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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于心的朴素与真情
——略谈樊建民先生的散文创作

王佐红

再读樊建民先生的散文，我依然被那份朴素与真情深深地打动。

八年前，由我责编了樊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集《感悟人生》，书出

之后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朴素与真情是散文的生命力》的小评论，

为他散文的休闲随性和朴素真情鼓与呼。

樊先生为人亦真诚、宽厚、质朴，我的感知和认识与他相通，因

而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流沟通。这次再出散文集，先生不但委

托我帮他联系编辑出版，更拟用我八年前的《朴素与真情是散文的生

命力》一文代序。闻此，受宠若惊，自觉前文不能表达先生的文采情怀，

遂决定拓展重写。拙文不敢居序之要，但凭先生信任，写一篇阅读评介，

我当发全力而待之。

樊建民先生不是专业作家，说白了业余的也不算，充其量是个爱

好者。可他爱岗敬业的精神令人感佩，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宁

夏乃至全国是一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人。欣闻，他近年来应邀给北京

大学燕京学堂、上海交大的师生和印度尼西亚、上合组织成员国访华

代表团作报告。科研之余，他不忘初心，把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爱好，

真正实现了有感而发，有情必诉。没有受到具体文风的影响，他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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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随性，不讲范式，随想随写，不拘技法，就像大自然中恣意生长的

原生态树木一样未经修剪、雕琢，所以他的情感是自然流淌出来的。

他的散文就像他在独白、说话，或者与朋友聊天，或者就像记日记，

没有任何的粉饰或渲染。内容都是些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情感

琐事和体会，经他极其简单平常的笔调记述，却渗透着作者很浓的情感。

这种没有经过技术加工、艺术“覆盖”的原味情感，当我们接触到它

的时候，心灵震颤要比平常阅读大得多。

他的散文主旨主要有两类：一是抒写亲情感悟、二是抒写家国情怀。

作者对亲情尤其是对父母的情感书写是深挚且恒久的。对母亲的

愧疚是作者一生的愧疚，在《永远的怀念》《魂牵梦绕下范村》《贝

加尔湖畔》等很多篇目中都不断地书写。“人间的苦难有三分，你却

吃了十分；人间的幸福有十分，而你只尝了三分。”对母爱的无法报

答和不停歇产生的愧疚让作者的思绪不能停歇，只有不停地追忆、书写，

才可以抚慰作者愧疚的心灵。母爱是人间无私的大爱，永远书写不完。

作者同样是在絮叨中把一个平凡却又伟大母亲的操持、清苦和辛劳展

现给读者。为了孩子的成长，为了家庭的生活，母亲付出了难以计量

的心血和代价，直至累倒在人生的终极路上。我相信各类文章中对母

亲为儿女为家庭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记述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远

远没有说透和表达好。樊先生的写作同样如此，他面对深邃博大的母

爱无法平静内心的深深思念，他不停地书写，不停地思念，甚至越是

书写，越为思念。母爱，确实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表达究竟的命题。

作者的母亲是一位农民，由于父亲在外工作的缘由，独自承担起家庭

重任，里里外外“一把手”，拉扯大了五个孩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让他们相继走出农村，走上工作岗位，这在宁夏西海固是一件十分不

易的事情。作者对自己平凡、坚韧母亲的粗线条勾勒，恰恰见证了一

个平凡母亲的伟大，伟大母亲的平凡。

作者对父亲的情感同样深沉凝重，和许多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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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更多的是对父亲的敬畏与惧怕。在《我的老父亲》一文中，作

者这样概括对父亲的情感，“父亲这本书，我每每打开，又悄然合上”，

这恰恰是击中众多为人子女心灵的一句话，不知会让多少做儿女的读

者神伤，表现出了大多数中国传统家庭中子女对父亲“敬而有珍”的

多味情感。作者在对父亲老年生活的粗朴书写中，表现出的那种担忧

与竭力回报，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作者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孝和更

醒人的文学力量。

樊先生散文的另一大类，则体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他虽生长在

农村，但经多见广，阅历丰富，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随后参军学医、

当民办老师、在县乡基层工作、受聘兼职服务于企业，现又从事社科

研究工作，一路走来，风尘仆仆。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干什么

都极其倾情、用力很深，力求对得起组织的关怀、同事的信任和自己

所领的薪酬，从不亏待岗位，且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祖国、家乡、工作

的热爱与关心思考。

《风生水起话发展》《应邀参会》《没有想到》等文章中，一旦

写到与家乡发展有关的话题时，樊先生似乎就有收不住的思绪，不觉

间写出很多具体的专业思考与对策，虽对散文的主题凸显作用不大，

但更见作者深厚的情感倾注，让人读后别有一份感动。

为国为民为家乡，传达积极的正能量，是樊先生这类散文的重要

品质之一。《我为英雄背书》体现出作者切己体察的可贵声音，不同

于网络上那些绝尘悬空而论的多责之调。“我以为，只要是一个有责

任与担当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反思，当我们身处危险时刻，你会怎

么做？是先想自己、躲避灾难，还是奋不顾身、迎难而上？‘8.12’

这些葬身火海的消防队员给出了答案。而在这个当口，任何人都没有

理由去质疑这些英雄们做得对不对、值不值。作为一名有良心的中国

人，此时此刻决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妄评他人。”“作为一级

负责任的人民政府，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麻痹大意，必须从此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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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中吸取血的教训，除了敢于直面发生的各种灾难、把真相告诉大家外，

更需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样的剀切之语，是

真正有感情有温度的理性之声，也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声音。同样的声音，

在《玉树·玉桥》一文中也可以见到，“智慧的人们啊，下下决心吧，

多一点对灾难的认识，多一点对灾难的研究，别再让人类宝贵的生命

和财产随灾难而去。”

特别是作者在家中收看电视转播的九月三日阅兵仪式而行军礼的

举动，令我印象深刻，也令我肃然起敬，其家国情怀、忠义之性并没

有随环境变化而不为。正如樊先生在《难忘九三》结尾处坦言“要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的持久

和平贡献绵薄之力，”令人叹喟，值得称赞。作者的家国情怀之浓烈，

在《我的家族纪事》中对晚辈们的希冀竟也是“奋发有为，报效祖国”。

细品樊先生的文章，强烈的感受是他没有一般文人、知识分子对疾

苦、困难的肆意渲染，而是积极处论积极，责问处说责问，泾渭分明，

情真意切，情出于心，体现出更多的理性担当与负责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樊先生是一个非常用心、情深义重的人。以有所作为的工作，取

得了丰厚的收获；以勤奋扎实的努力，获得了满满的真情感悟。其散

文中“艰难的生活，让岁月走得很慢”“世间没人不想借青春撒个欢，

留下咚咚足音”等句子，不时地勾起我的思绪，或点燃我。

总之，在和樊先生的交往中，在细读他的散文中，在感受他朴素

与真情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做人与作文的统一，此之难得，为我所珍，

故由心而发，写下如上文字。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曾获宁夏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等奖项。在《文艺评论》《作品与争鸣》《宁夏社会科学》《宁

夏大学学报》《短篇小说》《星星诗刊》《朔方》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

散文、诗歌、小说类文字 50 余万，出版诗集《背负闲云》、文学评论《精

神诗意的唯美表达》，与人合著《新时期宁夏小说评论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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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

打我记事起，母亲的勤劳、节俭、贤惠和对我们无私的关爱，就

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们一直酝酿着写一篇赞美母亲的文

章，让她老人家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一看她在儿子们心目中的地位和

影响，让更多的人知道母亲的贤淑、豁达、慈祥，直到母亲溘然去世

也未能如愿。我们自责、我们痛心、我们泣血……

一转眼，母亲仙逝已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想

念着母亲，工作、学习、生活，也许某件不起眼的小事都会引起我们

对母亲深深的怀念。母亲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常常萦绕在脑中，尤

其是逢年过节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只要谁念叨起母亲总是个个泪水涟

涟，心里总觉得母亲给我们的太多太多，而我们还未懂得如何孝敬母

亲、赡养母亲，她老人家就已经离开了我们。

母亲作为她那一代人的代表，和千千万万个农村妇女一样，都经

受了时代变迁所带来的酸甜苦辣，只不过她比其他人承受的苦难和辛

酸更多一些、命运更悲惨一些。但是，母亲为了家、为了我们和对新

社会的热爱，她凭着坚强的意志和韧劲，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和

苦难生活的压力，硬是撑过来了。在她的身上有着一般人不具备的善

良品质和人格魅力。正是这种品格和魅力，才受到了邻里和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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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为我们后来人树立了榜样。今天，我们事业有成，

与母亲的榜样和言传身教是密不可分的。

这些年来，每当提及母亲，我都眼圈湿润、泪水不断，难掩思母

情愫，一直思谋着以妈妈为原型，写一首能够表达普天下儿女心声的

歌：《怀念妈妈》。如今，歌词算是初步完成了，但仍觉余心未尽，

还没有把妈妈对子女的知冷知热、尽心关爱和无私奉献等真实情怀写

出来，我想今天把这首歌词告诉大家，请我们一道来充实完善，赞美

歌唱伟大的妈妈。

妈妈、妈妈，亲爱的妈妈。

是你扶我蹒跚学步，

是你观我时刻变化，

是你教我明白事理，

家园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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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把我时常牵挂。

啊！妈妈，你含辛茹苦养育我，

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儿女献给家。

妈妈、妈妈，亲爱的妈妈。

永难忘，你轻轻唤儿乳名声，

永难忘，我至亲至爱的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慈祥的妈妈。

我有困难你操心，

我患疾病你劳心，

我受委屈你担心，

我处逆境你揪心。

啊！妈妈，你省吃俭用皆为我，

即使生命临终依然教我别伤心。

妈妈、妈妈，慈祥的妈妈。

永不忘，你从未变的叮嘱话，

永不忘，我至慈至祥的妈妈、妈妈。

回想母亲的一生，苦难比幸福多，饥饿比温饱多，忘我比自我多，

尤为勤劳朴实，饱尝了人间艰辛，大体可以概括为“三多三少”，即：

苦难多、享受少；操劳多、清闲少；忘我多、回报少。

母亲生于一九三五年，六岁失去双亲，与大姨、舅舅相依为命，

在舅爷家长大。忆起这段往事，母亲在世时，常常是一边诉说一边眼

含泪花，辛酸的童年和后来艰辛的生活伴随了她的一生。嫁给父亲这

位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后，不但没有享福，反而辗转陕西、河南等地。

生下我们无人照料，还得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回到老家下范村已是骨

瘦如柴，每次犯病连“水火”都不能自理，等待着死亡。而母亲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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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下自己的亲生骨肉，是人间亲情让她坚持活了下来。我们的印象中，

母亲经常病病怏怏的。因此在我们长大成人甚至工作了领有一份薪水

后也没有重视母亲的身体状况。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农历腊月

二十七日）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母亲，在给我们准备好春节年货后，因

脑溢血倒下了。这一年我因工作忙没有回家看母亲一次，成为我终生

的遗憾。母亲走了，母亲就这样走了，她怕连累我们什么遗言也没有

留下，就连去世后送埋、扶三的日子都好像是计算过了。

记得小时候，家里穷，村上穷，母亲常常为我们弟兄五人的吃饭、

穿衣作难犯愁。煤油灯下，不知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母亲纳鞋底、缝

衣衫、搓玉米、炕杂粮，为的是让我们吃饱穿暖。夏天放学后的一碗

凉开水，冬天回到家的一碗热玉米面削片，处处倾注着母亲对我们的

尽心操劳。三弟小时候饿怕了，不知饥饱，为此愁坏了母亲，她想呀想，

终于有了办法，用麦麸做馍馍让三弟吃，以防积食；四弟小时爱生病，

时常晚上发高烧、拉肚子，天再黑、路再滑，母亲也要抱他到三里路

以外的闫庙村去看病；五弟最小，母亲更是关爱有加，生怕伤风感冒，

长不大、学不好，真是一个儿子一条心，个个连着母亲心。二弟性格

内向，老大不小夹在中间，母亲最为担心，怕跟上别人学坏；数我最

大，也不能让母亲省心，高中毕业回乡被生产队选为副队长，每次上

工总让母亲带头走。母亲开玩笑说：“你这副队长光给我一人当。”

在我当副队长的这一年，母亲总是提前上工，最后一个下工，也从不

让我给她安排一个轻活。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傻，母亲身体不好人人皆

知，为什么还要她替我分忧起表率作用呢？可她连吭一声都没有。妈！

儿子对不起您啊！

一九七六年，是我们家最难忘的一年。唐山大地震，周恩来总理、

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春节时，全家六口人，分了三两

胡麻油，每个劳动力每天收入不足三毛钱。一年的生产队长把我当怕

了，年底征兵开始后，我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报名参军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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