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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立波清溪书屋主理人卜雪斌推开自家木
门，从“烟火”中走进前厅的书屋，“沐浴”书香，开启忙
碌又充实的一天。

“读书就要霸得蛮，耐得烦。”
谢林港镇清溪村， 来自益阳市朝阳学校的一群学

生漫步研学，走过枯荷池塘边的崭新步道，进了立波清
溪书屋，围坐在书屋大长桌旁，听书屋主理人卜雪斌讲
周立波扎根乡村，写就文学巨作的故事。随同前来的几
位家长，从卜雪斌家人手中买了几杯擂茶喝起来。

书香、擂茶香，交织着孩童讨论声，充实了整座书屋。
龙年春节假期期间，6万多名游客前来湖南省益阳

市谢林港镇清溪村“打卡”，徜徉在周立波、贾平凹、刘
震云、艾青等作家书屋中。

“6块钱一碗的擂茶，每天能卖200碗。”
几年前， 卜雪斌还是江西九江矿洞中的一名“黑

脸”矿工。“看到家乡越来越美，我萌生了回家的念头。”
清溪村，是周立波的出生地及其长篇小说《山乡巨

变》的创作背景地。
2021年底， 听说村里依托周立波故居启动实施书

屋建设计划，卜雪斌主动腾出自家房屋予以支持。2022
年5月， 在清溪文旅集团支持下， 清溪村第一家作家书
屋———立波清溪书屋正式建成，由卜雪斌负责打理。

为向游客更好地讲述周立波及其作品的故事，卜
雪斌用“搬石头的手”重新捧起了书，拿起了笔，努力学
习普通话。为让解说更接地气，卜雪斌走访了村里的老
人，搜集整理周立波的生平故事；组织开展读书会，共
读周立波的著作……如今， 卜雪斌既“磨嘴皮子”，又
“练笔杆子”，让标配的专业讲解员也没了用武之地。

“前面是书香世界，后面是人间烟火。”白天打理书
屋，晚上阅读书籍，卜雪斌对现在的生活打心底满意。

“文学让群众生活更多彩，农村最缺的就是这种文
化气息。”卜雪斌说。

21家清溪书屋、26间书香民宿、清溪剧院在清溪村
陆续出现， 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也落户清
溪村，至今已藏书58000余册。

“现在清溪村乡亲们阅读的地方有了， 时间也有
了，精神层面的感受就是特别富足。”

开门闻花香，关门闻书香。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找诗，别人到我们这里来找

远方。”

阅读、品茗、买书……各种业态在村里落地生根、发
展壮大，清溪村就此找到了“乡村+文学+旅游”的特色发
展道路。

正如卜雪斌说，他们的生活早就是别人向往的“诗
和远方”。

2023年，清溪村游客数量突破120万人次，旅游收入
比上年增长40.3%，村里增加相关就业岗位100个，带动
本村和邻近村就业500余人， 带动村集体收入120余万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5万元。

女儿负责管理运营，女婿抓厨房技术，外孙女收银
入账，75岁的清溪村清溪缘饭店创始人邓伯乐和老伴只
需要在自家菜园种种菜、扫扫地，生活自在乐呵。

阳光下，饭店的小猫爬上凳子，坐到邓伯乐身旁，打
了个哈欠。

邓伯乐介绍，女儿一家人以前都在外地，“眼看着村
里发展越来越好，他们索性就搬回村里，一起打理清溪
缘，现在我们家饭店一年收入有20万元。”

有不错的收入来源，有子孙相伴，邓伯乐的幸福晚
年，是童年时一面之交的周立波留下的“财富”。

邓伯乐还记得，“我当时十一二岁，还是小学生，几个小
朋友在村里玩扑克牌，他就在旁边看着我们玩，也不作声。”
邓伯乐后来才知道，这位看牌不言语的人就是周立波。

“那时还不知道他是个名人。”邓伯乐回忆，直到20世
纪60年代中期， 有天村里来了一些外国人。“当时我正好
初中毕业，村里还没通公路，车根本进不来，他们只能坐
火车到益阳，再走进村。听说这些外国人称周立波叫‘文
豪’，我们才知道村里出了一位大人物。”

就是这位一面之缘的“大人物”，为清溪村“培育”出
肥沃的文化土壤。

“我在北京的外孙过年回村，也愿意多玩几天，到每
个书屋看看，去图书珍藏馆阅读。”邓伯乐说，“大家农事
之余也会走进书屋转一转，清溪村的百姓生活在这样一
个相当有文化气氛的环境里，对我们，对下一代，都是有
好处的。”

饭店外，牧童骑牛吹短笛的雕塑立在荷塘旁，有村
民骑着电动三轮车经过，走几步便是书屋。

这里有田土气息，也有满屋书香。21间书屋，带领村
民们随着周立波的脚步，拥有了理想中的原乡。

仲春傍晚，从火车高架桥下，
沿着清溪村道往里走， 漫步枯荷
塘边。

作为土生土长的益阳人，从前
我只知道家乡有周立波，却从未来
过这片仍长在田土里的村庄。

夜色渐浓， 路灯黯淡。60多年
前，周立波就是在我脚下的泥土中
劳作取材， 书写广袤中国大地上，
一个小乡村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的时代变迁。

如今， 清溪村因为他的缘故，
21间清溪书屋错落有致，游客纷至
沓来，全国的作家纷纷将签名作品
寄来图书珍藏馆。

村民或主理作家书屋，或受聘
成为书屋讲解员，每户人家都能聊
上几句文学， 通过双手勤劳致富，
村中的经济环境发展让年轻人留
了下来，将村外的人吸引进来……
村民们以新的“耕读”模式，在家乡
既找到了烟火， 又闻到了书香，不
用外出追寻诗与远方。

“耕读”清溪，让名家、游客和
这片文学热土“倾盖如故”、停下
脚步。

有文化振兴，才能全面实现乡
村振兴；

有精神支撑，才能全面撑起民
族复兴。

“我要经我手把清溪乡打扮成
一座美丽的花园……”

“到时候，请你回来赏香花，尝
果子。”

20世纪的周立波，21间清溪书
屋，正带着清溪村和村民们实现21
世纪的山乡巨变。

路过清溪， 不妨闲坐读本书。
读懂乡村，读懂中国，读懂未来。

山乡巨变，“耕读”在线
“耕读”致富留住年轻人

家乡即是“诗和远方”

路过清溪：开门花香，闭门书香
“乡村+文学+旅游”让文学之乡再现“山乡巨变”

立波清溪书屋主理人卜雪斌：
“前面是书香世界，后面是人间烟火”

▲ 周立波故
居讲解员为游客
作讲解。

周立波故居。

75岁饭店老板邓伯乐：一年收入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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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清溪，不妨闲坐读本
书，方不虚此行。

“中国文学之乡” 益阳高
新区清溪村，是“人民作家”周
立波的故乡。60多年前， 周立
波在清溪村深耕农事，扎根群

众，写出《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经典文学作
品，孕育出文学流派“茶子花派”。60多年后，故乡
的21间书屋错落有致，掩映山水间，藏书5万余册
的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引人入胜”。

这里不仅风光秀美，美丽宜居，而且文气十
足。小溪流边，“黑脸”矿工变身全国最美农家书
屋屋主，村中的年轻人不用去别处追寻“诗和远
方”。清溪村，正以无法被复制的模式，让文学创
作“扎根”田间，将人文情感“沉淀”乡村，成为一
种更加深厚和持久的力量。

这些文气书香的浸染也在悄悄改写着中国
乡村的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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