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說《三山凹》的故事發生在豫西南一個名叫
「三山凹」 的小山村。從1950年代起，農民柳大林
、張寶山、侯子耀三人在改革大潮中不同的成長經
歷、不同的人生追求、不同的命運拚搏，延伸至三
個家庭及新一代孩子們張革兒、侯友友、柳鷺的成
長過程，勾勒了在改革大潮下、在脫貧致富奔小康
的過程中，幾代鄉村人成長、追求、奮鬥的映像志
，折射出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下，普通人物命運的糾
葛、轉折與變化。

小說中，柳大林、張寶山、白娃是喝過雞血酒
的 「髮小」 （指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他們以自
己的方式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柳大林通過奮發
讀書走上政治仕途，成為家鄉的父母官，為家鄉經
濟發展創造良好營商環境；張寶山求學失利，留在
家鄉成為三山凹的村支書；白娃無心求學，便早早
走上經商之路，成為當地商業 「大咖」 。他們不為
生活現狀所桎梏，緊抓深圳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機
遇，勇立潮頭，成為時代的 「弄潮兒」 。

緊抓改革開放新機遇
黃花琴、王春寶、白娃、張革兒等先後到達深

圳發展，黃花琴銷售護膚品結識華僑商人杜麗莎，
引 「鳳」 入巢，帶動家鄉服裝行業發展；王春寶在
建築行業謀得財富，返鄉創業發展家鄉旅遊業；張

革兒緊跟潮流成為電商創業者，讓三山凹粉條在深
圳暢銷；柳大林到深圳招商中，大多數是豐和縣在
深圳務工人員或者在深圳經商的小老闆。他們為深
圳經濟特區發展貢獻了力量，也為自身發展、家鄉
致富輸入寶貴資源，讓深圳的經濟基因深入到中原
，為農村改革注入動力。

由此通過改革開放初期南下 「務工潮」 大背景
下，呈現了改革前沿深圳的輻射帶動，讓一個千里
之外的小鄉村與改革開放的前沿有了千絲萬縷的聯
繫，使一個小鄉村融入了時代脈搏，這正是中國農
村在改革開放大潮下的一個縮影。

鄭州大學文學院評論家劉宏志說，改革開放以
來，中國以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震驚了世界，也成
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經歷的中國發展是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中不可迴避的重要一環，《三山凹》
正是出於時代記錄者的敏感，而呈現出的一部用小
說講述中國獨特的改革故事的重要作品。

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設立，1992年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隨之而到的 「務工潮」 、精準
扶貧、鄉村振興等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坐標中刻下印
記，《三山凹》便以時間為線索，不僅寫到改革開

放、農村脫貧致富奔小康，也寫到親情愛情、倫理
道德、鄉愁鄉情，成為20世紀50年代那一代人的重
要回憶。李天岑說，這本書搭建了時光隧道，讀完
如同穿越了近半個世紀，並在書中找到自己過去的
影子和經歷，看到熟悉的面孔，以及自己所經歷大
千世界中的萬千氣象。

「我的創作激情一直都在」
李天岑是1949年出生，小說中也塑造了柳大林

、張寶山、白娃、黃花琴等同時期的人物角色，講
述那個年代的生活。柳大林未婚妻黃花琴在娶親路
上和白娃私奔；寶山因惱恨黃花琴將其伴娘黃新月
（黃花琴的姐姐）關起來，卻成他的妻子；柳大林
為官清廉，卻遭到舅舅以及村民的抱怨……這些情
節以細膩的筆觸與幽默通俗的語言，為讀者勾勒了
一幅活靈活現的畫面，生動有趣，貼近生活，也淋
漓盡致地展現了中國農村改革進程中的社群關係與
質樸的村風民情。

李天岑曾被稱為「書記作家」，熱愛創作的他因
文筆出眾、工作出色，由一名農村青年、基層幹部
、機關幹部逐步走上重要領導崗位。他並未因為工
作放棄自己的創作愛好，反而留心搜集創作素材。
他說： 「多年的工作並沒有消減我的創作熱情，反
而積累了大量鮮活素材，我的創作激情一直都在。」

李天岑的經歷具有傳奇色彩，這使得他作品中
的人物形象飽滿，作品架構恢弘，兼得了 「魚和熊
掌」 ，《三山凹》創作歷程便是很好的證明。據了
解，李天岑從2017年國慶節開始動筆，到2020年
國慶節小說《三山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在
創作過程中，他曾多次到深圳採風，尋找深圳改革
進程中的歷史印跡與創作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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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凹》
譜鄉村改革變奏曲

庚子金秋，適逢深圳經濟特區成
立40周年之際，著名作家、河南省第
五屆作家協會副主席李天岑推出了50
萬字長篇小說《三山凹》，此書得到
文壇名家吳義勤、邱華棟、施戰軍、
何向陽、周大新、李佩甫聯袂推薦，
被稱為是一部新中國改革大潮下中國
鄉村發展的時代縮影。

李天岑新作記錄時代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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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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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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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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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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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的
是
土
坯
壘
的
土
牆
草
房
和
瓦
屋
，
建
房
子
的
最

主
要
準
備
是
打
土
坯
；
穿
的
最
好
的
衣
料
是
家
織
土
布
和
黑
灰
兩
色
的
平
紋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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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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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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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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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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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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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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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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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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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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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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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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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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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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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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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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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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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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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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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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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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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水
澆
自
己
的
地
，
這

種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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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的
鄉
間
，
通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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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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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武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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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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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柳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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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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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水
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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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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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三
山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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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幹
部
的
能
力

和
魄
力
。
現
實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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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的
創
作
者
，
在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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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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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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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擇
，
因
為
場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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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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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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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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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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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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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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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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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場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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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他
的
高
明
之
處
。

作
者
在
描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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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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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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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畫
家
重
視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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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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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等

視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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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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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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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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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部
作
品
在
文
字
操
作
上
具
有

兩
個
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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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是
樸
拙
。
不
論
是
敘
述
還
是
對
話
，
作
者
都
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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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用
華

麗
的
形
容
詞
去
修
飾
，
用
的
全
是
普
通
的
很
常
見
的
日
常
生
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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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沒
有

使
用
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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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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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去
有
一
種
很
強
的
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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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
另
一
個
就
是
大
量
大
膽
地
使

用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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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說
裏
的
男
人
和
女
人
，
在
對
話
時
基
本
上
用
的
都
是
南
陽
方
言
，

其
中
很
多
方
言
的
流
行
範
圍
，
就
在
南
陽
周
邊
，
流
行
半
徑
可
能
超
不
過
三
百

里
。
這
些
方
言
固
然
增
加
了
外
地
讀
者
的
理
解
難
度
，
但
南
陽
人
和
河
南
人
讀

起
來
，
卻
特
別
感
到
親
切
。
我
想
，
對
本
書
感
興
趣
的
外
地
讀
者
，
只
要
稍
加

琢
磨
，
也
是
不
難
理
解
的
。
文
字
的
使
用
法
子
，
牽
涉
到
作
家
的
寫
作
風
格
，

讀
這
本
書
能
看
出
作
者
在
有
意
追
求
自
己
獨
特
的
書
寫
風
格
，
這
一
點
值
得
稱

讚
。

（
本
文
作
者
為
茅
盾
文
學
獎
得
主
、
著
名
作
家
。
文
中
小
題
為
編
者
加
） 周大新

鄉
村
變
革
的
長
幅
畫
卷

—
—
讀
長
篇
小
說《
三
山
凹
》

李天岑，河南鎮平人
，南陽市作協名譽主席，
1979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
說《多餘的介紹》後，陸

續發表短篇、中篇、長篇小說及報告
文學近400萬字。並出版中短篇小說集
《找不回的感覺》，長篇小說《人精
》《人道》《人倫》《平安夜的玫瑰
花》等。其 「人」 字系列 「三部曲」
受評論界的關注。《人精》《人道》
先後被改編為電視劇，其中根據《人
精》改編的《小鼓大戲》在中央電視
台及其他多台播出。

作家
簡介

▶深圳40年巨變——從
小漁村到繁華大都市

▲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
區，深圳一直被看作是中
國改革開放的窗口

▼簽名售書現場
受訪者供圖

▲李天岑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
大公報記者馮雷攝











































▶李天岑著《三
山凹》，作家出
版社

▲李天岑的 「人」 字系列 「三部曲」 受
評論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