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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滚烫的文字回馈热爱的土地
——解读忽培元乡土情怀及其新作《同舟》

记者 彭琛 忽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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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24年 7月

21日进驻延安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督察组进驻期间设立
专门值班电话：0911-2899089，邮政信箱：延安市宝塔区A220号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2024年 7月 22日至 8月 20日每天 8：00-

20：00。根据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延安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投诉举报。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4年7月22日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公告

在忽培元的童年记忆里，他们全家曾跟随身为高
级水利工程师的父亲支援陕北水利建设，工地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延安城郊的窝棚、教堂、废弃窑洞……都
曾是他们的家。在一次次的举家搬迁中，他经历了从
儿童到少年的学习与成长，更面对生活的艰辛与精神
的锻炼。

18岁那年，父亲骑着自行车将他送到延安城南的
川口村插队。一年后，19岁的忽培元不仅入了党，还
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乡亲们实行退耕还
林、联产承包责任制，搞起了多种经营，在2000多亩川
地中间修了个百头猪场，使得田地成为了高产田，让川
口的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川口村就像一座熔炉，
陶冶了他的身心，铸就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品格，使

忽培元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变得心有定力、脚步坚实。
在延安的土窑洞中忽培元接受了朴素的人生启

蒙，从陕北农民身上他学会了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
离开延安后，无论身在何方，身居什么岗位，他始终求
真务实，开拓进取，一步一个脚印，在他多年的调研工
作和文学创作中，他把对延安的热爱用文字回馈给这
里的土地和人民。

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描绘黄土高原的壮丽风光，
还是刻画陕北人民的坚韧性格，都透露出忽培元对延
安的深情厚谊。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从小沐浴着延
安精神长大的作家，一直以来，忽培元将宣传和发扬延
安精神视为己任，这几乎体现在他所创作的每一部的
文学作品中。当然，长篇小说《同舟》也不例外。

忽培元坦言在创作《同舟》这部小说时，虽然主要
聚焦于陕西大荔县鲁坡村的变迁与发展，但是在延安
工作生活的这些年，潜移默化影响着他的创作。其中，
他在延安插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率先抓联产承包
责任制和队办企业的经历使他深刻理解了农村和农民
的生活状态及精神世界，为他在《同舟》中塑造人物形
象和构建故事情节提供了有力支撑。小说中，虽然故
事背景设定在渭北平原，但他通过小说中的故事和人
物，向读者展示了华夏儿女在面对困境时团结一致、共
同奋斗的精神风貌，这与延安精神不谋而合，并且是延
安精神在新时代的一种新的诠释和发扬。

几年前，忽培元自筹资金，在延安市宝塔区川口镇
冯坪村将五口窑洞修葺一新创办了“培元书院”，他将

自己各个时期的文学和书画原创作品、我国当代经典
作家作品等以及多年收藏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学等
领域2000余册书籍捐赠其中。这里不仅可供村民们读
书，还是文艺演出基地，也是窑洞体验基地。“窑洞书
院”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延安精神的形象化概
括，人们来这里思初心、学革命传统、体验艰苦奋斗。

“培元书院”创办以来，忽培元尽管事务繁忙，但经
常会回到这里。每一次回来，他都会尽己所能在书院
筹办文学交流和文艺下乡活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滋润着农村文化“土壤”，可以说“培元书院”倾注了忽
培元几十年的创作成就和对延安的无限挂念。正如他
所说的那样，他生命的脐带，从没有断离养育自己的土
地和人群。

忽培元出生于古城延安。上世纪50年代，
陕北的经济水平还很落后，物资相对匮乏。三
四岁时，在回乡政策的号召下，忽培元随母亲回
到物资相对宽裕的关中老家——大荔县安仁镇
下鲁坡村生活过一段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
老家给年幼的忽培元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天气晴朗时，站在老屋后院
那棵枣树下，可以望得见南边的华山和东边的
黄河水。在这个黄河畔上的古老村庄，忽培元
曾用儿童那充满好奇的目光和心灵，感受故乡
新鲜而神秘的一切，也感知传统农民勤劳、质朴
的本色……

十多年后，当忽培元跟随母亲哥哥再次回到
让他思念的故乡时，看到的却是满目破败和面有
饥色的乡亲们，那一刻他流下了伤感而又无助的
泪水。那时，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农业太落后，但
是父老乡亲们的勤劳俭朴、诚实坚定却给了他无
尽的力量。在他此后的人生轨迹里，家乡像一块
强大的磁铁，吸引着他的思绪与笔墨。

在忽培元的工作经历中，无论是在延安川
口村插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县、市领导岗
位分管农业农村工作，还是在国务院开展乡村
发展调查……不管身在何处、在何岗位，他始终
奔走在乡村、扎根在乡村。他曾说，只要一闭上
眼睛，面前就是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风景画。
画面上绿野流云或青山碧水，一张张亲切的笑
脸，充满诗情画意人物故事。时有眼泪和叹息，
但总能酿出诗意。这便是他记忆里的乡土中

国，是他的文化根脉和艺术生命的根。多年来，他
始终坚持不懈地将对乡土的体验与书写作为心灵
的慰藉与感恩，写就了《土炕情话》《青春纪事》《雪
祭》《乡村第一书记》等多部乡村叙事系列作品。

“我早就想写一本献给家乡的书，但我不想只
是写苦难、忧愁和无奈。”但是，当忽培元每每想要
给家乡些许的回报感恩时，却都停了下来。“旧中
国农村，是一棵疤痕累累的伤残大树。新中国成
立后，我们的农村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农村方针
政策在艰难中探索。”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新发展理念，力行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农民脸上的愁苦逐渐
化作笑容。忽培元的家乡也形成了以冬枣等为支
柱的产业布局，创建了全国农业旅游公园。过去
黄河滩不长庄稼的近百万亩盐碱地，改造后成了
冬枣、花生、甜瓜和黄花菜及水产基地，乡村旅游
也逐渐兴盛起来。鲁坡村农民年收入户均十万元
以上。物质的丰盈带来了精神上的富足，农民在
农闲时开始写诗、唱戏、闹社火、跳广场舞、开展乡
村健身活动。农民喜气洋洋，农村笑声一片。

每每看到此景，忽培元都不禁感慨万千，经过
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农村不再是贫穷落后的
代名词。记忆中温馨的故乡又清晰起来……在祖
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忽培元见证了村庄的
衰败兴盛，身边名不见经传的真实生活者，折射出
普通人的命运。每一个小人物背后都是一大群人
甚至一个家族的鲜活故事，这让忽培元产生了灵
魂的震颤、诗意的冲动和哲学思考。

2022年11月26日早晨，在大荔县城的一间狭小客
房里，忽培元写完了长篇小说《同舟》的初稿。“当我在键
盘上敲下最后的句号，禁不住长叹一声，眼睛顿时聚满
了泪水。我激动地抬起头，窗外是又一个新的黎明。”

“家乡是我文学与情感的根脉所在。”忽培元说，
《同舟》在进入创作前经历了大约十年的准备。这期间
他每年都要回到家乡，跟踪了解书中典型环境和众多
人物的生活原型及其现实处境，这让他的作品有了现
实的血脉根基，连通了生命的活水。

长篇小说《同舟》以忽培元的家乡大荔县鲁坡村为背
景，立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真实状况、内心诉求，酣畅
淋漓地表达家乡的风物，这是游子献给故乡的敬礼。

书籍出版后，封面采用了陕西关中地区群众喜闻乐见
的社火形象，那是刻在基因里的文化认同。作品的语言方
面也具有非常强的地域性，是典型的关中东府方言区语言，
经普通话后呈现出来，北方读者看起来很亲切，南方读者读
起来也会感到很新鲜，是一种从方言到文学语汇的探索。

《同舟》这部书看起来是书写农村、农业和农民的，
实际上它的内涵已经大大突破了这个范畴，所揭示的
社会面和对农村辐射作用，远远超越了乡村题材。

众多业内专家对该书给出了极高评价。中国作协
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认为，作者以村庄为切口全面展示
新时代乡村生态，把控精准，节奏适当，书写有温度有
力度，是一部扎实丰富、稳健厚重的现实主义力作。作
品塑造的艺术形象在整体表现形态上更加贴近现实生
活，仿佛发现在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

《民族文学研究》原主编包明德也被《同舟》深深感
动，他说：“作品源于生活的故事，源于作者的体验和积

累。全篇充满了美感，精神饱满，情感荡漾，叙述流畅，一
气呵成，蕴含着对乡村的满满正能量与情感。”作家以自
己扎实的乡村日常经验与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描摹了
有时代特色的人情人性，寄望对美好生活的进步与追求。

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贺绍俊说：“作者打磨出文学精
品，对乡村振兴题材小说进行了独特性创造。”

的确，阅读《同舟》，读者不仅会感受到热情的生活、饱
满的情感，同时，还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代气息。如果
说忽培元已被改编为电视剧《山乡花开》的长篇小说《乡村
第一书记》是乡村脱贫攻坚的样板，那么《同舟》所书写的
应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下，呈现出一个新型乡村的发展样板。这两部
书和他之前的“三农”题材长篇作品《雪祭》组成乡村题材
三部曲，塑造了不同时期县乡村党员干部形象。

站在新的历史拐点上，乡间落后习俗与各种陈腐残
余正被淘汰逐渐消失，而新的、充满活力的观念和思想在
孕育并滋生希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
念，冲击和启迪了人们的头脑，乡村基层党政组织和广大
党员的精神风貌发生的变化，及其不断吸引来学有专长
的适用人才投身乡村建设。翻阅《同舟》，读者会感到最
为欣喜的是大批新型职业农民的产生，这是乡村振兴中
最活跃的因子、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充满活力，为乡村未
来发展蓄满后劲儿。

“如果没有现代农业技术、现代文明的渗透、现代理念
的介入，不造就大批新型职业农民，那么乡村的发展势必是
一句空谈。”忽培元坦言，“这是我认为《同舟》最重要的内
容，也是对于整个中国发展最重要的一种启示和讲当代中
国故事最重要的范例。”

近日，从延安走出的作家忽培元新作——长篇小说《同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为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点推进作品，《同舟》是作家对时
代的思考和探索。

该书通过对六百年历史古村——同舟村十年巨变的讲述剖析，展示了乡村变迁的曲折过程和广大村民的心路历程。作品刻画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一群年
轻人，挖掘历史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借助各方力量，以文化振兴为引领，最终带领全村人走向富裕幸福生活的全过程。

“同舟”即同舟共济。小说中的同舟村就像停泊在黄河岸边的一艘古老渡船，在新时代发展理念东风的引领下，村民们同舟共济，重新扬帆远航。事实上，这一
乡村的原型正是作者的故乡，《同舟》也是作家通过书写，与他笔下所刻画的人物们一起，深入激越的生活洪流，同舟共济，共同前进的真实写照。因此，《同舟》不仅
精心描绘了一幅真实而火热的新时代乡村美丽画卷，同时也是忽培元用滚烫的文字对自己所热爱的土地的深情回馈。

“我早就想写一本献给家乡的书，但我不想只是写苦难”

“在延安工作生活的这些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创作”

“窗外是又一个新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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