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
故事和记忆，历史文化名城重庆更是蕴藏着无数值
得被铭记、探索的篇章。在众多展现重庆风采的文
学作品中，布谷夫的系列报告文学《大足漫记》（汇集
成书出版时更名为《大足蝶变记》）是一部可遇不可
求的佳作，无意中暗合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并率先实践、力拔头筹。抚着这部
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精品力作，既如获珍宝、爱不
释手，又思绪万千、五味杂陈。作为从头至尾阅读
初稿、了解创作全过程的第一读者，从宏观、中观和
微观视角评价这部作品从何谈起呢？蛇年春节假
期，我闭关修炼，潜心研读，方才作出总体评价。

这部充分诗意表达的中国乡村变革史诗，以细
腻的笔触描绘了重庆大足地区的历史变迁，在艺术
表达上独树一帜，展现了深厚的时代精神与人文关
怀。本文撷取部分篇章的描述，从诗化历史叙事、
自然地理纪实、生态人文关怀、结构艺术与艺术表
达等维度，探讨作品的艺术特色、文学价值与社会
意义。

一、大开大阖的地域性文学书写，昭示着地域
文学史诗叙事的觉醒

《大足漫记》以重庆大足区为舞台，以大足为书
写对象，用各自独立又相互印证的36篇报告文学作
品构建了一部跨越时空的“地方志诗学”。这部作
品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游记，也非单向的历史考
据，而是以文学的生花妙笔勾勒出一幅融合自然景
观、文化遗产、产业变迁与人性光辉的立体图景。
作者虽冠名“漫记”，却以严谨的叙事逻辑和诗意的
语言风格，将大足的山川风物、历史纵深与当代实
践编织成一部充满张力的人文交响曲。布谷夫独
特的文学视角观照，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场域，
以“纬线”与“经线”交织的叙事框架，构建出一幅兼
具历史纵深与现实活力的地域图景。作品自2024
年在《新渝报》连载以来，因其“诗化语境”与“史学严
谨”的双重特质，被文学评论界视为拓展报告文学功
能（美颜、纪史、资政、教育、探索）的“现象级”范本。

在此，将《大足漫记》与中国最早的乡村调查与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性质专著、费孝通先生的《江村
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即江苏原吴江县开
弦弓村）进行简单类比。20世纪30年代，费先生对
开弦弓村的家庭、教育、婚姻、财产与继承、父系母系
亲属关系、户与村、职业分化、劳作日程等，进行了全
方位的调查研究，在国际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
斯基指导下撰写、修改完成一部划时代的社会学人
类学调查著作，其社会影响、学术价值和历史作用
非常大，已然成为经典学术著作。笔者认为，《大足
漫记》虽然体裁、内容限定于报告文学范畴，但其内
容描述的幅面与广度、丰度远超《江村经济》，其内容
精准记述了大足镇街、行业包括历史沿革、地理变
迁，鸟兽虫鱼与花卉树木等动植物、宗族宗谱与宗
教信仰、风俗习惯、居民生活与消费、农工商贸、文化
遗产遗存、新兴产业、技艺传承等方面，包罗万象；从
另一角度讲，《大足漫记》更侧重于宏观叙事，深度与
专业性非其体裁属性与追求，这方面自然不及《江
村经济》。

《大足漫记》体现了作家兼容并包的胸襟与大
气磅礴的驾驭能力，所记述内容无所不包，颇具百
科全书性。包括作家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对书写对
象历史文化的高度赞赏，以及对以宝顶山为代表的

“五山”佛像雕刻及其技术、五金产业及其技艺传承、
嘉庆帝师刘天成等历史人物、饶国梁杨国良等革命
烈士、物质性历史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厚爱与
钟情，还有作家对各镇街风土民情、风俗习惯的灵
活表现，更遑论作家对农商文旅、新兴工业、商贸服
务等产业娴熟的记述。

开篇之作《守护世界石窟艺术巅峰绝唱的千秋
宝地》（宝顶镇），以考古学式的笔触还原石窟艺术的
历史语境；第28篇《农文商旅连环画，石刻之乡风景
汇》（文旅系统），将这一文化遗产转化为当代文旅融
合的符号资本。“北山石刻经当地官吏、士庶、僧尼等
相继营建，经五代十国至南宋绍兴末年，历时250年
方具现存规模……成就大足石刻……凝聚了十几
代人的智慧和艰辛！”此处以时间跨度的铺陈，凸显
集体劳动的历史厚重感，呼应了鲁迅先生“史家之
绝唱”的评价逻辑。

二、诗化的历史纪实━从永昌寨到石刻文明的
叙事纵深

《大足漫记》的史学价值在于其“纪史工程”般
的实践。作品以韦君靖修筑永昌寨为重要起点，追
溯大足石刻近400年的凿刻历程，将大足地方史嵌
入国家史的宏大框架。详述唐末将领韦君靖“城寨
合一”的军事智慧，揭示了永昌寨“粮贮十年，兵屯数
万”的布局如何成为大足石刻诞生的历史温床。这
种叙事策略不仅复原了历史细节，更揭示了艺术与
权力的共生关系。

在琳琅满目的历史与现实记述中实现理论提
升。作品暗合生态批评理论中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概念，通过“濑溪河生态廊道”“观音岩村
田园综合体”等案例，构建起人与自然的情感联
结。布谷夫在“美颜工程”主题下，将生态保护提升
为文明命题。例如，他称高坪镇为“天然的洗肺氧
吧”，以环境质量隐喻现代人的精神救赎；又通过“跃
进湖四季变换”的描写，将自然景观的动态美与工
业化的挤压形成隐性对比。这种生态叙事不仅赞
美自然，更隐含对发展模式的思辨。作为笔者相知
相交近半个世纪老友的布谷夫更多地采用本人从
事近40年的史志编写手法，让我感觉这更像一部史
书志书，一部地情书，一部诗意化的大足乡村变革
变迁史。

写历史文化与非遗传承，追根溯源开枝散叶结
繁花。以《大足石刻揭幕地，物阜民丰宝贝多》为标
题的铁山镇文化底蕴深厚，非遗项目丰富，作者描
述为：“尖山子石刻，成为渝西、川东地区最早的摩崖
造像。242年后（892年），唐朝进入末期，北山石刻
开凿；444年后（1094年），北宋末期，石门山石刻开
凿；477年后（1127年），靖康之耻当年，北宋灭亡，南
山石刻开凿；529年后（1179年），南宋中前期，人类
历史上艺术成就最高、无愧巅峰绝唱、空前绝后的
石窟寺杰作——宝顶山石刻，终于拉开长达大半个
世纪的伟大创造工程，伴随了南宋王朝中后期的大
部分岁月。”大气、霸气！信手拈来，自然贴切。

对非遗的高度重视和不吝笔墨。从龙水篇的
小标题“抚今追昔说非遗，赏心悦目品佳肴”来看，就
足以证明这个特点。大足的非遗多达119项，龙水
就有8项，其中重庆市级有龙水小五金锻打技艺、龙
水泥塑、大足梅丝拳；大足区级有黎氏传统手工剪
刀制作技艺、金忠手工小刀传统制作技艺、龙水佘

胖子凉虾凉糕制作工艺和曹氏老茶传统文化等5
项。描写剪刀制作“炉火熊熊叮当响，家家户户打
铁忙。”

三、英雄叙事与集体记忆的重新编码，折射出
作家深沉的历史意识

布谷夫在红色文化书写中（第32、33篇），突破
传统英模形象塑造的程式化窠臼。第33章《特等功
臣满腔报国志，孤胆英雄捐躯上甘岭》采用微观史
视角，通过杨国良烈士家书的细节再现个体生命的
炽烈；第32章《中国饶氏兄妹，满门忠烈谱系》则以
家族叙事重构集体记忆，将革命史诗转化为血脉传
承的人性故事。这种“去纪念碑化”的书写，使英雄
叙事从意识形态符号回归鲜活的生命经验。

正气浩然的英雄豪杰与历史名人叙事。作家
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写到抗日战争
中的巾帼英雄饶国模（两人为亲兄妹），再写到抗美
援朝上甘岭战役中的“王成式英雄”杨国良。前者
引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开篇。饶国梁慷慨就义前，作者引
用“戊戌六君子”之首谭嗣同气吞山河、舍生取义的
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足以说明
作家富有英雄情结。他说“总是禁不住饱含热泪
……”，不难想见，布谷夫崇敬英雄的情感已进入顶
礼膜拜、潸然泪下的境界。

在饶氏兄妹篇中，作家对曲折惨痛的中国近古
史近代史作了简要回溯，描画了辛亥英杰饶国梁产
生的时代背景，重点讲述老二国梁、老三国模（邓小
平称赞她是“革命的妈妈”）兄妹俩舍生忘死、为国家
民族奉献牺牲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壮举。饶国梁

“矢志振兴中华，足迹踏遍神州”“筹备起义奔波疾，
担当大任杀头险”“敢死队员不畏死，冲锋陷阵勇无
敌”，在辛亥革命前的广州起义中英勇就义。饶国
模是“女权运动践行者，实业救国弄潮儿”，“救亡图
存掀浪潮，赤色家庭急先锋”“红岩精神创立地，大爱
无疆革命娘”，用15000字讲述了她为中华民族解
放、中国民主革命无私奉献的光辉一生。

在杨国良烈士篇中，作家深情地回述了“抗美
援朝与五次战役之剪影”。布谷夫作为仍活跃于创
作一线、勤奋丰产的浪漫主义作家，在这个拜英雄
主义情结与反英雄思潮盛行相碰撞激荡的时代，仍
葆有浓稠得化不开的英雄情结的作家已不多见，想
必这是布谷夫与笔者一生交好、惺惺相惜的重要缘
由吧。“一粒米的故事”讲述了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袁
隆平“昔日布衣农学子，来年人类稻谷神”。62岁的

“慈善明星”罗富朝累计爱心捐款达988.8万元，把
爱洒向民生、教育、公益和文化诸多领域……”。“植
物染传奇传承，三西施生财生香”，描写了“织染西
施”刘萍等三位美丽的创业女性。这样的书写比比
皆是，给人的感觉像是咏叹调，丝毫不觉累赘。

四、彰显时代精神与人文关怀，乡土中国裂变
与重生的现代性反思

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大足漫记》以大
足为样本全景式描述中国乡村的改革发展、产业兴
衰和社会变迁，可以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农村变迁的
活化石和教材。这部作品能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脱
颖而出，关键在于其独特地表现时代精神和人文关
怀，因此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大足地区历史的报告文
学集，更是一部彰显时代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文学佳
作。作家通过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与艺术的创新表
达，成功地将大足乃至重庆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以及居民的精神风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九百载书
院飘墨香，九龟山风景如画廊》的龙石镇，“龙石得名
有来头，青山书院藏珍闻”，这里有闻名遐迩红豆林、
金丝楠木林，吟诵起唐代诗佛王维的诗句“红豆生
南国……此物最相思”，讲述了嘉庆帝师刘天成和
有900多年历史的青山书院的那些故事。

描绘乡村改革与变革，《大足漫记》具有一般报
告文学难以企及的深度与广大。乡村变革是从清
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一个老话题，无数
的前辈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拾万镇的“‘五合
一’改革试点，小荷才露尖尖角”，综合改革指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改造、农村宅基地腾退、农
村土地承包权确权定股保利益、深化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全域土地整治推动有力、高标准
农田改造提质增效，让土地“醒”过来、房子“活”起
来，宅基地腾退稳步推进，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入市
的显著成效。这“五个一”改革特色被概括为“四个
度”：实施改革有“力度”，产业富民有“厚度”，环境提
升有“靓度”，乡村治理有“温度”。《红岩情缘初始地，
资源整合实验田》的国梁镇，从标题就一目了然，用
40%的篇幅详述了“纯农业镇寻机突围，改革求变发
展壮大”，对农业农村“三变”改革的历史缘由、现实
需要、政策依据、方法措施、显著成效和全国影响等，
从经济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了精彩的文学表达。
换句话说，这项被誉为“国梁经验”的乡村改革，中国
的绝大多数农业镇可随时借鉴、为我所用！难怪全
国供销总社主办的《中华合作时报》以《依托基层社，
探索强村富民新道路》为题进行了深度报道。《智造
之城横空出世，城乡融合初领风骚》的万古镇，作者
用“以工哺农有底气，城乡融合共发展”为小标题，照
样大书猛书，“山乡巨变”新景如画......其他镇街在
推进招商引资、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何尝不带
有改革与革命性质，涉及投融资体制改革、营商环
境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政务服务与行政审批服务
改革等，改革浸润着各镇街、系统的各行各业与整
部作品的笔墨文句。

通篇透视乡村振兴的历程和痕迹。《大足漫记》
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下，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
独特的观察视角。第4篇《山乡强产业，农家焕新
颜》（高升镇）与第24篇《圆“禾下乘凉”大梦，结乡土
改革福果》形成互文：前者以产业经济学视角剖析
农业合作社的实践，后者以袁隆平“禾下乘凉梦”为
精神图腾，追问乡土社会的价值重构。这种双重叙
事既避免了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也超越了发展主义
的功利话语。

通过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变革是永恒的主题。
雍溪“乡村振兴示范镇，乘势而上变花都”，文中说花
卉产业是全球发展最快、最稳定的朝阳产业和黄金
产业，天华百卉园、天子花卉、蔓町园艺等45家业主

落户……生产区外建有花园中心、魔纹花园、新品
展示园、篱笆小筑、童梦园、花境园、乡村花园、派对
花园等主题花园……这里既有客观自然的陈述，也
有情感浓郁的描写。言及五色梅花朵多且花色艳
丽多彩，同一株上能开出多种不同颜色的花朵；孔
雀草是花坛花的代表，生长快，生命力强……秋末
初冬，橙香橘黄，霜晴冻叶，正是雍溪金丝皇菊盛开
的季节。作者用说明兼具描写的优美文字，让读者
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这一切不正是
乡村振兴最新成果和乡村变革的体现和艺术化表
达吗？

不吝笔墨书写乡村产业的发展历程和辉煌。
龙水镇是“西部五金产业之都，现代科技生态新城”，
写到龙水形成日用、工具、建筑、农机、家居5类特色
支柱五金产业，拥有12个门类、320多个品种、1万
多个花色产品，是西部最大最强的五金生产基地、
产品集散地。龙水镇产业集群、工业经济持续壮
大，安置5.22万人在机械制造、家居木业生产、餐饮
娱乐、仓储物流、快递配送、电商直播等岗位就业。
对亚星新重庆重工公司、重庆合心智能装备公司等
12家规模企业也用了一定笔墨记述。这个镇线下
线上齐头并进，商业贸易开启新局。龙水坐拥西部
最大的五金专业市场等8个专业市场。铁山镇的中
药产业与黑山羊、稻虾养殖等现代农业，“中药材遍
地花漫香，中医药主题文化园”，黑山羊住电梯楼房，
稻虾与海虾成邻居。拾万镇，五彩田园是主场。万
古镇“十年卧薪尝胆，十年奋斗攻坚，十年飞速发展，
十年浴火重生，十年华丽蝶变，沧海桑田，城镇、乡村
面貌日新月异，十年前的老旧小镇，如今街道纵横、
高楼林立，公路网四通八达，现代化厂房、车间里灯
火通明，工人、机器人来回穿梭，满载原辅料或制成
品的车辆川流不息……一座活力四射的不夜城，在
古老的大地上拔地而起、熠熠生辉！”双路街道“有容
乃大聚宝盆，门类多样工业城”，工业结构为“电子信
息产业+资源再生利用产业+饲料工业”，还是宜业
宜居的美丽小城。金山场镇的产业则是“坡上佛手
花，平坝稻鱼虾”。作品对产业历史与发展盛况的
记述与描绘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对现代性的矛盾保持着清醒的警惕。第23篇
（万古镇）在礼赞工业升级的同时，借“横空出世”一
词暗示技术革命的颠覆性力量。第19篇《帝师故乡
耕作忙，石刻文创薪火传》（三驱镇）则通过“耕作”与

“文创”的并置，隐喻传统文化在消费主义浪潮中的
适应性进化。第8篇《物华天宝看珠溪，鱼米之乡小
江南》是唯一从标题中就知晓所描述地域的篇章，
以“现代工业的星火开始点燃”为小标题，为传统农
业强镇珠溪“现代工业已经起步，市场主体多元活
跃，产业发展稳中向好”“无论是农业的繁花，还是工
业的火种”而欢呼雀跃。这种辩证思考，使作品获
得超越地域限定的思想升华。

五、从自然地理到生态关怀，自然书写中的当
下文明反思

浓墨重彩叙写地理变迁与自然资源。拾万镇
地下矿藏资源富集，已探明有煤炭、石英砂、陶瓷黏
土、石灰石等，年产石英砂10万吨以上。生物资源
丰富，植物有125科364种、动物有35科67种，森林
覆盖率55.5%；桫椤园、香樟古柏林和白云寨森林公
园尚为处女地。引用曹操的《蒿里行》诗句“……白
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阐明百姓安居乐业的极端重要性。古龙镇“地球上
的锶矿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目前
已探明储量约1.08亿吨。中国储量6060万吨，占全
球总储量的56.11%……古龙境内已探明锶矿总储
量达3807万吨，资源丰富且品位高，属全球最大锶
矿床，占总储量的34.3%，占国内储量的61.13%。”

从“地方”到“空间”的符号生产。列斐伏尔曾
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大足漫记》的深层价值，
在于其通过文学书写参与对大足文化空间的符号
建构。第10篇《山水新城古韵长，生态宜居海棠香》
（棠香街道）中，“海棠香”这一意象被赋予多重韵味：
既是昌州古城的植物图腾，也是新城规划中的生态
理念，更是市民情感认同的文化密码。作者以此证
明：地方性并非固化的地理标签，而是持续生成的
符号实践。

空间生产的动态性在产业叙事中尤为显著。
第25篇《忠臣故里火龙之乡，特色产业蚕桑称王》
（中敖镇）将火龙舞非遗与蚕桑科技园并置，传统技
艺的仪式感与现代产业的效率逻辑形成戏剧性对
照；第26篇《现代职教培养工匠，突出工业打造高
地》（通桥街道）则揭示了职业教育如何将地方文化
基因（如石刻匠人精神）转化为产业工人技能的逻
辑。这种书写策略，实际上完成以从“地理大足”到

“文化大足”再到“产业大足”的意义跃迁。
六、经纬交织的结构艺术实验，将成为报告文

学创作范例
《大足漫记》的篇章设计体现鲜明的结构意

识。从内容建构样式、折叠变奏结构、叙事结构模
式和句式创新范式四个方面充分体现出来。

“镇街—行业”的内容建构样式。全书以镇街
为“纬”、行业为“经”，织成网格化叙事网络。例如，
《渝西大地璀璨“龙珠”，成渝之心形塑原点》（龙滩子
街道）以“一山、一水、一城、一问”的“四个一”框架统
摄龙滩子街道；而《守护世界石窟艺术巅峰绝唱的
千秋宝地》，则采用“向导—导游—解说员—推介人”
的递进视角，实现空间与知识的双重导览。

“时空—主题”的折叠变奏结构。《大足漫记》充
分体现叙事结构的多维性，其章节标题便构成一部
微型的地方百科全书，从“守护世界石窟艺术巅峰
绝唱的千秋宝地”到“智造之城横空出世”，从《田园
风光伴钟声，千岁佛仙赞盛世》（石马镇）到《古老驿
站焕生机，工业大镇谱新曲》（邮亭镇），作者通过30
多组主题词完成对地方叙事的时空折叠：纵向的历
史纵深与横向的当代实践形成双重坐标轴，而每一
篇章则成为坐标网格中的文化切片。以大足石刻
为核心意象，作者展开“守护—传承—创新”的三重
叙事。这种时间轴上的主题变奏暗合本雅明所谓

“历史的天使”在废墟中重构记忆的寓言。
“对比—呼吁”的叙事结构模式。在描述玉龙

镇时，先铺陈“湖光山色赛西湖”的视觉盛宴，再转向

“不辞长作玉龙人”的现代化进程，颇具暗示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的张力。这种二元对立
既强化了主题，又简化了复杂的现实矛盾。

“对称—灵活”的句式创新范式。这一点在标
题设计的对称性与灵活性上显得尤为突出。如《香
甜边城，林产宝盆》（高坪镇）、《世界锶都，贡茶原乡》
（古龙镇），这种“标题即摘要”的创作手法，既符合报
刊连载的阅读习惯，也强化了文本的记忆点；以对
仗句式提炼地域特色，兼具信息密度与审美节奏。

七、报告文学功能的拓展，充分彰显地域书写
的范式价值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升华。作品通过对
石刻文化、农耕文明、工业转型的多维呈现，构建了
地域文化自信的叙事基石。其文学价值在于其突
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事件中心主义”，转向“文化地
理学”的叙事范式。它既是对大足的全景式扫描，
也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愁”命题的诗意回
应。布谷夫通过“史学考证、生态反思、结构实验”三
重路径，将地方性知识升华为普世性的人文关怀，
为报告文学提供了非虚构写作与文化研究融合的
新可能。

从文学表达跨界到诗性隐喻，充分彰显报告文
学体裁的张力。《大足漫记》在纪实性与文学性之间
实现微妙的平衡。作者善用意象叠加与隐喻转译，
将地方经验升华为文化符号。如第6篇《湖光山色
赛西湖，唯美小镇透赤红》（玉龙镇）中，“赤红”既是
龙水湖晚霞的实景描摹，亦暗喻大足五金产业的淬
火精神，更是“烈火金刚”八烈士的精神写照。再如
第12篇《红绿白黑关不住，高粱小镇弥乡愁》（回龙
镇）以色彩符号解码地方物产（红高粱、绿秋葵、黑山
羊、白乌鱼），构建起一套可感知的乡愁语法。

从地方志、口述史到抒情散文，将文体创新实
验熔于一炉的成功范例。《大足漫记》以“文学化地方
志”的形态，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边界，呼应了世界著
名作家巴尔扎克“作家是时代记录者”的使命。如
第16篇《三百载书院飘墨香，九龟山风景如画廊》以
书院碑刻为引，穿插乡贤访谈与山水写生，使历史
文献的冷峻与民间记忆的温度交织共生。这种“跨
文体写作”不仅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边界，更暗含对

“何谓真实”的哲学追问——正如第22篇《米香菜鲜
桃花林，梅红竹绿武术乡》（宝兴镇）中，通过村民对

“武术之乡”传说的不同版本叙述，揭示地方记忆的
流动性本质。

八、充满激情的诗化叙事，演奏自然与人文的
抒情交响

布谷夫的笔触充满“赤子情怀”，他将大足的山
水风物转化为诗意符号及其系统。巴岳山“莺歌蝶
舞云水间，薄雾袅袅山生烟”，寥寥数语，以拟人化手
法赋予自然以灵动的生命感。这种抒情性不仅限
于自然景观，更延伸至人文肌理。描述季家镇“一
路花草葱茏，乔木森森，果树成林，鸡鸣犬吠，鹅鸭在
塘中游弋”，通过视听结合的感官叙事，将乡村生活
的恬静与丰饶浓缩为田园牧歌的意象。

历史叙事：穿越时空的深情回望。《大足漫记》
之所以引人入胜，首先在于其对大足地区历史脉络
的精准把握与深情回望。作者并未局限于单一的
时间节点或事件，而是将视野放宽至整个地区的历
史长河之中，通过多个章节的串联，构建出一幅幅
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从古代石刻艺术的辉煌，到
近现代革命斗争的烽火，再到当代社会变迁的缩
影，每个篇章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大足
乃至渝西地区的历史脉络。在叙述历史时并未简
单地罗列事实或堆砌数据，而是巧妙地融入个人情
感与人文关怀，使得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记
载，而是充满了温度与色彩的故事。这种情感化的
叙事方式，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穿越时空，
与那些历史人物产生共鸣，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大
足乃至重庆的历史与文化。

篇章之间的互文性更凸显叙事的交响特征。
如第9篇《千年昌州府，千年大足城》（龙岗街道）与
第17篇《蕞尔小城肚量大，嘉树绿荫工业风》（双路
街道）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前者以典籍考据还
原古代城邦的建制荣光，后者则以工业园区的绿荫
隐喻现代城市的生态智慧。这种叙事策略既解构
了线性史观的单一性，也重构了地方文化的复调特
质。作家放声讴歌自然与美景美食，“大自然是大
地最伟大的画师，用山堆阜叠、溪交水横勾勒出美
丽的山水”“浅丘如碧玉，水库如明珠，流淌出一幅水
色清明，山色凝重的丹青图画。清晨，这里在烟霭
朦胧中醒来，宛如水墨。晚霞里，夕照为田园镀上
金色，又如线雕。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美在时光中
描绘与渲染。今日铁山，得益于大自然的山水妙
染，也是人文沉淀的历史长卷，是一代又一代铁山
人在这片土地上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描绘出的千
年画卷。”龙水的乡村田园“多彩田园，瓜甜果香；稻
香渔歌，六畜兴旺。”“三月花香十里飘，六月李熟漫
山红。”语言优美，韵味十足。龙水还有陈板鸭制作
技术、曹氏老茶传统技艺等，“室内有冬菜，入户闻其
香”。描述得简直要让读者馋涎欲滴、直掉口水。

诗意叙事的艺术性体现古典美学与现代审美
的交构。布谷夫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情景交融的
技法，如“石坛夜月、海棠香国”等大足古八景的再
现，既是对地方志的文学化转译，也是对古典美学
意境的现代化重构。其语言风格行云流水，兼具散
文的细腻与诗歌的凝练，例如对龙水湖的刻画“水
光潋滟，如春江渔火，如透亮明镜”，通过多重比喻形
成视觉与情感的叠加效应。

独特的批判性视角。布谷夫采用史学方法论
批判，田野调查与文献互证结合的方法，如考证大
足石刻起源时间为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即唐高
宗登基改元第一年），纠正了“唐末说”“南宋说”的普
遍误读。这种严谨性提升了文本的学术价值。

九、创新与传统有机融合，谋篇布局的超强能
力和语言艺术非凡的创造力、独特性

布谷夫谦称“杂家”，似也合理。40年如一日，
他就是一名苦行僧。作为8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研
究生课程读的国际经济法，30岁以前发表了六七十
篇财经论文，屡屡获奖，而立之年创建财政信息学
科、出版理论专著《财政信息学》并获3个省部级奖，

理论素养自然出类拔萃；在大机关长期从事文字工
作，遣词造句精益求精；阴差阳错成为一代作家，发
表（出版）文学作品逾500万字，体裁涵盖小说（其中
长篇小说8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评论等主要
门类，被誉为“重炮手”“全能作家”。其把控、布局结
构的高强能力，驾驭语言的炉火纯青，卓尔不群。

正如哥伦布把鸡蛋竖立起来一样，看似简单，
创意难觅。通览《大足漫记》，姹紫嫣红、芬芳各异。
全书既保持大足全域的高度连贯性、一致性，又保
持每个篇章内容的非重复性即每个书写对象的清
晰辨识度，令人叹服！如相邻的农业镇季家、铁山、
高升各自风情万种，工业强镇龙水、邮亭、万古每每
棱角分明，千百年“一屋两头坐”的连体兄弟龙岗、棠
香也秦风晋雨。可以说，每个镇街、系统都个性鲜
明、特色突出、精彩纷呈，总会令人眼睛一亮。作为
每周一期的“急就章”，实属不易。这既考验作家的
内功，必须具备独特的眼界、视角和目光的穿透力、
发现力和理解力、诠释力、表达力，还必须具备超强
的爆发力、忍耐力，布谷夫的白发在2024年陡然增
加大半，算是他获得的勋章。

不管何种文体，为什么很多文章给人“扯南山
盖北海”之感，不知所云，不得要领？关键就是内在
逻辑混乱。这是个大话题，包括科学逻辑、历史逻
辑、社会逻辑、心理逻辑和海量知识、信息等等。一
旦逻辑理顺或通畅了，就剩下简单的文字组合、遣
词造句，可以迎刃而解。《大足漫记》不管是观整体还
是察个体，娓娓道来，不露痕迹，海阔天空，浑然天
成，这就是“无技巧”！这是成熟作家的重要标志，也
是作家与写手、文字匠的分水岭。当然，文学创作
的技能、经验也异常重要，在此不表。

成熟作家的文字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独特的气
味、色彩、韵律和文字建筑风格，因此才具有张力和
表达力。布谷夫文字语言的显著特色是“鲜活”与

“工稳”的融合，优美贴切，行云流水，酣畅淋漓，韵味
无穷，带给读者超爽的艺术审美享受。正如一位统
率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文字就是他训练有素、攻城
拔寨的优秀士兵，占领一座座城堡，攀登一座座奇
峰。这种语言风格即使在报告文学这种“非虚构创
作”、相当限制作者语言能动性发挥的《大足漫记》
中，也难掩其特点和才能的展露。

艺术表达非凡的创造力与独特性。作者巧妙
地运用报告文学体裁，将小说的想象力、散文的抒
情性、诗歌的审美力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融为一
体，形成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既保留了报告文学的
纪实性，又赋予作品更加丰富的文学性和审美价
值。作家在语言运用上也颇费心思，无论是描绘自
然景观的细腻描绘，还是刻画人物形象的传神勾
勒，都展现出极高的语言驾驭能力。尤其是对于那
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俚语的运用，不仅增强了作
品的地域色彩，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这
种语言上的创新与传统的完美融合，使得《大足漫
记》在艺术表达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品表现虚实相兼事物高超的语言艺术，证明
作者是运用语言的高手。作家放歌自然，讴歌美景
美食，描绘美景美食，他说“大自然是大地最伟大的
画师，用山堆阜叠、溪交水横勾勒出美丽的山水。”说
明他对自然是如此的热爱，具有深沉的“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相处”理念。如对铁山的描绘，浅丘如碧
玉，水库如明珠，流淌出一幅水色清明，山色凝重的
丹青图画。清晨，这里在烟霭朦胧中醒来，宛如水
墨。晚霞里，夕照为田园镀上金色，又如线雕。一
切有形的、无形的美在时光中描绘与渲染。

结语：美中不足亦存在，仍堪称方法的地域性
写作

这部作品有许多特色和优点，但仍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和不足。对“绿水青山即金山银山”仍停留
在单一诠释，对生态经济实践路径的探讨尚不够深
入，稍显理想化。部分章节（如对“千年昌州府”的追
溯）因较为依赖地方志而缺乏多元史观，未能充分
呈现历史的多面性。部分篇章存在因追求形式工
整而牺牲内容深度的现象，尽管诗化语言增强了文
本的感染力，但过度的抒情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报告
文学的纪实性。如“把生活过成诗，把岁月织成歌”
式的表述，虽渲染了理想化的乡村图景，却可能遮
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退的真实困境。如《红绿白
黑关不住，高粱小镇弥乡愁》的标题虽具诗意，但文
中对“红绿白黑”四色象征的阐释流于表面，未能深
入挖掘文化符号的深层意涵。如何在诗性与真实
性之间保持平衡，是布谷夫在今后创作中值得提起
注意和突破的课题。

综上所述，《大足漫记》以独特的历史现实交融
的叙事与亮点多多、特色鲜明的艺术表达，成功地
展现了大足地区的独特魅力与时代精神，既是一部
值得反复品读的地域文学杰作，又是一部承载着深
厚文化底蕴与时代使命的文学佳作，还是一场关于

“如何书写中国”的叙事实验。
因为《大足漫记》的影响，一些地区向布谷夫发

出了“复制”邀请。布谷夫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心有所属，那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是他
童年时期的第一杯文学乳汁。在下辖16县1市（西
昌）的大凉山上，相信布谷夫会写得风生水起，让读
者惊喜不断、拍案叫绝。

《大足漫记》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真正的报告
文学既是现实的镜子，也是未来的透镜。其最大的
意义在于示范了一种地方书写的范式转型：既非猎
奇式的第三者凝视，亦非自恋式的本土主义宣言，
而是通过文学“炼金术”，将地方经验转化为具有普
遍意义的文化镜像。正如第14篇《大足石刻揭幕
地，物阜民丰宝贝多》暗示的：当“物阜民丰”不再是
经济学指标，而是文明延续的见证，地方写作便获
得通向永恒的密码。布谷夫以笔为凿，在大足的石
刻崖壁上镌刻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叙事浮雕，大足在
这部作品中既是具体的物理空间，更是解读中国现
代化进程的隐喻文本——千秋石窟的缕缕佛光、五
金之都的红红淬火、职教课堂的机床声声、高粱地
里的浓浓乡愁，共同构成一个民族在传统与现代性
张力中寻找自我定位的精神图谱。

《大足漫记》的创作、出版与传播，不仅为重庆
乃至全国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大足历史文化的
窗口，更为推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助力乡村文化
传承发展、增强文化自信作出了积极贡献。《新渝报》
的连载形式与数字传播，使作品成为媒体融合时代

“文学大众化”的成功案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
信，《大足漫记》在《新渝报》等媒体的广泛报道与推
荐下影响力不断扩大，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
统与现代的桥梁，为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发挥独特
的价值，增添更多的动能。

XIN YU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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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变革史诗 沧桑人文新曲
——《大足漫记》多维叙事下的历史重构和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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