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3..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44..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55..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6..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学生学生
““六不准六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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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乡村的声音抵达世界
——访多语种报告文学《新声》作者杨仕芳

乌英苗寨的火塘边，四五十岁的妇女们用手
机照亮课本，苗语夹杂的普通话在夜色中响起。
这个画面，成为柳州青年作家杨仕芳创作 《新
声》的起点。

近日，杨仕芳接受本报专访，揭秘这部被译
为多国语言的“微观史诗”创作内核——真实如
何转化为文学，中国乡村的声音又如何抵达世界。

一场偶然相遇背后的生命顿悟

记者：您深耕小说 20 年后转向报告文学，
《新声》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杨仕芳：这是一次文学实验，更是一场心灵
的救赎。当时我遭遇家庭变故，偶然走进乌英苗
寨，被那里四五十岁仍在夜校学习普通话的妇女
所震撼。这种对知识的渴求让我看到了生命意识
的觉醒。她们用苗语夹着生硬的普通话打招呼：

“乌英欢迎您！”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她们让
我想起自己不识字的母亲，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良
善与坚韧，让我意识到真实故事比虚构更具冲击
力，从而决定记录这群“沉默者”的声音。

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共生实验

记者：《新声》 如何平衡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与文学感染力？

杨仕芳：关键在于“沉浸式观察”与“微观
史诗”结构。比如描写夜校停电时妇女用手机照
亮课本的微光，既是真实细节，又象征“知识刺
破黑暗”；通过梁足英 （书中主人公） 从“不敢
赶集”到“直播卖货”的转变，折射出脱贫攻坚
相关政策对个体命运的影响，避免堆砌数据，让
事实自己说话。

记者：作品中大量采用受访者原话，这一手
法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杨仕芳：“原声”蕴含着最原始的力量。如
梁足英所说：“以前我们的话锁在肚子里，现在
它们变成歌唱出来。”这种质朴表达就是“让沉
默者发声”这一初衷的最好诠释。我想成为“翻
译者”，而非居高临下的“记录者”。

记者：火塘、芦笙、亮布等文化细节在书中

有何作用？
杨仕芳：这些细节既是写实，也是主题载

体。火塘是苗寨的“文化客厅”，妇女围坐学习
的场景暗示“知识融入传统空间”；亮布“褪色
复染”比喻语言学习的曲折；芦笙曲调的翻译则
成为文化沟通的桥梁。当读者记住“火塘边的普
通话练习”等画面时，苗寨故事便超越新闻，成
为生命经验的印记。

以“小人物”破局跨文化叙事

记者：《新声》 作为国际传播典型，优势是
什么？

杨仕芳：我在寻求一种真实性与普世性的共
振。作品不依赖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梁足英”
们的个体命运展现中国乡村变革，这种“微观史
诗”写法更易引发共情。对比西方“异域奇
观式”叙事，《新声》 让乌英妇女成为主动变革
者——她们自发组织夜校、用抖音传播苗歌，展

现中国乡村的内生动力。同时，聚焦语言权、女
性觉醒等全球性议题，打破国际读者对“中国主
题作品说教性强”的刻板印象。

记者：作品为国际读者了解中国乡村提供了
哪些新视角？

杨仕芳：首先，颠覆“贫困叙事”单一想
象，呈现妇女们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展示传统与
现代“共生”模式，如用普通话直播卖亮布的同时
用苗语讲解纹样；再者，提供“非官方”发展样
本，不回避年轻人对苗语的疏离等矛盾，以复杂性
增强可信度；最后，凸显农村妇女的隐性力量，
如语言能力让她们从家庭劳动者变为经济决策者，
证明母亲受教育对阻断代际贫困的关键作用。

记者：您希望《新声》在国际传播中传递怎
样的中国认知？

杨仕芳：希望世界看到一个多元真实的中国
乡村——它既坚守传统，也拥抱现代；看到“自
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即乡村振兴是无数普通人
自我觉醒的结果；看到中国对全球议题的本土回
应，如文化保护与现代化可以共生。正如印尼译
者所说“好的发展故事不分国界”。

继续倾听边地“新声”

记者：完成《新声》后，您的创作方向有何
规划？

杨仕芳：三大方向：一是“边地教育”系
列，记录“流动教学点”“马背教师”等特殊教
育形式，探讨国家通用语言推广与民族语言传承
的平衡；二是“乡村振兴 2.0”，跟踪返乡女性
用电商激活村庄、90后新农人等新现象；三是深
化“女性与乡村”主题，尝试跨文体写作，融合
口述史、影像与二维码原声，打破非虚构的“权
威叙事”，让更多的“声音”被听见。

【尾声】
采访结束时，记者再次想起乌英妇女的箴

言：“学习普通话不是丢掉自己的语言，而是用
它打开新世界。”这句话或可注解 《新声》 的使
命——让中国乡村真实的生命力，通过文学成为
世界读懂中国的密码。

全媒体记者 赵伟翔

“这是第三本，系列的终章。”前段时间，当马
昌华把《青蒿药神》摆在柳州文坛上时，引起了不少
关注——不觉间他竟已经完成了自己“融州三部
曲”，奠定了自己的文学故乡。

这位带着湖湘血性的作家，用八年时间把自己活
成了一支笔，在稿纸上开垦出独属的精神原乡，让

“融州”从小说中的地名，蜕变为当代乡土文学版图
里的坐标与乡愁。

扎根时代沃土：三部曲中的乡村振兴史诗

马昌华笔下的融州，以柳州融安县为地理原型，
却超越了具体的行政区划。这片他曾寓居多年的土
地，因作家的凝视成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学标本。

在马昌华的文字版图里，融州像一台精密的显微
镜，把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拆解成无数震颤人心的
细节。《桔颂》 拉开了“融州叙事”的序幕。这部聚
焦高精尖人才返乡创业的作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
心，书写了技术赋能农业、产业带动脱贫的生动实
践。第二部《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将镜头对准
大苗山深处，青年扶贫干部用电商直播打破农产品滞
销困局，苗家妹子变身“扶贫网红”，展现了“互联
网+扶贫”的创新路径，刻画了乡村青年在时代浪潮
中的成长蜕变。

其最新力作《青蒿药神》以宏大的叙事拓展了乡
村题材的边界。仙雅堂公司的科研成果转化、大学生
村官的引领，扶贫干部的帮扶、民间团队的加盟，共
同推动“青蒿经济”腾飞，多重线索交织出“科技—
工业—农业”联动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文学地理的建构：桂北风情的立体解码

马昌华笔下的“融州”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辨识度，源于其对桂北民
族地区的深度凝视，以及所饱含的独特的泥土气息。三部曲中，苗族的
吊脚楼、侗族的风雨桥、壮族的歌圩等风物元素俯拾皆是，多帕的银饰
叮当、九秧的苗绣围裙、成宋老汉的油茶陶罐等细节，构成了独具魅力
的地域与民族符号系统。

在人物塑造上，作家擅长从乡土肌理中提炼典型。《桔颂》里扎根
土地的老支书黄敢，《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中坚守理想却又憨厚
朴实的屯长梁老耿，《青蒿药神》中精明务实的老农成宋，这些“融州
民众”身上既承载着地域文化的集体记忆，又折射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
的个体选择，成为连接现实与文学的鲜活载体。

作家的使命自觉：记录时代与精神

马昌华的创作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融州三部曲”紧扣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是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文学诠释。

在叙事手法上，作家巧妙平衡了纪实性与艺术性。《桔颂》中产业
转型的技术细节、《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 中直播带货的操作流
程、《青蒿药神》 中科研转化的专业逻辑，均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支
撑；而充满张力的情节设置，则赋予作品引人入胜的文学魅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融州三部曲”的现实关怀。《桔颂》 对“桔旅”
融合的生态文化走廊建设构想，《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中对“网
红经济可持续性”的思考，《青蒿药神》末尾对“乡村空心化”的隐忧
及新产品开拓延伸的期待等，彰显了作家超越赞歌书写的理性精神。

文学故乡的精神坐标：从地理空间到心灵原乡

八载耕耘，马昌华终于在纸上建成了属于自己的“融州”。这个文
学故乡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刻，而是经过情感过滤与美学提炼的精神栖息
地——它既保留着桂北山水的灵秀、乡土人情的淳厚，又注入了现代化进
程中的阵痛与蜕变，成为中国乡村转型的微缩模型。正如作家所言：“文学
的使命是为故乡铸魂。”在“融州三部曲”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产业崛起
的奇迹，更是乡土中国在时代裂变中的文化坚守与精神重构。

马昌华用扎实的作品证明：真正的文学故乡，从来不是乌托邦式的
想象，而是作家以笔为犁，在现实土壤中深耕出的精神地标。这片土地
上，既生长着桂北的金桔与青蒿，也盛开着中国乡村的希望与梦想。

全媒体记者 赵伟翔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韦苏玲报道摄
影）“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联结，更是知
识与实践、传承与创新的交融。”7 月 1
日，在柳工书吧揭牌仪式上，广西柳工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赖颂平如是介绍。

柳工书吧位于柳工颐华文体中心一
楼，分为阅读赋能区、研习创想区、文创
体验区、轻享休憩区，陈列机械工程、文
学艺术、科普读物等专业书籍，支持移动
办公与技术研讨，打造集阅读、休闲、交
流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目前，柳工书吧藏书量 8000 余册，
之后还将不断添置和更新藏书，满足广
大职工阅读需求。同时与柳州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实现资源互通，共建“产教融
合知识站”，设立机械工程专题书架；开
设“工匠讲堂”，促进院校教授与柳工技
师跨界交流，推动技术经验转化和人才
培育。

据悉，柳工书吧的诞生是对“以智慧
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企业使命的文化
呼应，也是柳工尊重知识、关爱员工、倡
导学习型组织文化的生动象征。在丰富职
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为匠心传承、创
新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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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新添一处
文化空间 柳工书吧揭牌启用

柳工书吧一角柳工书吧一角。。

杨仕芳。（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