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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有情亦有道

创作长篇小说 《草木志》，对于滕贞甫

来说，是自然而然的。

从儿时的故乡胶东，到“第二故乡”的

东北，乡村是滕贞甫的精神原乡。“从九岁

开始我就生活在东北，对东北生活的深厚积

淀和发酵，让我不得不以笔为犁，深耕细作

这片广袤的黑土地。”

与 滕 贞 甫 之 前 的 10 余 部 长 篇 小 说 一

样 ，《草 木 志》 是 对 东 北 黑 土 地 的 倾 情 书

写。在小说中，墟里村位于小兴安岭东麓的

沿江镇，那里有一个北地植物王国。因为参

与省里一项驻村工作计划，“我”来到了这

里 ， 成 为 一 名 驻 村 干 部 ， 见 证 了 这 里 的

巨变。

小兴安岭是滕贞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同时，他自己也有着挂职扶贫的经历。面对

乡村振兴的火热图景，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

作家，滕贞甫思考着如何推动乡村发展、振

兴的乡村是何种样貌，也因此，作品中有他

对故乡抹不去的记忆、对乡村当下命运的理

解和对乡村未来的期盼。

“乡村振兴是为了激发乡村活力，为乡

村赋能，让乡村实现产业发展、生态优化、

民生改善和文化繁荣。”乡村生机通过什么

来形象体现呢？滕贞甫选择的切入点是草木

——“有句人人皆知的话，叫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还有一句话叫人生一世，草木

一秋，这些话都揭示了一个道理：草木之道

也是人生之道，就像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

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通过草木来写人，是

一个很独特的视角，你会有许多新发现。我

们常说道法自然，很大程度上就是从生态规

律上去感悟生命的真谛。”

是草木志，也是人物志。比如说小说中

的主人公“哨花吹”邵震天，滕贞甫将他与

当地一种野果“一把抓”对应起来，把一个

村委会主任的工作状态和酸甜苦辣形象地表

现了出来。打碗花、拉拉秧、杨铁叶子、四

角菱、黄波椤、老地榆…… 《草木志》 每个

章节的题目均为一种植物，大都是大小兴安

岭地区常见的草木，每种草木背后，是一个

性格鲜明的人物。“草木有情亦有道，草木

让 人 物 有 了 灵 魂 ， 人 物 则 赋 予 了 草 木 灵

性”，在滕贞甫看来，乡村振兴要靠内生动

力，草木是源自泥土的生命力，当振兴发展

体现在人的观念里，时代的风尚才会扎下根

并催生出新的枝叶，这是草木生长的规律，

也是社会变革进步的正道。他要讲述的，正

是乡亲们凝心聚力，激发无穷潜力，为村子

谋发展的故事。

“书中一草一木对于我来说都像久违的

故交一样亲切自然。”回忆起自己创作时的

状态，滕贞甫坦言仿佛沉浸其中，觉得自己

就是这些草木中的一株，是驿路边茂盛的蓬

蒿，是路面上匍匐的牛筋草，抑或是河沟旁

随风摇动的垂柳，切身感受着时代浪潮对这

个古老村庄的涤荡。

守正创新接续文化

“ 《草木志》 虽聚焦于山乡所发生的巨

变，却并非一部仅限于单一主题的创作。事

实上，‘巨变’的基石恰恰在于‘守正’。”

在 《草木志》 新书首发式上，滕贞甫如此说

道 。 这 缘 于 他 对 乡 村 发 展 中 文 化 传 承 的

关切。

“乡村与城市的功能不同，乡村的功能

更多的是传承和守护，传承的是文化，守护

的是生态，是乡愁。乡土文化可以创新，但

必须在守正的前提下创新，另起锅灶的做法

是不可持续的。”滕贞甫感到，书写当下的

乡村，最难的是如何写出乡村生命的韧性。

他认为，乡村振兴不是千篇一律的，要因地

制宜，对于那些具有传承和守护功能的乡

村，应该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条中国式

现代化的要求，让巨变更多体现在内涵发展

上。那种扒掉老宅、砍光老树，在耕地上建

厂房的做法，虽然能带来短期红利，但从长

远看却是毁掉了乡村。

如今，一些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在国家

政策的支持下，积极探索发展，活出了自己

应有的样子，在滕贞甫眼中，这是山乡巨变

中一道令人欣慰的风景，它让乡村守护和传

承的功能依然存在，让传统文化基因依旧活

在原生态的风土人情中，为离家之人留下了

回乡的路标。他说：“ 《草木志》 寄托了我

对乡村太多的文化情愫，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是不要简单粗暴地对待自然形成的民风民

俗，而是要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小说中的墟里村曾是古驿站，有 300 多

年的历史，在墟里村人的努力下，打造出驿

路·遇见文旅融合项目，使古老驿路迸发出

时代活力，是现实的路，亦是文化传承发展

的路。“当百年驿路被接通后，这道风景就

不局限在交通上了，而是驿路文化和传统的

接续，是历史与现实的接续，更是人心与梦

想的接续。”滕贞甫说。

为乡村的美好未来鼓与呼

多年来，滕贞甫的创作一直与本职工作

紧密关联，比如他在扶贫工作一线时，写了

脱贫攻坚题材的长篇小说 《战国红》，在纪检

战线工作时写了反腐倡廉题材的长篇小说 《鼓

掌》，在宣传战线工作时写了弘扬传统文化题

材的文化随笔集 《儒学笔记》。成为全国政协

委员后，他更将文学创作与委员履职结合起

来，紧密结合协商、调研等重点工作来制定创

作计划。

“身为文艺界的委员，我立足文艺战线，

从 文 学 和 文 化 的 视 角 来 围 绕 中 心 、 服 务 大

局。”针对文学在乡村振兴中应该如何发挥作

用这个时代课题，滕贞甫深入到湖南益阳清溪

村采风，在 《清溪村的文旅品牌》 评论文章

中，系统阐释了清溪村因文学而兴值得借鉴的

鲜活经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让更多

政协委员关注文学在促进东北振兴中的作用，

他在辽宁省政协举办的第五期“委员讲堂”上

作了“文学赋能振兴”专题讲座……

通过不断深入基层调研和采风，滕贞甫把

自己的所感所思转化为文学创作和建言献策的

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深深地感受到政协

委员在履职中要做到三个结合，即聚焦关注与

国之大者结合起来，调研选题与本职工作结合

起来，建言献策与民有所呼结合起来。“对于

我来说，政协是一个难得的能量场，为我的文

学事业又插上了一双翅膀。新时代的乡村因为

有‘两山理论’的指引，正走上草木葳蕤的振

兴之路，振兴路上的许多故事需要去记录、书

写，把乡村发展的轨迹忠实地记录下来，让更

多的人关注乡村的未来，这算是我创作 《草木

志》 的一份初衷吧。”滕贞甫说。

寄情草木葳蕤的乡村
——全国政协委员滕贞甫谈长篇小说《草木志》

本报记者 谢颖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 年 和 人

民 政 协 成 立 75 周 年 之

际 ， 很 高 兴 读 到 李 红

梅、史宝强合著的 《滹

沱河畔》 一书。

怀着先睹为快的心

情仔细通读了全书，深

感这部书全方位、多角

度、深层次记述“五一

口号”发布之后，中共

中央组织民主人士聚集

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这

一重大历史事件，叙事

提纲挈领、文笔清通简

要 ， 既 有 学 术 的 严 谨

性 、 又 有 普 及 的 可 读

性，是近年来在中国现

代史、中共党史和民主

党派史领域中一部难得

的 著 述 和 可 喜 的 新 收

获 ， 也是一部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正

如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张庆黎在本书《序

言》中所说，“整本书用

叙事史学的方法，以史

为经，以事为纬，用细

节刻画了民主人士冒着

重重危险穿越敌人封锁

线秘密奔赴解放区的一

幅幅景象，进一步彰显

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和

力量的伟大魅力”。

70 余年前的 1948 年 4 月，中共中央纪念“五一”

劳动节口号一经发布，即刻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自

此开启了香港、上海、平津等地拥护“五一口号”的各

方代表性人士奔赴哈尔滨、西柏坡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

国大计的“向北方”、向滹沱河畔的协商建国旅程。近

年来，学术界对于“五一口号”的内涵和意义、对于新

政协会议召开的作用、意义等都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和阐

述，但对于“五一口号”发布到新政协会议召开前的这

段史实，也就是中共中央如何组织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

共商国是这一段史实，专门的研究还不多，史料的收集

也还未完备。李红梅与她的合作者在 《向北方》 等专著

出版之后，又推出 《滹沱河畔》 这部精妙耐读的书，就

我阅读范围而言，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个空

白。作者不但充分利用了政协文史馆存有的文献资料，

而且通过广泛的实地调研、走访当事人及其家属等方式

收集史料，充实到这部著述中，许多珍贵史实都是第一

次披露。这些都使得这部著作在史料的全面完备和阅读

的具体生动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写什么很重要，怎么写同样重要。《滹沱河畔》 写

作的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这里要特别就“叙事史学的方

法”谈些感想。

简单地说，叙事史学方法是具体呈现的方法，而不

是理论剪裁史实的抽象方法。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

而事件总是包含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丰富的内

涵和意味。叙事史学方法通过具体呈现历史事件，使得

其中丰富的内涵和意味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我国传

统史学里，以司马迁 《史记》 为代表的纪传体史学历经

数千年而活力不衰，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典型地体现了

这一方法。

《滹沱河畔》 运用叙事史学方法所产生的魅力是不言

而喻的。通过对拥护“五一口号”的各方代表性人士奔

赴滹沱河畔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的协商建国之旅

的具体呈现，使得过去的历史对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的预示更加鲜明强烈。读完全书，我们可以感受到协商

民主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

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

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

造的坚实深厚、令人信服的历史基础。

历史事件的主体是人。叙事史学的方法可以使作为

历史主体的人物更加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看到

的历史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筋，而是活动于其中的有血有

肉的形象。《滹沱河畔》 通过丰富具体的史料的恰当呈

现，生动展现了发生于西柏坡这一重大历史过程中的众

多人物。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细读的好书。愿李红梅和她的

合作者继续为我们读者写出这样的好书来。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

宣传部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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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新编） 中国通史》 纂

修工程重要阶段性成果。

本书叙事年代从文明起

源一直到新时代，采用章节

体 ， 立 足 新 时 代 历 史 学 研

究 、 考 古 发 现 最 新 成 果 基

础，以时间顺序阐述中华文

明发展演进的主线脉络和突

出成就，深入浅出阐明中华

文明历史的发展规律，展示

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和中国历

史文化深厚底蕴。

（韵文）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家庭亲子阅读论坛

在云南昆明举行，论坛现场，书香满满。来

自云南、江苏的家庭生动讲述了设立“小禾

分享会”，用阅读浸润童心，搭建家、校、

社协同育人桥梁的故事；山东省邹平市妇

联、上海市黄浦区妇联分别介绍了“点爱伴

读”、打造“10分钟亲子阅读生态圈”的创

新案例。论坛的主题是“书香飘万家 共筑

强国梦”，把亲子阅读与万家书香和实现强

国梦紧密联系。

相关调研显示，全民阅读活动需要营造

浓郁的社会阅读氛围，亲子阅读作为全民阅

读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在营造浓郁的阅读

氛围上多下功夫。

亲子阅读的氛围是温馨的，母子依偎在

一起共读彩色的绘本是可爱的，孩子在阅读

中得到启蒙是激动人心的，很多家庭因为有

了亲子阅读的内容而书香充盈。

重庆市妇联曾经在全市寻找出“最美书

香家庭”100 户，引领更多家庭共享书香。

2023 年全国最美家庭陈静家庭就是其中的

典范。陈静家庭每天晚饭后一家四口都有着

专属的阅读空间，随手可取、随处可读的布

置散发出浓厚的阅读氛围。陈静还会邀约小

区的家庭在社区组织公益沙龙，一起分享绘

本故事，交流家庭教育经验，将多读书、读

好书的家庭理念传播出去。

上海市妇联持续擦亮“好书童享 为爱

悦读”亲子阅读活动品牌，自 2017 年起联

动亲子阅读专家、新闻媒体、社会慈善、爱

心企业、高校等各方力量，举办“上海市家

庭亲子阅读电视展演”，在全市 200 多场线

下亲子阅读活动的基础上，逐步筛选、凝

练，通过朗诵比赛、古诗词大比拼等形式，

举办 52 期线上展播，营造了亲子阅读的浓

郁社会氛围。

甘肃省妇联与甘肃读者出版集团深入合

作，按照时间、节点、节气开展省级亲子阅

读示范活动，实施“星星点灯+读者·中国

阅读行动”，通过推荐优质图书、组建读者

领读团队等，推动社区阅读、家庭阅读、校

园阅读广泛开展；设立“星星点灯·读者读

书会”分会，组建“书香家庭”社群，选拔

领读者队伍，利用“数字平台”线上开展直

播。他们联合举办的“甘肃省家庭亲子阅读

大赛”，吸引 3200个家庭参与，带动广大家

庭爱读书、读好书，推动形成浓厚的书香

氛围。

江苏省常州市妇联深入实施“亲子共成

长”书香家庭支持行动，于 2015 年成立常

州市幸福种子亲子阅读中心，联合 50 所幼

儿园组建亲子阅读联盟，在社区、企业、新

华书店等设立 15 个公益阅读点，每年组织

开展 500余场亲子阅读、微光读书会、故事

达人赛等公益活动，营造浓厚的亲子阅读氛

围。常州市连续 12 年举办“小书虫的幸福

剧场”亲子绘本剧大赛，家长和儿童共同演

绎绘本剧，在亲子共演共读中培育儿童的好

思想、好品行、好习惯。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打造“呦呦驿站”

家 庭 亲 子 阅 读 服 务 品 牌 。 尧 都 区 妇 联 自

2021 年起，通过由社区提供场地、妇联按

标 准 配 设 备 、 专 业 团 队 常 态 化 管 理 的 方

式，在全区社区 （村） 建设 40 个“呦呦驿

站”，集阅读新空间、父母学堂、家风家教

讲堂、儿童早期综合活动中心、温暖之家、

家话沙龙等于一体，定期开展家庭亲子阅

读、儿童德育实践活动、故事会、绘本微

剧场、亲子游戏、父母课堂等，服务家庭

有 20多万户。

我曾经在 《阅读力》 一书中讲述被国际

出版界称为日本“绘本之父”的画家、作家

松居直的亲子阅读经验。松居直力主开展家庭

阅读，在他的 《幸福的种子》 一书里，有这么

一段话：“我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开始，到他

们十岁左右，一直念书给他们听，从没有间断

过。我念的书范围很广，其中包括图画书和为

数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可以保证，到目前

为止，我没对孩子们说过一句‘看书去’，但

孩子们却各自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孩子们经

常听我念书，他们似乎逐渐亲身体验到，书是

多么有趣的东西。在真正开始‘读书’之前，

他们已经彻底地爱上‘书’了。”

许多亲子阅读活动可以让孩子更深地爱上

自己有书香的家，爱上阅读。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未来

精英”少年儿童创意阅读季已经成功举办十

届。我从头至尾参加了这项活动。其中亲子阅

读是这项活动最为温馨又最具挑战性的展示。

特别是亲子舞台剧：“戏动绘本”立体阅读展

示，少年儿童选手向评委推荐自己喜欢的绘

本，然后根据绘本改编或原创绘本剧进行绘本

立体阅读展示。竞赛要求少年儿童选手必须是

主角，家长只能做助演。孩子与家长共同创

作，将绘本故事搬上舞台，通过戏剧的形式，

让绘本阅读变得立体而生动。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分明看得出家长总是尽量把表现、展示的

机会让给孩子。家长比较喜欢对孩子设问，孩

子在家长具有一定启发性和小小挑战意味的设

问下，愈发开动脑筋，愈发机智、大胆。我经

常想，孩子有过一次在大舞台上成功回应家长

设问的经历，他的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应对

挑战的能力一定会获得很大提高；在如此亲切

互动阅读的亲子之间，自然而然会加深母慈子

孝的亲情，有更浓的书香氤氲馥郁，直至孩子

在书香的家庭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健康

长大。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亲子阅读的家庭有书香
聂震宁

Z 新知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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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辽宁

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

任滕贞甫的最新长篇小说 《草木

志》 出版。这部作品聚焦新时代波

澜壮阔的山乡巨变，围绕由古驿站

演变而来的村庄——墟里村的振兴

发展，讲述了驻村干部“我”，和

邵震天等人在党的乡村振兴战略引

导下，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驿站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打造驿路·遇见文旅融合项目，终

于让该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走

上了富裕之路。

无论作为作家还是政协委员，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一直是滕贞

甫的“必修课”，乡村，是他最常

去的地方。在草木葳蕤的振兴之路

上，滕贞甫记录、书写，讲述精彩

的乡村故事。

《草木志》 中有 30 多种植物，

一个没有在东北大地生活过的读

者，看过 《草木志》 后至少会记住

这些植物，通过一本书，与几十种

植物结缘，打通人与植物的精神关

联，这也是阅读的一大收获。

如 果 想 了 解 东 北 的 民 俗 和 自

然，建议可读读 《柳边纪略》《宁

古塔纪略》，读读 《额尔古纳河右

岸》 等。

（滕贞甫）

▶▶▶延伸阅读

▲ 《草木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