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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是风的画板
云是风的杰作
风将云
吹成一幅绝美的画
装裱在我们的眼睛里
吹成了一封信
向四面八方
遥寄出我们的心情

云的衣裳
风牵着云的手
游遍了天空的角角落落
每一个角落里的色彩
都为云裁制了一身新衣裳
云惊喜地更换着新衣
跟叽叽喳喳的小鸟打了声招呼
容颜失色地躲开了臭虫
云披上七彩霞衣
散发着金色光芒
像极了无边无际世界中的理想岛

风的天性
风的天性
如此放荡不羁
吹过一栋栋房子
擦肩而过一个个人
撩起了尘沙又轻轻放下
在某个角落百转千回
谢绝了树的挽留
飞扬着吻别了花
找到久违的旷野
在那里
释放着它的天性

天空（外二首）

□林晓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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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墙外有一座水泥钢筋的三层楼房，在
三楼阳台栏杆外与雨槽之间的缝隙中，长出了一
簇蕨草。

早晨，蕨草背后的阳台栏杆遮挡住太阳光
线，看到它的绿叶经过露水的抚摸和沐浴，理直
气壮地舒展开了，将昨日煎烤的疲惫收藏在枯叶
之下。

升高的太阳爬过了阳台栏杆，如无数双灼热
的手落在蕨草的绿叶上，很快将那点残留的可怜
露水吸得一干二净。绿叶经不住太阳的火辣，开
始卷缩起来，像人们的手慢慢地握起了拳头。能
看见绿叶中有的叶片和根茎已被烤得枯黄，它依
然顽强地挺立在烈日下，直到太阳从西山落去月
亮从东边上来。

蕨草美丽的家园在大地并不在阳台缝隙。在山
地里树林边，在田头地角，那里充足的水分，肥沃的
泥土，烙深了它的足迹，风吹过地上一草一木，也能
见它摇曳的身影。

春天花香弥漫之时，正是嫩蕨草长出的时
日，从城里去农村抛荒的田园边，或者无人居住
的房前屋后，那里充足的养分，充沛的雨水，让蕨
草的根茎长得跟筷子般粗大，采一把回来，就能
做出一盘餐桌上的好菜。

长在阳台雨槽里的蕨草，虽也受春天的温暖，也
有雨水的滋润，但就是长不出地上蕨草那么粗壮的
根茎。每到春雨细密的时节，那根茎也努力挣扎地从
蕨草根部长出来，又瘦又细又勾着头，营养的缺乏使
它提不起更多的精神气。不过，它一年又一年，一日
又一日，顽强地写出一首四季的生命之歌。

夏日的阳台蕨草，最渴望下一场大雨。
天空已经到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之时，蕨草精

神抖擞像出征战士，把卷缩的叶子一片一片舒展开，
来迎接暴风雨的大驾光临。

起初几粒斜斜的雨滴答落到了叶子上，擦去
叶上的尘埃。接着雨滴直直如柱子般密密麻麻地
砸落下来，打疼了蕨草，根茎上细软的茸毛像花
朵那样张开了。终于哗啦啦的大雨倾盆而下，雨
水落到了缝隙的蕨草根须里。久违的雨水，终于
盼来啦，从蕨草根须到达了根茎，再从根茎流到
了枝叶每条脉络。细心的风经过时，听见了蕨草
生命生长的声音。

蕨草怎么长到阳台雨槽里去的？是风吹是鸟
啄还是人类活动结果？这些已经无法考证了。

也许是因为太过于想念大地母亲，哪怕身处
高楼的狭缝，它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努力
地去生长。

一簇蕨草
□蔡 光

7 月 1 日，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
奖典礼在浙江南浔隆重举行。我省作家沉洲
的《乡村造梦记》（作家出版社 2021 年 12 月

出版）获长篇报告文学奖。
颁奖会上，沉洲的获奖感言十分真诚。

他说，非常感谢大家对《乡村造梦记》的认

可，特别感谢那些在乡村大地上复兴中国梦
的人。希望能让现实继续激发自己的抒写能
量，讲好更多的中国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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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出发的感性书写者

《乡村造梦记》以林正碌在屏南乡村推
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公益艺术教学活动
为主线，讲述了一批“造梦者”在闽东大地
上坚持不懈发展文创产业，助力推动乡村
振兴的故事。全书共 28 万字，分为“梦起策
源地”“梦续桥头堡”和“圆梦扬帆港”三个
部分。

4年前，当沉洲听说屏南龙潭村正在发
生的事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假的吧！

一位外来艺术家，放弃在上海已经红
红火火的事业，到偏远的山村里教农民画
油画，把一个空心村变成了网红村。——
这，听起来堪称“奇葩”。

“我这人相对理性，虽然人们常常认为
作家感性，但我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和
打动的人。”沉洲说，2019 年夏天，自己正在
写随笔集《闽味儿》，在屏南采访药膳饮食，
听老朋友说起龙潭村乡村文创的事，只觉
得闻所未闻，简直不能相信。

不过，“奇葩”的事还在后头。半年后，
沉洲真正走进屏南乡村，那“奇葩”的一切
活生生就摆在眼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让他不由得不信，不由得深深地被打动、
被感动。

清澈的小溪、黄墙黛瓦的民居、挂满橙
黄果子的柿子树，这里的乡村风貌极具唐诗
宋词意境；公益艺术教育中心、美术馆、咖啡
厅、书店、音乐吧，荒野偏远的山村，有着和
城市几无二致的文化产业；教农民画画的公
益奇人林正碌，种田、理发、开杂货铺又爱上
画画的“斜杠”农妇黄余清，上了央视节目的
残障小伙沈明辉，还有周芬芳、张峥嵘、陆
坚、陈孝镇、吴明峰、夏兴勇等一批为乡村振
兴全身心付出的党员干部，这片土地上的人
物如此鲜活多彩富有激情……

“我被这里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住了，
迫不及待想解密所发生的一切。”沉洲说，
在屏南乡村陆续待的半年里，每天他眼睛
一睁开，就抄起电话联系采访人，或约着跟
谁一起去感受现场。他将自己完全融入村
庄，一头扎进这个听起来有些梦幻的事业
中——教农民画画，用文创产业带动乡村
发展。

光有名有姓的人就采访了 70 多位，有
的时候聊到人家都烦了，问沉洲：“你怎么
还有问题？”和林正碌聊到晚上一两点是常
有的事，有一次拉着一位村支书聊到晚上
12 点半，对方忙了一整天早已疲惫得哈欠
连天，沉洲依然精神抖擞。

就这样，从“不可理喻，有这么奇葩的
事”到“被深深打动、深深感动”，半年时间里，
沉洲不仅解开了自己最初的疑惑，还急着想
把观察到、体验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他从
最初那个理性的思辨者，似乎又变成一个极
度感性的书写者，恨不得转瞬成书，快快把
这件屏南乡村里发生的让人脑洞大开的事
情告诉天下人。

采访结束后回到福州，沉洲将自己关
在家里，昼夜颠倒地开始写作。100 天后，20
多万字的乡村造梦记初稿出炉了。

屏南“乡村造梦”可以复制

虽然正处于创作的成熟期，沉洲仍很
笃定地自我评价：它（《乡村造梦记》）一定
是我这辈子写出的最好的作品。

无论是初创还是一遍遍修改时，屏南

乡村里那些用生命激情为一方农民谋幸福
的人，那些为乡村振兴义无反顾的人，那些
冒着风险勇于工作创新的人，总是活灵活
现地在沉洲眼前晃动，常常让他不由得感
到鼻头一酸。在讲述时，他也时常因激动而
哽咽。

“反复被感动，在我相对理性的写作经
历里，是不曾有过的情状。”沉洲说，这是他
笃定“最好”的缘由。

对于这部自己认为写得最出彩的作
品，沉洲也有着自己的私心，希望被更多的
人看到。但是，这样的私心无关“私欲”，“而
是我认为屏南的这些乡村振兴经验，值得
被推广，也可以复制”。

屏南的乡村振兴之路，恰如一个造梦
的过程，不是做梦而是造梦。像盖房子一
般，一砖一瓦，一点点成型实现——

在没有多少自然人文景观和特色物产
资源的乡村，通过教农民画画、自媒体售
画，让农民增加收入，提升自信，更新观念；
修缮老宅和建造公共空间，打造“挂得住乡
愁”的人居环境；再吸引一批批热爱乡村的
城里人到此学画、旅游、创业，村民回流，新
经济业态兴起，让昔日衰败的村庄变成网

红村。
“虽然听起来很梦幻，但在共享的移动

互联时代，文创振兴乡村是可以实现的。”
沉洲说，屏南经验不仅有标杆性的引路作
用，总结出来的“三引三创四加”工作法，也
具有示范性的借鉴意义。

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有着吸引人的
自然人文景观，能够成为旅游打卡点；或者
依托独有的物产资源，获得高附加值，从而
实现乡村的繁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

着许多自然人文景观、物产资源不见特色
甚至匮乏的乡村，难道只能看着它们一步
步空心化，直至消亡吗？

当然不！
“正如陕西著名的袁家村，在没有山

没有 水 没 有 历 史 遗 迹 的 条 件 下 ，依 靠 打
造关中文化和小吃街，成为‘中国乡村旅
游 第 一 村 ’，除 了 有 好 的 制 度、经 营 理 念
等，最重要的是重建了农民的自主性，找
到了发展的内生动力。”沉洲说，屏南的文
创振兴乡村，正是通过艺术教育，让农民
也变成文化创意的贡献者，这样的实践，
让人看到了乡村发展源源不断的内生动
力，看到了令人振奋的希望。

这，也是他希望《乡村造梦记》被更多
人看到，推广屏南经验的原因。

让现实激发文学的抒写能量

写完《乡村造梦记》后，沉洲常常自嘲：
“我这样一个散淡的人，也开始变得忧心忡
忡起来。”

忧心忡忡是夸张的描述，实际指情不
自禁时时思考乡村发展和现实问题。

为了写好书，沉洲大量阅读“三农”资
料，结合在乡村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之前
一些模糊的想法，似乎也更加明确：“乡村
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都在如火如荼
地开展，但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如何将探
索的成功做法推广、分享？文学的力量不应
缺席……”

《乡村造梦记》是乡村振兴的主题，但
这部书不是直接切入，而是通过屏南文创
复兴古村这个题材，从侧门走回廊绕道后
院再走进正厅。收获的好评，也让沉洲更加
有信心，用笔触去观照现实，担负文学的时
代责任与使命。

对 于 创 作 文 学 作 品 的 类 型 ，沉 洲 曾
有过很深刻的思考。在他看来，文学没有
高 下 之 分 ，无 论 虚 构 类 或 非 虚 构 类 ，小
说、散文或者报告文学，都可以成为无愧
于时代的伟大文学作品。

“ 当 下 的 中 国 ，正 如 火 如 荼 进 行 着
乡 村 振 兴 ，每 时 每 刻 都 会 涌 现 满 腔 情 怀
的 人 和 精 彩 的 事 件 ，这 里 有 不 成 功 的 经
验 等 待 甄 别 ，有 正 在 发 展 的 经 验 等 待 总
结 ，有 业 已 成 功 的 经 验 等 待 传 扬 ，文 学
作 品 特 别 是 非 虚 构 类 文 学 作 品 不 应 在
此 缺 席 。”沉 洲 说 ，他 对 自 己 的 要 求 是 ，
继 续 投 入 火 热 的 现 实 生 活 ，采 撷 、收 集
始 料 未 及 的 素 材 ，走 不 到 的 地 方 不 写 ，
看 不 见 的 真 实 不 写 ，听 不 到 的 故 事 不
写 ，让 现 实 激 发 抒 写 能 量 ，调 动 各 种 文
学 手 法 讲 好 中 国 梦 故 事 ，用 文 学 创 作 助
力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希 冀 在 广 袤 的 乡 村 大
地 上 ，都 能 如 屏 南 一 般 ，造 就 一 个 个 瑰
丽的梦想。

在广袤的乡村大地，造一个瑰丽的梦
□李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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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报告文学奖”是继以鲁迅、茅
盾、冰心、冯牧等著名作家名字命名的全
国性文学奖项后又一个文学创作领域的
荣誉奖项，2001 年创立，每两年评选一次。
这个荣誉奖项专门用于关注和奖励我国
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家作品，是促进
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繁荣和发展的推进器。

徐迟是我国著名作家、诗人，在他富
于激情、成就卓越的创作生涯中，以报告

文学最具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他的报告
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轰
动全国，不仅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
作，其深刻的思想性、完美的艺术性和广
泛的社会影响，成为报告文学创作所追求
的理想境界。

从第六届开始，徐迟的家乡浙江湖州
南浔，成为“徐迟报告文学奖”永久固定颁
奖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