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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有爱

佳作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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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李燕燕的新作《我的声音 唤你
回头》，继《啄木鸟》2021年5月头题首发后，9月由四川
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立马引起社会关注。我参加了她
的新书推介会，也通读了这本书，收获很大，感慨良多。

其实我对李燕燕的名字很熟悉，之前知道她是军旅
作家，主攻报告文学（非虚构），除了部队题材，据说更擅
长写百姓及女性题材，可惜一直没能读到她的纸质作
品。2017年夏天李燕燕退役，向重庆市作协申报她的报
告文学集，我是审读者之一。读后感觉文字清新，语言流
畅，恰如一泓清流，一缕清风，但因为只包含了《天使PK
魔鬼》《山城不可见的故事》《青藏线60年》等三四个中
篇作品，作为整书出版还稍显单薄，体量不足，建议她加
以充实补充。虽然一直未曾晤面，却见她后来几年创作
力爆棚，佳作力作不断出现在《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
《北京文学》等国家级省级大型刊物和《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等报纸副刊，笔力强健，进步神速。仅仅几年时间，
退役后的李燕燕便很好地融入地方文坛，悉心于非虚构
写作，成为在国内有影响的新生代报告文学作家，令人
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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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是一种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塑造艺术形象，
以文学手段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根据茅盾先
生的权威解释，报告文学介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也

就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
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及时地“报告”
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以最快的速度，
把生活中刚发生的事件及时传达给读者大众。

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肇始，文学创作蓬勃飞
跃，报告文学也曾盛极一时，当今许多仍活跃在创作一
线的市内外著名作家是那个时代的新秀。报告文学热
火了很长时间。诸如徐迟、陈祖芬、黄宗英、柯岩、肖复
兴、黄济人等等，尤以写历史大事件、人物命运、人生际
遇见长。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比如黄宗英的
《小木屋》《大雁情》……但此后一段时期，余以为，报告
文学在经济大潮中一度沦落为某些企业家和一些需要
宣传的单位或个人的工具。虽不能以偏概全，但的确令
人反感。

李燕燕没有受到负面潮流的影响，一直坚守报告文
学创作的基本原则，笔耕不辍，佳作无数。她说：“我认
为，非虚构或报告文学创作有三种视角，一种是仰视，一
种是平视，一种是俯视。于我，更愿意选择最为熟悉的题
材，无论这个题材是‘大’是‘小’，以‘平视’的视角，尽量
抓住生活的60个面。”退役后的她，作为一个自由撰稿
人，坚持深入生活、融入百姓，这样的平实创作，自然更接
地气，更有烟火味儿。这几年，她接连创作出《无声之辩》
《拯救睡眠》《老大姐传》《社区现场》《我的声音 唤你回
头》等报告文学，作品连年入选《中国报告文学精选》《21
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中华文学选刊》等，获第八届、第
九届“重庆文学奖”，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第十三届“军事文
学奖”，《北京文学》年度奖，《啄木鸟》年度奖，“书香重庆
十大年度好书”等，作品入选“2020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
品排行榜”等重要榜单。这些，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她创作
了如此多的好作品，但我个人以为她还有一个不可小觑
的功绩，是改变了人们对报告文学曾有的歧见，回归了报
告文学写人、写感人事件的原轨和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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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以为，写好报告文学不是件容易事，最难最
苦的却是采访的过程。相比其他文体，无论小说诗歌散
文等等，都可以利用以往生活的积淀，生发出意想不到
的情节和故事。可是报告文学不能，不能杜撰不能编造
不能随意生发。你可以有议论，可以有感慨，但是不能编
故事。报告文学作家的采访过程是非常辛苦非常劳累甚
至有生命危险的，因为你要深入第一线，这个第一线有
可能是战场，有可能是病房，有可能是灾难现场，有可能
是危机四伏的高原边陲……人家的、遥远的就不说了，
我就曾两次去5·12地震现场采访，那种焦虑那种煎熬
那种熬更守夜无休无止的访谈，会让你疲惫不已心力交

瘁……
无疑，李燕燕的采访也是另一种奉献与战斗。作为

一个男性作家，我更喜欢采访宏大事件的发动者和参与
者，喜欢轰动性题材的写作，喜欢写那些社会意义强大
且功劳卓著的领军性人物。我简直难以相信整天和社会
底层弱势群体打交道，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读了《我
的声音 唤你回头》，方知我的想法太过狭隘。李燕燕以
女性敏锐细致的眼光，去逡巡光鲜亮丽的社会后面不易
观察到的隐密与不堪，去发现人们躲藏在脸庞背后、目
光深处的悲伤和凄凉，然后用《民法典》中的对应条款去
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解救了被访者，也光明了人
生。我很赞赏她的细心和恒心，面对那些躲藏在社会另
一面的弱者，一次次去触碰他们脆弱的灵魂，小心翼翼，
步步惊心，那些无休无止的家暴受害者，那些痛不欲生
的抑郁症患者，那些婚姻生活里令人咋舌的冷暴力受害
者……她用丝丝入扣的心语打开她们的心锁，让她们袒
露心扉，用绵绵温情启发她们走向新的生活。她已经不
仅仅是写作者，某种意义上也是心灵的按摩师。李燕燕
很聪明，她懂得在采访有困难时设法“靠着人脉”迂回，
在熟悉的法院陪审员及部队转业的律师战友的支持帮
助下，大大丰富了采访的信息源。读者发现，原来许多被
无视的案例或者死结，都是可以用法律和科学的手段解
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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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燕把关注点放在社会生活的基层和细部，特别
是弱势群体，令人感念感怀。比如残疾人、病人和女性群
体，关注阳光难以照进的人群，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其
实，这与她的出身和经历相关。李燕燕于1979年10月
出身于一个“老厂”工人家庭，在几番社会变革中，更有
机会接触世间百态，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挫折与困难亦
时时相伴，所以她于这世间百态于周遭的普通人又有着
强大的共情能力。她能把我们认为索然无趣的事情写得
活灵活现、津津有味。她的报告文学里几乎没有重大的
事件和显赫的人物，没有所谓的宏大叙事，却有一颗炙
热而柔软的心，让我们感觉到人间的温暖、社会的力量。
在《我的声音 唤你回头》九章15万字的讲述中，李燕
燕笔下出现了10多位深陷困境的逆社会形态人物。比
如李珍，一个因为害怕孤独却屡屡被同学孤立的美丽女
孩，长期进入一种难以自持的抑郁状态，从中学到大学，
抑郁几乎伴随着她的青春期，她的学生时代，社会和学
校几乎没人保护她的隐私。她的抑郁症最严重时出现了

“抑郁性木僵”，行动时像根木头，转动眼球都很费力，不
得不接受了最为恐怖的“电休克治疗”。如今即将大学毕
业寻求工作的她，仍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担心社会

能否接纳她，能否有一份大度与
宽容。书中对家暴的描写让人过
目难忘。又如曾小美和黄华，男人
对她们的暴虐和残忍闻所未闻，
女性的过分软弱助长了男人的戾
气，没有证据又让他们的离婚诉
求变得遥遥无期。正是《民法典》
正式颁布施行，解决了法律的盲
点，让她们选择了自由获得了新
生。当然，在她所例举的众多人物
和实例里，也有不为固有俗规陋
习禁锢者。比如意志无比坚决，从亲二哥手里争
回属于自己的房产的陈小华；比如取消既有遗
嘱，剥夺不肖子继承权的周婆婆和徐奶奶。法律
已经成为老百姓手里的正义之剑，他们有权利有
勇气向违法者宣战！作家有心，在每一章后面还附上了
与讲述案例有关联的法典条例，让读者可以循例逐法，
对号入座。

宣传和我们有切身利益却被许多人忽视的《民法
典》，无疑成了近期李燕燕最有意义的写作方向。我必
须说，这本书里的许多案例，鲜活生动，有如教科书般
的经典，诸如女孩子初恋失误跌入毒贩的怀抱，诸如大
师级教授对女学生的性骚扰，诸如再婚家庭女孩受到
的虐待……好读且贴近生活，而且探讨了杜绝此类案
件的方法以及如何心理止损……有女性尤其是有女儿
的家庭，应该备一本待用。它所言所叙，兼有教师、家
长、社会工作者乃至强力机关所必须具备的教育学社
会学心理学等诸多方面的功能。它的警示作用、批判作
用、教化作用不可小觑。这应该是它广泛的社会学意义
所在。

李燕燕对生活的洞察力超乎寻常，眼光独到，观察
细微，女性视角作家视角兼具；文笔轻柔，清新流畅，看
似轻描淡写，却充满感性的力量。不仅仅有流畅的叙事，
还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和策论，往往是画龙点睛，把握分
寸。《啄木鸟》杂志社评价这本书是“一次有温度且有深
度的文学普法”，我深有同感。这本书最突出的贡献是用
活生生的例证，为众多处于法律盲区或者说法律意识不
强的普罗大众，提供了解决自身难题的路径与对策，给
困境里的他们，指明了一条温馨的希望之路。李燕燕真
真是报告文学写作界的一颗新星，她生活在一个盛产中
国故事的好时代，她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春三
月，她在重庆市作协五届会议上当选为最年轻的副主
席，她说这是她创作人生的又一个起点。希望她继续深
入生活深入凡尘，用情用心，写出更多更深刻的作品，发
出更美更动人的声音。

一泓清流，一缕清风
——读《我的声音 唤你回头》

■许大立

女儿和外婆视频通话，突然，一个大碗把外婆
“挤”出了屏幕，外公端着面碗喊：“琪琪，回来吃
面了。”外公先“呼呼呼”吹了几下，接着“咻咻咻”
吃了一大口，又“咕噜”喝了口汤，还不忘发出一
声长长的“啊”表示满足。孩子转身冲我和先生不
停地嚷：“我要回老家，我要吃外婆做的面。”我们
一家三口用了六个多小时，驱车500公里，终于回
到了老家。

才进小院，闺女就撒欢地跑向母亲：“外婆，我
要吃面。”母亲放下手中的活儿，对闺女说：“外婆给
你做水腌菜鸡蛋面。”随即带着闺女去鸡舍，在一阵

“咯咯咯”声后，婆孙俩提着鸡蛋回来了。
母亲把自家麦子磨的面粉、古井水、刚出窝的

鸡蛋一起兑到瓷盆里搓揉。琪琪挽起袖子凑上去帮
忙，一老一小、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好不热闹。看着
调皮的面粉在她们手上从絮到团，越来越听话，很
是惬意。

醒面间隙，母亲拎上提篮带着琪琪到屋后的菜
园采摘小葱和香菜。琪琪在菜园里穿梭，青翠的黄
瓜、酸酸甜甜的西红柿、花骨朵一般的西蓝花、小勺
一般的上海青，都被琪琪摘进了菜篮子。小家伙一
本正经地告诉外婆，要和面条一起煮着吃。摘洗完
蔬菜，母亲先给她手里的擀面杖赋上魔法，让面团
变成听话的面皮，再切成整整齐齐、粗细一致的面
条。

灶台边，母亲把两个灶同时打开，一边烧水，另
一边放上炒锅。先在炒锅里放上自家炼的猪油，再
放入两节干辣椒，炒出香味，就到加“料”环节了。母
亲一只手抓一个鸡蛋，在锅边磕一下，“滋滋”声里，
鸡蛋滑进锅里，母亲快速地拨动锅铲，锅里的鸡蛋
翻炒后黄白分明，待鸡蛋稍稍发干时再加一把水腌
菜，倒入白开水，盖上锅盖慢慢熬。母亲转身煮面，
放面、点水。炒锅里水蒸气“霸气侧漏”，打开汤锅盖
子，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整个厨房、小院都是。

母亲先朝翻腾的汤里撒一把葱花，接着给大伙
捞面、分汤、摆盘。一片西红柿、两朵西蓝花、三片上
海青，再来点黄瓜丝。琪琪大呼：“妈妈快来看，外婆
在画画。”红、白、黄、绿的主色调，画出一幅绝美的
水墨画，诱惑着饥肠辘辘的我。忍不住拿起筷子，偷
偷吃上一口，鸡蛋的鲜香、水腌菜的酸辣、面的筋
道、黄瓜的清脆，无不让人唇齿留香。慢慢咀嚼，大
自然的馈赠和芬芳使人欲罢不能。

面刚摆上餐桌，先生和父亲洗好手进来了。五
个人围着餐桌你一言我一语，吃得津津有味。面条
在城里虽然24小时随叫随到，但吃起来不是太寡
淡，就是满满的添加剂味，不知怎么的，总觉得没有
母亲做得香、做得美，做得有滋味儿。

我总怀念着刚出窝的土鸡蛋、清凉的古井水、
现摘的蔬菜，怀念着鸡蛋、水腌菜加葱花的“奇特”
搭配，这是母亲的专属味道，是家的味道。

母亲的酸蛋面
■陈国娜

你那么小，
只几户人家，
有小楼也有黛瓦平房，
墙上挂着空调。
寸大的院坝前停着两辆白色越野，
水泥公路四通八达。

小小的几畦地、沿坡的果树，
藤藤菜翠绿妙曼展着身姿，
苋菜紫红着脸对我憨笑，

橙黄丰腴的枇杷在枝头向我招手，
一把锄头斜躺在刚翻过的地上，
和赶早饭的主人一起歇口气。

不远处的绿荫丛里，
露出过去村小的瓦屋顶。
鹅们、鸭们和鸟儿们的合唱，
直入我的内心，
过去和现在连在了一起，
城市和乡村连在了一起。

老农说你叫莲池村，
我虽是第一次见你，
却被你深深地吸引，
山的博大，
幸福的安宁，
都写在了你这里。

缙云山下小山村
■肖玉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