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热点

彭学明与他的《爹》和《娘》

2024 年 6 月 1 日下午， 周口市新华书店购书
中心举办“名家面对面 好书共分享”活动。 著名作
家彭学明携《爹》和《娘》两部作品亮相，和主持人张
俊红及周口市文联副主席柳岸共同探讨文学背后
的故事。 现将现场录音内容整理如下（有删节）。

主持人：彭老师，首先请您谈一谈这两部作品
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

彭学明：今天带着《爹》和《娘》这两本书来跟周
口的朋友见面，非常感谢。今天是周末，大家能放弃
休息时间来这里，跟我进行交流，我非常感动。

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湘西土地。湘西土地、湘
西的父老给了我文学的灵感， 也给了我文学的源
泉，让我的文字插上翅膀飞向了全中国，也飞向了
世界，并在读者心中生根发芽。

我写《娘》是因为娘在世跟我朝夕相处的时候，
我没有意识到母爱在人生中有多么重要，也没有好
好地去珍惜、没有好好去爱她。我经常自以为是，站
在自己的立场跟母亲相处、违背母亲的意愿、绑架
母亲的意志， 从而做出种种对不起母亲的事情，犯
下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错误。 娘去世以后，这
些就像是一道伤口，一直刻在我的心里，所以我要
把这些写出来。写出来，一个是向母亲检讨，向母亲
忏悔，再一个是想让读过这个作品的人，不要犯跟
我一样的错误，不要像我一样，在拥有母亲、拥有爱
的时候，不珍惜、不理解，甚至肆无忌惮地去破坏、
去践踏，而一旦失去了母亲、失去爱以后，又锥心泣
血地去追忆、去忏悔，那一切都迟了。

我在跟母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在寻找母爱、
享受母爱的这条路上迷途了。我希望全天下的儿女
读了这本书以后，能够迷途知返。 期待我对母亲的
亏欠能够带走天下儿女对父母的亏欠，让这部作品
起到它该起的作用，真正来照亮我们的生活、点亮
我们的内心。 实际上，这部作品创作出来以后也的
确引起了上至八九十岁老人、下至七八岁孩子的强
烈共鸣， 也引起了一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教授、博
士、讲师等人，包括我们这些作家的共鸣，也引起了
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只读过小学的或只认识些字

的读者的共鸣，甚至引起了国外读者的强烈共鸣。
有个日本翻译者，在翻译《娘》这部作品时给我

发了个电子邮件，说了他读了《娘》之后的切身感
受。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善待自己的娘，
都不伤害自己的娘，那这个家就和谐了。 如果我们
每个人都能够善待别人，不伤害别人，这个社会就
和谐了。如果世界上别个国家的人不伤害别个国家
的娘，能够善待别个国家的娘，这个世界就没有战
争了，也就和平了。 所以，他强烈要求翻译《娘》，把
《娘》翻译成日语。

美国的一位翻译者说，在《娘》这部作品里看到
了中国传统文化、孝道文化的价值观。他感慨，父母
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作为儿女都要善待自
己的父母，学会理解自己的父母、孝顺自己的父母。
这不但是中国儿女要做的，也是他们国家儿女要做
的。

他说，西方人到了 60 岁就会被送到敬老院，孩
子就不再管了，但是读了《娘》这部作品后，他决定
从现在开始，每周到敬老院看望父母一次，每周把
父母接回家一次。 他说，我们全世界都要向中国学
习，所以要把这本书翻译成英语，让它传遍世界。

我写《爹》的时候，就想不能写我一个人的爹，
我要把整个湘西父辈以“爹”的形象写出来，通过写
《爹》来呈现湘西百年的历史，通过写《爹》来展现湘
西人的勇敢、湘西人的善良、湘西人的崇高等等这
些优秀的品质。通过对爹或湘西父辈人生命运的追
寻，来书写湘西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追寻湘西和
中华民族历史的奋斗历程，从而展现中华民族的历
史文化、中华儿女的伟大精神。 这是我创作《爹》这
本书的初衷，而这所有灵感都来自湘西这片伟大的
土地。

主持人：彭老师，您在创作这两部作品的过程
中，最注重的是什么呢？

彭学明：我最在意的是想通过对“爹”的描写来
呈现整个湘西父辈的形象。 这是个群像，所以“爹”
是一个真实的“爹”，但他却又不是完全真实的爹。
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的“爹”，那么这个真实

的“爹”到底如何？ 还是我们湘西这片土地，让“爹”
重新复活。 所以我把整个湘西百年的历史，追溯到
明朝。明朝，我们的土家族祖先在东南沿海抗倭，在
浙江嘉善抗倭。 我们湘西有一个所谓的“土匪师”，
叫 128 师，用土枪土炮顽强抗战，也就是嘉善阻击
战。他们与日本部队在这里对抗，阻击了七天七夜。
我把整个湘西的抗日历史追溯贯连了起来。

我想通过对父亲的寻踪、对父亲这辈人生命的
寻踪，把湘西历史切入进去。 因为我们湘西历史的
荣光，我们湘西父辈的朴实、善良、勇敢、崇高、伟大
的人性，还包括湘西那些民风民情、山川地貌等等，
全部融进了“爹”的生命、融进了“爹”的骨血、融进
了“爹”的灵魂。 这部作品可以说就是对湘西的历
史、湘西的风物、湘西的大地，包括我们湘西人性的
重新塑造。 《爹》之所以能很快走进亿万读者心中，
就是靠这个。 这个“爹”现在在我心中是脱胎换骨
的、一个重新站立起来的崭新的“爹”，一个真实的、
可信的、可亲的、可敬的“爹”。

主持人：彭老师，您觉得您的作品对湘西的文
化和历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彭学明：作为一个从湘西走出来的作家，我想
通过《爹》和《娘》这两本书，为湘西作贡献。 为什么
我会不遗余力地写湘西的历史、民风，因为我所在
的那片土地太神奇、太伟大了。 它并不是我们日常
所说的那种野蛮， 而是在偏僻落后中有着非常辉
煌、荣光的一面。比如说，土司王朝遗址是世界文化
遗产，那里有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 立交桥不是诞
生在西方，是诞生在我们湘西，比西方的立交桥早
了 700 多年。 下面全是地下通道，山洪暴发，水就从
地下通道流到河里去了；战争爆发，人就从地下通
道安全转移了。 它是世界的文化艺术，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荣光的。

很多人认为湘西是野蛮的，一说到湘西就想到
《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 等， 我实在是不甘
心。所以，我就想通过《爹》这本书的书写，证明更多
的湘西人，跟其他的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是正直的、
是善良的、是勇敢的，也是伟大的！

我通过一个个的战争场面，来写我的湘西父辈
是怎么去劳师远征、主动抗战的。 比如说，我写的
湘西兵营，在湘西的龙山县。 有一个土匪头子，他
组织了六百多人到云南参加远征军，去抗日。 最后
只剩下了三个人，其他的人全牺牲了。 幸存的三人
中， 有一个人留在了云南， 另外两个人回到了湘
西。 这两个人就是我的四叔和一个堂弟叫洪胜虎。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刚才，柳岸老师说的虚实相
结合，说的就是作品里面有真实的历史、主动抗战
的真实故事。 当地有一个十恶不赦的土匪， 叫张
平，我在书里把他写成田平。 他杀人如麻，但是，当
雪峰山会战也就是湘西会战打响时， 日本人必须
翻过湘西那座大山， 那个杀人如麻的田平杀了敌
人，解救了武豪干爹。 武豪干爹当时说了一句话：
“田平你终于做了一回人事，谢谢你救了我。 ”田平
说：“我不是来救你的，我是看老天爷面子来杀日本
鬼子的。 ”像田平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土匪，他也有
国家大义、民族大义，像所有中华儿女一样的善良、
一样的淳朴、一样的勤劳、一样的勇敢，有着敢为国
家民族利益去牺牲、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去奋斗的人
性美好的一面。 所以，我要通过我的作品改变人们
对湘西的印象。

主持人 张俊红 整理

彭学明给现场读者签名。 曹宁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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