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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著名作家、编剧杨文学创作的70万字长篇纪实文学《沂蒙山小调》，近期即将出版发行，这是山东省委宣传部
挖掘弘扬传统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杨文学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介绍，虽然《沂蒙山小调》的写作历时两年年，
但过去的35年间，自己采访了超过上千位沂蒙山人，“我过去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和今后十年的创作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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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的文化至深至纯。”

以文学形式弘扬沂蒙精神

杨杨文文学学：：这这片片土土地地的的文文化化至至深深至至纯纯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为蒙山沂水写“史记”

54岁的著名作家杨文学，
出生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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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学说。

19岁师范毕业当上小学教
师，26岁时成为电视台记者，杨
文学对沂蒙精神和沂蒙文化有
了更为感性的认识。他说：“我
当小学老师时，学校有一次请
一位老战士给师生讲传统文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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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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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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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
年来，他在《中国作家》《人民文
学》等发表文学作品500余万
字，出版长篇作品12部。但他多
次向记者提及自己的一篇短篇
小说《有鬼子的日子》，这篇小说
曾获得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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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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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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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场战争对人身心的伤害，触
及人心灵深处的回响。”

杨文学另一部为人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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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很多著名评论家称为

“中国农民的‘史记’”，曾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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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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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同样的影子：苍山故
乡。”杨文学说，这些新时代的
沂蒙精神，促使自己撰写农民
到菜商的华丽大转身，为这些
新时代的农民来著述他们的

“史记”。

沂蒙精神“三部曲”

读者似乎更喜欢杨文学的
长篇纪实文学《沂蒙长风》，此
作由《时代文学》连载后已出版
三个版本，其中重新修订后的

《家国情怀》是“全国第二十四
届图书博览会”上的重点推介
书目，《沂蒙长风》还成为解读
沂蒙精神最优秀的故事读本，
荣获“山东省第三届社会科学
普及与应用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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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唱七
十余年，成为沂蒙精神的典型
符号。

杨文学的家乡杨家峪，与
《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白石屋直
线距离不过十多公里。2015年，
杨文学开始撰写有关“沂蒙精
神”的作品，他将这部三卷本70
余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命名为

《沂蒙山小调》。
刚刚完成的长篇纪实文学

《沂蒙山小调》，只是杨文学十
年创作规划的第一篇章，“从
2015年开始，我有一个十年创
作规划，就是‘沂蒙精神三部
曲’。长篇纪实文学《沂蒙山小
调》是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沂
蒙精神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党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群
众一心紧跟党，最终打败日本
侵略者、实现全国解放。”

杨文学“沂蒙精神三部曲”
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也已确定方
向，“第二部讲述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不
屈不挠的斗志与贫困作斗争，
使山河面貌焕然一新。为此我
已经采访积累了大量素材，包
括上世纪60年代沂蒙人民兴修
水库、改造家园的鲜活事例。”

杨文学说，沂蒙精神一个
显著特点，就是随时代脉搏一
起跳动，“沂蒙精神三部曲”第
三部，主题聚焦改革开放新时
期，敢为人先的沂蒙人民甘于

奉献，开拓进取，将昔日的“四
塞之崮”发展成为商贸名城、物
流之都，“其实，新时期沂蒙精
神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我
去年出版了22万字的长篇报告
文学《信仰无价——— 一个共产
党人的生死财富》，追忆齐鲁时
代楷模、鲁南制药领头人赵志
全，在他的身上，沂蒙精神得到
充分的展示。”

多样文学形式写沂蒙

与长篇纪实文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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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集电视剧《沂蒙山小调》和
电影《沂蒙山小调》，电视剧将
于明年春天开机拍摄，同名电
影也已列入“山东省五年百部
精品影视工程规划”，正在筹备
中。

电视剧《沂蒙山小调》不是
杨文学第一次涉足影视创作，
此前，他已根据自己的小说或
报告文学创作了三部电视剧，
其中根据报告文学《苍山三农》
改编的30集电视剧《乡村都市
情》，曾在央视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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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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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已经开始筹备的十集大
型纪录片《红色记忆》中，杨文
学将集中展示沂蒙女性的风
采，其中的代表是上世纪50年
代的沂蒙“钢铁十姊妹”及上世
纪60、70年代的“女石匠”。杨文
学多次采访沂蒙“钢铁十姊
妹”，也数次为其中的细节感动
流泪。“沂蒙山属于淮河水系，
上世纪50年代末，为根治淮河
水患，沂蒙山人民发扬战争年
代的沂蒙精神，开始了大规模
的整山治水、改造山河的大行
动，在这个群体中，受到全国妇
联表彰的‘钢铁十姊妹’是其中
的佼佼者。”

“钢铁十姊妹”中的队长袁
春莲老人，曾向杨文学讲述当
年修水坝的情形，“在许家崖水
库，为了防止溃坝，姊妹们在冰
天雪地里跳进泥水里挖泥堵
水，天上还下着雪，那一次，许
多姊妹落下了病。”杨文学说，
十集纪录片《红色记忆》将真实
记录、再现她们当年的风采，再
一次激励人们践行和弘扬沂蒙
精神。

杨文学，沂蒙山人，著名作家、编剧，发表
500多万字文学作品，在《中国作家》等大型文学
期刊连载《苍山三农》《叩拜沂蒙》等长篇5部。出
版长篇纪实文学或长篇小说《穷官》《沂蒙长风》

《太阳梦》等10部。出版、发行六卷本《杨文学选
集》。曾获中国作家第三届鄂尔多斯文学奖、人
民文学出版社优秀图书奖、全国第十届微型小
说奖、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山东省五个一
精品工程奖等重要奖项。多部作品入选多省高
考试卷汇编、全国高中生阅读训练等教材。创作
的《乡村都市情》等多部电视剧在央视及各卫视
频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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