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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访谈

采访者：广西大学文学院“湘江战役的当
代文学书写”研究团队。

受访者：梁安早，广西灌阳人，广西儿童
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获广西文艺创作
铜鼓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冰
心儿童文学奖佳作奖等。

1.您的作品《红细伢》属于“湘江红遍三部
曲”，却是将湘江战役作为起点，您为什么选
择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进行书写？湘江战役作
为故事的起点和主人公们的集体印记，在您
的故事里又有什么样的寓意？

成立于1933年8月5日的少共国际师，是
一群不满18岁的娃娃兵，他们参加了长征，经
历过湘江战役。在湘江战役中，这群娃娃兵
损失过半，许多人下落不明，一部分人最后牺
牲在路途中，或流落在桂北大地一些偏僻的
角落里生存下来，但这群少年英雄鲜有文学
作品提及。在进行《红细伢》创作时，我到当
年红军长征途经和战斗过的水车采风。这里
是当年中央红军比较集中地经过的重要圩镇
之一，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关于湘江
战役的文学作品很多，如果不在表现手法上
进行创新，写出的文学作品很难出彩。这次
采风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创作视角，因此行
文。至于说到湘江战役作为故事的起点和主
人公们的集体印记，在故事里有什么寓意，我
只想告诉读者，历史不能忘记，需要有人记
述，需要有人不断述说，否则将被埋进尘埃，

失去生命和血脉联系。
2.您在湘江战役的文学书写中有许多桂

北民间文化和民族信仰的痕迹。您如何看待
这些民间文化？将这些民间传统文化融入儿
童文学之中，有怎样的寓意和价值呢？

民间文化是人类在与大自然共生共存中创
造的，反映自己生产、生活和审美追求的文学与
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对于培养
人们的家国意识、传统美德起到极大的作用，有
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同时，传统节日、民间习俗也是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第一课堂。如果没有民间文化的
滋养，没有民间的日常生活，作家的创作就会成
为无源之水。因此，民间文化永远是作家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和创作源泉。

本人属于瑶族，在瑶族居住地生活了几
十年，自然而然地了解自己民族的民间文
化。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文
明的冲击下，许多本民族的一些民间文化，如
属于自己民族的语言、生活习俗及传统节日，
由于极少有文字记载，渐渐地消失了。作为
一个作家，有责任将本民族一些民间文化付
诸文字。因此，在我许多作品里，有意识地植
入一些本民族的民间文化，一是让读者通过
这些民间文化的窗口，来了解瑶族的民间文
化；二是期待瑶族民间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传承、弘扬民间文化，在巩固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具有极大作用。

3.你认为应该如何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
景下继续保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色和风
格呢？

文学是具有民族性的，是一个民族精神
特定的形象性、艺术性的具体体现。独特的
地域文化是少数民族创作的基础与源泉。自
然景观及地域风物，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风
土人情、乡土情结与思想情感表现，赋予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的独特生命力。因此，我作为
一个瑶族作家，本能地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
和鲜活的生活中汲取养分，获得创作灵感，既
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诚挚坚守，也是对本
民族情感的传承和传递，让更多人了解到本
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4.据我们所知，您曾是一名在广西灌阳山
村工作了多年的人民教师，在儿童文学创作
的道路上您也笔耕不辍，和孩子们打交道的
过程中是否也会给您的文学创作带来某些感
动或者体悟？

孩子们纯真、善良，充满了童真童趣，与
他们接触久了，不知不觉间就把自己的心灵
世界与他们的心灵世界对接起来，也不知不
觉间从他们身上吸收源源不断的心灵能量，
因此，自己也就变得纯真善良，所以，我敢自
豪地说，我的文字干净，我的故事纯真。同
时，孩子们也给予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
感。我获得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的长篇儿童
小说《教科书失踪了》，以及《老蛙寨上空的阳

光》《黑桑》《喀纳斯湖畔的摇篮曲》等书，创作
素材就是从孩子们身上得来的。

5.作为一名作家，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您怎么看待湘江战役当代文学书写作品在新
时代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呢？对于湘江
战役这一广西本土独特的文学创作资源，您认
为在未来该怎样更好地运用呢？

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所
迸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已经成为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奋进史中的宝贵财富。青少年
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也是一群庞大
的读者群体，如果在学习教育中用好用活这
些红色文学作品，把湘江战役红色文学渗进
他们的血液、浸入心扉中，既可以引导他们
传承和弘扬红军战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
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
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又能够落实立德树
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者。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越
坚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越有希望。

对于湘江战役这一广西本土独特的文学
创作资源，要想在未来更好地运用，不仅要根
植于本土，深度挖掘战役背后尚未认知的故
事，捕捉到这片红色土地上新涌现出来的典
型人物，典型事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让人
读懂过去，体味现在，望见未来。同时还要与
时俱进，运用新媒体讲好湘江战役故事，形成
具有吸引力的传播风格。

童心观世界 ：瑶族作家梁安早访谈录

人们都说，春雨绵绵好种田。可巴山乡从
腊月到四月都没下过一场大雨，碧空如洗。

村民望着火辣辣的太阳，心中十分焦
急。杨成有 5亩田在山沟里，欧阳广也有 2亩
田和杨成的田挨在一起。沟里在大旱的月份
还有一小股水涓涓细流，于是杨成是村里第
一个插秧的人，年年都是如此。

今年，欧阳广不再去广东打工了。因为他
妻子已经准备临产，所以在家照顾妻子。欧阳
广的妻子叫山玉，他们在广东打工时相识的。
山玉来到巴山乡，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杨成的
老婆欢欢。欢欢自跟杨成结婚后，就没有哪一
天是健康的，天天药罐在灶里。山玉的到来，
让欢欢多了一份开心，有时也忘记病痛，于是
她们成了好朋友。

四月的天已经变得很热。杨成扛着犁铧
进山耙田插秧了，欧阳广在第二天也进山播
种。希望下个月下场大雨就能插秧种田。但
天公好像跟巴山的人作对，就是一滴雨也不
下。十多天以后，杨成和欧阳广的秧苗在山沟
里泛绿了，但寨上的村民一粒种子也没撒下。
几天前，欢欢由于病重，被杨成送进医院治疗，
回来后便匆匆往田地里走。

“怎么回事？”杨成的田一滴水也没有。他
望向欧阳广的秧田，田里却是水满盈盈。杨成
一看田坝，筷条大的一个洞正通在他的秧田，
水在往欧阳广的田流呢！杨成越想越气，这时
欧阳广也来了。杨成一见欧阳广，不分理由就
给欧阳广一巴掌。

“你敢偷我的田水！”杨成气呼呼。
“谁偷你的田水？这几天我老婆坐月子，

我都不能来。”欧阳广莫名其妙。
“你还狡辩，你田里的水从哪儿来？”杨成

见欧阳广这么说更是火上加油。
欧阳广说：“也许是黄鳝作怪吧！”

“还不老实……”杨成越听越气，说着就扑
向欧阳广。

两人在山沟里滚打起来，毕竟杨成人高力
大，他把欧阳广摁倒在地，本想教训一顿就算
了。谁料到摁倒欧阳广的时候，却将他摁倒在
一个尖尖的小木桩上，木桩直接刺穿欧阳广的
后背，插到心脏，不久欧阳广就断气了。

那一年，杨成以过失杀人罪被判刑……从
此，欢欢和山玉成了冤家对头。

数年过去了，本来病魔缠身的欢欢等到杨
成回来后的第4天却撒手人寰。

山玉听到欢欢去世的消息，说：“孩子他
爸，你安息吧……”欢欢死去了，没能给杨成生
一男半女。

转眼，山玉的孩子 6岁了，也到了上学的
年龄，她常感到如山重的责任压到头顶。

可自去年以来，她就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秋收后的田地不知不觉在一夜之间就被谁犁
完了；冬天没有柴火烧，第二天门口就有一摞
摞干柴；孩子没衣服了经常接到快递送来的包
裹……

今年清明节，山玉要到5公里外的地方给
欧阳广上坟，杨成也到6公里的山外给妻子上
香。两人不约而同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车
驶过一处拐弯时，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一场车
祸让山玉生命垂危，而杨成也受到了一些皮外
伤。当杨成抱起血淋淋的山玉时，山玉用那惨
白的嘴唇微微对杨成说：“对我说声‘爱’行不
行？”杨成泪流满面，不住地点了点头。

山玉微笑地长眠在杨成的怀抱中了。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

□□黄志伟（壮族）

沙虫，一种干鲜美味，营养丰富，被誉
为海上人参的的海产品。在北海，就有这
样一个沙虫村，所产的沙虫不仅味道鲜
美，而且产量占整个北海沙虫产量的半壁
江山。

沙虫村是别名，真名叫大王岭村，是
北海一个半渔半农的自然村。大王岭村
三面临海，潮退后的海滩面积约 15平方
公里。涨潮时，海水在村的三面如巨幅绿
绸迎风铺展，洁白的白鹭、灰白的海鸥和
各种海鸟，都会飞临这片海域，在此低掠、
盘旋、翩舞。出海的渔船、机排，就会在突
突的马达声中犁开一条条雪白的浪带，驮
着耕海人的愿景，驶向更远的海。

这片海，有两条河流从村东和村西日
夜不息地汇入。东边的河流叫营盘江，西
边的河流叫南康江。两条江在这里与海
水交融成为独特的咸淡水。独特的咸淡
水为各种微生物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家
园式的温床，使得各种鱼、虾、蟹、螺纷纷
在这里汇聚。

若是潮水退去，十里沙滩裸露，赶海
的村民便携带耕海工具，纷纷赶往沙滩，
挖沙虫、耙螺、捉蟹、摸虾、捞鱼，而那些先
前在海面盘旋或在附近绿树里守候的鸟
类，此时，仿佛听到集结号似的，齐刷刷扑
向沙滩，毫无惊惧地穿行于耕海者之间，
啄食那些细细小小的鱼虾蟹。

这片沙滩，也是沙虫钟爱的家园，它
们在这里生息繁衍。沙虫对环境的要求
很高——海水、沙粒不能受污染，海水要
清，温度适中，咸度适宜。海边人都说沙
虫是生态环境的检验师，实在是一点也不
为过。大王岭村人世代守护这片海，耕耘
这片海。挖沙虫卖沙虫，自古就是村民一
项固定的经济来源。村中头脑灵活的村
民，念起生意经，收购其他村民的新鲜沙
虫加工，让沙虫不出村就有了附加值。几
年前，村里加工沙虫烤干的小作坊就多达
20余家。一条条干鲜沙虫，见证了大王岭
村的沧桑巨变，也圆了大王岭村许村人的
致富梦。

沙虫，是大王岭村的特色资源，聪明
的大王岭村人锚定发展特色产业目标，做
强沙虫加工产业，促进乡村振兴。去年，
村民合股办了两家沙虫加工厂，但牌子挂
的依然是作坊。对此，大家说叫作坊亲
切，带着浓浓的百姓味。

夏日的一天，我走进村中一家大作
坊，里面的烤炉很有现代化气派，晾干车
间、包装车间、仓库等皆按标准要求建成
密封式。洗沙虫池、人工加工流水线作业
的平台，干净整洁。据林老板介绍，正常

生产时，厂里的工人达到六七十人。
作坊建在海岸边一排苍绿的木麻黄

林后面，涨潮时，海水几乎浸到围墙根。
从沙滩上回来直奔厂里卖新鲜沙虫的村
民，沾着海沙的脚步从沙滩上一跨脚，就
迈进作坊。赶海归来的村民脸上的汗水
未干，手就拿着钞票，喜滋滋地数着一天
的收获。作坊里工人的报酬，采取多劳多
得模式，一天8至10小时，灵活工作，一天
忙下来，就有 300至 500元的收入。因为
沙虫也要休生养息，每年的2月至6月，是
休挖期，村人们都自觉遵守，约定俗成。
村民在厂里一年能上六七个月的班，收入
也还可观。我问一个刚刚卖完沙虫的妇
女一天能有多少收入，她一边摘下头上的
尖顶葵叶帽一边笑着说：“收入肯定比在
作坊打工收入高，但她们日出不晒，雨来
不淋。我们可不同，挖沙虫不单要有力
气，还得有技巧，并不是人人都能干的辛
苦活。”

采访中，作坊林老板告诉我，厂里的
产品除供应北海市场外，还外销到广东、
福建、渐江等地。林老板有句口头语在村
中流传，话虽说得牛气，但绝对是实情：在
大王岭村，谁说自己穷，要么是装穷，要么
就是人懒。

大王岭村人口不足 800 人，农田不
多，耕海为主。从事挖沙虫和加工、贩卖
沙虫的村民占总人数的30%多，而从事其
他海鲜捕捞、加工、运输、批发和零售的更
多。

一片海，富裕了一个村。勤劳能致
富，这是大王岭村人的共识，也是他们同
走致富路的信念。因为他们拥有村中的
这片生态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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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声爱我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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