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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中国改革题材的作
品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类后来被称之为改
革文学的作品，应该说是与中国历史的新时期
同步，也就是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其代表性
作家就是蒋子龙，其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
和《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这些作品，以塑造英
雄人物的浓墨重彩，展示了改革家登上历史舞
台的不凡气势与除旧布新的一系列作为，并以
此为改革文学的开场定下了基调。在这之后，
随着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作家张洁以《沉
重的翅膀》为题，写出了改革的艰难及其步履
的蹒跚，而到了谈歌的《大厂》，让人看到国有
企业的经营以及转型改制所带来的一线曙
光。这些作品之所以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皆
因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并且比较深刻地揭示
了现实。

长篇小说《追风》是作家洪放推出的一部
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这部小说以恢宏的气
势和饱满的热情，全景式地描绘了一个省会城
市从困境中寻觅路径、乘势而为，不断崛起、赢
得快速发展的过程。凸显了一群改革者准确
把握时代动向，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历史
背景下，迎难而上、实现经济结构迭代升级而
付出的努力，通过一座城市以破茧而出的勇气
实现根本性改变的动人情景，为中国城市的快
速发展谱写了一曲赞歌。

一

《追风》所塑造的改革之城是我国中部某
省的省会城市，它拥有相当强的科技实力，不
仅有一所著名的大学坐落此城，还有诸多国家
级科研院所落户。这样的城市本应有所作为，
但在曾经的一度辉煌之后却陷入“尴尬”局面：
虽然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可是科技成果却藏
在深水之下，与企业和实际生产脱节，使该城
的生产总值长期在低位徘徊。这一巨大的反
差所形成的沟壑在全国发展的新形势下势必
要填平，于是一批不甘落后的人们特别是那闪
烁着时代光芒的改革者便登上了舞台。

小说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杜光
辉”来南州挂职副市长作为开篇。杜光辉虽无
从政经验，但他带着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而
来，因为他就是在这座城市读了大学，在这里
不仅留有奋斗的足迹，还有初恋的美好记忆以
及哀痛。这也使得他很快融入这座城市，并得
到留在该城发展的老同学的支持，能够比较快
地形成工作思路，准确地抓住这个城市存在的
根本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的布局，挥
写出了几篇大手笔的改革篇章。其中为洗衣
机厂解困而促成其与优质企业的合并重组只
是一序章，接着又力排众议，引进高科技企业

“东方电子”，方为掀动科技引领城市改革的第
一大高潮；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对创新型企业的
支持与对旧企业的转型改造，而后是为先进科
技“存储芯片”研发项目落户南州竭尽心力，最
终如愿以偿，加上老城区的改造，稳定人才工
程以及科创园的创立等一系列举措，使这座城
的经济格局大为改变，一个全新的以先进科技
为发展动力的城市呼之欲出，并赢得“全国科
技中心城市”的桂冠。

作者准确地把握了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
大势，所以能够抓住科技在城市转型升级当中
所起到的引领作用这一红线，典型性地写出了
一个城市因为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城之路从
而迎来了焕然一新的局面，为时代留影，为中
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模板。作者把我们带
入中国改革的第一线，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城市
的发展态势。当然，小说中的南州赢得这一局
面，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具体项目上也有
许多人持不同意见，但幸运的是几个主要的改
革者对利用科技赢得发展生机的认识是一致
的，通过进行全市性的大讨论，统一了思想，改
革措施才能顺利展开。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
了他们的勇气与魄力，也看到改革之舟乘风破

浪的动力与魅力，而所乘之风正是中国改革进
入新时代，全国上下达成的用科技引领发展的
共识和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所以说南州的成
功，是得时代之力，是“天时、地利、人和”合力
的结果。

二

《追风》是一部构思缜密、结构完整的长篇
小说，它抓住了南州发展的关键节点，写出了
一座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史。但它没有仅仅局
限写改革激流的汹涌澎湃，也把笔触伸向生活
的各个层面，二者完美结合，相得益彰，使这部
小说有了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更为生
动，更真实可感。

《追风》塑造的主人公杜光辉是一个可以
进入改革文学画廊的人物，他的身上体现了一
定的独特性和新意。杜光辉作为一名长期在
研究机构做理论研究的工作人员，他对国家的
战略决策，对国内国外的发展趋势有敏锐的洞
察与前瞻性的理解。作为一名相对比较“纯”
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知识修
养而显示出独特的儒雅气质。正是基于这些，
使他在工作中不仅保持着锐气，也坚持着理
性，同时还可贵地具有一份感性色彩。如他在
遭遇挫折尤其是因被两次举报而一再接受纪
委调查时，他也屡生退意，几次写好了自己的
请调报告。但他最终还是被南州这块风生水
起的热土所深深吸引，在这里找到了安身立命
之所也找到了情感归宿。杜光辉不像蒋子龙
笔下的乔光朴式的改革家那样勇于横刀立马，
向阻力火力全开，他更多的是温文尔雅，善于
处理各种矛盾，善于抓住时机推进，他的襟抱
与情怀征服了所有的人。虽然围绕着改革，南
州其实也处处存在阻力，许多项目的上与下一
直有各种势力在博弈，但总的来说，这一轮以
科技引领的改革浪潮在南州可谓水到渠成，这
些都增强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感，也让主人公杜
光辉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读完这部小说不由得让我们思考：为什么
数千年来，中国虽历经磨难，但中华文明却始
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原因就在于一代
代人总是有锐意求新的意志与努力。古人讲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中国科技一百年来也正从跟跑到并跑再
到领跑，就是这种“维新”的结果。这种一意求
新，实际上就是这部长篇小说书名所昭示的

“追风”。正如书中有一段文字写到，杜光辉仰
望天空，由泰戈尔的诗句联想到唐铭书记对

“追风的城市”的定位：“然后他们说到南州，说
到南州正在推行的科技创新，唐铭说，这也是
一次追风行动。南州就是一座追风之城。”杜
光辉觉得“追风之城”这四个字概括得太准确
了。科技就是风，神游八极的风，驰然物外的
风，改变现实的风，展望未来的风……

李 成

令人振奋的令人振奋的““追风之城追风之城””

散步，我喜欢走人少车少、不一样的路线，感觉
不那么枯燥，而且心更安宁。有时会远远地看到一
堵墙、一条河、一片灌木丛或树林……我会产生是
否能走过去、要不要走到尽头的疑惑。大多数情况
下，当我把一段路走完，发现总会有另一条路，或旁
逸斜出、或曲径通幽、或柳暗花明地紧贴墙壁、河
边、丛林边上，连接到大马路和街道，最不济也能在
路的尽头附近找到出口。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身处网状的世界，
交叉融合，关联互通，无处不在。我相信自己的选
择和判断，坚持把脚下的这段路走完，就会找到新
的出口。

我这个习惯源自一个教训。有段时间读书，我
总是读到一半或三分之二就没再读下去。有一次
和几个朋友聊起一本小说，我振振有词地在那儿评
头论足，可人家说结尾不是这样的，我顿时有点尴
尬，便下决心改掉这个不把书读完的毛病。

怎么做呢？首先要认真选书，读自己想读和需
要读的书；再就是搞清楚自己读这本书到底想了解
点什么，不能盲目地去读；不仅一定要把书读完，还
要盘点有什么收获。尽管有的书给自己的收获没
有预期那么好，但还是开卷有益。如此，我慢慢地
领略到读完一本书的妙处。

有些事情不也是这样吗？不做到山穷水尽、逼
到悬崖上，出路不会出现。所以，做事要么不做，要
做就认真做，做完整，先不去为结果焦虑。成，知道
成在哪里；败，知道因为什么。有时候，判断出错不
可怕，不能快速试错、纠错才可怕。做过一件事，才
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经验教训，也才可以理直气
壮地说经历过什么，积累才能真正厚实。

时常感慨，人生就像读书和散步，许多时候不
是没有出口，而是因为没有把事做完，还没有到达
出口的位置，就提前退缩、拐弯了；努力不是没有回
报，而是还没有到回报的时刻就放弃了。说到底，
很多失败，还是因为定力不足，坚持不够。

有人感叹，现在做成点事怎么那么难？我说，
难就难在做事需要恒心、彻底和艰苦的要求没有
变，而你的努力方式变了；难就难在还没动手做就
先发个要干什么的朋友圈，刚有了点进展就发一堆
朋友圈，对外表现出很努力的样子，但不脚踏实地
去落实，完成度不高。因此，很多真正在做事的人、
高标准做事的人都喜欢埋头苦干，低调务实。如果
一件事还没有做完就想要结果，一步还没有走稳就
想要跨越，必然会被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的幻影迷
惑前行的步伐。

我常告诫自己：每一步踏实地走完才会有脚
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积跬步，至千里。既要有把
事做完的系统思维，又要有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的定力，少一点自作聪明，多一
点认真实干。遇到障碍和困境时，要保持信心，相
信会找到出口，然后问问自己，路走到尽头没有？
办法想尽了没有？坚持到最后没有？有了这种精
神，面对困境就会更淡定，闯关就会更有信心，就更
容易把一个个小目标垒成大目标，并最终抵达。

陈启银

在路的尽头找出口在路的尽头找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