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高老师，您好。 作为出生于
陕北的作家， 您为何将笔触倾注于陕
南，请您先谈谈和陕南紫阳的缘分及创
作这部作品的初衷。

高鸿 ：我生在陕北 ，在农村长大 ，
那里的沟沟壑壑一梁一峁都非常熟
悉 ， 以至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几十年
后， 梦里呈现的情景依然是童年的小
伙伴、破瓦房和黄土坡。 因此，我的几
部长篇小说都是写农村的， 农村的一
山一峁一草一木已根植在我记忆的深
处，像 DNA 一样无法改变。 2013 年以
来 ， 我先后数次去过紫阳 ， 特别是
2018 年以来，多次参加陕西省作协组
织的脱贫采风活动， 足迹遍及紫阳十
多个乡镇， 对紫阳的脱贫攻坚工作有
一定了解。 期间， 本人多次深入贫困
山区 ， 目睹山区人民生活之艰辛 、交
通之不便、贫困之现状，感慨万千。 先
后撰写了《大美安康 》《云雾山上踏歌
声》《第一书记》等文章 ，刊发于 《北京
文学》《美文》《西北文学 》《安康日报 》
等报刊，引起一定社会反响。

紫阳是一个深度贫困县， 自然条
件十分艰苦， 人口众多， 脱贫任务十
分艰巨。 面对艰难困阻， 紫阳人民没
有退缩， 克服各种困难， 完成了一系
列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带领全县
十多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走上乡村
振兴之路 ，创造了 “紫阳奇迹 ”。 作为
一名作家， 我有责任和义务去记录和
书写他们，为人民讴歌 ，为时代立传 。
2020 年，我申报的反映陕南紫阳县脱
贫攻坚 、 乡村振兴题材的报告文学
《时代答卷 》 被列为陕西省作家协会
主题创作扶持项目，2021 年被列为陕
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
及中国作协 2021 年度定点深入生活
资助项目。

这期间， 我又多次深入紫阳县观
察， 采访一百余名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的先进人物， 他们中有自强不息的
贫困户， 有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脱贫
模范， 更多的是多年来坚守在贫困山
区一线的基层干部———第一书记 ，他
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党和人民交上
了一份满意的“时代答卷”。 采访的过
程中，我数度落泪，不能自已。 作为一
名作家， 我希望通过这部非虚构报告
文学作品， 展示我们党和国家在这场
史无前例、 举世无双的脱贫攻坚战役
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致敬奋战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的脱贫英雄———他们是这
个时代的最美奋斗者！

记者：您用三年多时间，多次深入
紫阳县观察采访， 记录书写紫阳变化，

给您带来最大的感触和收获是什么？

高鸿：采访的过程中，我时时被扶
贫英雄们的事迹感动着。 他们不畏艰
辛，持之以恒，进取争胜的坚强意志，非
常高贵和动人。 “八百壮士凿天路”的
壮举感天动地。 66 岁王芳菊老人把给
自己准备的棺材卖了 700 元钱， 亲自
送到村干部手中的行为 ，诠释了一个
时代的情怀 。 竹山村村民共集资 40
多万元 ，投劳 23700 个 ，开挖土石 36
万立方的业绩镌刻着 “为有牺牲多壮
志”的民族精神。

驻村干部张小红带着儿子来扶
贫 ，把贫困户当亲人 。 她去看望居住
偏远的贫困户 ， 让 70 多岁的贺爱心
和老伴非常开心 ，拿出家里珍藏了好
长时间的腊肉招待她 。 张小红拿出
200 元钱，他们拒绝接受。张小红得知
老贺的妻子也姓张 ，说 ：‘你的老伴也
姓张 ，我就认个姑嘛 ，当侄女的孝敬
姑姑，总是理所当然的吧？ ’见推辞不
掉，老贺这才把钱收下。 一块腊肉，在
紫阳山区是再平常不过的食品 ，然而
对于贫困户贺爱心来说 ，也许是他唯
一拿得出的 ‘奢侈品 ’，如今慷慨地拿
出来给驻村干部吃 ，不仅外化出山里
人的诚实质朴 ，更表现出在情感上对
扶贫干部的亲近。

驻村干部郑永友一边照顾重病
瘫痪妻子 20 多年 ， 一边坚定带领乡
亲投身脱贫进程 ；农民企业家郑远元
在外拼搏多年 ， 带着浓浓的桑梓情 ，
回馈故乡 ， 使故乡铁佛村 928 户村
民，有一半的村民买了小汽车，有 200
多户分别在高桥镇安置小区 、紫阳县
城和安康市区购买新房。 郑远元在艰
难地曲折追寻中 ，以小成大 、循道承
负 ，在修脚行业开辟出事业 ，富裕了
自己，也带动家乡大量群众脱贫。

王思兰幼年命运多舛，在自己摆脱
贫困之后，投身商贸，不惧艰难，创新传
统、活跃经济、救济贫弱；陈禄军出生在
贫困的小山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
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陈禄军外
出赚钱后，不忘回馈家乡，借助天赐任
河景致，开展漂流活动，在文化旅游开
发事业上荡开一条新路；蔡英宏以本地
富硒茶优势做强做大，以茶立镇的创意
开拓实践；陈国卿人生“像过山车”一样
跌宕起伏，终于在城市扎根落户，有了
自己的积蓄，毅然投资数千万，回乡发
展乡村产业等事迹，可谓舍身忘我，令
人十分钦佩；还有带头为群众“卖茶”的
蒿坪镇全兴村“第一书记”詹世弟、倒在
扶贫征程中的双桥镇镇长陈威强……
这些先进人物在不同的经营领域所成
就的事业，为紫阳县的脱贫事业贡献了
特殊重要的力量。

记者：有评论说，《时代答卷》是国
家视野下生动的脱贫历程，是您对紫阳
县发展进程的真实记录和动情书写，是
紫阳的断代史。 您怎么看这种宏观背
景下的具象书写？ 难度在哪里？

高鸿：“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
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 ”中国绝对
贫困人口快速减少，为全球贫困治理特
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做出了巨大
贡献。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奉献了激情和梦
想， 带领着中国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书
写着最新最美的图画。

紫阳几千年来贫穷落后面貌的迅
速改变，是党和政府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和成果的一小部分，也是全国脱贫攻坚
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横切面。 地处
秦巴山区的紫阳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却

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深度贫困县，
也是陕西自然条件最恶劣、贫困程度最
深、脱贫任务最重的县之一。 紫阳人民
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栉风沐
雨，奋发图强，在脱贫攻坚的战线上发
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先后有四名
扶贫干部牺牲在工作岗位，一百余名扶
贫干部受伤。

在紫阳采访的过程中，得到紫阳县
委领导、特别是县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提供了数百万字的各类新闻报
道等各方面的文字资料。 面对浩如烟
海的资料及数千条各类信息，如何找到
突破口、用一条线索将这些繁复的事件
串联起来，是一个难题。经过认真思考，
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分类消化，然
后从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进行实地采
访。

报告文学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重
要，所谓“七分采写，三分创作”，作家需
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与第一书记、驻村
干部及脱贫先进个人深入接触，挖掘他
们身上的闪光点。 本人先后前往毛坝、
汉王、蒿坪、焕古、高桥、高滩、双桥、向
阳、麻柳等十多个乡镇进行采访，搜集
整理了大量生动鲜活的文字资料，然后
分类整理，为后期的创作打下了重要基
础。

记者： 虽说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
但面对人物故事和脱贫攻坚的艰巨复
杂现实，作品也同时要具备文学生动形
象的表达特性。 您是如何把握报告文
学的文学性的？

高鸿： 报告文学属于文学范畴，它
是报告，也是文学，是纪实性的非虚构
文本， 但又不同于通讯报道及新闻写
作，需要突出强烈的文学性，塑造生动
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作者需要
调动有限的例证(包括情节、细节、背景
等)去描述生活、刻画人物、揭示事件的
本质。

2007 年以来，本人先后出版了《沉
重的房子》《农民父亲》《血色高原》等 8
部长篇小说， 发表中、 短篇小说 50 多
篇，这些作品赢得了读者和文学界的一
定认可，获得了一些荣誉，因此我一直
是以小说创作为主。 近年来涉足报告
文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一些小说创作
的手法应用到报告文学中来，使得报告
文学的文本更加鲜活生动， 引人入胜，
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如《一代水圣李
仪祉》《水无穷处》《艰难超越》等。

我认为报告文学与小说有类似之
处，允许人物形象的细节刻画及心理描
写。 它们的区别在于，小说有它自己的
主要线索，它的主要内容是“主角们”的
生活，这些“主角”是虚构的，而报告文
学的主要线索就是主题本身，人物是现
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实体”，需要作家
更加真实地对这些“实体”进行精心刻
画，赋予其更丰满、更生动的精神内涵。

《时代答卷》 反映的是紫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人物群像，书中牵涉到的人
物有 40 多个，着重刻画的人物也有 20
多个。 这些人物社会身份及所处环境
不尽相同，分布在不同领域，需要结合
人物自身的特点进行刻画，特别是人物
转型时期的诸多细节处理，内心世界的
转变、描摹刻画，均需要发挥丰富想象，
应用小说的手法进行创作，使故事更加
生动，人物血肉丰盈，给读者留下深刻
的印象。 如郑远元少年学艺的艰辛、王
思兰幼年遭遇的不测、陈禄军小时候对
大山之外生活的无限向往、郑永友青年
时期跋山涉水背邮包时的艰辛等等，这
些想象是合情合理的，符合现实人物的
基本特性（本人看了完全认同），而不是

天马行空的夸大或虚构，那样的描写是
失真的，不可信的。

记者：《时代答卷》将脱贫攻坚中富
有时代鲜明特色的精神、情感、故事都
写了出来，为历史和现实留下了史志般
的记录。你认为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是
什么？ 想给广大读者带来怎样的收获？

高鸿：一个县的脱贫故事，也是全
国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我想从平凡的故事中展现党和政府在
带领人民奔向小康的时代担当和决心，
展现深度贫困地区群众与贫穷抗争坚
韧不拔的毅力，展现社会各界参与脱贫
攻坚的时代精神。希望通过这部非虚构
报告文学作品，创作出“为时代画像、为
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优秀人物群
像，在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
贡献自己的文学力量。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最
终要靠时代来检验 ， 也有赖于读者 、
文学界 、评论界的分析评点 ，这部书
出版后我陆续听到来自读者和评论
界的声音 ， 这种交流对作家大有裨
益 ，我愿意将心交给读者 ，继续站在
时代前沿 ，响应时代召唤 ，为时代发
声，为人民立传 ，书写无愧于时代 、无
愧于人民的精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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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林，1955 年 5 月出生于岚皋
县蔺河镇草垭村 ，1970 年 10 月参加
工作，1985 年参与第一轮岚皋县志编
写 ，1992 年调岚皋县政府办公室 ，
1997 年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99 年
任《岚皋报》总编辑。 2011 年任第二轮
岚皋县志主编。 出版个人专著《巴山
女儿红》《岚皋赋》《流年顾影》《心静
如莲》《闲情以寄》等 7 部。 2016 年被
聘为安康市修志专家，2019 年获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社会力量参
与地方志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21 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8 岁开始自学写作，20 岁在《安
康日报》“山花烂漫” 副刊发表作品，
迄今为止坚持文艺创作 47 年。 为了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毅然放弃
有着十年经历的邮电工作，调到县文
化馆创作室，编辑《岚水》《岚皋民间
文学》。 搞群众文化活动，举办灯谜晚
会，写成《中国字谜谈》一文并在安康
日报连载，遂一纸调令调到县志办公
室编写岚皋县志。 县志出版后，调政
府办和县委宣传部 ，草拟公文 ，写讲
话稿，主编《可爱的岚皋》一书和复刊
的《岚皋报》。

几十年来，黄开林始终以业余作
者自居，在搞好主业的基础上兼顾个
人兴趣，文学创作从未间断。 举凡小
说、散文、诗歌、谜语、歌词、评论都有
所涉猎， 最擅长的还是散文和随笔。
演讲词、 婚礼祝词也写得像模像样，
一段时间，散文诗频频登上 《演讲与
口才》卷首，并被该杂志评为优秀撰
稿人。 偶尔也写几篇赋文 ，《中华辞
赋》杂志露过脸，《岚皋县赋》《安康脱
贫赋》获得征文评选等级奖。 在安康
文化圈子里，无意识创造出几个 “第
一”：公开出版第一本散文诗集、第一
本生态旅游导游词 、 第一本老照片
集 ， 与人合作出版第一本摄影散文
集。

开办个人公众号“闲情以寄”，有
固定粉丝两千，上传原创作品二百多
篇，约五十万字。 紫阳作家叶柏成说：
因为喜欢，我成了“闲情以寄”这扇散
文之窗中的常客。 在这里，我清晰地
发现黄先生的散文颇受欢迎，每篇文
章都有七八人或者几十人不等，阅读
后留下诚挚之言 。 在这些众多留言
中，读者朋友对他的文章给予了充分
认可和肯定。 这里面自然也有我的说
三道四，片言只语，黄先生阅读后，总
会抽出时间一一回复。 从这些长长短
短的回复中， 可以看出他为人低调，
平易谦和，很具亲和力。

他一直很感激老伴的支持和陪
伴，每有习作 ，老伴张琴总是不厌其
烦，充当第一个读者 ，一针见血指出
不足之处，毫不顾忌情面 ，经过讨论
和修改，稿子有了质的提升。 黄开林
自诩为“笨人”，下的是笨功夫 ，活到
老学到老，吃的是苦头，耐的是寂寞。
不跟风，不入圈子，不拍膛子，不唱高
调。 不做不说，做了才说，性耿直，不
张扬 ，慢半拍 ，不作势 ，平凡而不平
庸，来自乡野而具娴雅之气。 没有流
派，没有目标，没有负担，随遇而安 ，
哪里黑了哪里歇。 把写当玩，当作消
遣，娱人悦己，自在超拔。 他的写作信
条是：作者的硬道理 ，就是拿作品说
话。

由于为人低调 ，生活简朴 ，处事

友善， 人品和文品
统一， 黄开林在安
康文坛有一定的威
望和美誉度。 著名
作家李春平说在他
身上， 彰显出一个
文化人的良知 ，释
放着一个探索者的
情怀， 担当着一个
作家的道义。 著名
作家刘云说黄开林
的散文在安康自成
风格， 属于作家散
文， 即有建树的散
文。 文艺评论家叶
松铖说黄开林的散
文走到今天 ，已是铅华洗尽 ，渐显骨
力。 一切不再刻意为之，随性、随意、
随情， 没有半分做作扭捏的成分，它
是溪水的流向，舒缓、畅达、明快。 作
家卢修宾说他的文章能让心灵回家、
在不经意间始终在为这一地域以文
学艺术的方式代言。 文艺评论家张胜
利说“析字”与“析词”成了黄开林阐
发文意、借题发挥、纵横联想、谋篇布
局的重要手段和拿手好戏，是对安康
散文创作的独特贡献。 知名作家李茂
询说他的文字是从生活的渊泽里捕
捞起种种值得一提的回忆和种种不
尽的可爱，悟出人人能悟但未必悟出
的人生真谛。 作家方晓蕾说他的文字
结实华丽，格调热烈苍凉 ，体式的开
放与灵动，并具有感同身受的悲悯情
怀。 曾德强说他写的是干净的散文，
知名作家杜文娟说他是岚皋的另一
座山，知名作家王晓云说他是为岚皋
代言的作家。

2019 年冬偕老伴一起客居上海。
出于对金山区档案局秦骞局长悉心
照料的感激，在开阔视野的同时极大
地焕发出黄开林的创作热情，不到三
年时间，写了二十多万字的散文和纪
实作品，“金山记忆 ” 推出的部分文
章，点击量达到十万加。 这期间有三
篇散文上《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两篇
上《解放日报 》，一篇上 《文汇报 》，一
篇上《时代报告》杂志，若干篇上 《中
国旅游报》《新民晚报》《今晚报》《陕
西日报》和 《西安晚报 》。 《草鞋垭的
草》荣获“美丽秦岭我的家”全国创作
大赛文学作品类二等奖。 他一边走一
边玩，一边玩一边写 ，用极放松的心
态、极富个性的语言 、极扎实的文字
功底， 写出了深受读者喜欢的作品，
被金山区档案局一再挽留。

正如黑龙江评论家邢海珍说的
那样：正当开林先生的人生和文学走
向成熟之际，一流都市的大上海向他
敞开了胸怀，他有机会用他成熟的笔
墨抒写更博大的天地，这无疑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机遇。 而当大上海向他敞
开洋洋乎水天一色的大境界之时，开
林襟抱中的激情与浪涌就会在时代
的高度风云际会。 “草鞋垭”是地名，
有山野的特色，土色土香即是原生态
的大雅， 他的家乡在这样的地方，自
然玉成了文人优美的乡俗景深和辽
远的诗意境界。 不是诗的诗，不是故
事的故事 ，可以说 ，这样的散文是情
怀唯我、心性独具 ，是黄开林的独家
手艺。

（梁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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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大地脉动 抒写奋进历程
———访长篇报告文学《时代答卷》作者高鸿

记者 陈曦

著名作家高鸿今年推出的长篇
报告文学《时代答卷：紫阳蝶变纪事》引
起了热烈反响。 该书为省作协 2020 年主
题创作扶持项目、省委宣传部 2021 年度重
点文艺作品扶持项目、 中国作家协会 2021
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陕西省 2022 年度
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作者历时三年多，先后
十多次深入紫阳各乡镇进行采访，选取典型
人物， 对紫阳县脱贫攻坚进行了全景式、多
侧面的真实展现。 有评论家认为：“翻开《时
代答卷》，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脱贫‘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的一个缩影，是陕西反贫困进
程的文学见证，更是‘读懂中国’的一部新时
代的生动画卷。 ”

高鸿是一位实力派作家，先后荣获吉林
省新闻出版精品奖、柳青文学奖、孙犁文学
奖、昭明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
奖等荣誉，多次入选中国作协及陕西省委宣
传部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出生于陕北的高鸿
为何将目光聚焦于陕南紫阳，作家如何展现
新时代乡村巨变，记者近日就这些读者关心
的问题对高鸿进行了专访。

“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除
了坚持在场原则，深入生活，增强笔
力、眼力、脚力，更重要的是思考力
的精神品质。 也就是思想的高度，一
种精神的海拔。 高鸿在面对纷繁复
杂的题材事件时， 以一双温柔之手
触摸灵魂的皱褶， 洞见社会的发展
脉络，昭示社会的良心良知。 ”“活跃
在《时代答卷》里的国家公务员，有
的居于领导地位， 有的只是普通工
作人员，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即：时代的答卷人。 作为时代
的记录员和人民的代言人， 高鸿满
怀激情地记录紫阳脱贫攻坚的奇
迹， 通过对一百余名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先进人物深度采访， 塑造
了这些战士的英雄群像。 他们是时
代的英雄， 也是新时代的 ‘英雄儿
女’， 是这个伟大时代的最美奋斗
者！ ”“《时代答卷》形象地回答了在
扶贫攻坚消除贫困的历程中，‘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
思主义行’的深刻道理。 从这个维度
上 ，我认为 《时代答卷 》是 ‘读懂中
国’释疑解惑的又一生动文本……”

（周纪鸿：《时代答卷》与“读懂
中国 ”———评高鸿的长篇报告文学
《时代答卷》）

“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反映在报
告者的意识上， 因为作家们在叙事
中的自我介入，完全是积极主动的，
不是消极被动的；是微观化的，不是
宏观性的；是现场直击式的，不是经
验转述式的。 高鸿就是以这样‘叙事
者’的身份亲近秦巴山区的。 因此，
我相信， 这个文本的每一个章节甚
至每一个字，都印着他坚实的足痕，
都深深地烙下时代的印章， 它的时
代价值和文化价值必将随着岁月的
前行而越来越展示出来。 ”

（杨焕亭：《时代前沿报告与作
家的艺术自觉： 发现与表达———读
高鸿长篇报告文学《时代答卷》）

高高鸿鸿在在紫紫阳阳县县乡乡间间采采访访

陈陈荣荣临临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