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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箩篼湾这个名字过于

“农村”，易于翻动我儿时的记忆，

走进箩篼湾，心里就生发出了强

烈的家的感觉。我便经意的打量

起了这个具有鲜明渝东农村特征

的湾落来。

箩篼湾的名字虽然土里土

气，但一幢幢白墙灰瓦的民居在

一条条宽敞干净的柏油路的缠绕

中又显得特别洋气，昭示着这个

村庄的富裕。湾里的民居相对集

中，每户的门上都挂了木刻的对

联，对联的内容大多是歌颂党歌

颂祖国歌颂新时代或新农村的；

门前的坝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阶檐上的物品也摆放得整整齐

齐，似乎统一规划的一样。来来

往往的村民脸上大多带着微笑，

认识的和我打着招呼，似曾认识

的和我点点头，哪怕不认识的，只

要我主动给个微笑，他也会还我

一个微笑，显得都很友好。这种

久违的“淳朴”让我开始怀疑几年

前自己给箩篼湾民风的“定义”有

失偏颇了。

四年前的几件小事，让我对

箩篼湾产生了成见。那年春天，

为迎接全国文明村镇的复查，我

受毕桥村党支部的邀请，去为毕

桥村做一些宣传策划。我们在村

委会的路边竖立了两块宣传牌，

没想到被相隔百多米、中间还有

两块水田相间的箩篼湾村民以挡

了他们的“风水”为由不让安装，最

后村委会只好换地方了事。另一

件事很无语，那时的村道比较窄，

一辆货车无意挂断了一棵李子树

的枝丫，被索赔了一棵树的价钱

才脱了身。第三件事更无奈，当

时正在改造村里的道路，有两户

农家只需要将十几米的人行便道

拓宽两米就可以与主干道相通，

彻底解决汽车通畅问题，但路边

有地的那户村民坚决不同意置换

土地，村社干部多次协调未果，只

好舍近求远改道，多花了几万块

钱。这几件事让我对箩篼湾的民

风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置疑这

个“文明村”名不副实，并在很多场

合称其为“全县物质最富、民风最

差的村”。

后来，村支书章开明告诉我，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

下，他们抓住乡风文明这个牛鼻

子，集中精力加强以党风、民风、家

风为内容的“三风”建设，全面提高

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道

德和文化素质。开展了以破除陈

规陋习、坚持移风易俗、美化环境

卫生的“塑形”活动和弘扬“箩篼文

化”、建立诚信体系、提升文化品味

的“铸魂”活动。

在“塑形”“铸魂”活动中，章

开明有一个“两个字三件事”理论

颇有创意。两个字是“分”和“钱”；

三件事是管“分”，管“钱”，管“分

钱”。所谓的管“分”，就是管村民

的“积分”。在箩篼湾有个“村民积

分制”，就是按照《村民公约》，对公

共事业建设、红白喜事操办、邻里

团结互助、保护生态、婚姻自由、敬

老爱幼、遵纪守法、公共卫生等情

况进行考核打分。评上了“好儿

媳”“好公婆”要加分；帮助他人要

加分；维护集体利益要加分；与坏

人坏事作斗争要加分；加分项目

多达三十几项。反之，侵犯公共

利益要减分；违犯公序良俗要减

分；吵架打骂要减分；环境脏乱要

减分；减分项目也多达二十几

项。这个“积分制”极大地调动了

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所谓管“钱”，就是不断

壮大集体经济，做到有钱可分。

村里通过发展制种业、旅游业、培

训业等集体经济，每年收入百多

万元。至于“分钱”，那是一个激励

先进，鞭策后进的重要手段。每

年的积分兑换大会，那是全体村

民参与度最高的会议。这时候，

每个人的积分都会当众公开，现

场兑奖。多者几千上万元，少者

几十到几元不等。关键是那种荣

誉感对村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对民风的好转具有极大的引领作

用。八十五岁的黄正华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村支书，也是箩篼湾

德高望重的长辈，他在箩篼湾建

了一个“老黄说理堂”，过去他一年

要调解家庭和邻里纠纷二十多

件，随着乡风文明建设的“塑形”

“铸魂”活动的开展，他调解的案件

越来越少，去年他只调解了一

件。他说：“这个乡风文明建设是

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知不觉中

就把我闲置了，了不起！”

“箩篼文化”是箩篼湾的

“魂”。箩篼湾人根据箩篼“口圆底

方，外圆内方”的形状和盛装粮食

的功能，将“圆”视为“德”，“方”视

为“法”，提炼出了“箩篼文化”的内

涵是“德”“法”兼治，“德”“法”兼

济，相得益彰，乡村昌达。根据箩

篼是竹制品的特征，以“竹”的自强

不息、顶天立地、坚韧不拔、虚怀若

谷的品格，提炼出了“箩篼文化”的

外延是“用勤劳编织希望、编织理

想、编织未来”。并根据“箩篼文

化”的内涵和外延，将“箩篼文化”

解析为“自强不息的勤劳，包容和

谐的善良，尊德守法的自觉，追求

美好的坚韧”。自此，“箩篼文化”

便成了箩篼湾人坚守的精神。走

在箩篼湾的任何一条路上，路灯

都是箩篼造型，宣传标语也是刻

在箩篼雕塑上的。尤其是一百多

米长的“德法路”，深入浅出的诠释

了“箩篼”精神。道路两旁的箩篼

雕塑，口是圆的，上书各种形状的

“德”字和与“德”相关的标语；箩篼

底是方的，上书不同书法家书写

的各类字体的“法”字，将高深的法

制精神简单明了的作了通俗的诠

释，“德法路”的尽头是一个法治广

场，广场四周罗列了一个人从生

到死的相关法律条文，简明扼要，

十分实用。

箩篼湾有一个三层楼的“乡

愁馆”很引入注目。她陈列了箩

篼湾的历史，那些承载着几代人

记忆的石磨、石缸、锄头、扒梳等生

产生活用具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

箩篼湾人不忘过去，珍惜当下，开

创未来。

为了让箩篼湾人能时刻保持

清醒的头脑，不短视、不骄傲、不腐

败，箩篼湾还精心打造了一条两

百多米的“清风路”。除了“警钟”

楼和标语塔之外，沿路用日常生

活用具作为载体，自创了生活气

息十分浓厚的廉洁用语镌刻其

上，创意十足。那筛子上刻的是

“筛掉的是杂质，留下的是纯洁”；

箢篼上刻的是“淘去肮脏的，留下

干净的”；风车上刻的是“轻浮的东

西随风而去，宝贵的东西颗粒归

仓”。句句诙谐幽默，一语双关，既

寓教于乐，入脑入心，又耐人寻味，

发人深省。

为了让文明“村风”长期吹下

去，箩篼湾制定了《村民文明手

册》，创作了自己的村歌、村赋，聘

请了全国著名作家作为文化大

使，把“箩篼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

品牌深入打造，不断用优良的乡

风和淳朴的民风为其赋予新的内

涵，注入新的活力。

管子云：“万民乡风，旦暮利

之”。文明乡风是一种特殊的生

产力，也是一种力量的粘合剂，更

是乡村振兴之“魂”，真心希望箩篼

湾坚守初心，坚守“淳朴”，发扬箩

篼精神，将箩篼湾打造成为“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文明新村。让文

明之花开得更加艳丽，让文明之

风吹得更加强劲。闲暇之时，让

我们邀约三五朋友，再去箩篼湾

沐浴“村风”。

箩篼湾里沐“村”风
黎美剑/文

三月的风，有味，那叫醉。

风是和着花香吹来的，这让它又多了几分风骨。

晴朗的天，晴朗的风，播种晴朗的心情，组合成晴朗的

画卷，嵌在春天里，迷在花香中。

雪白的李花和梨花，是对冬雪的追忆，仅有颜色还觉

得不够，非要酝酿幽香，暗暗轻唱。

火红的桃花，是春天的脸。“你若遥知春到来，白的雪，

红的海，只为佳人两边开。”

蝶是花的使者。蝶把花品读了一生，花为蝶盛开了一世。

蝶似乎是专为花而生的。

蝶先是赏花，它总能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凝神细望，

像在和久别的朋友念叙旧情，又像在和重逢的伴侣流连情

语，更像在敬畏心中的神灵。蝶的身姿，蝶的秀美，蝶的个

性，完全显露于花前。

蝶然后护花。花应该是蝶的家，在那里为它安排了最

日常的风景。蝶驻足于花之上，用自己的小脚，踏寻每一

瓣花香，仿佛千年的梦，从这一刻重新开始，又在这一刻永

恒，还在这一刻延续，蝶把花的香收留，花把蝶的韵传诵。

在花的面前，蝶一如既往的忠诚。

先生花？

先飞蝶？

蝶自笑，花自容。蝶奋飞，花香浓。

花其实也有梦。只是，梦太静，容易让人沉醉；梦太

艳，容易让人迷乱；梦太香，容易让人失落；梦太远，又容易

让人茫然。

所以，花选择了蝶，立刻让她的梦，变得生动，变得从容。

在蝶的面前，花的梦藏不住。

当花遇到蝶，就如别后的人幸遇知己。

花把所有的梦向蝶倾诉，蝶又把花的梦用自己的足迹

四处播散，讲给季节，种在人间。

梦渐渐的清晰了，因为风给了花像蝶一样的舞姿。粉

面含羞，是花的情怀，一半给时间，一半给自己；千姿招展，

是花的故事，说的是风光无限，想的是心绪怒放；落英缤

纷，是花的欢歌，唱一代风华，寄佳期如画。

梦也更远了，蝶带了花香，走过山，走过水，穿过林间，

填进心扉。

梦真的要远了，远到明年还能相遇。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

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唐代诗人

杜牧写的。每当清明节，我都会

不自觉的吟诵起这首诗。

清明节前一天，在家人的陪

同下，我手捧鲜花，迈着沉重的

步代走向烈士陵园。园地里有

许多高大挺拔的松柏，它们像士

兵一样守卫英烈们。我们从两

侧阶梯上去，汇集在中间的阶

梯，站在阶梯中间，就能看见立

着一块大大地石碑，石碑上“烈

土塔”三个金色大字和一颗红色

五角星是如此的耀眼。走到烈

土的墓前献上鲜花肃立默哀，表

示我们对先烈们的无限哀思和

怀念之情，对他们高尚的情操感

到无比崇敬。

接着，我们便仔细地环顾四

周。有的墓碑上贴有照片，从照

片上可以看得出他当时是多么

年轻啊!然而有的却只有名字，

年纪可以从碑上计算出。这里

还有许多雕塑，那栩栩如生的画

面，战士们脸上显现着和敌人奋

勇抗争到底的表情，手持大刀和

钢枪，战士们的英勇、威猛和那

势不可挡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

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 轻 于 鸿 毛 ，用 之 所 趋 异

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为了祖国和

人民的和平，和敌人战斗到底。

即是到死也要守护国家，难道不

是我们学习的精神吗?

清明节到了，学校组织老

师、学生们去烈土陵园解说。作

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我，我感

到很自豪，我要给那些来祭奠的

叔叔阿姨们，好好讲讲他们的壮

志精神。我主要讲解的是一位

在裴兴乡牺牲的烈士——龚伯

平。每当讲的时候，我的眼泪都

会不自觉的跑出来，叔叔阿姨们

也眼眶湿润，有的哽咽，有的泪

流满面。唉，要不是他们前赴后

继，抛头颅，洒热血，奉献了宝贵

生命，也不会有我们合家欢聚享

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就是因

为有你们无私的奉献，中国必

胜！

清明，一个注定难过的节

日，但我会坚持把他们的英雄事

迹传扬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伟

大的精神。我要好好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幸福，好好学习，从小

立下报国志向，要继承优良传

统，当好祖国的接班人和建设

者!

传 承
袁子涵/文

“世界上有两条路，一条有形的横

着供人前行徘徊或倒退，一条无形的

竖着供灵魂升入天堂或下地狱。只有

在横着的路上踏遍荆棘而无悔，方可

在竖着的路上与云霞为伍。”最近拜读

了张玉琼女士的《纽扣花开》，感慨颇

多。文中主人公尧定远以及那一群中

师生理想的腾挪辗转，情感的悲欢离

合，总是让我眸中涌泪，心中有光。这

部25万多字的小说最让我萦怀的就

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那些

中师生平凡而又鲜活的一生，充分凸

显了人性的光辉。

“现实主义文学就是除了细节的

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人物。”这是恩格斯对现实主义

的经典表述。典型人物必须生活在典

型环境中，典型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形

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纽扣花

开》将故事置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

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相当落后、师

资匮乏的大背景之下，国家为发展农

村教育，从初中毕业生中招录优秀学

生就读中师。这一批批中师生毕业后

到农村小学特别是村校从事教育工

作。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他们是我

国整个基础教育的“乡村纽扣”，是挺

起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的坚韧脊梁。他

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有能力，有担当，

有热情，有激情，当然也有困惑。为了

教育事业碧血洒丹心，慨然响应时代

的召唤，青春献讲台，为教育、为社会

奉献一生，守住寂寞，甘于清贫，与时

代赴约。“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

秋叶丹”是他们真实的写照。作者以

自己敏锐的视角，摸准时代脉搏，为社

会发声，为中师生代言，大格局，大立

意，为正在从事教育以及将要从事教

育的老师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

利》中说：“这个世界之大，容得下许多

真理。人们若是心怀友善，便能和谐

共生。”世界从不是非黑即白，只有看

清现实的真相，才能写出真实的故

事。我读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

娜》、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

院》、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等等，无一不让人悲叹，作者把这些深

埋人间的悲惨的人生境遇撕裂给人

看。这种撕裂，对于作者也是痛苦的，

但是正是因为疼痛，才让人类警醒，让

人类的心灵回到纯净与澄澈。作者张

玉琼也有清醒的认识，正是那个时代

塑造了那些中师生。作者以主人公尧

定远为主线，叙写了一个寝室六个同

学的故事。有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

的执著，对爱情的向往，也有对生活的

无奈。其中主人公尧定远的塑造极其

有代表性。他志在远方，渴望走出去，

到大城市，或者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

己的抱负，最终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生

困守乡村，令人扼腕叹息。他想读高

中考大学，可是家庭生活拮据，兄弟姊

妹读书学费生活费没有着落，看到父

母卖蚕茧而为了哪个乡镇的钱可以

多卖一点点半夜上路，他放弃了读大

学的梦想，那份对家庭的责任对父母

的孝心令人感动。他中师三年学习

生活中没有沉沦，苦学文化课，苦练

书法、绘画、朗诵，最后成为品学兼优

的中师生，那份对学习的认真、生活

的执著让人敬佩。因为同学情，也因

为父亲腰受伤而放弃保送大学的机

会，那份善念与至孝让人动容。二姨

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哪怕是腿有残疾

的都看不上他，他对母亲与二姨不满

中的铮铮傲骨让人动容。因为孩子

们的请求，再次放弃成人高考离职函

授的机会，那份责任与担当让人敬

仰。因爱妻何花的骤然去世，深受打

击，放弃梦寐以求的成人大学离职学

习的机会，中途辍学，回到河坝村校，

守着何花，陪伴着儿子念何以及村校

的孩子们，那份对爱情的忠贞让人震

撼。他因为经济的窘迫想辞职跟着

初中班主任黄老师经商的闪念，对生

活的妥协退让也让人同情。古罗马

哲学家西塞罗说：“我对于事业的抱

负和理想，是以’真’为开始，’善’为

历程，’美’为最终目标”。尧定远30

多年乡村教师生涯，故事结局被评为

“乡村最美教师”，他的学生有的出

国，有的当老师，儿子支教，何英子搞

乡村旅游，各行各业，人才辈出，桃李

遍天下，人性美在故事最后得到了圆

满的结局。尧定远对父母的大孝、对

教育的忠诚、对乡村的热爱、对学生

的关爱、对幼子的怜爱、对爱情的执

著、对同学的真诚都被作者刻画得淋

漓尽致。当然，也有因为毕业分配不

满意的愤怒，直面现实的困惑，经济

拮据逃离教育的闪念，爱妻意外去世

的绝望，正是因为这些复杂的思想构

成了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印象深刻，

让人信服，真实而不做作。在一切利

益面前，人有退却，有迷惘，有懦弱，

有绝望，但最终还是理性站了上风，

凸显人性的光辉，让我们看到那样的

大环境下，鲜活的中师生留守乡村，

经历人生的苦辣酸甜，人物形象丰满

有个性，非常典型突出。

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

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

知道该到哪里去。故事总要有结束的

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尾声的。小

说还刻画了白川杨与林小丽的婚姻纠

葛，“我现在活明白了，我想离，行了

吧！读中师时，我太小，别人说我在谈

恋爱，我就认为我恋爱啦！我是稀里

糊涂谈恋爱，稀里糊涂结婚，稀里糊涂

生孩子，我不想再稀里糊涂活下去

啦！”林小丽的语言其实反映了一大批

年轻男孩与女孩谈恋爱的真实景况，

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爱情就恋爱结

婚，婚后才发现生活的不易，承担一系

列家庭责任的烦恼，经济窘迫的可怕，

彼此之间三观不一的酸楚，婚姻破裂

是自然的事情，再美好的爱情在生活

琐碎中都显得苍白而幼稚。欧必进对

做“让人刮目相看”的中师生的狂热，

贾丹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孩子们对定

远的钦佩与喜爱，家长对定远的尊敬，

领导对定远的支持，黄石山、王大明出

现时的点睛之笔……这些次要人物性

格都烙上那个时代印记：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对工作的认真努力。但也各

具特色，见之不忘。

总之，在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师

生，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他们美好的

人性光辉，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

生存韧性和原生动力，我们应该为他

们点赞。作者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

的塑造非常成功，可以看出作者笔力

千钧，大气磅礴，智慧超群，眼光独

到，值得学习。为张玉琼女士的大手

笔致敬！

凸显人性的光辉
——张玉琼女士《纽扣花开》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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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秋声，“扑通”，

是瓜熟蒂落的话语。

听听，秋声，农民伯伯挥动着双臂，

“嘿哟”，是收获果实的赞歌。

听听，秋声，

燕子南飞，

“叽喳”，是飞掠秋天的细语。

听听，秋声，桂花飘香，

“哇塞”，是游人们啧啧的赞美。

秋声，

在每一棵金黄的小草上，

在每一个成熟的果子里，

在每一缕清新的花香里，

在每一个农民的笑脸里。

听听，秋声，

从远方匆匆地来，

向远方匆匆地去，

听听，我们用心感悟秋声。

听
杨雪萍/文

花生蝶，蝶写梦
刘春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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