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委会举
办 2022“首届内蒙古闪小说年度优秀作品评选”
活动。内蒙古的闪小说创作以独特的文学样式，
唱响时代主旋律，讲好内蒙古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

闪小说不“小”。内蒙古闪小说以短小、精悍、
新奇、独特、耐读等优势，迅速传播，占领网络，抓
住读者。闪小说创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多种
艺术呈现形式，展现旺盛的情感生态与责任担当，
成为内蒙古文学一道璀璨的风景。

“首届内蒙古闪小说年度优秀作品评选”中，
获得一等奖的《水声》、二等奖的《相拥》《老牛》、
三等奖的《剔牙》《误会》《神偷“王二”》，以及获得
优秀奖的《护士长》《就是不一样》《犟石匠》《丁一
刀》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和视野，书写人间爱与恨、
美与丑、善与恶、伟大与平凡……这些作品或鳞爪
一撇，雪野微痕；或大气磅礴，响鼓重槌；或慢声细
语，娓娓道来……独特新奇、耐人寻味的艺术构
思，让读者不禁去品味、去思考、去咂摸。

解萍的《水声》，通过对小河断流前后的回忆，
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河水哗哗地流，喷出来的水
花儿，清亮亮的，忍不住想用手去撩，这当然不是
梦……作者似乎是在讲家长里短，实则是在阐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李富的《相拥》，讲述了一位 84岁的祖母和孙

子一道去烈士陵园的故事。故事详细描写了这位
祖母去烈士陵园寻找自己牺牲的儿子的过程，以
及这位祖母在生命的最后留下了什么。作者惜墨
如金，却写出了生命之爱、母子之爱、祖国之爱、人
间之爱。祖母从纪念碑下左绕了三圈，右绕了三

圈，然后开始寻找……扔掉拐棍，双手一起按住一
个名字，紧紧的，生怕走掉……祖母大字不识，但
是却按住了纪念碑上儿子的名字……作者细腻的
描写带给读者心灵上的感动。

王海的《老牛》，写了一个“捧着个平板电脑，
坐在老柳树底下，听单田芳《白眉大侠》”的人物
——老牛。这个人天天到满山满坡的苍术地里，
对着手机又说又笑……小说通过强烈的对比，塑
造老牛与时俱进的鲜活形象，衬托出农村传统观
念的陈腐与落后。

老鹰救下了将要被毒蛇咬上的小孙子，却被
爷爷桑嘎老人一枪打死，这是科恩的《误会》叙述
的故事。故事很短，但外延的空间却很大，告诉人
们，凭经验往往会发生“误会”，遇到事情必须沉着
冷静、仔细分析，拨开迷雾，才能找到真相，仅凭主
观判断，往往会发生悲剧。

杨维娜的小说《神偷“王二”》，从十里八村有
名的“神偷”，到走向新生活的“新人”，这个变化
写出了人情味，写出了误入歧途的青年自我觉醒、
重新经营人生的励志故事，告诉人们失足无需千
古恨，回头便是满园春！

连河林的《护士长》，写阿娟上班才 1个月就
遇上疫情突发，她很是惧怕，但在护士长的指导与
帮助下，在母亲的鼓励下，她树立起信心，放下包
袱，勇敢战斗在抗疫一线的故事。这是一个暖心
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个“逆行者”的生动写照。

杨庆发的《就是不一样》，写主人公从承租一
个接近黄铺的养猪场，到最后终于办成红红火火
的养殖场的故事，阐述了“有文化和没文化就是不
一样”“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道理。

李景华的《犟石匠》，写质检员
的过度自信和高傲、石匠的“凡事认
死理儿”。这“犟”对“犟”，让人感到
一阵阵的憋气、一阵阵的不爽，让人
感悟到丑和美之间，有时仅仅只差
一步。

《丁一刀》写医术高超的中医
“丁一刀”的故事。“丁一刀”出身中
医世家，他使用比锥茬子粗的三棱
子针，出手如神，针起针落常于眨眼
之间，且富侠义心肠。作品讲了“丁
一刀”给母亲治病,巧遇“劫道者”，
刀起刀落为其治病的故事，把“丁一
刀”这个人物描绘得惟妙惟肖，字里
行间描画出一个侠骨柔肠的医者形
象。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内
蒙古的闪小说创作以鲜活的形象感
染人，以丰富的思想教育人，以高尚
的情感鼓舞人，各有风姿，绚丽绽
放，成为内蒙古文艺百花园中的“一
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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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过喇嘛湾吗？如未谋
面，《记忆喇嘛湾》这本书会告
诉你，这里是一个迷人的地方。

年逾八旬的贺云飞，是中
国教育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
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
员、内蒙古小作家协会终身名
誉主席。贺云飞用几十年时间
收集整理编著的《记忆喇嘛湾》
一书，全面展现了喇嘛湾——
这个“黄河明珠”、千年古镇的
前世今生，为保护沿黄河文化
遗产资源、延续历史文脉和民
族根脉、挖掘和弘扬黄河文化
的时代价值作出了积极贡献。

“小城故事多”“若是你到
小城来，收获特别多”，喇嘛湾
就是这样一座小城。喇嘛湾是
晋陕蒙大峡谷的起点，位于呼
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西南部。早
在汉代，这里就是黄河中上游
的一个重要渡口，史称“君子
津”，俗称“君子渡”，是一个名
副其实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
和众多故事的地方。读了《记
忆喇嘛湾》一书更让人感觉如
此，相信读者朋友也会有同感。

读《记忆喇嘛湾》一书，你
会体会到书中涌动着浓浓的乡
愁。贺云飞是土生土长的喇嘛
湾人，他之所以老骥伏枥书写
家乡，一个重要动力，就是那萦
绕脑海、挥之不去的乡情乡愁。

乡愁是什么？是挥之不去
的记忆，是铭刻心中的情怀；就
是在这个地方时喜欢这个地
方，离开这个地方会想念这个
地方；就是农家院子里婆娑的
树影，是母亲手中的缕缕饭香；
是故乡一抔温热的黄土，是寂
静夜里的心潮涌动。喇嘛湾是
乡愁浓郁的地方，这里“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无
论饮食、服饰、民俗、教育、艺
术、建筑，还是信仰、传说、故事
等等，都体现了农耕文化与游
牧文化的相交相融，折射出黄
河文化的产生、演变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记住了乡愁、记录下乡愁，就是传承和
保护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续写今天和未来的黄
河文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
养，这是我们足以自信的“根”和“魂”。《记忆喇嘛湾》一
书，在挖掘和传承历史文化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具有重
要价值。它通过记述古镇的千年沧桑，通过点、线、面的
文化展陈，从诸多视角再现了黄河中上游的历史文化，
对于我们挖掘、弘扬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增强人们的
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具有积极意义。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党的二十大对全党全
国人民的号召和要求。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需要
全社会、多方面努力，其中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重
要一环。内蒙古文化多姿多彩，是中华文明百花园中的
一道亮丽风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都应当肩负起
传承、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去挖掘整理，去书
写讴歌，去汲取践行，去总结创造，讲好家乡故事，讲好
黄河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
发扬光大，汇聚成文化自信自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磅礴力量。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纵观文学史，文学的开拓从不
错过历史的良机。在这快节奏
的信息化时代，手机及互联网
等各类新媒介的涌现，为碎片
化阅读提供了技术条件，与之
相适应，文学也在进行着深刻
的嬗变。在文学的多路向突进
中，闪小说这一小说家族的新
样式，以其独特的魅力迅速崛
起，短短几年间便风行天下，成
为文学天空中的一道亮丽风
景。有评论家如是说：“闪小说
之妙，妙于巧思，妙于结尾的出
其不意、出人意表，让人有‘原
来如此’‘真没想到’的兴叹。”
有读者如是称：“闪小说，指尖
之舞，浓缩的是精华！”更有媒
体惊呼：“当下流行闪小说！”

——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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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红山口回
响》以全景式的记述，把乌兰察
布市整个脱贫攻坚、奔向小康
的历程记录下来。作为时代的
报告，以文字为一个地区的奋
斗者、奋进者留存记忆，赓续精
神。

《红山口回响》是一部人物
群像谱。作者贴着生活写，贴
着人物写，首先聚焦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因年老、
疾病、残疾、或家庭变故，陷于
贫困之中，又因家乡土地贫瘠
而远走他乡。每一个新成立的
小家庭都曾生龙活虎地向前奔，但是，一场
疾病、一场意外就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贫
困。这就是国家要精准扶贫的意义，打通
扶贫攻坚战争的最后一公里。个体和家
庭不能够承担的，需要国家体制机制的保
障，需要驻村干部和村干部的有力帮扶，
需要有智慧有干劲的人们带动，让他们在
命运面前，葆有生命的庄严。

《红山口回响》人物群像谱中，作者重
点聚焦的还有干部群体，包括组织部门下
派的驻村干部，也包括一直在村里任职的
村干部。他们是国家脱贫政策和贫困人群
架起的桥梁。这些干部有大学生、退伍军
人、回乡创业者，他们落实国家对贫困群体
的生活、法律、医疗、教育、卫生等等保障机
制，他们也因地制宜，引进企业，发展产业，
脱贫更致富，让贫困人群在不愁吃穿中，立
智慧立志向。他们为乡村所做的不仅仅是
物质的保障，更是精神世界的重建。当然，
在脱贫攻坚一线，成长的不止是农民的物
质富裕、精神富裕、智力和志向的富裕，更
有许多干部的成长。他们骑着二轮宝马，
在走村窜户中更深切了解贫困群体的生存
现状，理解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之于整
个国家的重要性。在精准扶贫的工作中，

每一个干部与民族、国家的大政方针，与
每一个农民的切实利益同向而行，在为一
个个具体的家庭纾危解困中，真正成长为
人民办事的好干部。这样的成长，对于国
家干部体制、对于个人都是弥足珍贵的。
当然，《红山口回响》脱贫致富的人物群像
中，还有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致富不忘家
乡的企业家，身残志坚的创业者等等，他
们和农民、干部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叫奋斗者、奋进者。

《红山口回响》以文学的手法，把人
物群像树立起来，也把这个地区的精神
谱系展示出来。乌兰察布土地贫瘠、资
源匮乏，曾经是内蒙古最贫困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为过上好日子，一直勤勤恳恳地生活着、
耕耘着。他们就像生长在这里的干枝梅
一样，只要有一点土壤就可以旺盛的生
长，而且还能开出繁茂的花朵。这片土
地上，有守卫边关 17 年的战
士，他们不畏艰险、报效祖国；
有致富不忘家乡的创业者，他
们吃苦耐劳、思想进步，走在
引导、教育、组织群众的最前
方；有身残志坚的创业者，她

们从精神和物质上站立起来后，自强不
息，带领更多的残疾人找到生活和生命
的尊严；有“做的要比说的好”的企业，
在杜尔伯特草原，神州飞船回家的地
方，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进；有新时代
依然忠诚的察哈尔人，承继着传统，为一
个村庄的发展奉献一生。当然，更有千
千万万普通的生活者、奋斗者和梦想
者。他们吃苦耐劳，务实担当，就像干枝
梅，迎风绽放，傲雪凌霜，勤勤恳恳谋发
展，红红火火奔小康。这就是乌兰察布
的精神底色，这些精神在过去、现在、将
来都会推动着乌兰察布人为更美好的生
活依然奋斗不息。

《红山口回响》书写时代重大而统一
主题，其创作的素材以及思考问题的角
度都来自这个主题之下。如何在这个
重大主题、重大事件的创作中，突出文
学性？如何在众多同类题材的创作中，

突出“我”的独创性？这些问
题，是作者采访、构思、创作
中的立意、构思所在，也是这
部报告文学向读者打开的方
式。作者从故土记忆、大地
细节、生活现场的角度切入，

以自己所听、所看、所感、所
思，书写这个地域的历史、现
实和未来。作者书写故乡记
忆，书写那些精微的、地方性
的、小视角的、生机勃勃的经
验和记忆，这些记忆和生活
就是敕勒川草原、阿贵庙传
奇、火山风骨和察哈尔忠诚；
作者挖掘地方风物，让风物
长存，让历史和现实、信仰和
梦想紧紧相连，让这部报告
文学不仅仅是一部乌兰察布
脱贫攻坚的历史，更是一部
地区的风俗史。

《红山口回响》作者书写大地细节，
观察和记述薯乡光阴、绿色乡村、田野大
舞台、新牧业雄飞，她的生活、情感与这
片土地息息相关，她用眼睛看、耳朵听的
感官式的写作，书写其中生活的人，在其
中发生的事，书写新时代的田园，建构起
自己地理意义、经验意义，也是精神意义
的故乡。作者书写生活现场，书写烟火
味的生活，书写人世里那些温暖的细节、
家常感。这是国家力量、人民伟力、时代
楷模共同寻找生命庄严的历程，这重大
主题其实面对的仍然是一个个个体，无
论是脱贫者，还是扶贫者，都是寻找生活
和生命的尊严的过程。作者把古道长歌
的悲悯，青春、青春的奉献都在一个个充
满细节的故事中呈现，也以山水田园的
意境入故事，绘山写水，将自然美和人情
美融为一体，呈现整个地区的物质生活
和精神风貌。

《红山口回响》贴着人物写，贴着精
神写，贴着文学写，以散文的笔法、诗歌
的意蕴，结合小说的叙事，为读者呈现了
时代生活的新故事，呈现了富有乌兰察
布特色的脱贫攻坚的新路子，彰显了这
片土地上人们的时代精神和脱贫智慧。

寻 找 尊 严寻 找 尊 严
——评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获奖报告

文学《红山口回响》
◎◎赵富荣赵富荣

“闪小说”是一种新的小说
样式，源于英文 flash fic-
tion。“闪小说”是文章整体（包
括标题及标点符号）字数限定
在600字内的小说新样式。它
既是文学的、具有小说的特质，
又是大众的，它具有信息时代
多渠道传播的特色。这类小
说，具有小小说的基本特征，但
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说，
在写作上追求“微型、新颖、巧
妙、精粹”。微型，指篇幅超短；
新颖，指立意别出心裁；巧妙，
指构思精巧；精粹，指言约义
丰。

——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