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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没想到，50年来，蓝文君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
家》《中国报告文学》《十月》《人民日报》《文艺报》和作
家出版社等国家级、省地级报刊与出版社发表、出版了数
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并有数十篇作品获奖；

没想到，蓝文君的文学作品得到了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著名文学评论家周政保，
河南省直作家协会主席赵世信等人的好评。何先生称赞他

“是个对生活有深刻观察力的人”，“且用笔泼辣，从构思到
立意，从语言到情节，都很有气势”。周先生评价，读他的
报告文学作品，“可以实实在在地使我们认识生活，认识中
国，认识一种高尚的但又与平民百姓相通的人的生存状
态”；

没想到，兰文君年届古稀居然出版了 20卷文集，洋洋
洒洒600万字，卷帙浩繁，文采斐然，在商丘乃至河南，实
为凤毛麟角。

这三个“没想到”，是我对蓝文君文集浏览、跳读、细
读之后的总体感受。这位中国作协会员，的确是个重量级
作家，过往我仿佛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眼拙了。

通过阅读这 20 卷文集，我能掂量出其磅礴厚重的力
量。对人民大众的关注，对改革开放的讴歌，对社会主流
价值观的弘扬，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呼唤，对历史的回望与
反思，对国强民富的渴求，是蓝文君创作的一以贯之的主
旋律。正因为他将文学创作汇入到时代变革和发展潮流
中，方使作品有了灵动之气、浩荡之风。阅读让我欣欣然
走进了蓝文君的文学世界，领略了别样的旖旎风景。从
中，我体认了一位作家的站位与姿态、感情与责任、胆识
与智慧、才华与心血。阅读之际，我有着观赏春季百花吐
艳时的莫名冲动，有着分享金秋累累果实时的欢欣，陶醉
中行了个注目礼。

二

报告文学是蓝文君的最爱，是他的强项，是他文学创
作的最主要收获。

在他的 20 卷文集中，报告文学 （含短篇、中篇、长
篇）占了7卷，计54篇（部）。其中，有15篇（部）作品获
奖。其代表作《搏击》首发于 1992年《人民文学》第 2期，
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商丘地区数十年不曾在《人民文
学》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的空白，获该刊优秀报告文学奖；
《经理刘连义的幸福观》首发于 1999年《十月》第 1期，获
该刊优秀作品奖；《农民工书记》首发于 2011年《中国作
家·纪实》第 11期，获该刊年度佳作奖。就整体而言，蓝
文君的报告文学既有报告，又有文学，是思想性与艺术性
结合较好，具有接地气、扬正气、有底气的力作，构筑起
了一片亮眼的美的世界。

长篇报告文学《中原九章》堪为重磅作品，是一部讴
歌时代模范、反映时代精神的佳作。它首发于 2004年《中
国作家》第6期，获该刊优秀作品奖，并于当年10月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品通过对商丘人史孝孔多维度的烛
幽探微，以厚重的叙事和言说，还原那渐行渐远的历史现
场，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改革开放时代充满活力的政治生
态，以及主人公忠于职守、务实开拓的奋斗成长历程，展
示了一个平凡人物传奇而出彩的人生，艺术再现了一个共
产党人内在的精神品格。整部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
神，充盈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曲不忘初心、务实创新
的颂歌，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感染、感动、和启示的力量。

作品以细节取胜，句句入目，好看耐读——
史孝孔同 4位马倌赶着 204匹马千里大迁徙，20多天

“谁也没有刷过牙，没有洗过脸，没有洗过脚，都是和衣而
睡”，“到了张家口，内衣内裤及一双布袜子都粘在身上，
久久脱不下来”。

史孝孔帮助农民抗旱浇麦，“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他还赤脚挽腿地在刚放过水的麦田里用铁锨排水，满脚水
满腿泥地站在麦田里。”殊不知，不打招呼而来现场考察的
地委行署领导刘玉洁、张志平、刘福兴已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他主政省畜牧局的10多年间，“新建了那么多的家属
楼、办公楼和宾馆，他自己连一套也没要，一家三代人一
直住在仅50多平方米的旧房子里。”

15年中，河南省畜牧业产值增长 21.5倍，跃入全国畜
牧强省之列。

以小见大，见美德，见精神，见境界，何须溢美？
如此，蓝文君注意倾听时代铿锵前行的足音，倾情讲

述当代生动感人的故事，为历史留存了珍贵的文学印记。

三

诗歌创作令蓝文君频频出彩，3卷激情洋溢的诗歌集便
是见证。

他认为，诗歌既不能写得如白开水，又不能写成谜
语。诗歌应表现美的灵魂、美的思想、美的感情、美的行

为、美的创造。诗人的眼睛应是放大镜，诗人的心灵应是
吸收美的海绵，诗人的感情应是任何美的火花都可点燃的
干柴。他追求立意的独特、构思的巧妙、语言的新鲜。情
激肺腑，心潮逐浪，灵感频生，不断有诗作从心底喷发而
出。仅在洛阳工作的 10余年间，他便创作了千余首诗歌。
《我在这儿——真理的话》首发于 1980年 11月 24日《工人
日报》，获全国总工会“五一”国际劳动节新诗一等奖；
《荷花塘》发表于 1981年 12月 28日《人民日报》。“荷花村
里荷花塘/荷花塘里有银行——/春栽尖尖藕/夏至绿满塘/秋
来藕上市/扯衣又盖房……”闭目品味，诗中有画，诗中有
情，比喻别致，意境高远。

蓝文君思维活跃，满目诗情，诗作迭出：有叙事诗、
抒情诗、哲理诗、儿歌、民歌，还有诗报告。自 1981年之
后，其诗作先后登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河南日
报》《诗刊》等40余家报刊，可谓遍地开花。

1993年，在毛泽东同志诞辰百年之际，他根据“毛泽
东成神了”的传说，以真挚而充沛的感情书写了《浪漫之
神毛泽东》，围绕毛泽东是神还是人的问题铺陈开来，波澜
起伏，气势恢宏，扣人心弦，礼赞了毛泽东的伟大与毛泽
东思想的磅礴力量。“其实毛泽东本来是人而不是神/可自他
从韶山冲里一走出来/便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里/是马克
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给了他一身的神气”——形象地彰显
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有了神气，体现了鲜明的
革命唯物主义精神。“凭着他那一身的神气/开始了扭转乾坤
的大业……能呼风唤雨/让江河倒流/好像挥挥手的工夫/他
就很潇洒很浪漫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既显示了
马克思主义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又
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站起
来的伟大壮举。“毛泽东之所以是神/首先是因为他是人的楷
模/是因为它与劳苦大众——一往情深”——此乃飞来之笔、
点睛之笔，揭示了“毛泽东之所以是神”的真谛，荡气回
肠，直击心灵，诗意盎然，回味无穷，堪为“吟咏之间，
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这首反映亿万
人民心声的诗作 ，先后刊发于《商丘日报》《中州诗词》
《中华诗词》等报刊，获《中华诗词》优秀作品奖，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轰动效应。

四

蓝文君的4卷小说，展示了一片片真实的天地。让人读
了既温润心灵，又获得了艺术享受。

非虚构长篇小说《还乡辞·上部》，书写了农家子弟党
同虞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上学、参军、做工、
习文、当干部的成长历程，再现了他从青涩到成熟的跌宕
起伏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人性的复杂性，塑造了一个有血
有肉、个性鲜明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小说有时代气
息，有烟火气，宣示了向上向善向美的主流意识，也表现
了一定的批判功能。作品有情趣、耐咀嚼，但个别语句尚
有打磨提升的空间。

因众所周知的缘故，创作历史小说格外不易，可蓝文
君却举重若轻，创作了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在历史的坐标
上鲜活地保存了历史原貌。他与人合作的《范缜》写出了
主人公的精气神，宣扬了勇于担当的精神，旗帜鲜明地传
播了无神论思想，树起了一座熠熠闪光的人生丰碑。《伊
尹》 致敬历史，致敬辅佐五代商王的宰相伊尹。其忠、
正、勤、智、柔的美德，令人感佩。这两部历史小说展示
了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编写故事的能力和驾驭长篇的
能力。

中短篇小说卷《那时我们是少年》包括14篇作品。其中，
《丑妻》获《婚姻和家庭》杂志佳作奖；《借匾》发表于 1991年 8
月1日《农民日报》，获商丘地区文联优秀作品奖。

蓝文君的小说之所以抓人眼球，情趣横生，一个主要
原因是笔调清逸，语言质朴。比如；“六七年里，我就像一
只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飘来飘去，忽高忽低，有时候一股风
能把我旋到云彩眼里去。”（《还乡辞》）比如：“得众则得国，失
众则失国。人民归附有道的君主，如同饥饿时先想到食品，

寒冷时先想到衣物，炎热时先想到阴凉一样……夏王朝的末
日就要来临，犹如一棵枯朽的树木，一股风就可把它刮
到。”（《伊尹》）比如：写被负心郎抛弃了的丑妻相中了
心地善良的憨柱，“她认为，憨柱儿才是真正的男人：山一
样可靠，火一样热烈，水一样温柔。”（《丑妻》）等等，
比喻新颖，语言活泼，生活化、口语化，读来悦目爽心。
确乎“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琦”。

五

为各类英模树碑，为改革先锋立传，审美价值独特，人文
气息浓郁，是蓝文君带有体温的3卷纪实文学的亮点。

文集中再现了解放前惨遭反动派活埋的朱传贤、在烈
火中永生的马培告、王牌特工张合银、英勇不屈的李羊
成、为祖国统一大业而慷慨赴难的张庆等人的光辉事迹和
英雄形象。出生于虞城县刘集乡刘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的儿童团长李羊成，被反动派的军队抓获。敌人把他的双
手按在石滚上，用砖头砸，砸一下问他一句：“工作组在哪
里？”“不知道！”“村里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就我一个！”
后来敌人又用枪托砸他的头，吊到树上用荆条抽他，从黎
明折磨到中午，从中午折磨到日落。他被打得皮开肉绽，
几次昏死过去，始终没有吐露半点秘密。恼羞成怒的敌人
便把他活埋了。18岁的李羊成视死如归，感天动地。这种
现场感极强的书写，令人刻骨铭心、入心动容。

袁乃训，曾当过中共商丘地委副书记，是 1940年入党
的老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岁月里，他是提着脑袋开
展革命工作的，随时都有肝脑涂地的危险。功高而不居功
的他，一向拒绝对他的采访。只是在作者以老乡的身份同
他拉拉家常的再三恳求下，才谈起昔日参加革命的过程，
谈起组织对他的培养，而谈的最多的是边区人民的英勇斗
争，是其他英烈的英勇事迹，极少涉及他个人所做的工
作。至于书中关于他的事迹片段，则是作者采访其长子时
千方百计挖掘出来的。在 1960年前后，袁乃训的妻子对当
着虞城县委书记的袁乃训说，孩子当工人，你该给人打打
招呼安排好一点。他总是说：“我是为人民当官，不是为咱
家当官。如果我用权力办了自家的事，那像个什么话？”
1979年的某一天，任地委副书记的袁乃训，接到长子打来
的要求用他的小车送即将分娩的妻子去地区医院的电话，
他批评说：“你当我的车、地委的车都是咱家的车？如果我
的儿媳生孩子要用公车，其他领导家属有事都要派公车，
地委得多少公车才够用？”这两件小事，彰显了袁乃训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本色和廉洁美德。真是细微之处见
境界！

长篇纪实文学《袁“专员”》，将主人公放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大背景下书写，作
品视域广阔，思想有了深度，绽放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光
辉。不过，背景材料似乎用得多了点。诚然，这有待于商
榷或探索。

六

蓝文君遣词造句、引经据典，驾轻就熟，似有“胸藏
万汇任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之妙。其深厚学养、文学
功底、写作能力十分了得！即使那些大学中文系的一般毕
业生，也难与其比肩。不错，他有文学天赋，但绝不是天
才。的确，他是位多面手高产作家，恕我不能对他的所有
文学作品一一评说。重要的是笔者从他的 20卷文集中读出
了其成功的奥秘。

博览群书，读书不辍。他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名著，如
海绵吸水般汲取知识，久久为功，积学贮宝，学养大长。越读
越感到人家的文章写得美写得精写得生动感人，压力变成了
内驱力。群书的滋养，令他产生了化蛹成蝶的飞跃。

拜访名家，学习社会。上过学，当过兵，参加过复旦
大学委培，在贵州、天津、洛阳当过工人与干部，丰富了
他的人生阅历。拜访过蒋子龙、李发模、李清联、张宇等
作家诗人。特别是他退休后，有幸得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会
长、著名报告文学家何建明的青睐与教诲。在交往请教
中，他受到陶冶，眼界大开，脑洞大开，境界一新。深深
扎根生活，令他获得了开枝散叶的勃勃生机。

孜孜矻矻，执着追求。他把文学当成神圣的事业，融
入个人的生活与生命之中，满怀着对党、对人民深沉而真
挚的爱，放下身段采访，用情捕捉人们心灵深处的脉动，
用心加以细致入微的呈现。走自己的路，发出自己的声
音，刻意追求“题趣”“情趣”“语趣”，增强文学魅力。比
如，有时为制作一个亮眼的好标题，他会拟出几十个标题
予以比较，其求异创新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不懈奋斗，令
他实现了凤凰涅槃的华丽转身。

“著书不为丹铅误，中有风雷老匠心。”（清·龚自珍诗
句）文学使蓝文君充满活力、充满激情，成就了精彩的人
生，而感恩之情也早已镌刻在他的脑海里。“歌我人民，颂
我中华，是我终生的使命，永远的追求。”这便是卓尔不群
的蓝文君先生的肺腑之言。

根深叶茂 硕果满枝
——读蓝文君文集（20卷）札记

□ 杨 石

本报讯（记者 戴文杰） 2021“田
工”杯·清廉微小说全国征文大奖赛评选
日前揭晓，我市作家许心龙的作品《呛人
的烟气》获二等奖，刘艳华的作品《一条
血鹦鹉》获优秀奖。

此次活动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作家文摘》报社、中国微型小说（小
小说） 创作基地等单位联合举办。从
2021年 4月 1日至 9月 30日，历时 6个
月，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39327篇作品
（其中国外作品 1276篇），共评出 55篇
获奖作品。其中，许心龙的获奖作品

《呛人的烟气》，注重通过细节表现人物
思想的变化，是有筋骨、有主题、有深
度的文学作品；刘艳华的获奖作品《一
条血鹦鹉》，笔触细腻，通过对一条贪婪
之鱼的描述，巧妙刻画出一种社会现象，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许心龙、刘艳华均为河南省作协会
员，系我市柘城县人。近年来，柘城县
小说创作蔚为壮观，已有刘艾君、李广
贤、张海军、张海洋等省级作协会员近
20 人，且有 40 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
《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转载。

我市作家许心龙、刘艳华
微小说作品获全国征文奖

1 月 2 日，夏邑
县火店镇第一文化产
业园，村民们在忙着
加工各种工艺品，确
保春节市场供应。该
文化产业园安排 500
多人就业，成为乡村
振兴一项主导产业。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
铁东站管理区田老家村，有一
古建筑群。三进两院，黛瓦红
墙，有大门、拜殿、东西廊房、
大殿、配殿等，恢宏壮观，气势
非凡，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
归德田氏家族的祠堂，名曰田
氏先祠。

为何谓之田氏先祠呢？在
我国古代，把始祖庙叫做

“祖”，始祖之后历代先人的庙
宇称为“宗祠”。我国历朝历
代之宗法制奉行嫡长子继承
制，嫡长子享有建立、奉祀历
代宗庙的特权，被称为“宗
子”，他的兄弟们则被称为

“别子”“支子”或“庶子”，
仍属于原家族，到其曾孙的后
代，已满五代。古时奉行“五
世而迁”，树大分枝，人多分
家，从宗子之族分出来，作为
一个家族的分支，另建祠堂，
祭祀先祖。归德田氏属于名门
望族，600多年间，派生迁徙
出 180多个村庄，成为田氏家
族的分支。不少外迁分支也
建有祠堂，为区别于家族各
分支所建的宗庙，故名“田
氏先祠”。

归德田氏先祠，即为归德
田氏家族最早的家庙。据《归
德田氏家乘》记载：归德田氏
先祠建成于清康熙二十三年，
即公元 1684 年，是由归德田
氏九世祖国永公创建的。当年
他起念发诚，聚合族众，按门
出资，各注名下，每春秋二祭
之期，分收资银，作本生息，
约十四五年所积既多，置地于
田老家村之东北。然后，购砖
木，请工匠，历经三载，粗有
规模。就在即将大功告成之
时，国永公突患风疾失语。祠
堂尚有尾工没有完成，其子田
大年，年方 14 岁，正在归德
古城念书。为承父志，放弃读
礼，返乡继建先祠。随后，筑垣墙，修增庑，施
粉垩，庙貌维新，工程告竣。先祠建有大殿、拜
殿、门楼，三门相照，东西廊房均有五脊六兽、
鸡鱼鲎马、铁旗云雁，巧夺天工，实为归德府中
家庙之一绝。

祠堂建成后，田氏族人不忍因疏于管理而将
此前数十年之功绩付之一旦，十世祖作霖公组
众，承前启后，约合族人，一年两季定期收钱，
轮门择老成有才干者，二人收管。房屋有损坏
的，随即修补，支发钱粮数目记账，所有剩余，
缮写清册交付下门。积年久远，贮有余资，置买
祭田祭器或量助鳏寡孤独，规定成文，正之家
法，世世恪守，不负祖宗创垂之艰难也。

历经 150 年风雨，至清咸丰癸丑岁 （公元
1853年），世起兵火，大殿、西厢房被一炬而化
为灰烬，其他建筑也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到了清
同治年间，匪势渐息，十六世榖葆公立志重修，
从筹资到大工告竣，不足三年时间。至清光绪年
间，十七世绵柱加意修工，十余年不间断。后
来，十七世绵匡、十八世徽从等共商厥事，重修
大殿、拜殿、东西廊房，并增添厨房一间、小堂
屋一间。

到了公元 1951年，田氏先祠改办学校，先
后扒掉了门楼、拜殿和东西廊坊，新建起两排砖
瓦房教室。时至公元1992年，仅存的3间大殿因
长期失修，破旧不堪，危在旦夕。十九世绪宽率
众捐资抢修大殿，至1993年竣工。

2013年5月，山东郓城归德田氏族亲返故土
田老家认亲拜祖，拜谒祠堂仪式在遗存的破旧大
殿内举行。事后，在商工作、经商的部分归德田
氏族人自发组织起来，多次商讨修缮田氏先祠大
殿之事。消息传开后，不少在外地工作、打工和
在老家种地者也都积极捐款，参与祠堂修建。本
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大殿进行复修，另外
在大殿东西两侧新建配殿各3间。归德田氏将此
次修建谓之为“一期工程”。

一期工程顺利竣工，大大激发了归德田氏宗
亲会重建田氏先祠的热情。决心不负族人之愿望
与重托，启动二期工程，即重建大门、拜殿、东
西廊房，恢复归德田氏先祠之原貌。

2015年初，专门成立了二十多人的二期工
程建设委员会，具体负责此项工程建设。历时四
载，至 2018年 10月，二期工程全部竣工。重建
后的祠堂院落南北长80米，东西宽约 40米，占
地3200平方米，现有大殿3间、配殿6间、厢房
10间、拜殿 5间、门楼 3间，总建筑面积 700多
平方米。如今，归德田氏先祠已成为市姓氏文化
学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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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
四五”专项规划》近日印发，对“十四五”时期革命文物工
作进行具体部署，明确要持续开展革命文物资源普查，重点
开展反映“四史”的革命文物专项调查。

规划提出，分批公布革命文物名录，及时将重要革命旧址
核定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保护
革命文物的空间管制措施。做好革命文物征集、定级工作。
建成全国革命文物大数据库，规范数据管理，推动开放共享。

同时，规划要求加强革命旧址保护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
保护修复。全面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强化整体
规划、连片保护、统筹展示、梯次利用。落实革命文物定期
风险排查和日常养护管理制度，推动各地加大省级以下革命
文物保护力度。 （据新华社）

国家文物局

“十四五”时期持续开展
革命文物资源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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