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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地市级农民作家协会在永州成立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很多人印象中居身山间田野的农民生活。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网
曾估算，2023 年，我国有 2.5 亿拥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在农村生活，她们承担着主要的农业生产和
家庭照料工作。与她们相关联的词语往往是“孩子”和“家庭”，很少有“自己”和“梦想”。

然而，在永州市双牌县，女农民潘海艳却有“诗和远方”——4 月 15 日，永州市作家协会农民
作家分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首家地市级农民作家协会。永州市作协主席吴茂盛介绍，永州农民作
协的成立，旨在凝聚全国更多农民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不断繁荣发展广大农村文化事业。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农民爱上写作，今后，我也会为女农人们的文学梦想助一份力、添一把
火。”作为田野里的文学爱好者，潘海艳当选副会长，她将与 116 名农民作家一起执笔追梦，将泥
土芬芳酝酿在诗歌和文学中。

和许多农民作家一样，文

学曾是潘海艳向往的“远方”。

因为家庭原因，她早早辍学，

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沉重的

生活压力下，潘海艳只能用两

本杂志来排解自己——《读者》

和《中国国家地理》。“我很喜

欢里面的文字，能看到各个地

方不同的风光。”

而她真正与文学结缘，缘于

一次农忙时的灵感涌现。

2016 年，潘海艳回了老家

农村生活，在微信上卖自采的

野蜂蜜、自制的腊肉腊鱼、自

养的土鸡土鸭谋生。一次，她

在自家门前晒谷子，口袋里的

手机振个不停。“之前在深圳打

工时，因为志愿活动，认识了

不少文字工作者，还加了个文

学群，群里有位老师提议大家

以乡愁和荷花为题写作。”

一边，是群友们对乡村生

活的追忆；一边，是自己眼前

所见，隔壁的邻居拿着竹刷，

想要赶走落在谷堆边的麻雀。

潘海艳的灵感一下就来了，于

是，她坐在谷堆边，一气呵成，

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我的乡

愁》。

没想到，这一下就让潘海艳

“火”了，不少诗社、杂志转发

了她的这首诗，这也给了潘海

艳更多的创作自信。“我没有专

门学过，也不像其他诗人那样

有丰厚的文学素养，我所写的，

都是真实的农村生活。”

后来，潘海艳接到了一个永

州诗会的邀请，要求数十余位

诗歌爱好者以“父亲”为主题

进行写作，并当场诵读。“我回

想起儿时父亲，肩上背着担子

劳作的背影，一切都历历在目。”

“你肩上还挑着那副担子，

一头是岁月，沧桑装在另一头

……”诗会上，潘海艳的声音

羞涩紧张。“我从没有出席过类

似的场合，手都在抖，但没想

到读完之后大家掌声很热烈，

甚至结束后，永州市电视台的

一位主持人还邀请我去参加线

下朗诵节目。”

从文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在我最烦闷、对生活最无

望的时候，写作是我情绪的出

口。”2019 年，潘海艳同时迎来

了家庭和身体的巨变使她患上了

重度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

激障碍，还因为治病欠债。

“那时，因为生病，我连一

句话都无法流畅地说出来。”情

绪无法用语言表达，那就用笔

来呈现。听着清明时节山里的鸟

叫，潘海艳一口气写了20 多篇

山村老家的“往事”散文，有奶

奶唱的宁静、充满回忆的歌谣，

也有命运悲惨、接地气的晚姣

伯娘。“每次一写到我熟悉的人

物故事和情感，我就会忘记一切

不愉快的事。”后来，得知潘海

艳的状况，永州市作协及双牌县

政协的许多领导、作家朋友都来

到她的家乡，看望、鼓励、支持

这位农民女作家。“我也很感动，

有这么多人给我温暖，我就更不

能颓废，一定要把生活过得多姿

多彩，把我的精神力量传递给大

家。”

于是，在她的笔下，生活不

再是苦难和创伤，而是劳动的幸

福：农闲时她去了昆明住在出租

房里，四处打工漂泊，但她写：“虽

然是租的，但也是我安身的地

方，更是我疗伤的地方……”田

里劳作辛苦，但她写：“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不种……长草！”

为了更方便地记录写作灵

感，潘海艳随身带着笔和本子。

灵感来时，不管是正在荷锄还是

挑担，她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掏

出本子记录下来。渐渐地，村里

人也都知道了潘海艳喜欢写作。

“有时他们也会把我写过的作品

找来看，那些熟悉的地名、劳作

把式，也让他们有所触动。”

和丈夫一起写作
越来越多读出了感情的村民

和朋友们，开始帮助潘海艳走出

生活的泥沼。2020 年，在亲友

们的支持下，潘海艳和前夫离了

婚，病愈后，村里堂哥让她帮忙

打理一家农业机械装备公司。

更好的是，因为诗歌和文学，

她又邂逅了真正的爱情。

2021 年，经朋友介绍，潘

海艳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我们

最开始是以诗会友，他也是文

学爱好者。”尽管刚经历了人生

中的重大变故，但潘海艳依然

被丈夫的一番话感动了。“他说，

‘你生病我挣钱给你治，你欠账

我挣钱给你还，以后我来照顾

你’。”

潘海艳的丈夫是山东威海

人，因此，她常常带着自己的丈

夫去山里、林间采风，让他看看

自己从小生长的故乡，一起写诗。

“有本地诗会活动的话，我也会

带着他一起。”

一次，潘海艳突发奇想：“既

然我们俩都爱写诗，那不如我

们一起来创作一个系列？”丈夫

欣然应允。就这样，《开门看见

潇水河》组诗诞生了。诗歌里，

他们写潇水河边的渔船、星火、

犬吠，也写提着竹篮去打水的

奶奶。

“我们两个一起写，他已经

写了380 多篇了，我也写了160

多篇。”这些诗歌，部分发表在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家庭报》

《妇女》等国内知名报刊上。“也

许之后，我们还会出一本诗册，

专门记录我们在潇水河边的生

活。”

长沙奶奶帮残疾儿子寻找儿时玩伴：只想让他不那么孤单
母子俩在老年公寓住了10 年

龙天锦今年 45 岁，母亲和老年

公寓里的其他人一般都会叫他

“阿龙”。母子俩已经在这

里住了10 年了。他们的

卧室被陈利元打扫得

十分干净，靠墙摆放

着两张床，两人一人

睡一张，另一侧的墙

边还有两根小拐杖。

据陈利元回忆，阿龙

在 1985 年左右开始读小

学。“阿龙小学是在开福区

北正街小学读的，因为智力偏低，

读了三年的一年级后就没有再读了。”陈利元

说，虽然儿子没有继续读书了，但他一直很

喜欢劳动。

陈利元回忆，儿子小时候就有些跛脚，

20 岁时坐上轮椅，之前在五金厂工作，自从

住进老年公寓就没工作了。从小，阿龙的父

亲要上班，母亲就负责照顾儿子。在阿龙坐

上轮椅后，陈利元需要照顾的地方就更多了。

8 年前，阿龙的父亲因喉癌去世，落在陈利

元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要照顾儿子的饮

食起居，她还要背着生病的儿子去医院，出

门时因为上公交车太麻烦，母子俩会尽量选

择打车。

妈妈想让儿子内心不孤独
“阿龙记得他读书时有一些玩得比较好

的玩伴。”陈利元写出了几个名字：江庆、倪

涛、马跃、刘小军、莫燕、彭文涛。

在这些人中，阿龙对江庆的印象最深。“江

庆会玩乐器，会拉二胡，也会吹小号。”陈

利元说，阿龙也想跟着对方学乐器，但因为

太爱玩了，也不太努力，所以后来就不了了

之了。阿龙还记得，他的老师姓姚，非常和

蔼可亲。一次谈话中，陈利元得知儿子想找

之前的玩伴，她也支持儿子的想法，在她看

来，老年公寓的生活虽然平静，但也不免孤

独。她知道儿子内心孤独。“我们不会去麻

烦他们，儿子只想跟他们聊聊天，回忆一下

童年的学习和生活就可以了。”陈利元说，儿

子现在有政府照顾、帮助，她不担心儿子的

未来，只想让他不那么孤单。

今 年 是 71 岁 的 母 亲 陈
利元和 45 岁的儿子龙天锦
住进老年公寓的第 10
年，母亲唤儿子“阿
龙”。阿龙小时候
腿部残疾，读了
三 个 小 学 一 年
级后就没读书。
20 岁 时， 阿 龙
坐上了轮椅，一
直 与 母 亲 相 依 为
命。

近日，母子俩萌生了
寻找阿龙小学同学的想法。

在田野里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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