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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2023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特别报道

“我这是第一次来贵州……”长江文艺
杂志社社长、主编何子英说这话的时候，脸
上写满遗憾，她觉得，早些时候，她就应该到
贵州来了。何况，贵州还有她大学的同寝室
同学。在江口云舍，干练的何子英拿着手机
不断记录眼前的景象。用手机拍照，相当于
过去的笔记，手机在此刻成了她的“笔”。

全国文学名家在湄潭茶海、碧江中南门
古城、梵净山、江口云舍采风考察，何子英的
感受跟其他名家一样：眼前所见犹如画境。
尤其是云舍这个乡村，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潺潺流水，幽幽深滩，浓密树荫，洁净农舍，
这些跟曾经的认知怎么差别那么大？“贵州
过去那些偏僻、落后、贫穷的印象，是多么的
不靠谱。”

何子英说，贵州的发展变化实在出乎意
料，像湄潭把茶海打造成旅游景区，碧江中
南门古城是承继历史人文的大手笔，如梦如
幻的梵净山“升格”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云舍
映照贵州乡村振兴的行进步伐。“10号这天
虽然下着雨，雾又大，我登不了神秘的金顶，
但我觉得梵净山别有一番风味，感觉它有着
一种仙风道骨，凌厉，傲然，有性格。而云
舍，我觉得它就是江南的一个小镇，你完全
想不到贵州铜仁有这么一个漂亮的村子散
落在山水之间。”何子英挥了一下手说，贵州
有这么生动、这么鲜活的生态与人文和谐共
生的景象。

何子英曾经有很多机会来贵州，但总是
被这样那样的事情缠住，这次她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一次美丽的相逢。何
子英说她跟同学已约好见面，这个同学就是
今后她跟贵州缘分增进的一个媒介，她可以
从同学那里了解到更多的贵州情况，知晓更
多的贵州故事。她表示今后会常来贵州，感
情的大门已经打开，随时开启奔赴贵州的模
式。

《长江文艺》是全国知名文学刊物，何子
英说虽然她没到贵州，但对贵州的作者印象

深刻。“我们曾刊发贵州作家冉正万的短篇
小说，他曾获第二届《长江文艺》双年奖。这
个奖项面向全国的作家，每次都是名家角
逐，他能拿到这个奖，说明他很有实力。”
何子英还记得贵州年轻诗人李世成诗歌写
得很棒，《长江文艺》发表过他的作品。这次
到贵州参加采风活动，性格率真的何子英还
向初次见面的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欧阳黔
森约了稿子。

何子英坦诚地说，贵州的优秀作家很
多，《长江文艺》会加大对贵州作家的关注，
她希望得到贵州作家的大力支持。这次她
也遇到了曾获鲁迅文学奖的贵阳市作家协
会主席肖江虹，她对肖江虹说：“我是你的粉
丝，我粉了你好多年，你的小说《百鸟朝凤》
一出来，我读后就对自己说，我要找这个作
家组稿。”

为了能拿到肖江虹的稿子，作为《长江
文艺》杂志主编的何子英曾派编辑跟肖江虹
对接。“昨天我就对他说，我约了你这么多年
的稿子，你稿子一直没给我们。你到武汉
时，我们的编辑见了你，也没拿到稿子。我
知道你很忙，抽不出时间。这回我来贵州，
你不给我稿子就说不过去了……”言谈中显
露出对贵州作家的喜爱。

湄潭茶海生态吸引名家。

人文闪耀成风景，山
水 和 鸣 向 未 来 。 作 为
2023 多 彩 贵 州 文 化 艺 术
节的主体活动之一，“山
乡巨变——中国式现代化
贵州实践”全国艺术名家
大型采风创作活动自 8 月
起，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音
乐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
携手，先后组织美术、音
乐 、 文 学 名 家 到 贵 州 采
风，足迹遍布多个市州，
大咖们亲历、描摹贵州之
美和发展巨变。

中国作家协会分两次
组织 16 位全国名家和 6 名
贵州省名家，于 10 月 27
日 至 29 日 、 11 月 7 日 至
11 日 ， 分 两 期 赴 贵 阳 、
安顺、黔西南、遵义和铜
仁采风创作，将“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向
深入。文学名家在贵州采
风期间，充分感受到中国
式 现 代 化 的 贵 州 生 动 实
践，探寻多彩贵州丰富的
山水人文，见证时代大潮
中的贵州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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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何子英

感受历史人文之美

11月 7日至 11日，“山乡巨变——中国式现代化贵州
实践”全国文学名家大型采风创作活动聚焦人文生态和
美丽新农村，文学名家们在遵义湄潭、铜仁碧江探访贵
州茶产业发展之路和古城文脉。

在湄潭茶工业博物馆，名家看到了反映湄潭乃至贵州
茶产业发展足迹的历史遗存。他们走进博物馆旗下的湄
潭茶场史馆即原贵州省湄潭茶场制茶工厂，砖木结构建筑
和老旧设备本身所具的年代感扑面而来。馆内展陈原貌
保存了贵州省湄潭茶厂的生产场景，另外还展示了来自湄
潭茶场永兴分场制茶工厂、羊艾茶场制茶工厂等的茶叶加
工机具。触摸着那些木制的茶叶初筛机、全木结构的红茶
生产线、布满铁锈的烘茶机等设备，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
委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许春樵说：“从这些物件和场景
中，我们看到了筚路蓝缕的贵州茶工业发展之路。”

除了打造茶工业博物馆，湄潭还打造了贵州茶文化生
态博物馆中心馆、中央实验茶场纪念馆等专馆。而中央实
验茶场旧址，后来成为贵州省湄潭茶场制茶工厂。名家们
了解到，当年浙江大学西迁到湄潭办学，在艰苦的岁月里，
校长竺可桢汇聚和保护了一大批如苏步青、王淦昌、贝时
璋、胡刚复、蔡邦华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培养了一大批如
李政道、程开甲、叶笃正等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匠，为新中国
成立后科学事业发展储备了重要的人才资源。

有着 600多年历史的铜仁碧江中南门老街，以古香
古色的风姿迎接省内外游客，修缮改造后的建筑鳞次栉
比，从明永乐十一年起这里就成为铜仁府的治所，如今
这里已成为历史文化旅游区。感叹历史古迹仍活态存于
当下之余，文学名家们走进位于中南门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周逸群烈士故居，了解先烈的传奇事迹。
图片展示、文字介绍、实物陈列，每一样都传递着革命
者的理想回声，名家们在这里感受到了革命前辈的坚韧
和笃定，意绪翻涌，情愫澎湃。

在距周逸群烈士故居不远的文庙，文学名家观看由
铜仁市文化馆表演的 《田载赴任》 和 《田秋上书》 小
戏，感受铜仁文化教育的过往——明永乐十一年，田载
在铜仁建府署，实施改土归流新体制，首创铜仁府学；
官至广东布政使的田秋在贵州任职时积极开发人才，兴
办学校，向朝廷上书在贵州开设考场。短小精干的两个
小戏，文学名家看得兴趣盎然。

位于中南门古城内的欧阳黔森文学馆，包括欧阳黔森
在内的鲁迅文学院 5位同学相聚一堂，畅谈文学与人生，
情谊交织，场面温馨。欧阳黔森是铜仁土生土长的优秀作
家，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各种大奖。该场所集公共服务、收
藏保护、展览展示、文学体验、创作交流、学术研究、人才培
养等功能于一体，是铜仁的一张文化名片。

体验山水生态之魅

在湄潭茶海，名家们看到一望无际的葱郁茶园，不
禁想起苏轼“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
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的诗句。名家们了解
到，湄潭全县种茶面积达 60多万亩。浩瀚茶园构成了特
别的绿色生态景观，正是湄潭乃至贵州实践“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体现。

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许春樵坦言，生机盎然的茶园
生态超出了他的想象，几十万亩茶园形成的浩渺景象，
想想这个画面就很激动。“品了一杯‘遵义红’，口感很
特别，爽口爽心。在品茶的过程中，茶香不断回旋，让
人沉醉其中。我觉得天然的香气得益于湄潭的独特气候
和优良生态。”许春樵用“惊艳”和“惊喜”两个词来形
容他在湄潭获得的新体验，他说会把这个体验转化为文
字以表达对湄潭茶叶的爱，还打算来湄潭买半亩茶园，
在美好的绿色包围中愉快地生活和创作。

天津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王松曾到过黔东南、黔西
南等地，每次来，对贵州的生态都有一番新认识。他
说，湄潭的自然景观非常漂亮，以茶叶为主基调的绿野

吸引人们来此栖息，来此采风，甚至来此发呆。他说，
湄潭翠芽有这么好的基础，喊得响、叫得开、卖得动应
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表示，他会在作家圈子和朋友圈
子里为湄潭茶叶吆喝，为湄潭茶喝彩，让更多的人们知
道湄潭翠芽和万亩茶园。“湄潭茶的美好，既是不动声色
的，更是沁人心脾的。尤其是万亩茶园与旅游结缘之
后，这种美好更加令人沉醉。”

满山满岭的茶叶在云雾中起伏跌宕，优美的曲线犹如
大海波涛。这种如诗如画的景致，让身为中国林业生态作
家协会主席、《人民文学》编审杨海蒂，对湄潭的绿色有了
一个新的理解。她认为，湄潭的生态美与茶海密切相关，
身临其境，觉得整个人被绿色形成的文旅画卷所淹没。每
一杯茶，都是从绿色这个起点出发的。她表示，在今后的
创作中，湄潭的茶将会形成文字在她的心里发酵。

从贵阳到湄潭，从湄潭到江口，一路的满目苍翠给
名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1月 10日细雨连绵，名家们冒
雨登上梵净山，虽然看不清整个山景，但局部的原生古
朴仍展示着世界自然遗产地独特的一面。著名作家张鹰
脸上泛着喜色，和其他名家一样拿着手机拍摄眼前的雨
雾、古树、悬崖、冬花，尽管登山要付出相当的体力，
但生态美景抵消了攀爬的疲乏，代之的感受是心中的惊
叹。“以前没来过梵净山，但以后还会来，因为与这座山
的缘分从此开启了一条漫漫之路。”张鹰轻言细语地说，
话语间抑制不住喜悦和激动。

探寻和美乡村之韵

江口县云舍村位于风景如画的太平河畔，有着全国
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村）、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等闪亮的名头。著名作家叶辛曾在云舍村采
风后写下一篇名为 《人间最短的河》 的散文，并将之收
进 《打开贵州这本书 （手稿版）》 的集子里。云舍村把
这篇散文刻在大石上立于村口，以资存念。看到村口的
一块牌子上写有“总人口近 2000人，其中 98%为杨姓”
的文字记述，杨海蒂兴奋地说：“你看，我回到大家族来
了！”

叶辛所写的河流名为“龙塘河”，全长 800米，始于
村头的神龙潭，终于村尾的太平河。实际上龙塘河就是
太平河的一条支流。龙塘河从云舍寨子中间穿过，流水
清澈，不时有当地村民在河边洗菜浣纱，一些轻奢民宿
分布在小河两侧。采风团的文学名家将村舍、民宿、餐
馆、小河、跳蹬、深潭……一一拍摄记录在手机里。

据当地村民介绍，云舍村如今已被打造成为4A级旅
游景区，旅游旺季，每天都有几百人来这里探访、玩
水、品美食、听故事。许春樵望着青山绿水、河坝民居
不禁感叹，这样漂亮的地方是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
人间烟火映照，也是当地村民着力保护生态环境、发展
旅游业的现实表达。

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何子英用“贵州的发展
变化实在出乎意料”来概括此次采风的深刻印象。她
说，贵州的乡村都是景点，湄潭茶农把茶园打造成旅游
景区，云舍村民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做成乡村旅游名
片。何子英挥着手说：“贵州有这么生动、这么鲜活的生
态与人文和谐共生的景象，这是贵州福泽乡村作出的大
贡献。”

一路乘风一路歌。采风活动结束，名家们纷纷表
示，这是一次生态、文化、学习的体验之旅，短短的几
天时间收获满满，拍下了许多鲜活的镜头，积累了丰富
的创作素材，他们将用心消化、萃取，呈现更多关于贵
州之美的文字、描绘眼中和心中的多彩贵州。

文学抒时代，真情写贵州。记者从贵州省作家协会
了解到，此前贵州曾邀请陈彦、高洪波、叶辛、阿来、
梁鸿鹰、石一宁、刘醒龙、胡平、张者、庞贝、杨玉
梅、王继军等全国著名作家到贵州采风创作，一篇篇弥
漫着贵州气息的文章，在多个高端平台刊发，产生了较
好的社会影响。“贵州将一如既往地敞开怀抱，采取全国
名家与省内名家共谱华章的形式，为中国式现代化贵州
实践贡献文学力量。”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
欧阳黔森说。

贵州有生动鲜活的生态

与人文和谐共生景象

11月 10日，铜仁江口秋雨霏霏，“山乡
巨变——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全国文
学名家采风团一行，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
净山领略到由雨雾风带来的魔幻体验后，
来到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云舍，于青山绿水
间感受乡村和谐发展的风采情韵。

云舍位于风景如画的太平河畔，是全
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据当地村
民介绍，云舍村如今已被打造成为4A级旅
游景区，花海田园与农趣体验，休闲度假
与禅修养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来自四面
八方的访客。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安徽省作
家协会主席许春樵望着青山绿水、河坝民
居不禁感叹，这样漂亮的地方是梵净山自
然遗产地的人间烟火映照，也是当地村民
着力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的现实表
达。

对于贵州，许春樵并不陌生。多年
前，贵州 《山花》 杂志主编何锐经常向他
约稿，有时半夜他会突然接到何锐的电
话，就小说稿子的事和他叙说一番。“那些
年何锐老师给我在 《山花》 上发了两三个
中篇头条，一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没见过
面。真的非常感谢何老师，他是我们的文
学前辈，有眼光、有眼界，执着、笃定。”
许春樵说，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后来
就用电话沟通。何锐老师就是那种对文学
保持纯粹心的很敬业的编辑家，这是非常
难得的。虽然何锐老师已离世，但他十分
珍惜这份与贵州人的情谊。

对于“夜郎自大”这个流传甚久的词
语，许春樵有着自己的别样解读：“多年前
有一次到贵州兴义采风，我说‘夜郎自
大’不是狂妄自负，恰恰是一种在困境当
中的自信、自重和自爱。大家对我的这个
看法很认可。确实，到贵州来如果没有自
信和自尊，不能自重和自强，生存是很艰
难的。所以我认为，‘夜郎自大’应该有新
的释读。”

贵州的“变”，在许春樵看来是随处可
见，以前的龙洞堡机场规模不是很大，而

现在扩大了许多，机场所在的区域还建设
成了航空港经济区，从孤零零的一个机场
到高楼林立、小区遍布的新城，可以说点
点滴滴都反映了贵州之变。不仅如此，四
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将贵州与
全国连成一起，还有那么多的支线机场。

“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地理空间距离大大
缩短，我从合肥过来，也就是三四个小时
的事。现代化交通把空间距离给压缩了，
沿海与中西部的融合度更高了，相互间的
对接更快更有效率。”

几 天 采 风 下 来 ， 许 春 樵 对 贵 州 的
“变”又多了几分认知。在他看来，贵州发
展大数据产业，找寻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
路径。贵州对利用现代科技发展现代产业
很有心。大数据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也形成一个上下游的产业链辐射全国，这
个变化让人惊叹。“我发现贵州的农业和旅
游业做得有滋有味，云舍村就是一个典型
例子。贵州在利用资源上卓有成效，比如
湄潭的 60万亩茶园，除了茶产业本身的经
济形态外，在旅游业上拓展出‘茶旅融
合’的模式。”

在铜仁中南门古城的探访，许春樵觉
得“很惊艳”。他认为，中南门古城尤其是
文庙，包括欧阳黔森文学馆，借力打造一
个鲜明的文化地标，表明铜仁在文旅融合
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许春樵

惊艳于贵州之变

名家品茗交流。

江口县云舍古村落江口县云舍古村落。。 （（贵州图片库发贵州图片库发））

许春樵。

何子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