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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著名作家杨文学：

以文学叙事弘扬沂蒙精神

2025年1月14日 星期二A10 文娱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被评论界誉为“红色歌者”的知名作家杨文学的长篇纪实文学《沂蒙乡
战》即将出版。

杨文学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介绍，《沂蒙乡战》是自己最新聚焦沂蒙精神、沂蒙文化的作品，“以文学叙事弘扬扬沂蒙精神是我的
创作使命，我过去4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所反映的都是沂蒙精神主题下的沂蒙文化，因为沂蒙养育了我，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至深至纯。”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
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
好风光……”20世纪40年代，

《沂蒙山小调》诞生于沂蒙山
区费县薛庄镇上白石屋村，
一曲传唱数十载，成为沂蒙
精神的典型符号。

著名作家、山东省沂蒙
文化研究会会长杨文学的家
乡，与《沂蒙山小调》诞生地
白石屋直线距离不过十多公
里，山东费县汪沟镇一个叫
杨家峪的小山村，“我出生的
地方，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遗
留下来的一个碉堡，我虽然
出生于1963年，但革命战争
年代蒙山沂水的那些人、那
些事儿，那里的一草一木，都
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了
我生命的一部分。”

19岁师范毕业当上小学
教师，26岁时成为电视台的
记者，杨文学对沂蒙精神和
沂蒙文化有了更为感性的认
识。杨文学说：“我当小学老
师时，学校有一次请一位老

八路给师生讲课，他的讲述，
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
界，原来，在沂蒙大地上，还
有那么多活着的传奇，他们
为革命的奉献和牺牲，让我
更为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家
乡沂蒙大地。”在7年的教师
生涯里，杨文学骑着自行车
走访了数百位沂蒙大地的老
人。当记者后，他有了更多的
机会接触革命战争年代为革
命奉献的沂蒙人民，“这些老
人，有的是革命老战士，更多
的是沂蒙大地上参与抗战的
普通人民，他们的讲述，构建
了我对沂蒙精神的最初理
解，也成为我之后文学创作
最主要的源泉。只要拿起笔，
沂蒙大地上我的乡亲们就出
现了，我知道，沂蒙精神已经
成为我的文学创作中永远的
话题了。”

杨文学的文学成果涵盖
了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四
十年来，他在《中国作家》《人
民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作

品500余万字，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
12部，但他多次向记者提及
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有鬼子
的日子》，这篇小说曾获得山
东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文艺创作征文小说类一
等奖，也被誉为近年来抗战
题材小说里“震撼人心的作
品”，杨文学说：“这篇小说的
人和事儿，就是来自于我生
活的积累，里面没有讲述抗
战的大场面，而是讲述那场
战争对人身心的伤害，触及
人心灵深处的回响，让人震
惊不已。”

杨文学说，自己创作的
表现沂蒙精神的文学作品
还有很多，比如为一群小人
物树碑立传的《血性》，比如
讲述当代版“愚公移山”的

《沂蒙大跨越》，比如讲述沂
蒙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新时
代获得提升的长篇报告文
学《信仰无价》《使命》等。

杨文学的一部为人熟知
的反映沂蒙精神的作品，是
描写20万苍山(兰陵县)农民
南下创业的长篇报告文学

《苍山三农》，这篇报告文学
被很多著名评论家称为“中
国农民的《史记》”，曾获得中
国文学界分量颇重的第三届

“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
奖”，也是山东作家近年来获
得的重要文学奖项之一。杨
文学说：“为写好苍山农民，
我沿着苍山人的足迹三次南
下采访，采访了大大小小的
苍山菜商达百人之多，从终
端售菜的菜贩到开物流公司
的富豪，苍山人进入了我的
视野。一走进他们的内心深
处，我立刻发现了一个充满
乡村情结的精神世界。那是
农民兄弟无法摆脱的文化影
响。这些敢闯敢干、吃苦坚守
且充满商人智慧的农民兄
弟，无论他在上海买房还是
在苏州定居，他们的眼里都
有一个共有的影子：苍山故
乡。”杨文学说，这些新时代
的沂蒙精神，促使自己撰写
他们从农民到菜商的华丽大
转身，为这些新时代的农民
著述他们的“史记”。

更能体现杨文学沂蒙精
神创作”史记“特点的作品，
是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
作家协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策划的重点选
题之一，由潜心从事沂蒙题
材创作的杨文学、杨牧原历
时两年半完成创作的长篇报
告文学《百年沂蒙》。

在众多写沂蒙的文艺作
品中，《百年沂蒙》取得了重
要突破。以往同类作品的时
间跨度，大多集中于抗日战
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阶段
性地表现改革开放后沂蒙发
展的作品也有一些。《百年沂
蒙》的突破点之一在于“百
年”，在于大胆地将作品的时
间跨度放在百年。沂蒙地区
的百年历程，就是中国社会
的历史缩影。

《百年沂蒙》的时间开
端，是上世纪20年代。那个年
代，沂蒙地区天灾人祸不断。
与此同时，沂蒙地区也出现
了英雄。在八百里沂蒙山区，
王尽美、刘一梦、李清漪这些
革命先驱，是共产主义的先
行者。所谓英雄，其实就是一
个又一个凡人，在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如鲁中的李鸿宝、
鲁南的李韶九、蒙山前的鲍
天仇，他们是沂蒙地区早期
的觉醒者。

《百年沂蒙》的时间终点
就在当下。2020年新冠疫情
暴发，第五批南下的沂蒙医
护人员出征前，出现了感人
的一幕。“妈妈，您放心，我会

保护好自己，一定会胜利归
来。”即将出征湖北的医疗队
员刘勰与妈妈拥抱在一起。
2003年，在乡镇医院从事检
测工作的刘勰的妈妈，主动
报名加入抗击非典疫情的大
军。当时，刘勰正在备战高
考，看到妈妈与同事辛苦工
作，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
防线，她决定学医。

杨文学说，一部史诗性
的报告文学，归根结底是“那
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那
些年”指的是突破性的百年
跨度，而对“那些人，那些
事”，《百年沂蒙》容纳了作者
三十年的采访素材，沂蒙儿
子的真情实感，感动了读者。
这些真情实感，体现在书中
一些小人物的话语上。

上世纪40年代，蒙山老
农葛老三含着眼泪说：“儿
啊，跟八路军走吧，鬼子、汉
奸、土匪不灭，咱庄户人就别
想过一天舒坦日子。”

1987年开始创业的赵
志全说：“办企业是为了造
福社会，为员工创造美好生
活。”

2020年，“90后”沂蒙护
士去武汉前，对当医生的妈
妈说：“妈妈，‘非典’的时
候，您为我挡住了风险，今
天，我要站在您前面。”这个
女护士，就是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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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作家，
在一个体裁领域有所
突 破 已 经 难 能 可 贵
了，而杨文学却在散
文、小说、报告文学及
影视多个领域建树颇
多。早在2013年，杨文
学出版了6卷本的《杨
文学选集》，封面上这
样写道：一个作家三
套语言，完成了散文、
小说、报告文学的叙
事大转折；一个作者
三重身份，实现了编
辑、作家、编剧的职业
大转身。

杨文学最早是写
散文的，他的散文《鹅
殇》进入广东省高考
试卷，继而进入中学
生阅读选本，发表后
被《读者》《散文选刊》
等上百家选刊、几十
个选本选发。他的小
说《地契》《悍马》等多

次登上文学期刊的头
题，尤其是报告文学，
仅《中国作家》就以头
题的位置发表了他的
五部长篇。

杨文学深知影视
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为此，他开始尝试把
自己的文学作品搬上
屏幕。最初的试探是
1995年，当时《大众日
报》连载了他的中篇
纪 实 文 学《獖 羊 之
春》，他自己将其改编
成电视剧，播出后荣
获多项大奖。

杨 文 学 根 据 自
己 创 作 的 报 告 文 学

《苍山三农》改编的
30集电视连续剧《乡
村都市情》，曾在央
视一套、央视八套以
及 多 家 卫 视 频 道 播
出。电视剧《乡村都
市情》以“苍山蒜薹
事件”为背景，讲述
以 刘 玉 光 等 为 代 表
的沂蒙山区菜农，下
江南贩卖蔬菜，开辟
新的市场，改变自身
命运的故事。杨文学
说：“不管是小说、报
告 文 学 还 是 创 作 影
视作品，沂蒙精神是
我创作的核心，而且
我也深深感受到，除
了小说和报告文学，
沂 蒙 精 神 需 要 以 多
种文学形式来书写，
包括电影、电视剧、
纪录片等。”

为了让更多沂蒙
英 雄 走 进 大 众 的 视
野，他和好友、作家魏
然森积极筹划，自筹
资金拍摄制作了10集
大型电视纪录片《永
恒的记忆》，先后在多
家卫视台展播。

与 8 0 万字的长
篇纪实文学《沂蒙山
小调》一同完成的，
还有在此基础上衍生
出的、由杨文学创作
的 3 8 集电视连续剧

《沂蒙山小调》和电
影《 沂 蒙 山 小 调 》，

“电视连续剧《沂蒙
山小调》和电影《沂
蒙山小调》都在筹备
中 ，我 的 长 篇 小 说

《大矿地》的影视化
改编也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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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倪自放 济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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