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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重新发现与定义贵州

———“美猴王” 何建明贵州贵阳“取经” 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 � � 行走四十年，历经七次生死、撰述作品

六十余部。 至今 ,何建明先生仍保持着强烈

的“表达欲” 和“现实关怀” 。支撑他的动力

是“双重认同” ：一是对家国的情感认同，得

以始终站在社会的最前沿，感受时代发展的

脉搏；二是对作家身份的价值认同，不认同

“一方面漠视生活，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很有

限，一方面沉溺于过去与西方” 的写作。

“双重认同” 使得何建明虽多次遭遇生

死磨难，但他犹如一名文坛战士，是战士便

永远在冲锋的状态。其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

历程， 开创了 “国家叙述”“民生切入” 和

“地方书写” 相融汇的先河，为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进行了十分可贵和有益的实践与探

索， 直接推动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与时俱

进， 具有中国报告文学的特色和当代色彩。

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是一种用文学艺术形式

记叙的新闻报告， 它或有深刻的思想性，或

有直白的原生态式的记录性，但无论何种形

态，报告文学必须是文学的、现实的和经得

起历史检验的。

何建明的 “黔地六书” ， 从个人情感出

发，是以文学的名义与贵州再次相逢；从文学

价值出发， 是用文学的方式对贵州贵阳进行

新的发现与定义。 两者的共同点，是黔地对一

名创作者的创作冲动。 何建明在贵州行走多

年，感受最深的是黔人介于“山民” 与“山

神” 之间的品格：“黔山赋予了黔人大山一样

的骨骼，是具有生命感的‘山民’ ；黔地‘山

民’ 在艰苦的环境中，赋予荒山僻远以生命，

是具有自然力的‘山神’ 。 ” 面对这样的人，何

建明说他感受到了 “超越自我的活泼泼的生

命力，人立于天地之间的磅礴精神之力” 。

同时， 何建明也认为贵州不缺题材，缺

的是好的艺术实践。 究其原因，“一方面，本

土作家没能超出地域性；外界作家投入的感

情不够” 。 怎样讲好贵州故事，他提出了要

点：用外界人的视角、全世界的视野审视贵

州，找到独特价值，用适用于贵州这片土地

的文学手段进行表达。他自己有一个创作冲

动：对贵州某一座山上某个少数民族，进行

原生态书写。

对很多作家而言，写作是在“邮票” 大

小的地方，深挖一口井。 期待作家与地方能

够实现相互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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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作家的相互成全

何建明在息烽采风。

在线

作家

何建明。

《炼狱》书封。

� � � � 在行走四十多年、历经七次生死、撰述六

十余部作品之后，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先生

手持新作《炼狱》一书说，“我在贵州贵阳找

到了创作的兴奋感与敬畏感” 。 说这句话时，

他的双目流溢着庄重的神采。

这一神情，犹如历尽磨难取得真经的“美

猴王” 孙悟空———何建明的微信名就叫“美

猴王” 。不同的是，何建明想取的“真经” 并不

在他方，而在脚下的土地上：这山、这水、这

人、这事。

四十多年来，他从书写石油会战、三峡移

民、港珠澳大桥建设、抗击非典、汶川地震、利

比亚撤侨、天津大爆炸等国家大事要事，到对

南京大屠杀、红岩故事、雨花台烈士、上海中

共地下党等等现实和历史的重大题材中挖掘

与书写，推出了钱学森、梁雨润、白方礼、吴仁

宝、王淦昌、黄大发等闪耀中国榜样的时代楷

模。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以“国家叙述”

“民生切入” 和“地方书写” 为特质，被文学

界定义为“何建明现象” 和“何建明写作” 。

他因此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界获奖最多的作

家：三获鲁迅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还有大大小小

许多奖项。

《炼狱》是何建明在贵州贵阳最新取得

的“真经” 。“在我看来，共产党人在息烽集中

营的故事，是红岩精神的前奏。” 为此，他提炼

出了“炼狱精神” ：“炼狱，是革命者最彻底、

最纯粹和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它甚至比生命

本身更伟大、更可贵” ，并作了阐述：“因为相

较战场上或刑场上吃一颗子弹而死去， 在黑

洞洞的牢房里十年八年、 坐穿牢底而依然不

改信仰和意志是极难极难的， 就像是普通人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的

道理一样。 ”

何建明说，共产党人“炼狱精神” 的纯度

之高， 需要他在写作中保持高纯度的投入和

情感， 才能贴近那些高尚的灵魂，“写 《炼

狱》，实则也是在‘炼’ 我自己。 ” 最终成文的

《炼狱》， 是对革命者灵魂与信仰的赞歌、忠

诚与绝对忠诚的探源。

算下来，《炼狱》 是何建明状写黔山黔

水、黔人黔事的第五部著作。近些年来，他的

身影时常出现在黔地的高山与峡谷间：一副

无框眼镜，一头向后梳拢的头发，一件普通

的黑色或蓝色夹克， 一个装着纸和笔的背

包。 一段时间过后，一部部作品随之走出黔

山：2017 年的《山神》，塑造了“全国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 获得者黄大发“当代愚公” 的

形象；2018 年的《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

精准扶贫纪实》， 是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啃硬骨头“战役” 细节的揭示，总结

出无私奉献、济贫拔苦、勇于担当、善于创新

的新时代“中国精神” ；2021 年的《少年英

烈袁咨桐》， 首次呈现了贵州习水籍 16 岁

革命烈士袁咨桐如烟花般炫目而短暂的一

生；2023 年的 《茅台———光荣与梦想》，通

过讲好“茅台故事” 、凝练“茅台精神” ，揭

示了“茅台” 这一中国著名民族品牌的现实

意义。

评论界说， 何建明以他独有的 “国家叙

述”“民生切入”“地方书写” 等多般文学

“武艺” ， 对贵州贵阳予以重新的发现与定

义。 而他却说，“我只是以文学的名义， 与贵

州再次相逢。 ”

黔地六书

从头“发现” 贵州

何建明说，他的报告文学之路，是从贵州

出发的。

1977 年，何建明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在

部队里，他是新闻干事，又热爱文学。 受徐迟

《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他常常觉得新闻已

经不能满足他的表达欲。 有一次，他获悉所在

部队驻遵义某部一名技术人员赵庆龙的事

迹，特地前往遵义进行新闻采写。 新闻写完发

表，他感觉意犹未尽，于是有了报告文学作品

《腾飞吧，苍龙》。这是何建明的第一篇“成名

作” ，时间是 1980 年，在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

之际被评为 “建国以来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之一。

随后， 何建明入京， 先后出任 《中国作

家》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

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等职，但“军

人出身” 的“报告文学作家” 身份，是永不褪

色的底色存在。

何建明 “以文学的名义与贵州再次相

逢” ， 时间是 2017 年夏天。 他先是在手机上

看到了一篇“豆腐块” 文章，主人公是用 32

年时间， 带领乡亲们在千米高的悬崖上开凿

“天渠” 、引水致富的 82 岁老支书黄大发，地

点在遵义草王坝村。

“那时，黄大发除了在贵州被评为‘优秀

党员’ 外，其他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 ” 何建

明决定前去寻找这位“当代愚公” ，且在寻访

中三上命悬一线的“天渠” ，把生命托付给这

位 82 岁的老人。 “我说过一句比较绝对的

话：以前所有的人和事都可以不写，但这个人

不能不写。 ” 何建明说，“我甚至觉得他本身

就是一个神话。” 2017 年 11 月 17 日，他笔下

的主人公黄大发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在大山住久了的人，一定会相信山神的

存在。 山神具有超凡的力量，那力量来自大山

不可逆行的意志与信仰， 那是大山的精气与

灵魂。 山神， 就是大山的精气与灵魂的融合

体。 ” 何建明说，黄大发不仅是“当代愚公” ，

还是一名“山神” 。 他写黄大发的报告文学，

即以“山神” 为书名。

2018 年， 何建明延续了 “贵州脱贫攻

坚” 的故事。 不同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由

黄大发“一个人” 变成了“一群人” ，地点转

移到了贵州毕节。 他四赴毕节，通过大量实

地走访和调研，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呈现了毕

节扶贫前线一桩桩生动的事例、一个个鲜活

的人物。 在当代贵州，没有比“脱贫攻坚” 这

四个字出现的频率更高、更催人奋进与令人

自豪了。 “脱贫” 是多少代贵州人的梦想，

“攻坚” 又是几千万贵州人的拼搏。 从曾经

是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变为减贫人数最多

的省份，贵州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 ，在后

发赶超的步伐中，以“一个都不能少” 的铮

铮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铁血壮志，一

次次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次次谱写辉煌篇

章，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改写

了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

银” 的旧印象，重塑的是“百姓富、生态美”

的新形象。 《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

扶贫纪实》一书，折射的恰是贵州脱贫攻坚

带来的“千年之变” 。

2021 年，何建明“发现” 了上世纪三十年

代的贵州少年英烈袁咨桐。 袁咨桐出生于中

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习水县土城， 父亲是

位开明而富有远见的地主， 将三个儿子送到

贵阳的教育家黄齐生家学习。 袁咨桐不久便

随黄齐生闯荡上海，后来到南京安家，进入了

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 信仰共产

主义思想，1930 年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于南京

雨花台，年仅 16 岁，为雨花台烈士中年龄最

小者。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牺牲的革命者难以

数计。 十几岁的少年英烈在历史上极其稀

少， 何建明前后三次去过袁咨桐的家乡，发

现即使回到主人公的家乡，由于少小离家投

入革命，生命又如此短暂，与他相识的乡邻

亦是稀有。 何建明只能在与少年英雄共同

被捕就义的共产党员所留下的只言片语里，

分辨出他们依稀的影子、 相互印证的痕迹，

用有限的素材， 架构恢复当时的历史场景。

何建明想尽可能多地把留下名字和没有留

下真实姓名的牺牲者，全部融入他的文学叙

述中。

赤水河流经习水，流向茅台。 2022 年，何

建明又将目光投向了茅台镇。 凌晨四点，他看

到了一条绯红色的 “光带” ———由一辆辆奔

波往返于仁怀市区和茅台镇之间的车连缀而

成，如同城市的脉动。 他说，这样的脉动，在北

京、上海、深圳寻常可见，而在西南群山间的

河谷里遇见令人惊奇。

这“光带” 自带酒香，从不饮酒的何建明

走进了“一瓶茅台酒，半部国企史” 的茅台酒

厂。 他去了茅台的“第一车间” ———红缨子高

粱基地，和农民们席地而坐；去了第二车间，

在角落里的茅台档案室查找档案； 看踩曲女

工挥汗如雨， 听满头白发的季克良先生讲述

大自然的神奇……“在我看来，茅台之所以有

味道， 其根本的原因是茅台人精神世界的纯

洁度、 劳动意识的高尚度和科学思想的准确

度上。 ” 何建明发现，茅台精神里有中华民族

优秀和宝贵的品质，那就是追求完美、追求严

谨、追求细腻、追求天人合一的信仰，他们把

一丝不苟的劳动作为创造人间最美好的唯一

途径而从不马马虎虎。在《茅台———光荣与梦

想》一书中，他呈现了一部从来没有完整呈现

的真正的“茅台” ，它既是物质的茅台，更是

精神的茅台。

“贵州许多的人与事，就像陈酿的老酒，

那些复杂、细腻的滋味在岁月中静默变化，一

旦开封，顿见生命的光华。 ” 何建明说。

接下来，他要重新“发现” 贵州的红色精

神资源了。

四进息烽

重新打造贵州红色品牌

百年党史，长征最难。 通常认为，红军长

征时间最长、空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

省份是贵州：全省 9 个市（州）88 个县市区

中有 60 多个留下红军活动的足迹， 在贵州

留下长征不可移动文物 753 处；红军在贵州

建立了三个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黔北

革命根据地、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组织

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又经中央批准成立

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先后有约 2 万名

贵州各族子弟参加红军队伍， 使贵州有了

“本土红军” 。

因此 ，红军长征被视为贵州最大的红

色精神资源 。 以遵义会议纪念园 、四渡赤

水集中展示带 、红色旅游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贵州重点建设区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旅游景点 ，以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大型

情景交响合唱《遵义会议组歌》为代表的

红色文艺作品，让这片红色故土焕发勃勃

生机 。

二万五千里， 这是红军长征的里程数。

如果将红军长征的行程在中国地图上标划

出来，会发现这是一条曲折向西艰难而悲壮

的行军路线，作家魏巍称之为“地球的红飘

带” ；如果仔细观察这条“红飘带” ，会发现

它在贵州最为纵横交织、百转千回，像一团

“乱麻” 在赤水河两岸绕来绕去，然后向南

再次越过乌江进入息烽县，这才理出个头绪

来。 于是又有了一个更为形象的象征：“红

飘带” 围绕赤水河进行精心的编织，最后南

跨乌江在息烽县收束，形成一个漂亮的“中

国结” 。

何建明关注的，是“红飘带” 收束为“中

国结” 的所在地———息烽。

息烽位于贵州中部的乌江南岸 ， 是省

会贵阳的北大门， 地处要冲， 历来兵家必

争，战火不断。 明朝末年，为平息乌江西岸

水西土司安氏之乱， 朝廷驻兵县境， 修筑

城池。 战乱平息之后， 崇祯皇帝便下诏更

改地名为息烽，寓“平息烽火” 之意。 1935

年， 一支头戴红五星的远征部队为摆脱敌

人的重兵围堵， 四渡赤水之后， 突然南渡

乌江来到息烽 ， 创造了一个红色战争神

话。 因此， 息烽这片土地又笼上了一层红

色的政治光晕 。 1938 年，国民政府以“爱

国” 和“抗战” 名义，在息烽县的阳朗坝和

玄天洞设立秘密监狱。 黑暗的人间活地狱

上演了一出出惨剧， 血雨腥风， 吹打得苦

难岁月里的息烽暗无天日。 后来， 从这片

血雨浇灌的土地上诞生了一部著名的小说

《红岩》， 同时也成就了那部家喻户晓的

电影《烈火中永生》。

2011 年建党九十周年， 何建明开始写作

“红色三部曲” 的第一部《忠诚与背叛———告

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正如书名副标题所揭

示的，他通过大量新解密的史料及历史细节，

对幸存下来的革命者及其后代进行采访，“重

写红岩” ，阐释“忠诚与背叛” 的宏大命题。写

作过程中他意识到，“小说《红岩》的人物角

色除江姐、双枪老太婆之外，人物原型有八成

来自息烽集中营。 ”

息烽集中营，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

特务机关设立的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

进步人士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等级最高的

一所秘密监狱，与重庆白公馆、江西上饶集

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三大集中

营。 从 1938 年 11 月建立到 1946 年 7 月迁

往重庆， 近 8 年时间里先后关押共产党人、

进步人士 1200 余人， 屠杀和折磨致死 600

多人，400 多人下落不明。 杨虎城、 黄显声、

许晓轩、“小萝卜头” 宋振中、韩子栋等烈士

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张露萍等七位烈士在此

被关押并遇害。 息烽集中营的历史，是中国

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坚持真理、 坚定信念、

顽强抗争、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

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 围绕息烽集中营红色题材，贵

阳市委宣传部从影视、 文学、 舞蹈等多角

度、多领域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挖掘，先后推

出了沉浸式情景剧 《息烽·息烽》、 电视剧

《烽火不熄》、 小说 《血献厚土》 等作品；

2022 年， 又委托何建明前来挖掘创作，同

时申报成为 2022 年度贵州省文艺精品扶

持项目。

“如果没有息烽集中营，红岩故事和红岩

精神是残缺的、远远不够的。 在我看来，息烽

集中营的故事，是红岩精神的前奏。 ” 何建明

说。 他先后四次到息烽进行采访创作、采风调

研，历经一年完成书稿，书名为《炼狱》。 他

说，他是以“红色三部曲” 第四部的心态来创

作的。

《炼狱》完整揭示了息烽集中营的真实

面貌。 作品还用影视的视角、戏剧手法，将息

烽集中营架构为一个大的时空舞台， 以幸存

共产党人韩子栋的视角， 还原息烽集中营的

前世今生，并运用从北京、南京、贵州、重庆发

现的新材料、新视角，串联起杨虎城、黄显声、

“小萝卜头” 等烈士完整的生命轨迹，着重捕

捉历史的“微表情” 。

“作品在《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红岩》所探讨的命题‘忠诚与背叛’

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忠诚和绝对忠诚’ 进

行了探源。 因为在我看来，息烽集中营里的

共产党人所受的折磨与苦难，是其他监狱甚

至战场上都没有的那种非皮肉和生命的考

验，它是对灵魂、信仰和人性最彻底的考验，

也就是我们说的‘软刀子’ 考验。 这种考验

是敌人对共产党人使出的慢性毒化方式，它

考验的是人的灵魂、心灵、信仰与意志。 息烽

集中营的革命者在‘软刀子’ 考验下，展示

了斗争的艺术和‘炼狱精神’ 。‘炼狱精神’

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精神境界，更是人类的

精神境界。 ” 何建明说。

何建明认为，以文学方式来讲述党史，可

以让原本已经遥远的历史故事重新鲜活起

来， 更有利于党员干部和青年群众了解党的

革命历史，理解党的初心，理解什么是对党忠

诚。 他力图把息烽集中营这段革命故事、英雄

事迹更好地挖掘好、展现好，成为修好共产党

人“心学” 的强大力量。

� � � � 在行走四十多年、历经七次生死、撰述六

十余部作品之后，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先生

手持新作《炼狱》一书说，“我在贵州贵阳找

到了创作的兴奋感与敬畏感” 。 说这句话时，

他的双目流溢着庄重的神采。

这一神情，犹如历尽磨难取得真经的“美

猴王” 孙悟空———何建明的微信名就叫“美

猴王” 。不同的是，何建明想取的“真经” 并不

在他方，而在脚下的土地上：这山、这水、这

人、这事。

四十多年来，他从书写石油会战、三峡移

民、港珠澳大桥建设、抗击非典、汶川地震、利

比亚撤侨、天津大爆炸等国家大事要事，到对

南京大屠杀、红岩故事、雨花台烈士、上海中

共地下党等等现实和历史的重大题材中挖掘

与书写，推出了钱学森、梁雨润、白方礼、吴仁

宝、王淦昌、黄大发等闪耀中国榜样的时代楷

模。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以“国家叙述”

“民生切入” 和“地方书写” 为特质，被文学

界定义为“何建明现象” 和“何建明写作” 。

他因此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界获奖最多的作

家：三获鲁迅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还有大大小小

许多奖项。

《炼狱》是何建明在贵州贵阳最新取得

的“真经” 。“在我看来，共产党人在息烽集中

营的故事，是红岩精神的前奏。” 为此，他提炼

出了“炼狱精神” ：“炼狱，是革命者最彻底、

最纯粹和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它甚至比生命

本身更伟大、更可贵” ，并作了阐述：“因为相

较战场上或刑场上吃一颗子弹而死去， 在黑

洞洞的牢房里十年八年、 坐穿牢底而依然不

改信仰和意志是极难极难的， 就像是普通人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的

道理一样。 ”

何建明说，共产党人“炼狱精神” 的纯度

之高， 需要他在写作中保持高纯度的投入和

情感， 才能贴近那些高尚的灵魂，“写 《炼

狱》，实则也是在‘炼’ 我自己。 ” 最终成文的

《炼狱》， 是对革命者灵魂与信仰的赞歌、忠

诚与绝对忠诚的探源。

算下来，《炼狱》 是何建明状写黔山黔

水、黔人黔事的第五部著作。近些年来，他的

身影时常出现在黔地的高山与峡谷间：一副

无框眼镜，一头向后梳拢的头发，一件普通

的黑色或蓝色夹克， 一个装着纸和笔的背

包。 一段时间过后，一部部作品随之走出黔

山：2017 年的《山神》，塑造了“全国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 获得者黄大发“当代愚公” 的

形象；2018 年的《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

精准扶贫纪实》， 是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啃硬骨头“战役” 细节的揭示，总结

出无私奉献、济贫拔苦、勇于担当、善于创新

的新时代“中国精神” ；2021 年的《少年英

烈袁咨桐》， 首次呈现了贵州习水籍 16 岁

革命烈士袁咨桐如烟花般炫目而短暂的一

生；2023 年的 《茅台———光荣与梦想》，通

过讲好“茅台故事” 、凝练“茅台精神” ，揭

示了“茅台” 这一中国著名民族品牌的现实

意义。

评论界说， 何建明以他独有的 “国家叙

述”“民生切入”“地方书写” 等多般文学

“武艺” ， 对贵州贵阳予以重新的发现与定

义。 而他却说，“我只是以文学的名义， 与贵

州再次相逢。 ”

黔地六书

从头“发现” 贵州

何建明说，他的报告文学之路，是从贵州

出发的。

1977 年，何建明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在

部队里，他是新闻干事，又热爱文学。 受徐迟

《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他常常觉得新闻已

经不能满足他的表达欲。 有一次，他获悉所在

部队驻遵义某部一名技术人员赵庆龙的事

迹，特地前往遵义进行新闻采写。 新闻写完发

表，他感觉意犹未尽，于是有了报告文学作品

《腾飞吧，苍龙》。这是何建明的第一篇“成名

作” ，时间是 1980 年，在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

之际被评为 “建国以来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之一。

随后， 何建明入京， 先后出任 《中国作

家》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

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等职，但“军

人出身” 的“报告文学作家” 身份，是永不褪

色的底色存在。

何建明 “以文学的名义与贵州再次相

逢” ， 时间是 2017 年夏天。 他先是在手机上

看到了一篇“豆腐块” 文章，主人公是用 32

年时间， 带领乡亲们在千米高的悬崖上开凿

“天渠” 、引水致富的 82 岁老支书黄大发，地

点在遵义草王坝村。

“那时，黄大发除了在贵州被评为‘优秀

党员’ 外，其他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 ” 何建

明决定前去寻找这位“当代愚公” ，且在寻访

中三上命悬一线的“天渠” ，把生命托付给这

位 82 岁的老人。 “我说过一句比较绝对的

话：以前所有的人和事都可以不写，但这个人

不能不写。 ” 何建明说，“我甚至觉得他本身

就是一个神话。” 2017 年 11 月 17 日，他笔下

的主人公黄大发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在大山住久了的人，一定会相信山神的

存在。 山神具有超凡的力量，那力量来自大山

不可逆行的意志与信仰， 那是大山的精气与

灵魂。 山神， 就是大山的精气与灵魂的融合

体。 ” 何建明说，黄大发不仅是“当代愚公” ，

还是一名“山神” 。 他写黄大发的报告文学，

即以“山神” 为书名。

2018 年， 何建明延续了 “贵州脱贫攻

坚” 的故事。 不同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由

黄大发“一个人” 变成了“一群人” ，地点转

移到了贵州毕节。 他四赴毕节，通过大量实

地走访和调研，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呈现了毕

节扶贫前线一桩桩生动的事例、一个个鲜活

的人物。 在当代贵州，没有比“脱贫攻坚” 这

四个字出现的频率更高、更催人奋进与令人

自豪了。 “脱贫” 是多少代贵州人的梦想，

“攻坚” 又是几千万贵州人的拼搏。 从曾经

是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变为减贫人数最多

的省份，贵州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 ，在后

发赶超的步伐中，以“一个都不能少” 的铮

铮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铁血壮志，一

次次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次次谱写辉煌篇

章，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改写

了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

银” 的旧印象，重塑的是“百姓富、生态美”

的新形象。 《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

扶贫纪实》一书，折射的恰是贵州脱贫攻坚

带来的“千年之变” 。

2021 年，何建明“发现” 了上世纪三十年

代的贵州少年英烈袁咨桐。 袁咨桐出生于中

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习水县土城， 父亲是

位开明而富有远见的地主， 将三个儿子送到

贵阳的教育家黄齐生家学习。 袁咨桐不久便

随黄齐生闯荡上海，后来到南京安家，进入了

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 信仰共产

主义思想，1930 年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于南京

雨花台，年仅 16 岁，为雨花台烈士中年龄最

小者。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牺牲的革命者难以

数计。 十几岁的少年英烈在历史上极其稀

少， 何建明前后三次去过袁咨桐的家乡，发

现即使回到主人公的家乡，由于少小离家投

入革命，生命又如此短暂，与他相识的乡邻

亦是稀有。 何建明只能在与少年英雄共同

被捕就义的共产党员所留下的只言片语里，

分辨出他们依稀的影子、 相互印证的痕迹，

用有限的素材， 架构恢复当时的历史场景。

何建明想尽可能多地把留下名字和没有留

下真实姓名的牺牲者，全部融入他的文学叙

述中。

赤水河流经习水，流向茅台。 2022 年，何

建明又将目光投向了茅台镇。 凌晨四点，他看

到了一条绯红色的 “光带” ———由一辆辆奔

波往返于仁怀市区和茅台镇之间的车连缀而

成，如同城市的脉动。 他说，这样的脉动，在北

京、上海、深圳寻常可见，而在西南群山间的

河谷里遇见令人惊奇。

这“光带” 自带酒香，从不饮酒的何建明

走进了“一瓶茅台酒，半部国企史” 的茅台酒

厂。 他去了茅台的“第一车间” ———红缨子高

粱基地，和农民们席地而坐；去了第二车间，

在角落里的茅台档案室查找档案； 看踩曲女

工挥汗如雨， 听满头白发的季克良先生讲述

大自然的神奇……“在我看来，茅台之所以有

味道， 其根本的原因是茅台人精神世界的纯

洁度、 劳动意识的高尚度和科学思想的准确

度上。 ” 何建明发现，茅台精神里有中华民族

优秀和宝贵的品质，那就是追求完美、追求严

谨、追求细腻、追求天人合一的信仰，他们把

一丝不苟的劳动作为创造人间最美好的唯一

途径而从不马马虎虎。在《茅台———光荣与梦

想》一书中，他呈现了一部从来没有完整呈现

的真正的“茅台” ，它既是物质的茅台，更是

精神的茅台。

“贵州许多的人与事，就像陈酿的老酒，

那些复杂、细腻的滋味在岁月中静默变化，一

旦开封，顿见生命的光华。 ” 何建明说。

接下来，他要重新“发现” 贵州的红色精

神资源了。

四进息烽

重新打造贵州红色品牌

百年党史，长征最难。 通常认为，红军长

征时间最长、空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

省份是贵州：全省 9 个市（州）88 个县市区

中有 60 多个留下红军活动的足迹， 在贵州

留下长征不可移动文物 753 处；红军在贵州

建立了三个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黔北

革命根据地、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组织

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又经中央批准成立

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先后有约 2 万名

贵州各族子弟参加红军队伍， 使贵州有了

“本土红军” 。

因此 ，红军长征被视为贵州最大的红

色精神资源 。 以遵义会议纪念园 、四渡赤

水集中展示带 、红色旅游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贵州重点建设区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旅游景点 ，以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大型

情景交响合唱《遵义会议组歌》为代表的

红色文艺作品，让这片红色故土焕发勃勃

生机 。

二万五千里， 这是红军长征的里程数。

如果将红军长征的行程在中国地图上标划

出来，会发现这是一条曲折向西艰难而悲壮

的行军路线，作家魏巍称之为“地球的红飘

带” ；如果仔细观察这条“红飘带” ，会发现

它在贵州最为纵横交织、百转千回，像一团

“乱麻” 在赤水河两岸绕来绕去，然后向南

再次越过乌江进入息烽县，这才理出个头绪

来。 于是又有了一个更为形象的象征：“红

飘带” 围绕赤水河进行精心的编织，最后南

跨乌江在息烽县收束，形成一个漂亮的“中

国结” 。

何建明关注的，是“红飘带” 收束为“中

国结” 的所在地———息烽。

息烽位于贵州中部的乌江南岸 ， 是省

会贵阳的北大门， 地处要冲， 历来兵家必

争，战火不断。 明朝末年，为平息乌江西岸

水西土司安氏之乱， 朝廷驻兵县境， 修筑

城池。 战乱平息之后， 崇祯皇帝便下诏更

改地名为息烽，寓“平息烽火” 之意。 1935

年， 一支头戴红五星的远征部队为摆脱敌

人的重兵围堵， 四渡赤水之后， 突然南渡

乌江来到息烽 ， 创造了一个红色战争神

话。 因此， 息烽这片土地又笼上了一层红

色的政治光晕 。 1938 年，国民政府以“爱

国” 和“抗战” 名义，在息烽县的阳朗坝和

玄天洞设立秘密监狱。 黑暗的人间活地狱

上演了一出出惨剧， 血雨腥风， 吹打得苦

难岁月里的息烽暗无天日。 后来， 从这片

血雨浇灌的土地上诞生了一部著名的小说

《红岩》， 同时也成就了那部家喻户晓的

电影《烈火中永生》。

2011 年建党九十周年， 何建明开始写作

“红色三部曲” 的第一部《忠诚与背叛———告

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正如书名副标题所揭

示的，他通过大量新解密的史料及历史细节，

对幸存下来的革命者及其后代进行采访，“重

写红岩” ，阐释“忠诚与背叛” 的宏大命题。写

作过程中他意识到，“小说《红岩》的人物角

色除江姐、双枪老太婆之外，人物原型有八成

来自息烽集中营。 ”

息烽集中营，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

特务机关设立的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

进步人士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等级最高的

一所秘密监狱，与重庆白公馆、江西上饶集

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三大集中

营。 从 1938 年 11 月建立到 1946 年 7 月迁

往重庆， 近 8 年时间里先后关押共产党人、

进步人士 1200 余人， 屠杀和折磨致死 600

多人，400 多人下落不明。 杨虎城、 黄显声、

许晓轩、“小萝卜头” 宋振中、韩子栋等烈士

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张露萍等七位烈士在此

被关押并遇害。 息烽集中营的历史，是中国

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坚持真理、 坚定信念、

顽强抗争、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

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 围绕息烽集中营红色题材，贵

阳市委宣传部从影视、 文学、 舞蹈等多角

度、多领域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挖掘，先后推

出了沉浸式情景剧 《息烽·息烽》、 电视剧

《烽火不熄》、 小说 《血献厚土》 等作品；

2022 年， 又委托何建明前来挖掘创作，同

时申报成为 2022 年度贵州省文艺精品扶

持项目。

“如果没有息烽集中营，红岩故事和红岩

精神是残缺的、远远不够的。 在我看来，息烽

集中营的故事，是红岩精神的前奏。 ” 何建明

说。 他先后四次到息烽进行采访创作、采风调

研，历经一年完成书稿，书名为《炼狱》。 他

说，他是以“红色三部曲” 第四部的心态来创

作的。

《炼狱》完整揭示了息烽集中营的真实

面貌。 作品还用影视的视角、戏剧手法，将息

烽集中营架构为一个大的时空舞台， 以幸存

共产党人韩子栋的视角， 还原息烽集中营的

前世今生，并运用从北京、南京、贵州、重庆发

现的新材料、新视角，串联起杨虎城、黄显声、

“小萝卜头” 等烈士完整的生命轨迹，着重捕

捉历史的“微表情” 。

“作品在《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红岩》所探讨的命题‘忠诚与背叛’

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忠诚和绝对忠诚’ 进

行了探源。 因为在我看来，息烽集中营里的

共产党人所受的折磨与苦难，是其他监狱甚

至战场上都没有的那种非皮肉和生命的考

验，它是对灵魂、信仰和人性最彻底的考验，

也就是我们说的‘软刀子’ 考验。 这种考验

是敌人对共产党人使出的慢性毒化方式，它

考验的是人的灵魂、心灵、信仰与意志。 息烽

集中营的革命者在‘软刀子’ 考验下，展示

了斗争的艺术和‘炼狱精神’ 。‘炼狱精神’

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精神境界，更是人类的

精神境界。 ” 何建明说。

何建明认为，以文学方式来讲述党史，可

以让原本已经遥远的历史故事重新鲜活起

来， 更有利于党员干部和青年群众了解党的

革命历史，理解党的初心，理解什么是对党忠

诚。 他力图把息烽集中营这段革命故事、英雄

事迹更好地挖掘好、展现好，成为修好共产党

人“心学” 的强大力量。

� � � � 在行走四十多年、历经七次生死、撰述六

十余部作品之后，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先生

手持新作《炼狱》一书说，“我在贵州贵阳找

到了创作的兴奋感与敬畏感” 。 说这句话时，

他的双目流溢着庄重的神采。

这一神情，犹如历尽磨难取得真经的“美

猴王” 孙悟空———何建明的微信名就叫“美

猴王” 。不同的是，何建明想取的“真经” 并不

在他方，而在脚下的土地上：这山、这水、这

人、这事。

四十多年来，他从书写石油会战、三峡移

民、港珠澳大桥建设、抗击非典、汶川地震、利

比亚撤侨、天津大爆炸等国家大事要事，到对

南京大屠杀、红岩故事、雨花台烈士、上海中

共地下党等等现实和历史的重大题材中挖掘

与书写，推出了钱学森、梁雨润、白方礼、吴仁

宝、王淦昌、黄大发等闪耀中国榜样的时代楷

模。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以“国家叙述”

“民生切入” 和“地方书写” 为特质，被文学

界定义为“何建明现象” 和“何建明写作” 。

他因此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界获奖最多的作

家：三获鲁迅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还有大大小小

许多奖项。

《炼狱》是何建明在贵州贵阳最新取得

的“真经” 。“在我看来，共产党人在息烽集中

营的故事，是红岩精神的前奏。” 为此，他提炼

出了“炼狱精神” ：“炼狱，是革命者最彻底、

最纯粹和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它甚至比生命

本身更伟大、更可贵” ，并作了阐述：“因为相

较战场上或刑场上吃一颗子弹而死去， 在黑

洞洞的牢房里十年八年、 坐穿牢底而依然不

改信仰和意志是极难极难的， 就像是普通人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的

道理一样。 ”

何建明说，共产党人“炼狱精神” 的纯度

之高， 需要他在写作中保持高纯度的投入和

情感， 才能贴近那些高尚的灵魂，“写 《炼

狱》，实则也是在‘炼’ 我自己。 ” 最终成文的

《炼狱》， 是对革命者灵魂与信仰的赞歌、忠

诚与绝对忠诚的探源。

算下来，《炼狱》 是何建明状写黔山黔

水、黔人黔事的第五部著作。近些年来，他的

身影时常出现在黔地的高山与峡谷间：一副

无框眼镜，一头向后梳拢的头发，一件普通

的黑色或蓝色夹克， 一个装着纸和笔的背

包。 一段时间过后，一部部作品随之走出黔

山：2017 年的《山神》，塑造了“全国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 获得者黄大发“当代愚公” 的

形象；2018 年的《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

精准扶贫纪实》， 是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啃硬骨头“战役” 细节的揭示，总结

出无私奉献、济贫拔苦、勇于担当、善于创新

的新时代“中国精神” ；2021 年的《少年英

烈袁咨桐》， 首次呈现了贵州习水籍 16 岁

革命烈士袁咨桐如烟花般炫目而短暂的一

生；2023 年的 《茅台———光荣与梦想》，通

过讲好“茅台故事” 、凝练“茅台精神” ，揭

示了“茅台” 这一中国著名民族品牌的现实

意义。

评论界说， 何建明以他独有的 “国家叙

述”“民生切入”“地方书写” 等多般文学

“武艺” ， 对贵州贵阳予以重新的发现与定

义。 而他却说，“我只是以文学的名义， 与贵

州再次相逢。 ”

黔地六书

从头“发现” 贵州

何建明说，他的报告文学之路，是从贵州

出发的。

1977 年，何建明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在

部队里，他是新闻干事，又热爱文学。 受徐迟

《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他常常觉得新闻已

经不能满足他的表达欲。 有一次，他获悉所在

部队驻遵义某部一名技术人员赵庆龙的事

迹，特地前往遵义进行新闻采写。 新闻写完发

表，他感觉意犹未尽，于是有了报告文学作品

《腾飞吧，苍龙》。这是何建明的第一篇“成名

作” ，时间是 1980 年，在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

之际被评为 “建国以来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之一。

随后， 何建明入京， 先后出任 《中国作

家》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

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等职，但“军

人出身” 的“报告文学作家” 身份，是永不褪

色的底色存在。

何建明 “以文学的名义与贵州再次相

逢” ， 时间是 2017 年夏天。 他先是在手机上

看到了一篇“豆腐块” 文章，主人公是用 32

年时间， 带领乡亲们在千米高的悬崖上开凿

“天渠” 、引水致富的 82 岁老支书黄大发，地

点在遵义草王坝村。

“那时，黄大发除了在贵州被评为‘优秀

党员’ 外，其他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 ” 何建

明决定前去寻找这位“当代愚公” ，且在寻访

中三上命悬一线的“天渠” ，把生命托付给这

位 82 岁的老人。 “我说过一句比较绝对的

话：以前所有的人和事都可以不写，但这个人

不能不写。 ” 何建明说，“我甚至觉得他本身

就是一个神话。” 2017 年 11 月 17 日，他笔下

的主人公黄大发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在大山住久了的人，一定会相信山神的

存在。 山神具有超凡的力量，那力量来自大山

不可逆行的意志与信仰， 那是大山的精气与

灵魂。 山神， 就是大山的精气与灵魂的融合

体。 ” 何建明说，黄大发不仅是“当代愚公” ，

还是一名“山神” 。 他写黄大发的报告文学，

即以“山神” 为书名。

2018 年， 何建明延续了 “贵州脱贫攻

坚” 的故事。 不同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由

黄大发“一个人” 变成了“一群人” ，地点转

移到了贵州毕节。 他四赴毕节，通过大量实

地走访和调研，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呈现了毕

节扶贫前线一桩桩生动的事例、一个个鲜活

的人物。 在当代贵州，没有比“脱贫攻坚” 这

四个字出现的频率更高、更催人奋进与令人

自豪了。 “脱贫” 是多少代贵州人的梦想，

“攻坚” 又是几千万贵州人的拼搏。 从曾经

是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变为减贫人数最多

的省份，贵州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 ，在后

发赶超的步伐中，以“一个都不能少” 的铮

铮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铁血壮志，一

次次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次次谱写辉煌篇

章，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改写

了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

银” 的旧印象，重塑的是“百姓富、生态美”

的新形象。 《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

扶贫纪实》一书，折射的恰是贵州脱贫攻坚

带来的“千年之变” 。

2021 年，何建明“发现” 了上世纪三十年

代的贵州少年英烈袁咨桐。 袁咨桐出生于中

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习水县土城， 父亲是

位开明而富有远见的地主， 将三个儿子送到

贵阳的教育家黄齐生家学习。 袁咨桐不久便

随黄齐生闯荡上海，后来到南京安家，进入了

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 信仰共产

主义思想，1930 年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于南京

雨花台，年仅 16 岁，为雨花台烈士中年龄最

小者。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牺牲的革命者难以

数计。 十几岁的少年英烈在历史上极其稀

少， 何建明前后三次去过袁咨桐的家乡，发

现即使回到主人公的家乡，由于少小离家投

入革命，生命又如此短暂，与他相识的乡邻

亦是稀有。 何建明只能在与少年英雄共同

被捕就义的共产党员所留下的只言片语里，

分辨出他们依稀的影子、 相互印证的痕迹，

用有限的素材， 架构恢复当时的历史场景。

何建明想尽可能多地把留下名字和没有留

下真实姓名的牺牲者，全部融入他的文学叙

述中。

赤水河流经习水，流向茅台。 2022 年，何

建明又将目光投向了茅台镇。 凌晨四点，他看

到了一条绯红色的 “光带” ———由一辆辆奔

波往返于仁怀市区和茅台镇之间的车连缀而

成，如同城市的脉动。 他说，这样的脉动，在北

京、上海、深圳寻常可见，而在西南群山间的

河谷里遇见令人惊奇。

这“光带” 自带酒香，从不饮酒的何建明

走进了“一瓶茅台酒，半部国企史” 的茅台酒

厂。 他去了茅台的“第一车间” ———红缨子高

粱基地，和农民们席地而坐；去了第二车间，

在角落里的茅台档案室查找档案； 看踩曲女

工挥汗如雨， 听满头白发的季克良先生讲述

大自然的神奇……“在我看来，茅台之所以有

味道， 其根本的原因是茅台人精神世界的纯

洁度、 劳动意识的高尚度和科学思想的准确

度上。 ” 何建明发现，茅台精神里有中华民族

优秀和宝贵的品质，那就是追求完美、追求严

谨、追求细腻、追求天人合一的信仰，他们把

一丝不苟的劳动作为创造人间最美好的唯一

途径而从不马马虎虎。在《茅台———光荣与梦

想》一书中，他呈现了一部从来没有完整呈现

的真正的“茅台” ，它既是物质的茅台，更是

精神的茅台。

“贵州许多的人与事，就像陈酿的老酒，

那些复杂、细腻的滋味在岁月中静默变化，一

旦开封，顿见生命的光华。 ” 何建明说。

接下来，他要重新“发现” 贵州的红色精

神资源了。

四进息烽

重新打造贵州红色品牌

百年党史，长征最难。 通常认为，红军长

征时间最长、空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

省份是贵州：全省 9 个市（州）88 个县市区

中有 60 多个留下红军活动的足迹， 在贵州

留下长征不可移动文物 753 处；红军在贵州

建立了三个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黔北

革命根据地、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组织

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又经中央批准成立

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先后有约 2 万名

贵州各族子弟参加红军队伍， 使贵州有了

“本土红军” 。

因此 ，红军长征被视为贵州最大的红

色精神资源 。 以遵义会议纪念园 、四渡赤

水集中展示带 、红色旅游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贵州重点建设区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旅游景点 ，以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大型

情景交响合唱《遵义会议组歌》为代表的

红色文艺作品，让这片红色故土焕发勃勃

生机 。

二万五千里， 这是红军长征的里程数。

如果将红军长征的行程在中国地图上标划

出来，会发现这是一条曲折向西艰难而悲壮

的行军路线，作家魏巍称之为“地球的红飘

带” ；如果仔细观察这条“红飘带” ，会发现

它在贵州最为纵横交织、百转千回，像一团

“乱麻” 在赤水河两岸绕来绕去，然后向南

再次越过乌江进入息烽县，这才理出个头绪

来。 于是又有了一个更为形象的象征：“红

飘带” 围绕赤水河进行精心的编织，最后南

跨乌江在息烽县收束，形成一个漂亮的“中

国结” 。

何建明关注的，是“红飘带” 收束为“中

国结” 的所在地———息烽。

息烽位于贵州中部的乌江南岸 ， 是省

会贵阳的北大门， 地处要冲， 历来兵家必

争，战火不断。 明朝末年，为平息乌江西岸

水西土司安氏之乱， 朝廷驻兵县境， 修筑

城池。 战乱平息之后， 崇祯皇帝便下诏更

改地名为息烽，寓“平息烽火” 之意。 1935

年， 一支头戴红五星的远征部队为摆脱敌

人的重兵围堵， 四渡赤水之后， 突然南渡

乌江来到息烽 ， 创造了一个红色战争神

话。 因此， 息烽这片土地又笼上了一层红

色的政治光晕 。 1938 年，国民政府以“爱

国” 和“抗战” 名义，在息烽县的阳朗坝和

玄天洞设立秘密监狱。 黑暗的人间活地狱

上演了一出出惨剧， 血雨腥风， 吹打得苦

难岁月里的息烽暗无天日。 后来， 从这片

血雨浇灌的土地上诞生了一部著名的小说

《红岩》， 同时也成就了那部家喻户晓的

电影《烈火中永生》。

2011 年建党九十周年， 何建明开始写作

“红色三部曲” 的第一部《忠诚与背叛———告

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正如书名副标题所揭

示的，他通过大量新解密的史料及历史细节，

对幸存下来的革命者及其后代进行采访，“重

写红岩” ，阐释“忠诚与背叛” 的宏大命题。写

作过程中他意识到，“小说《红岩》的人物角

色除江姐、双枪老太婆之外，人物原型有八成

来自息烽集中营。 ”

息烽集中营，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

特务机关设立的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

进步人士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等级最高的

一所秘密监狱，与重庆白公馆、江西上饶集

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三大集中

营。 从 1938 年 11 月建立到 1946 年 7 月迁

往重庆， 近 8 年时间里先后关押共产党人、

进步人士 1200 余人， 屠杀和折磨致死 600

多人，400 多人下落不明。 杨虎城、 黄显声、

许晓轩、“小萝卜头” 宋振中、韩子栋等烈士

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张露萍等七位烈士在此

被关押并遇害。 息烽集中营的历史，是中国

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坚持真理、 坚定信念、

顽强抗争、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

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 围绕息烽集中营红色题材，贵

阳市委宣传部从影视、 文学、 舞蹈等多角

度、多领域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挖掘，先后推

出了沉浸式情景剧 《息烽·息烽》、 电视剧

《烽火不熄》、 小说 《血献厚土》 等作品；

2022 年， 又委托何建明前来挖掘创作，同

时申报成为 2022 年度贵州省文艺精品扶

持项目。

“如果没有息烽集中营，红岩故事和红岩

精神是残缺的、远远不够的。 在我看来，息烽

集中营的故事，是红岩精神的前奏。 ” 何建明

说。 他先后四次到息烽进行采访创作、采风调

研，历经一年完成书稿，书名为《炼狱》。 他

说，他是以“红色三部曲” 第四部的心态来创

作的。

《炼狱》完整揭示了息烽集中营的真实

面貌。 作品还用影视的视角、戏剧手法，将息

烽集中营架构为一个大的时空舞台， 以幸存

共产党人韩子栋的视角， 还原息烽集中营的

前世今生，并运用从北京、南京、贵州、重庆发

现的新材料、新视角，串联起杨虎城、黄显声、

“小萝卜头” 等烈士完整的生命轨迹，着重捕

捉历史的“微表情” 。

“作品在《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红岩》所探讨的命题‘忠诚与背叛’

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忠诚和绝对忠诚’ 进

行了探源。 因为在我看来，息烽集中营里的

共产党人所受的折磨与苦难，是其他监狱甚

至战场上都没有的那种非皮肉和生命的考

验，它是对灵魂、信仰和人性最彻底的考验，

也就是我们说的‘软刀子’ 考验。 这种考验

是敌人对共产党人使出的慢性毒化方式，它

考验的是人的灵魂、心灵、信仰与意志。 息烽

集中营的革命者在‘软刀子’ 考验下，展示

了斗争的艺术和‘炼狱精神’ 。‘炼狱精神’

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精神境界，更是人类的

精神境界。 ” 何建明说。

何建明认为，以文学方式来讲述党史，可

以让原本已经遥远的历史故事重新鲜活起

来， 更有利于党员干部和青年群众了解党的

革命历史，理解党的初心，理解什么是对党忠

诚。 他力图把息烽集中营这段革命故事、英雄

事迹更好地挖掘好、展现好，成为修好共产党

人“心学” 的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