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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振

几年前，笔者曾写了一篇文章《珍

视“小人物精神”》，彼时荧屏上充斥着

总裁、富豪、大女主，一水儿精英，似乎

不成功就不配在影视剧中占有一席之

地，小人物只能成为配角、工具人。

今年以来，《平原上的摩西》《漫长

的季节》等多部文艺作品瞄准大时代

下的小人物，对他们的人生悲喜、命运

起伏致以温情的敬意。这些作品得到

观 众 强 烈 共 鸣 ，获 得 市 场 、口 碑 双 丰

收。有人说，影视剧中的小人物终于

“觉醒”了。

小人物从透明到凸显，从配角成为

主角，是这两年影视创作浮躁肤浅之风

渐消、爽剧悬浮剧逐渐退场的结果，也

是有追求的创作者真正扎根生活、扎根

人民，为千千万万普通人鼓与呼的成

果。小人物以个体经历连接集体记忆，

以命运起伏叩问时代变迁，那种“立体

的人生”“彩色的欢乐”“明亮的忧伤”令

人 荡 气 回 肠 。 此 时 ，再 谈“ 小 人 物 精

神”，笔者颇感欣慰。

小人物之“真”，正是丰沛人性之所

在。文艺创作致力于表现真实的生活

与人性，然而何以为“真”，不同的视角

得到不同的答案。以世俗成功学观之，

唯有“大人物”才具有精神家园，唯有成

功者才值得被书写，小人物的内在精神

则被矮化、抽空。小人物没有高大上的

主角光环，没有打怪升级的完美历程，

自身多有缺点，正因如此，才显露出复

杂的人性，具有丰富的解读空间。最近

热播的几部作品，无不着力于洞察与表

现小人物之“真”：阳光纯真有之、油腻

粗陋有之，困顿失意有之、诙谐幽默有

之，温情善良有之、善恶交织有之。他

们仿佛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充满生命

质感的“这一个”，小人物由此塑成脱离

脸谱化、生动鲜活的典型人物，更容易

带入观众引起共鸣。

能够成为典型人物的小人物，仅

有真实是不够的，其精神面向必然有

深 厚 的 时 代 背 景 和 广 阔 的 阐 释 空

间。坦白说，太多影视剧擅长制造狗

血情节和极致矛盾，即使是小人物的

故 事 ，也 没 有 多 少 精 神 构 建 可 言 ，无

非 是 善 有 善 报 ，恶 有 恶 报 ，这 实 际 上

是 对“ 小 人 物 精 神 ”的 窄 化 。 最 近 几

部作品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大大拓

展 了“ 小 人 物 精 神 ”的 空 间 。《平 原 上

的 摩 西》中 ，充 满 浪 漫 色 彩 的 女 主 角

执着追求艺术，令人动容。《漫长的季

节》里 主 角 团 堪 称“ 失 败 者 联 盟 ”，他

们的失败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无

可逃避又令人心酸，但他们依然保有

内心的尊严和对正义的执着，以及朴

素 的 希 望 和 向 上 的 力 量 。“ 小 人 物 精

神”，在平凡中印证人性的伟大，在平

常中追寻情感的价值，在平淡中刻画

时 代 的 伤 痛 ，有 了 超 越 时 空 的 力 量 ，

耐人寻味又弥足珍贵。

任何时代的文艺创作，都与时代风

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时代狂飙突

进的时候，往往爽剧当道，人们纵然知

其虚假仍然甘之如饴，要的就是那种个

体所向披靡、轻易走上巅峰的爽感。但

这只是一种幻觉。时代悄无声息中转

折突进，个体命运如浪花般卷入历史洪

流，有成功出彩，也有失意失败。幻梦

逝去，真实的人生显现出来，小人物的

彷徨与挣扎、堕落与重生就有了万般复

杂滋味。“小人物精神”的回归，是一曲

新旧时空交织的交响曲，对过往温情致

意的同时也抚慰激励当下的人们，直面

命运而又觅路前行，跌跌撞撞而又向阳

而生，努力寻得属于自己的艳阳天。从

这个角度说，“小人物精神”从未过时。

让更多的小人物在屏幕中“觉醒”，传递

更多温暖向上的力量，文艺创作工作者

仍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评论部）

再谈“小人物精神”

■ 刘政屏

合肥的端午节是安静的，没有太多

的喧闹。因为不靠近水，赛龙舟这样的

事似乎也不曾有过，后来有了电视，时

常会看到别的地方热闹非凡的场面，也

会心动，想着如果到了现场，我一定会

热血沸腾的，但也只是想想，一次也没

有付诸行动，还是年年安安静静地过着

自己的端午节。

近日读清末民初学者吉城的日记，发

现每年都有端午节观龙舟的记录，比如：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五日（1908 年

6月 3日）

午后，复公招游城南文昌阁，即观

龙舟。

第二年端午节（宣统元年，1909 年 6

月 22日）

午后，夑阳、瑀璐诸君出东门观龙

舟，并游文昌阁。

看来，百年之前的合肥还是有端午

节划龙舟的习俗，那时候的合肥还是个

水城，一些河流水面宽阔。不似现在，

那些穿城而过的河流要么填埋了，要么

变成了暗河，曾经遍植全城的柳树也大

多没了踪影。

扯远了，还是说合肥的端午节。

记忆中合肥的端午节家家必备的

至少有三样：粽子、绿豆糕和艾叶。

合 肥 人 包 的 粽 子 分 量 足 ，实 实 在

在 ，但 看 相 一 般 。 记 得 有 一 年 去 九 华

山，看见庵里挂着的粽子细细尖尖的，

碧绿的颜色，脑筋一时间转不过来弯，

原来粽子还有这等袅袅婷婷的。

还有一种长方形粽子似乎是从苏

浙那边传过来的，它颠覆了我对合肥地

区传统粽子的固有认知，进而想通了，

形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是粽叶和白米

的组合，就一定会有粽子固有的香味。

当然什么样的白米太重要了，一定

要是很正宗的糯米，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小时候吃的粽子大多是白米的，偶

尔有几个赤豆的便很欢喜，后来有了蜜

枣的，更是觉得稀罕。再往后，估计是

向外地人学的，有人包起了肉粽子，用

酱油泡过的肉让人有种怪怪的感觉，肥

肉多了难免油腻（合肥人叫“闹人”），若

全 是 瘦 肉 ，成 本 太 高 ，还 不 是 太 好 吃 。

后来粽子的花样越来越多，也渐渐习惯

了，像一个小地方的人到了大都市，尽

管刚开始适应不了花花世界，时间久了

也就见怪不怪了。

不过我有时候还是会想念白米粽

子，那种黏黏糯糯让人无处下手的白米

粽子，热的时候吃，那叫一个香，冰冰凉

的时候吃，又是一种滋味，当然都是要

蘸糖的，否则口感要差得太多。

很多年都为我们家里没有人会包粽

子感到失落，因为年年都要指望着别人

家送粽子过来，毕竟不踏实。有那么一

两年母亲会把米和粽叶买好，刷好粽叶，

淘米泡上水，最后请亲戚或者邻居过来

包。每次我都很认真地看和学，但总是

不得要领。因此，几十年来，几乎年年都

要吃别人家送来的粽子。而那些时常送

粽子给我们家的亲戚和朋友估计也是

习惯成自然，年年都会多包一些。想想

真是有些不安，当然也很温暖。

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粽子控来说，

别人给的一些粽子一定是不够的，所以

我应该是这个城市里最早花钱去买粽

子吃的那一拨人。菜市场里私人制作，

早点摊上大路货，我都买过，到了商场

里开始卖粽子的时候，我的粽子来源问

题算是彻底解决了。

相 比 于 粽 子 ，绿 豆 糕 吃 得 越 来 越

少 了 ，这 可 能 与 它 的 制 作 原 料 和 工 艺

有关系，糖多油多自然甜腻，物质匮乏

的 时 候 无 疑 是 美 食 ，现 在 人 既 怕 油 更

怕糖，于是便减少油和糖的分量，结果

自 然 是 吃 不 出 过 去 的 味 道 。 还 有 主

料 ，应 该 是 绿 豆 粉 ，但 现 在 吃 来 吃 去 ，

很 少 吃 出 绿 豆 的 味 道 ，于 是 必 备 品 成

了 点 缀 品 。 当 然 如 果 你 运 气 好 ，或 者

舍 得 花 钱 ，还 是 能 吃 到 细 腻 够 味 的 绿

豆 糕 的 。 每 当 这 个 时 候 ，我 又 会 像 小

时 候 那 样 ，用 刀 把 绿 豆 糕 分 成 两 半 或

四 小 块 ，然 后 和 家 人 细 细 地 品 尝 那 一

份久违的滋味。

关 于 绿 豆 糕 ，有 一 个 问 题 很 有 意

思：实际上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随时都能

吃到各种做法和风味的绿豆糕，往往都

会 视 而 不 见 或 者 无 感 ，为 什 么 到 了 端

午，就会想起它，于是寻寻觅觅、挑挑拣

拣，然后吃上一口。是一种怀旧？还是

一种基于本能的需求？或许湿哒哒的

农历五月，就需要这样甜腻的糕点来抚

慰烦闷的情绪，同时在某些元素上，给

我们身体一点补充。一些传了很多年

的 风 俗 ，或 许 看 起 来 没 有 什 么 道 理 可

讲，但没准有那么一些内在的东西，密

码一般，而我们也没必要想那么多，只

管按照规矩去做就可以了。

盲目或许有那么一点，但谁能说没

有些趣味在里面呢。

相比于吃绿豆糕，家家门前插艾显然

就要有道理得多，无论是辟邪还是灭菌，

都是好东西。合肥城里人家端午插的艾

从来都是花钱买的，从很多年前的一分两

分，到后来的一角两角，再到现在的一元

两元，合肥人年年都在买，年年都要把那

缕独特的香味带回家，心，由此安稳。

不知道是以往忽视了，还是今年就

是 不 太 一 样 ，老 城 区 街 面 上 很 多 卖 艾

的，卖菜卖水果的车子上都会堆上一大

堆新砍的艾，以至于我每天上下班都会

无偿地吸了好些艾香。

飘着棕香艾香的城市，总会让人有

一份踏实，因为大家都是平和地过着自

己的日子，才会有心思想到端午节的粽

子和艾，想着让难免平淡的生活多一点

别样的点缀和气息。

所谓传统节日，一定会有一些传统

的习俗，时代的剧变和周折，让它们丢

失很多细节和气息，不过一些基本的东

西还在，比如粽子、绿豆糕和艾，还有雄

黄酒，还有屈原，以及一些故事和传说，

一些由此附会出的那些民间的禁忌和

习俗。

在 我 这 儿 ，端 午 节 既 简 单 又 不 简

单，用心去寻找那些可口的粽子，用嗅

觉去捕捉正宗的绿豆糕，在充满艾的清

香的屋子里，安安静静，做一个传统而

满足的吃货。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作协）

合肥的端午

■ 束 敏

身居乡下，草木随处可见，房前屋

后，塘埂坝边，危崖险壑。石头无处不

在，路旁巷道，地下山上，墙脚水中。一

木一石，不怨其生，不择其地，不嫌其

居。伫立在高高山峰上的草木，不自视

高贵；深陷在水里的石头，不自叹埋没。

一棵其貌不扬的树，任其生长，能

活几百年几千年。一块无人问津的石

头，可能已是几千年几万年的远古寿星

了。木石不言，千秋万岁。

犹记得村东头蒲塘西角的那棵朴

树，树形不正，半人高时的身子歪向水

面，等它发现了，掉转头长直，扭曲的部

位却怎么也正不过来。

朴树能够幸存下来，多亏长得不成

料子。村前面三丈多高的柏树和村后

面五六人抱不过来的枫树都被买树人

锯倒拉走了。没人要的朴树，反倒成了

村里唯一的古树。小的时候，常看到蒲

塘里的水无聊时像个淘气的孩子，一下

又一下掏着根下面的土，裸露的根抱在

一起，悬在埂上。水葫芦、水老鼠在根

下日夜穿梭，小鱼小虾在水面上探头探

脑。夏天到来，总有人把牛系在根下，

蜻蜓和蝴蝶一会儿落到牛背上，一会儿

落到树根上。没见过世面的树根，看到

这么丰富的世界，一年四季葱绿如春。

夏季流窜的暴风经常刮走东西、刮倒庄

稼，但遇到朴树像是约好了似的绕着

走。悬空的朴树，将根不断扎深扎远，

固稳了树基，固牢了树冠上的日月。前

两年在新农村建设中，塘埂加固，树下

面掏空的土也填上了，往后的日子朴树

再也没有性命之虞了。

池州境内的九华山上有棵枫杨树，

树长在石头上。树是巨树，石是巨石。

庞大的根系紧紧抱着石头，抱着生命的

根基。树与石连在一起，一开始我以为

是一块石头，绕树一周，露出的石形显

现着多石的轮廓。石缝是它生命的最

初胎盘，但夹缝生存的艰难对它也是长

久的考验。它不畏眼前，不慕他生，只

争朝夕，抓牢石头，把它们紧紧地抱在

一起，抱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从石缝

中挤出来的树身，畸形地沿着光滑的石

面生长，一天天变粗的树身，让石面一

天天变小，现在看到的也只是石头的一

角。如树浆般凝固的树身，贴附在石面

上，像打皱的青灰色牛皮，尽显岁月的

沧桑和艰难。树的周围全是石头，石与

石之间几乎没有缝隙。每一树根都须

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寻找生命的缝隙；

每一树根须都须有一双锐利的脚，插进

生命的琼浆；每一树根都须有百折不挠

的坚持，才能铸造今天这么一个让人仰

望的古朴雄姿。

古树下面立了一块牌子，赫然写着

“神树”两字。是的，这是一棵神奇的

树。树的周围系满了红色绸带，挂满了

人们对历经沧桑的古树祝福，也宣示着

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登黄山，印象最深的是那奇峰异

松。壁立千仞，飞鸟不栖，走兽却步，然

险峰之侧，银灰色的壁崖之上，青松摇

曳，无惧无畏，自成一景。这不是它的

选择，植物从来不去选择。如果它能选

择，它也不会与凶险为伴。

当它还是一颗松籽的时候，梦一

样地滑落到悬崖的皱缬里，躲过飞鸟

的目光、飓风的翅膀，生根发芽，贴着

岩石一点一点地向上生长。硬邦邦的

岩石没有一寸土壤，它自我加工，生产

一种有机酸，加速岩石的风化，形成根

下所需要的岩土。在我们的眼里，只

知道岩石的坚硬，没想到还有比岩石

更坚硬的根须。

壁上之松，根无抔土可固，枝无寸

臂可依，下无生路可退，上无活路可寻，

侧无花草相伴，孤寂的生活连鸟儿也不

愿落枝相欢。但它不悲不叹、不怨不

艾、不离不弃，枝承日月，叶沐雨露，天

长地久，成为深山一奇、名山一景。隔

着阔大的沟壑，我们无法与之靠近，但

那浓郁的葱绿早已跨越时空尽收眼底。

面壁而立，无数人举起了相机，聚

焦那壁立千仞的勇士，定格心中的英

雄。身居平川，我们常常患得患失。面

对壁上之松，不妨自问：何患之有？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

三元小学）

厚德利命

投稿邮箱：ahrbhsfk@126.com

养养““蛭蛭””志生金志生金

■ 柯其正

佳山村的春天，布谷声声，阳光

温 和 地 洒 在 大 学 生 创 业 基 地 的 水

面。一群妇女和安农大下乡实习生

正跟着刘宏学习给水蛭喂螺。汪姐

穿着长筒靴站在水田里，抓了一把正

要抛出，被刘宏按住胳膊：“大姐，不

能这样甩，要把大螺拣出来，只喂黄

豆大的小螺，现在水蛭还小，大螺的

瓣会夹死小蛭。”学生们也都围过来，

看他边讲边示范。

汪姐爱唠叨，忍不住搭腔：“人家

养鳖、养黄鳝、养鱼，没听谁说养水蛭

的。这东西人恨不得躲远，生怕被叮

上，你怎么偏偏沾上它？”刘宏笑了：

“它不吸血，你养了之后会很快喜欢上

它。越是冷门的东西越有商机，它能

治心脑血管病，在苏浙一带水蛭养殖

可火爆了，吊干的每公斤 1800元，鲜货

也值 120 元一斤。”一番话说得汪姐睁

大眼睛，不住咂舌。

“你这孩子真有出息！看你晒得

黑黢黢，跟天天做农事的人一样，可心

里有主见！”张姐赞叹。刘宏又笑了：

“ 年 轻 时 可 不 正 是 认 真 做 事 的 好 时

候！”两人边聊边干活，不知不觉忙完

了一片水田。

翻身谱

刘宏仍清楚记得，上大学时，父

母东挪西借筹集学费和生活费，想尽

办法，才帮他完成了学业。他在学校

里省吃俭用，还不时打点零工补贴生

活所需。

来自苏浙的同学家养殖水蛭，向

刘 宏 推 荐 这 一 项 目 ，热 情 地 发 出 邀

请：“你来，吃喝拉撒睡，我们全包！”

他应邀而去，白天和同学父母一起下

田，晚上请教养殖知识，很快就熟悉

了水蛭养殖流程。良好的市场前景，

激发了他的创业欲望。2012 年大学

毕 业 后 ，刘 宏 放 弃 已 找 好 的 一 份 工

作，打定主意回乡。

儿子选择还当农民，父亲给予了

支持，紧握他的手说：“不管能不能成

功，你先试着做，我找亲戚们借点钱

凑一把。”女友江莉萍是福建人，知道

他痴迷养水蛭，对他说：“我钱不多，

留下点生活费，剩余的都给你！”

在亲人的支持与祝福中，刘宏的

水蛭养殖 2012 年 6 月正式起步。他投

入 4 万元建起养殖场，从此把这里当

成“新家”，每天都要围着它转几圈。

苍天不负有心人，当年就小赚了 1 万

元，虽然数额不大，但养殖经验比收

益更重要，他暗暗欢喜。

在父母的鼓励下，2013 年到 2014

年，刘宏通过借贷等渠道筹集了 30 万

元，将附近村民空闲的田地陆续租赁

下来，养殖规模扩大到 40亩。

创业规模大了，经营的压力也一

下子大了很多。一次，由于他低估了

水蛭食量，导致螺蛳供应不足，他急

得 顾 不 上 带 换 洗 衣 物 ，四 处 寻 找 货

源，奔波了三四天，最后终于在南京、

高淳螺蛳交易市场找到合适的货源。

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两次水灾。

一次是 2014 年 7 月，山洪冲毁过

半的养殖田。眼看几十万元的投入

就要打水漂，父亲急得脸煞白，母亲

嚎啕大哭。刘宏心提到了嗓子眼，他

和父母从凌晨 5 点忙到深夜 11 点，连

续数天泡在水田里。父母累倒了，双

双发起高烧，拖着病体着急下田，被

乡亲们劝住。第二天一大早，大伙扛

着锄头、铁锹、钉耙，帮着忙了整整一

天。刘宏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那

一 年 ，山 洪 虽 然 导 致 近 60 万 元 的 损

失，但乡亲们帮他挽回了 300 多万尾

幼苗，再加上行情大涨，当年他赚到

了足足 70万元。

还有一次是 2016 年，洪水差点冲

垮河坝，他当时正在外地采购螺蛳，

幸亏邻居帮父亲一起打桩加固才避

免了重大损失。

那时候，邻居们总是说：“喂螺蛳

需要很多劳力，你刚创业，哪里付得起

那么多人工钱。有什么事尽管说一

声，不用付钱，我们来帮你。”每每回忆

这些，刘宏都忍不住红了眼圈。他暗

暗发誓，不仅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还

要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富裕路。

传经录

远山飘浮着团团絮云，气温升到

了 30 度。烈日下，佳山村委会屋后，

刘宏正在指导工人为网箱覆盖防晒

网和防鸟

网 。 工 人

不 解 ：“ 这

东 西 有 什

么用？”他耐

心地解释：“铺

上 这 些 网 ，高 温

时 水 蛭 就 不 会 被

热死，还能避免飞鸟

吃水蛭和蜻蜓点水产卵，

因为卵孵化幼虫后，幼虫也会

吃小水蛭。”

踩着田埂上一摊摊螺蛳壳，刘宏

对慕名前来学习的外地村民讲授着

投放活体螺蛳的诀窍。前不久，他把

培 训 班 从 室 内 搬 到 孵 化 基 地 和 水

田。从捕捞种苗时间、天气、进入产

卵池，再到泡沫箱内孵化时间温度、

投饵养殖……他细致地一一讲解，学

员们边听边记，被深深吸引。

培训班是传经送宝的阵地，自从

成立了水蛭养殖专业合作社，他已举

办 82 场次 750 余人次的技术培训。每

次培训，学员们问题不断：大螺小螺

与水蛭大小如何匹配、投放螺蛳和水

蛭遵循什么密度标准、水蛭与水稻怎

样共栖共生、水蛭养殖与其他水产养

殖怎么进行周期比较、效益测算和混

养套养……他总是耐心地细细讲解：

“我可以反复解说、演示，只要你们记

住就好。”

对于未来，他满怀期待：“养殖需

要技术支撑，不仅要成为行家，还要

成为专家。虽然我们已经建设了远

程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观察养殖基地

环境、水位、降雨量等信息，实现远程

诊断，但这还不够，未来还要建立培

训教室、实验室，研究工厂化养殖，采

用精细化管理、高密度养殖！”

兴村记

宋勤是最早跟刘宏学养殖的邻村

人。这天，他来找刘宏来咨询水蛭销售。

“ 你 把 水 蛭 晒 干 ，按 标 准 打 包

好。上春时我就和几个商家签了合

同，你有多少尽管拿来。”一起来咨询

的十几家自养户，听到这话，安了心。

自“ 池 州 市 牌 楼 宏 丽 水 蛭 养 殖

专业合作社”成立后，刘宏就一直按

照“ 合 作 社 +

基 地 +农 户 ”模 式 进

行 灵 活 经 营 。 对 于 自 养 户 ，从 原 料

到产品都由合作社包采包销。比如

宋勤，曾经是村里的贫困户，自从养

殖 水 蛭 后 ，如 今 年 收 入 已 经 超 过 20

万元，家里不仅建起了新房，还通了

互联网，学会了网上查阅资料。

佳山村委会会议室内，村委正围

绕 300 亩流转土地的投资经营安排，

你一言我一语商讨着。刘宏掷地有

声：“首先要保证流转来的田地按照

不低于流转给种植水稻多一倍的流

转金，也就是 400 元一亩兑现给农户

的 承 诺 ，若 达 不 到 标 准 ，我 来 想 办

法！我们不能落下一户乡亲，不能出

现返贫现象，对没有入社又没能力自

主养殖的农户，可以重点安排在合作

社 就 业 ，让 他 们 领 取 工 资 ，改 善 家

境。这几年，我们已经吸收 30 多人进

社就业，以后还会坚持下去，谁家遇

到天灾人祸或特殊困难，我们一定会

及时关注、及时帮扶。”话音刚落，掌

声响起。

近 年 来 ，佳 山 村 不 仅 村 集 体 经

济 大 大 改 善 ，农 户 家 条 件 也 大 不 一

样 。 走 进 佳 山 ，一 幢 幢 新 楼 拔 地 而

起，村内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不仅实

现 了 水 泥 路 组 组 通 ，而 且 增 添 了 绿

化 带 、健 身 娱 乐 设 施 、图 书 室 等 ，这

些都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刘宏水蛭养殖成功的消息不胫

而走，省内外慕名前来取经的养殖户

超过 200户。

“唯有扎实苦干，不负乡亲，不负

期待！”“蛭绘人生”是刘宏对自己创

业经历的诠释。他正以一个现代职

业农民的身份，诠释着“农村是一片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信念。

（作者单位：安徽省池州市作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