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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为犁耕耘希望
———读何南《在希望的田野上》

◇任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曾高度评价作家何

南的创作是“以爱为基点的写作”，这一特质在何南儿
童文学长篇新作《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展现得尤为充
分。 《在希望的田野上》 是新时代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童眸里的家乡”中的一部，作者的笔名“何南”，就是
“河南”的谐音。这部书中，何南采用童年视角，以鲁迅
先生“朝花夕拾”式的笔法，对老家河南予以回望和致
敬，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上浇灌出动人的精神花朵。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核心要素。 作家海明威说，一
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即使在作
品结束后也能让读者铭记在心。人物形象不仅可以推

动情节发展、贯穿全篇，而且能向读者传递作者的立
场与情感，何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也是如此。 作品
精心塑造的郝彤心老师形象堪称新时代教师的典范。
“郝彤心”这一人物名字，绝不是作者何南随意起的，
而是深思熟虑、寓意深远的。 郝彤心是真正有情怀的
好老师，寄托了作者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所有美好期
许。“郝”是“好”的谐音，“彤心”是“童心”的谐音。郝彤
心老师毕业于“希望小学”，对党和人民、对希望工程
怀有感恩之心，献身乡村教育，无怨无悔，以德育人。
郝彤心老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无愧于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称号。正因
为有千千万万郝彤心这样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

师，我们国家的乡村教育才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如果
我们说， 郝彤心这样的优秀教师是共和国的脊梁，也
是毫不过分的。

小说在描摹河南地域文化方面颇具匠心。 如对
“风语湖”的细致描绘，将地域特色融入叙事，展现出
独特的文学魅力，河南省，尤其周口市的读者应该对
这个湖不陌生。 不仅如此，何南还将世界、国家、省等
不同等级的非遗项目融入故事，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
和人物命运的改变为读者诠释这些非遗的重要意义，
既避免了生硬、令人生厌的植入，又让读者在不知不
觉中了解家乡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希望的田野
上》毫无疑问对河南省、周口市青少年读者的成长有
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像小说中人物艾郅埙所畅想的那
样：“龙邑！ 龙邑！ 龙邑！ 加油！ 加油！ 加油！ ”将家乡
传统文化向全国宣传开来。 作品突破地域局限，对所
有青少年读者的成长都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种植
根乡土又超越地域的叙事策略，使小说既成为河南文

化的精神名片，又具有启迪全国青少年的普遍价值。
作为云南省中小学“好书相伴 快乐成长”推荐书

目，这本书的教育价值已突破文本本身。 它用故事构
建认知，用情感唤醒共鸣，在青少年心中播撒下人文
关怀的种子。 当郝彤心的故事化作课堂讨论、读书分
享中的精神养分，当严夏夏的成长轨迹映照出乡村孩
子的无限可能，这部作品就完成了从文学叙事到教育
实践的升华。

《在希望的田野上》给人以温暖，也给人以希望，
就如主人公严夏夏所说 ：“凝聚成一片爱的汪洋大
海。 ”这样的文学作品是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典范作
品，寓教于乐，催人奋进，让人感动，真正能够以文化
人，助力乡村教育的发展。通过交谈得知，何南为了写
出这部小说，与云南晨光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李彦池分
别从北京和云南昆明专程来到河南采风，通过对包括
信阳新县希望小学在内的多所学校进行实地采访，积
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等，通过去粗存精、升华凝练，最终完成了这部小说。
正是由于作者和编辑都不曾游离于生活场景之外，而
是真正将身心化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部小说才真实，
才不会与读者有疏离感；正是由于从采访开始，作者
和编辑都付出了足够的激情，并经过时间与感情的千
淘万漉，将激情化为温情，小说的人物生活场景和故
事叙述场景才有了更让人乐于亲近、亟待走进的艺术
魅力。 在这部充满温情的作品中，我们读到了知识改
变命运的时代强音，更触摸到了文学助力乡村教育的
深层脉动。 何南以笔为犁，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出永
不褪色的教育诗篇，这正是《在希望的田野上》给予这
个时代最珍贵的馈赠。

于行走中寻觅心灵的自由
———读阿来《去有风的旷野》

◇高亚梅

喧嚣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常常被困于高楼大厦的
方寸之间，内心的拧巴与褶皱仿佛成了生活常态。 然
而，当翻开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散文集《去有风的
旷野》，一股清新的旷野之风便迎面扑来，引领人步入

一个野趣盎然、神秘莫测的天地。
这部作品描写了川西高原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

包括四姑娘山的秋韵、稻城亚丁的磐石等，如同一幅
幅精美画卷，缓缓展开在读者面前。 阿来以其细腻笔
触和深邃洞察力， 将自然景观与内心世界巧妙融合，
使人如同置身于广袤无垠的旷野中，体验着大自然的
壮美与神秘。

在阿来笔下，旷野不仅仅是自然的象征，更是心
灵的归宿。 他在书中讲述了十个把心交给旷野的故
事，这些故事如同一串串心灵的音符，奏响在旷野的
每一个角落。阿来通过行走，与大自然对话，与内心深
处的自己对话，在旷野中找到了诗意、诗性、诗心与诗
情。 这些美好的情感与感悟，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
了心灵的触动与共鸣。

山川草木皆有情，阿来对植物的迷恋在书中得到
了充分展现，从棘豆到风花菊，从香青到蝇子草，他曾
爬上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山， 对每一株看似无名的花
草如数家珍。 这种对自然的珍视和热爱，源于他长期
的田野调查与实地考察。 在阿来看来，每一株植物都
是大自然的杰作，都蕴含着生命的奥秘和力量。 阿来
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感悟，将这些生命的故事转化
为文字，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

除了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和对植物的痴迷外，阿来
还通过行走进行文化追溯与历史省思。 从四川到云
南、贵州、甘肃，作者的足迹遍布西南至西北的广袤大

地，他描绘了广袤大地上的奇绝山水，刻录了沿途的
风土人情。 他以历史和地理的双重视角，讲述了一系
列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故事。这些故事不仅让我
们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而且让我
们感受到了旷野中蕴含的深刻人生哲学与豁达情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
自偏。 ”陶渊明的这首诗如同是对阿来《去有风的旷
野》的最好诠释。在阿来充满深情的笔触下，旷野不再
仅仅是一幅辽阔无垠、孤寂苍茫的自然景象，还像是
一位慈祥的长者，用宽广的胸怀，拥抱每一个渴望逃
离尘嚣、寻觅心灵栖息之所的灵魂。

当跟随阿来的文字， 踏入这片有风的旷野时，我
们仿佛也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大自然的抚慰与力量。通
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会明白，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只要
心中保持那份最初的纯净与坚定，每个人都能在属于
自己的精神旷野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寻得内心的平
静与满足。

行走于旷野，心随风动。 阅读《去有风的旷野》，
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还是一次对生
命本质与自然法则深刻领悟的旅程。 它教会我们，在
这个纷扰复杂的世界里，保持一颗敬畏自然、热爱生
命的心，是多么重要与珍贵。让我们跟随阿来的脚步，
走进那片有风的旷野，去寻找遗失在都市喧嚣中的纯
真与自由， 找到人与自然之间那根似乎已被遗忘的
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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