活的长卷，要客观、真实
地反映社会生活全貌，写社会关
系的总和。这让我兴奋，又让我
觉得非常困难。

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构
架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生活积累增
加和对艺术想象的丰富，一步一
步深化的。首先，作品要传达出
时代的精神，写出新时代的筋骨
和温度。我应该对白洋淀百姓生
活给予尊重和同情，同时要以一
种新的结构统领这些故事和人
物。情节发展和人物行动安排的
是旋转舞台式的结构，历史仇怨
和情理，爱情与欲望、伦理与道
德、守旧与建设都冲突起来。其
次，反映人物的命运变化，雄安
新区成立和乡村振兴成为人物命
运改变的基本依据。几条线路上
的人物，因白洋淀这个舞台或冲
突、或融合，或亲缘、或恋爱、
或工作关系，疏密相间、错综复
杂，使日常富有烟火气的生活细
节演绎出波澜壮阔的巨大内容。
以王家寨为基点，渐次波及白洋
淀以及北京、深圳、张家口和太
行山，勾勒出一幅全景式的山乡
巨变的社会风俗画卷。当初创作
意图是明显的，以小见大，主要
是关注社会变革中人的命运变
迁，传达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忧思
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

其实我想，白洋淀看不见的
风景才深奥无比。

写作的时候，我将心中对白

洋淀的崇敬全部倾注其中。文学
反映现实生活是必然的，让我困
惑的是，文学多大程度上真实、
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我采访到
百姓的生活是不是真实的？我困
惑了一阵又一阵，继续走进白洋
淀人民中间，与他们朝夕相处，
乘船打鱼，谈话聊天。我看到，
白洋淀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面临
着挑战和转型，我们不能以摧毁
和掏空乡愁为代价，发展城市，
生态农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在白洋淀得到充分的印
证。就白洋淀来讲，如果生活是
创作的源头，小说就是入淀的河
流，河水在入淀口激起了美丽的
浪花。我们从源头吸收巨大的营
养，以时间换空间，对所掌握的
素材进行分析。

2023 年 2 月 12 日，作为“新
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首部
作品，117 万字的长篇小说 《白
洋淀上》在雄安新区首发。4月1
日，雄安新区成立六周年之际，
我的长篇小说 《白洋淀上前传》
在白洋淀王家寨首发。《白洋淀
上》 还入选了 2023 年 1 月和 2 月

“中国好书”榜单。
我有个感受，凝望白洋淀，

感觉这世界说复杂也复杂，三言
两语说不清，说简单也简单，几
句话就能概括，爱恨情仇，生老
病死。我们要真正弄懂生活，真
是不容易的，如果懂了就会化苦
难为温暖为动力。我要逆流而上
了，变成一条鱼，寻找生命中的
那一缕清泉。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凝 望
——从白洋淀风情谈长篇小说创作

关仁山

开栏的话：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
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新时
代，我国文博事业展现着蓬勃的朝气，不断加大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使其“活”起来，丰富
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本版开设“文博随笔”专
栏，邀请委员、专家讲述自己对文博事业的思考。

诗词鉴赏诗词鉴赏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