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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纪红建推出儿童小说《家住武陵源》

用一本书让孩子们也看懂扶贫

读 这 篇 文 章 之前， 先
问一个问题 ：当你还是一
名少年儿童时，你是怎样
了解国家大事的？不用说，
无论是书本上一个个名词
解释，还是新闻里“高冷”
的报道，我们或多或少都
觉得晦涩难懂。尽管已经
绞尽脑汁，但对于国家大
事的认知，懵懂的少年和
儿童 总有一 些力不从心。
比如，眼下精准扶贫已成
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但什么是精准扶贫，国家
是怎么推进的？大多数孩
子也许都没办法回答。为
什么？因为我们缺几本能
让孩子看得懂而且又有兴
趣看下去的书。

《家住武陵源》就是一
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
来的新书，一本专为少年
儿童创作的、有关精准扶
贫 的现 实 题材儿童小说。
它通过故事告诉孩子们什
么是贫困、如何面对贫困，
激励他们正视困难、乐观
向上。作者对于《今日女报》
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中
国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纪
红建，他曾在近三年的时
间里，独自一人深入中国
脱贫攻坚重点乡村，行走
上万公里，寻访 14 个省 ( 自
治区、直辖市 )39 个县 ( 区、
县 级 市 ) 的 202 个 村 庄，
创作了反映共和国脱贫攻
坚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
国是》， 并凭借 这部作品
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这一次，纪红建的新书
依然围绕 脱贫 攻 坚 展开，
不同的是，这次他以儿童
文学的形式来尝试，他想
让孩子 们看 懂国家大事。
那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吗？
他用怎样的方式来贴近少
年儿童？4 月 20 日，纪红
建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细细聊起了《家住武陵源》
创作背后的故事……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3 月 31 日这一天，张家界市武陵

源区协合乡杨家坪村特别热闹。村民

和学生们齐聚小山村参加纪红建的新

书《家住武陵源》的首发式。一本书

的首发式怎么会放在偏僻的小山村里

举行？原因很简单，这本书的主人公

花儿就来自杨家坪村，书里写的就是

杨家坪村花儿一家脱贫致富的故事。

报告文学作家写儿童小说，作品的

风格大相径庭，显然，这对纪红建来

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为了实现文本

风格的转换，我阅读了大量儿童文学

作品。最后决定让这本书从一个小女

孩的视角出发，描写她的家庭是怎样

因病致贫，然后又在国家政策的扶持

下脱贫致富的故事。”纪红建说，既要

让孩子们了解贫困、了解扶贫，又要

让他们看得懂、有感受，那这个故事

就不能写得太大。”

之所以把取材地点放在张家界武陵

跟以往写报告文学的前期工作一样，

纪红建在杨家坪村住了十几天，深度采

访了花儿一家。“到后来，他们家的故事，

我已经滚瓜烂熟。”

在小说中，花儿初登场时是个天真

烂漫的小女孩，但爷爷瘫痪后，他们家

里因病致贫。为此，父母不得已外出打

工挣钱，花儿跟村里很多孩子一样成了

留守儿童。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推出后，

花儿的父母又跟很多有觉悟的村民一样，

率先回到村里，办起了农家乐和民宿，

渐渐脱了贫致了富，一家人过上了幸福

美满的生活……“显然，这本书描述的

就是一个小女孩眼中的贫困、扶贫、脱贫、

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在这本书里，纪红建保持了原汁原

味的方言，并不时穿插介绍武陵源区的

秀美风光和农副产品以及土家族独特的

织锦工、土家宴和摆手舞等人文历史。

最重要的是，书中顺理成章而又通俗易

与小说里的少女花儿不同，真实的

花儿今年已经 21岁了。“她结了婚，开了

一家多肉店，生活过得比小说里还幸福

呢。”纪红建告诉记者。

连续两部作品以不同的形式关注精

准扶贫，基于什么原因呢？纪红建坦言，

自己是农村人，有浓郁的乡土情结，“更

重要的是，现在精准扶贫是我国最为重

要的大事，我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

没有理由不关注。”

在纪红建看来，报告文学是个性表

达，即使在资讯发展迅猛的今天，报告

文学依旧有其独到之处。要想写好报告

文学，作家应当具有“政治家的头脑、

思想家的目光、文学家的笔触、社科学

家的思维”，而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往

往都是大器晚成的，“40 岁之后才能写出

厚重、成熟的作品”。此前，《今日女报》

曾在纪红建的专访里提过，为了写《乡

村国是》，他前后共阅读了157 本关于扶

贫的理论书籍。

而对于如何平衡现实题材的真实性

和文学性这一问题，纪红建则表示，真

实不会影响文学表达，报告文学也是文

学，报告文学作家也是作家。他的做法

是采访的时候细而再细，挖掘别人没有

了解的细节，再不断用文学手段进行细

节加工。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期间，

就有评委问过他：“你写的这些故事，包

括人名地名时间等等，都是真实的吗？”

纪红建则掏出了手机：“这么多村子的党

支部书记，我都可以和他们通电话核实

细节。”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习惯与思

路，《家住武陵源》这本儿童小说才明显

地保留了一些报告文学的基因。文学而

艺术地进行写实，始终是纪红建的“主

业”。纪红建高兴地告诉记者：“接下来

我还将推出的两部作品，一本是讲瓷器

的，一本是讲建党 100 周年的。前一本

已经采访完毕，后一本还在策划当中。”

农村作家的乡土情结

一个小女孩眼里的乡村振兴

1

2

3

用报告文学的方法写儿童文学

源区，在纪红建看来，“首先是武陵源

风景很美，更重要的是这是湖南首批整

区脱贫摘帽的区县之一。”

纪红建坚持“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基

础”，同样，在萌生了创作儿童小说《家

住武陵源》的想法后，他觉得自己也不

能闭门造车。于是，他从一开始就拜托

武陵源区的朋友，和他一起来寻找一户

典型家庭。

“家长要积极向上，孩子要阳光活

泼。”纪红建说，他希望作品表达的是

一种向上向善的精神，所以对主人公的

精神面貌有要求，“而且是要是那种脱

贫蛮长一段时间的典型家庭，这种家庭

他们的感受更为深刻。”

为了这个采访对象，纪红建前后辗

转十几天，了解了几十户家庭，却始

终都不理想，直到杨家坪村花儿一家

的出现。

懂地对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进行

了介绍，以十分具体的故事描述了村

干部和驻村干部帮助村民们脱贫致富

的细节。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著

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认为，《家住武陵

源》写得质朴真实，把杨家坪从过去

的贫穷落后到走向幸福、走向富裕的

巨大变化，通过花儿这个小姑娘的眼

睛展示出来，犹如“从小的门洞走进

大的世界”。

4 月 20 日，纪红建在长沙举办新书

分享会的同一天，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也

在举办一场有奖阅读分享活动，选取的

读本恰恰就是《家住武陵源》。活动吸

引了近二十名小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及

他们的家长参加。有家长开心地说，“《家

住武陵源》就是写武陵源的书，能直观

地让孩子熟悉自己的家乡，了解自己的

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

即使是写儿童文学，纪红建也依然坚持
用报告文学的采访方式。

扫一扫，分享纪红
建的写作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