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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唯一国家一级作家申平是惠州小小说的“领头羊”

小小说闯出惠州文学一方大天地
提及“灵羊”申平，

在惠州文艺界几乎无
人不知。 目前，惠州作
协会员有 503 人，其
中中国作协会员 10
人， 申平是唯一的国
家一级作家。 同时也
是广东省和惠州市小
小说学会会长， 是名
副其实的小小说“领
头羊”。

23 年前，42 岁的
申平怀揣着梦想，从
北国赤峰来到岭南惠
州， 创作之路也一路
花开。 惠州青山绿水
的自然风光， 厚重的
历史文化底蕴， 源源
不断的丰富题材，对
一名创作者而言，具
有巨大的吸引力。 在
这里， 他进入创作生
涯的“爆发期”，夺得
小 小 说 领 域 “大 满
贯”。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盛开春满园。 在
申平的引领下， 惠州
小小说从零起步，创
造了业界公认的“惠
州小小说现象”。 广东
省 4 名获得小小说最
高奖“金麻雀”者，其
中 3 名来自惠州。 如
今， 虽已进入花甲之
年，但申平依然忙碌，
他说“做喜欢的事情，
其乐无穷哇！ 我拿到
了小小说的最高奖，
也尽力把小小说学会
带到一流， 这辈子就
值了！ ”

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申平正好赶上“一出生就挨
饿， 一上学就停课” 的时代。
那时几乎所有书都成了“毒
草”， 或被成堆烧掉， 或被查
封起来。 偏偏申平是个书迷，
每借到一本书都如获至宝，不
是想尽快把它看完，而是尽量
放慢阅读速度，遇到美辞丽句
还会抄下来。

当时村里张队长家有一
箱书， 但他家虽没识字的人，
却不肯外借。申平得悉后异常
兴奋，有事没事都往张队长家
跑， 一心要把那箱宝贝挖出
来。 后来通过他家孩子，终于
打通关节，被同意每晚去家里
给他们念书。

申平回忆， 每天晚上，他
偷偷一个人溜到张队长家，他
们总是先插好大门，然后把狗
放开， 接着都聚集在煤油灯
下，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一齐看
着申平。 他轻轻打开书，庄严
地咳嗽一声，便开始了抑扬顿
挫的朗读。

“那真是一段难忘的读书
岁月！ ”申平介绍，他就是用
这种娱人自娱的方式， 读完
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多
部古书，也读完了《苦菜花》
《迎春花》《烈火金刚》等多部
当代名著。 在潜移默化之中，
申平的作家梦渐渐萌芽。

1985 年， 申平开始写小
小说。此前也曾发表了不少中

短篇小说，但影响不大。 直到
《中国青年报》 搞了一次全国
“千字小说征文大赛”， 他的作
品《功臣》一举获得二等奖。 他
回忆道：“我无限风光地进京领
奖，轰动了县城，从此就和这种
新兴文体结下了不解之缘。 ”

一篇千字小说能引起这
么大的反响， 申平好像一下
子发现了新大陆。“对啊，何
不多写一些小小说呢！ 写作
省时间，阅读也省时间，可以
让那些整天忙乱的人在紧张
之余享受文学的快乐。 ”申平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写了许
多小小说作品，而且写出了影
响。

如果没来惠州，申平将在
家乡继续过着平静安稳的生
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方改
革开放之风呼啸席卷北方。
1997 年， 申平已经 42 岁，他
感觉好像什么都有了， 下一
步不知该迈向哪里。 他认为，
这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好兆
头。 于是，人到中年，申平又
重新走进风雨里。

为慎重起见，他先来惠州
考察。 当年 11 月，北方冰天
雪地，惠州却青山绿水，温暖
如春。 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他
顿时眼前一亮：“更没想到的
是，惠州还有个西湖，苏东坡
留下了那么宝贵的故事。 ”他
决心来惠州。

然而，现实给了申平沉重
一击， 原先承诺的工作并不
如意，他失业在家半年之久，
常为生计发愁， 亲朋好友多
次劝他回赤峰。 他坚持留下，
因为放不下两个鲜活的选
题———苏东坡寓惠传奇以及
惠州八中西藏班故事。 他想，
一旦离开， 这么好的东西就
再也找不到了。

申平全身心投入创作，跑
遍惠州的大小书店， 买遍了
与苏东坡有关的各种书籍 ，
有时囊中羞涩， 看到需要的
内容只好一字一句抄写。 其
间， 他还沿着苏东坡生前活
动轨迹，走了一大遍，在专家
团的指导下，四易其稿。

为写好西藏班小孩故事，
虽然生活拮据， 但他还是请
藏娃们来家吃饭， 搜集鲜活
的素材。

花费了巨大的心血，遇到
重重困难， 但申平一根筋只
想要完成。 最终，《东坡岭南
情》剧本在《中国作家》杂志
上全文发表 ，《戴佛珠的藏
娃》电影在央视播出，获得了
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特别
奖。 美中不足的是，《东坡岭
南情》没法搬上大银幕，成为
申平至今最大的遗憾。

在惠州，申平不仅完成了
影视剧创作“处女秀 ”，还在
自己擅长的小小说领域尽情
创作。“感觉浑身充满力量，
心里暗暗使劲， 想写出更好
的作品为惠州赢得荣誉。 ”申

平回忆，那时夏天酷热，吃完
饭在饭桌上就开始写，将题材
列出满满一张纸， 高峰时，一
天可以写 4 篇小小说，“作品
质量高 ， 投稿几乎百发百
中。 ”

申平进入了创作的“爆发
期”，一鼓作气创作了《头羊》
《绝壁上的青羊》《中国狼》等
让读者耳熟能详的动物小小
说佳作，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创作风格。 其中，《头羊》更
是申平的得意代表作，不仅入
选了《小小说选刊》“改革开
放 40 周年： 最具影响力 40
篇 小 小 说 ”， 还 获 得 了
2001-2002 年度全国小小说
优秀作品奖，奠定了申平在全
国小小说界的地位。

这些年， 申平几乎拿遍
了小小说领域里的所有奖
项：金麻雀奖、全国小小说优
秀作品奖、 蒲松龄微型文学
奖、 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比
一等奖、二等奖、冰心儿童图
书奖……2009 年 ，他实至名
归地获得了国家一级作家资
格证书。

虽然创作获得越来越
多人的认可，申平却感觉惠
州缺少小小说创作氛围。 当
时，惠州小小说作家屈指可
数，甚至不少人质疑小小说
的艺术价值，认为小小说成
不了主流。“憋着一股劲，希
望能够发挥所长做些贡献，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希望更多文友能够
追赶或超过我！ ”申平说。

申平这么说 ， 也这么
做。 他刚到惠州市文联工作
时兼任市作协秘书长，他从
头做起， 重新登记整理会
员，大力发展新会员：“慢慢
地，小小说作者从几个增加
到 20 多个。 ”

2007 年，时机成熟，惠
州市小小说学会宣告成立，
申平被推选为会长。 学会成
立后举行了众多大型活动，
如创立了“中国小小说创作
基地”，设立了“钟宣杯”全
国优秀小小说双刊奖，组织

了惠港澳深莞地区小小说
作家联谊会、全国小小说高
端论坛等一系列有声有色
的活动。

2016 年 2 月， 惠州小
小说学会又在丰湖书院开
办了小小说大课堂 ， 由知
名小小说作家 、 报刊编辑
义务授课 ， 面向社会免费
传播小小说写作知识，每
月一课， 至今坚持了 4 年
多， 使得惠州岀现了小小
说创作热潮。

上天不负有心人。 小小
说学会成立 13 年来， 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 2019 年，全
国唯一的“中国小小说之
乡”落户惠城区。 如今，学会
在册会员已发展到 102 人，
会员累计发表作品近万篇，
3 人获得小小说领域最高
奖———金麻雀奖。 2016 年，
申平作为广东省小小说学
会的 15 位发起人之一，被
推选为会长。

申平在大文豪苏东坡的
作品中发现小小说 ， 多达 30
余篇。 据介绍，这些作品都充
满强烈的传奇和纪实色彩 ，意
蕴多义而深刻，描写生动而传
神 ，最长千把字 ，短的只有两
百字。

申平说 ，某天在查阅资料
时 ，他翻开 《东坡志林 》，在看
到 《异事 》时 ，脑子忽然打了
个闪 ： “我的天 ， 这不就是小
小说吗！ ”申平一篇接一篇地
读 ，越读越兴奋 。 按照 “小小
说 三 原 则 ” (即 立 意 新 颖 奇
特 、情节相对完整 、结尾出人
意料) 去衡量 ， 不仅完全符
合， 而且一些作品出神入化 ，
令人拍案叫绝。

《罗浮异境 》是苏东坡在
惠州创作的唯一一篇小小说
作品，讲的是一个官员带人到
罗浮山游玩， 他春风得意 ，对
道教出言不逊。 他们出来时 ，
忽见路上出现一座道观 ，有个
道士坐在门槛上，见他们过来
也不起身。 官员很生气 ，正准
备上前责问，忽然道士和道观
都不见了 。 官员心惊，不敢再
乱说话。

申平认为 ，这篇小小说情
节虽不复杂，但却表现出苏东
坡对道教的尊重，对那些无知
狂妄之徒的轻蔑 ： “故事发生
在岭南道教名山罗浮山 ，意蕴
耐人寻味。 ”

“谁敢说今天惠州小小说
的繁荣发展与苏东坡无关呢?
也许‘源头盖出此也’。 ”申平
说。

统筹策划 / 马勇 陈骁鹏 文 / 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 陈骁鹏

大文豪竟是
小小说高手

苏东坡在惠州
写下《罗浮异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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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东坡荔”品牌，对镇
隆来说有何意义？镇隆又该如
何抢占荔枝市场， 实现品质、
名气双丰收？ 为此，羊城晚报
记者专访了华南农业大学园
艺学院教授、研究员王泽槐。

羊城晚报： 今年镇隆首
次推出 “东坡荔 ”品牌 ，您怎
么看？

王泽槐： 好东西需要好
品牌、好载体，推出“东坡荔”
对于镇隆荔枝来说是件好
事。 从市场规律来看，现在市
面上的荔枝都在朝着高端
化、品牌化的路子走，镇隆能
够在荔枝市场中紧扣惠州文
化基因，紧扣东坡文化，这有
利于提高镇隆荔枝的市场辨
识度，区别于其他荔枝产区。

羊城晚报：增城 、茂名等
地 荔 枝 的 市 场 已 经 比 较 成
熟 ，相比之下 ，镇隆荔枝的发
展是否还有突破口？

王泽槐：品质决定市场。
在荔枝的生长中， 影响品质
的主要因素是光照、土壤、肥
料和管理水平等。 从自然环
境而言，镇隆生态环境优越，

阳光充足，降水丰沛，全年无
霜冻，平均气温适宜，土壤中
含多种矿物质， 现阶段的突
破口就在于差别化管理。

近几年， 有一些口碑很
好的荔枝， 由于管理水平跟
不上，品质在走下坡路。 这为
镇隆荔枝敲响了警钟： 管理
方法要适时而变。

羊城晚报： 对于镇隆荔
枝的优化发展，您有何建议？

王泽槐： 就目前来说，放
眼望去，省内荔枝园的管理水
平都比较一般。 个人认为，镇
隆每年举办的荔枝擂台赛是
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果农将荔
枝品质摆到台面上切磋，评选
“果王”。 若镇隆能从中深挖
“果王”培育的经验，总结出系
统的管理方案并加以应用，水
平将会得到很大提高。

其次，荔枝生产过程中最
重要的就是要在尊重自然规
律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化的手
段，优化品种，荔枝有大核、小
核、焦核和无核几种，像打怪
升级一般， 你的产品不断升
级，才有助于抢占市场。

打通电商平台，冷链物流保证两日内配送全国

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是远近闻名的荔枝之乡，古往今来，无数食客
着迷于这舌尖上“甜中带蜜”的愉悦感。北宋文豪苏东坡就是典型代表，
他寓惠三年多，写下不少关于荔枝的佳句，初品荔枝就盛赞其味“似闻
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后又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
岭南人”的千古名句，成为岭南荔枝的最佳广告词。

今年 6 月中旬，等到荔枝飘香时，镇隆将在桂味、糯米糍品种中优
中选优，新推“东坡荔”品牌，把东坡文化融入荔枝品牌之中。目前，镇隆
已与淘宝、京东等线上销售平台签订合作协议，顺丰、京东等物流快递
也已加盟，万事俱备，只待荔枝成熟。

广东的荔枝， 有早熟和
迟熟两类品种。 苏东坡在惠
州首次吃荔枝是在绍圣二年
四月十一日， 即属于早熟品
种，吃过后东坡就写下了《四
月十一日初食荔支》，盛赞其
为“似开江瑶斫玉柱，更洗河
豚烹腹腴”。

他还在诗中自注： 予尝
谓荔支，厚味高格两绝，果中
无比，唯江鳐柱、河豚鱼近之
耳。 他认为，在所有食品中，
江解柱、 河豚鱼的味道是最
好的， 只有荔枝才可以和这
两类食品相匹敌。

事实上， 荔枝对东坡而
言，不仅是一种果品，还是他
对惠州人的情感寄托。 据《苏

东坡寓惠传》记载，绍圣二年
三月四日，苏东坡应惠州太守
詹范之邀，与王原等人同游白
水山佛迹岩，傍晚回到荔枝浦
（今荔浦风清 ，“古惠阳八景 ”
之一 ）休息，一位来自惠阳的
85 岁老农， 不仅热情地向苏
东坡介绍荔枝，还盛情邀请他
等荔枝熟时前来品尝。

当晚， 苏东坡就写下了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君来
坐树下，饱食抱其余。 归舍遗
儿子，怀抱不可虚。 ”可见苏
东坡不仅是喜欢荔枝， 更是
喜欢淳朴的惠州百姓。 显然，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
岭南人”中透露的，也是同样
的情感。

5 月下旬 ， 雨水较
多，镇隆镇井龙村的果农
们正忙碌着，为荔枝上市
做准备。井龙村山上种有
3500 亩荔枝， 路边满是
荔枝树，枝叶茂盛，树上
饱 满 的 果 实 挂 着 雨 珠
……随手摘下一颗，尽管
未熟透，但剥开依旧可见
晶莹剔透的果肉。

镇隆地处亚热带季
风性气候区，阳光充足，
降水丰沛， 平均气温适
宜， 土壤中含多种矿物
质， 为荔枝生长提供了
绝佳环境。 该镇总共种
有荔枝 4.3 万亩，其中优
质品种“糯米糍 ”和“桂
味”面积达 3.5 万亩。

该镇镇长陈吉向羊
城晚报记者介绍， 今年
镇隆荔枝是“大年”，预
测产量达 1.5 万吨。 6 月
中旬荔枝上市， 到时候

果园将迎来热闹景象：果
农穿梭采摘、果商上门进
货、游客体验自采……

近年来，镇隆荔枝的
品牌不断升级 ：2019 年
成功跻身首批国家级农
产 品 区 域 公 共 品 牌 ，
2017 年获得国家级农产
品地理标志；并已获得广
东省名牌产品；被认证为
绿色食品……目前，镇隆
荔枝已销往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港澳等地，
部分甚至远销欧美市场。

今年，镇隆荔枝品牌
将再升级，新注册了“东
坡荔 ”商标 ，推出“东坡
荔”品牌。

据了解，东坡荔即从
镇隆佳品“糯米糍 ”和
“桂味” 里， 优中选优产
生，打上“东坡荔 ”品牌
的荔枝，将是镇隆最好的
荔枝。

今年， 镇隆荔枝协会将
携手电商平台，以网红代言、
田头直播等方式， 畅通荔枝
销售渠道，并开展系列活动，
赋予镇隆荔枝更多文化内
涵，讲好“东坡荔”故事。

陈吉介绍，目前镇隆正
举全镇之力做好荔枝的预
售、宣传推广等工作。 计划
打造和探索一个镇隆荔枝

的线上农产品交易平台，提
高荔枝线上交易效果。

当前，镇隆正与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对接， 积极配合
采购商联盟，组织产销对接；
同时与中国荔枝出口公司洽
谈， 打算在镇隆搞一个标准
化出口产业园。

要销售好， 荔枝的保鲜
问题急需解决。古代唐玄宗时

期，为博“妃子笑”，千里快马
传送， 以求味未变已至京师。
近年来，镇隆也一直在探索如
何实现“味未变至客手”。 镇
隆荔枝协会会长吴添乐介
绍， 目前该镇正在筹建供应
链冷库， 提高荔枝的保鲜技
术：“在新的供应冷链和配送
体系下，荔枝将在 24—48 小
时内快速配送至全国。 ”

发掘利用文化资源,

镇隆为什么要推“东坡
荔”品牌？ 它与苏东坡又有
什么关系？ 众所周知，东坡
寓惠三年多的时间里，酷爱
食荔枝，也写下了不少荔枝
佳句， 但鲜为人知的是，他
与镇隆也有不少故事。

据记载，当年东坡所吃
的荔枝品种为怀枝。 惠阳原
名怀安县，故所产荔枝叫怀
枝。 自隋开皇九年（589 年）
起至民国前，这里统称为归

善县,至民国元年（1912 年）
才更名为惠阳县。

据《岭南钱氏》记载，宋
元丰年间，东坡同窗钱酥任职
惠州太守，他经常邀请苏东坡
同游，荔枝成熟的季节，更是
不容错过。当时钱酥的府邸就
选在镇隆井龙村，且背靠大山
白云嶂，屋后古荔枝林茂盛。

白云嶂山高 1003 米，
现为惠阳第一高峰，属于罗
浮山系，与罗浮山的直线距

离也不过 20 里。 镇隆荔枝
胜在受白云嶂山泉滋润，非
一般水田果树可比。这里出
产的荔枝色如丹霞，肉厚核
小， 甜而不腻， 口感极好；
剥开荔枝壳时果汁不外溅，
果肉干爽鲜白，深受人们青
睐。

“东坡寓惠期间， 常到
镇隆来，饮酒品荔。 ”钱氏后
人推测， 苏东坡的一些荔枝
诗，应该和镇隆荔枝有关系。

“东坡荔”能能否否脱脱颖颖而而出出？？

策划统筹 / 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马勇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专家访谈

新品牌有助提升镇隆荔枝辨识度

文脉故事

荔枝倾注着苏轼对惠州的情感

最好吃的才叫“东坡荔”

物华天宝溯源系列调查

东坡偏爱的荔枝或产自镇隆

冷链保证“味未变至客手”

剥开荔枝，核小汁多果肉晶莹

荔枝红了 李福营 摄

惠州小小说大课堂免费传播写作知识

果农收获荔枝喜笑颜开 欧国强 摄

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