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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建安生长于武平山
区，龙岩师专毕业后，当
过语文老师，后来调入县
直机关从事秘书工作。他
形容那时的自己“传统而
古板”，直到纸媒蓬勃发
展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他考
入海峡都市报社，成为一
名记者。

“刚开始采访，手都在
发抖。”但奔走在街头巷尾，
记录身边百姓的喜怒哀乐，
为他们服务，也逐渐磨炼出
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底气”
与“人气”。2001年之后，他

应邀参与主持编写《八闽开
国将军》系列丛书，由此加
深了他与红色文学的不解
之缘。

这位“红土地文学”的
老兵，此后二十多年间，写
下了多部红色题材作品
——既有面向青少年的长
篇小说，也有厚重的纪实文
学。50集《八闽开国将军》
系列电视片由他担任总编
导兼总撰稿，该片被誉为

“半部军史，英雄史诗”，是
福建省在中宣部“学习强
国”播出的最大型的“国家

重大理论文献电视片”，总
观看人次超200万。

“小小说不是‘小’文
学。”练建安说。真正打动
人心的作品，往往是“有种
子”的——著名作家刘庆邦
老师的一句话深深影响了
他。小说要有“种子”，即灵
感起点，然后让它“生根发
芽”，才不会平庸。

比如，《双龙银圆》的故
事灵感就来源于对开国将
军王直的一次采访。他把
那段真实的“上交银圆”往
事进行艺术加工，巧妙设置

“丢失了一块银圆”，成为几
位老红军战士一辈子的牵
挂，从而表现老红军战士对
理想与信仰的坚守。“史实
是真，情节是虚，文学的魅
力就在于二者之间的平衡
与转换。”练建安说。

他的作品主题广泛，但
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是两
大主轴。《南山姜》《一件棉
大衣》《药砚》《雄狮献瑞》等
都深受语文命题教师喜
爱。“他们常常表扬我，其
实，我要感恩——是他们传
播了真善美。”

红土地走出的“试题作家”
福建作家练建安的小小说，多次登上中学语文试卷；他说，希望笔下人物，成学生

青春记忆里“一道亮光”

走进王少瑶的家，宛如
踏入一座私人“植物馆”。
客厅、书房、窗台，目之所及
皆是压花作品；红色、黄色、
绿色……两个装满花材的
柜子，更是她的“宝藏库”。

“每次整理这些花材，都像
在与大自然对话。”王少瑶
说。

这份对花草的痴迷，始
于 13年前的一次偶然。当
时，在选购手工书籍的她，

被一本《我的压花生活》深
深吸引。“从小就爱手工，但
年轻时条件有限，工作后更
没机会触碰。看到这本书
的瞬间，就非常感兴趣。”王
少瑶回忆道。当时网上压
花资料稀缺，她凭借一股韧
劲，自费参加专业课程，从
理论到实践，一步步夯实自
己的压花手艺。

退休后，王少瑶与丈夫
开启了“房车采花之旅”。

西藏的高原花卉、新疆的胡
杨秋叶、北方的斑斓爬山虎
……车轮驶过的每一处，都
成为她的灵感源泉。

为了欣赏秋天新疆的
胡杨，去年特意自驾一万多
公里，前往新疆穿越塔克拉
玛干沙漠，观察胡杨并采集
到各种形状的胡杨叶。“为
了收集形态各异的胡杨叶，
我在新疆跑了三趟。一棵
树能长出五六种不同形状

的叶子，简直是大自然的奇
迹！”遇到珍稀植物，她总会
耐心等待花或树叶自然掉
落，再收纳、标注，让每一份
花材都带着独特的地域印
记。

在王少瑶看来，压花不
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感悟生
命的过程。“鲜花到干花，就
像时光的流转。我们把最
美的瞬间定格，也提醒自己
珍惜当下的美好。”

追花13年 她将山河“压”成画
福州退休教师13年房车环游祖国采集花草，创作百幅压花画，定格自然与时光之美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见习记者 蔡怡晴 文/图

福建作家练建安最近有点“火”——他的小小说
《青山径》多次登上中学语文试卷，出现在安徽、内蒙古
的模拟试题中。作为中学生语文试题的“熟面孔”，练
建安已经有11篇小小说入选大江南北语文试卷，其中
的《双龙银圆》还被改编为山歌戏，入选福建省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重点剧目。从机关秘书到记者，再到“红土
地文学”的老兵，他用小小说讲述红色故事与客家文
化，获评全国小小说“金麻雀奖”。他说，希望笔下人物
成为学生青春记忆里的“一道亮光”。

“你希望学生通过你
的小说，记住怎样的‘闽西
人’？”面对记者的问题，练
建安想了想，说：“像《药
砚》中的老先生华昌一样，
身怀绝技、宽容大度；像
《双龙银圆》里的王排长一
样，忠诚干净、有担当……
汀江畔长大的闽西人，都
挺有意思的。”

2023年底，练建安的

家乡武平通动车了。“练建
安客家系列小说”也作为
武平文化的特色，被网友
当作“广告词”。“在高考后
的某个夏天，或许会有学
生突然在不经意间想起：

‘试卷里有一条南流入海
的江，叫汀江。在那里，有
一群生动鲜活的人物，有
许多传奇故事。’”这，正是
写作的意义。

最近，练建安的小小说
《青山径》多次登上中学语
文试卷，出现在安徽铜陵、
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模拟试
题中，在“百度教育”平台
上，这篇讲述身陷敌军重围

的红军小战士李树生有关
亲情、职责与信念的故事，
阅读热度突破64万。

作为中学生语文试题的
“熟面孔”，练建安已经有11
篇小小说入选大江南北语文

试卷。其中，《双龙银圆》不仅
被“人教网”等主流教育平台
收录，入选《高考作业帮》等备
考资料，还被改编为山歌戏，
入选福建省文旅厅2023年度
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

点剧目。“我的小小说能上语
文试卷，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练建安说。他说，欢迎命题老
师无偿使用他公开发表的
360多篇小小说，“教育是公
益事业，也是一种信念”。

小小说成“试卷常客”11篇作品走进全国考场

从写公文到“红土地作家”记者经历成创作跳板

去年，练建安以《腊月
龙灯》等 10 篇小小说参
评，获第十届全国小小说
金麻雀奖。他深知，一篇
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小小
说，不只是故事动人，更要

“讲究技巧”。他总结出
“三要”：字数适中、结构精
巧、正能量突出。“比如同
样的情节，第一次写很精
彩，但第二次再用就不行
了，必须换一个角度讲
述。”

练建安常在报刊发表
作品，《小小说选刊》《微型
小说选刊》等名刊转载，作
品连续13年进入年选或排

行榜，这大大方便了老师们
直接选用。“小小说最大的
知音，是中学语文老师。每
份试题，都是作者和老师们
密切合作的结果。”他笑言，
自己的《药砚》被收录进
1522份试卷（网上资料），
《做客》最近也入选了浙江
语文试题，“我喜欢从题库
下载来收藏”。

这背后是一种责任
感，也是一种信念。“教育，
是传递真善美；语文，是播
种好价值观。”练建安希望
自己笔下的正面人物，能
够成为一些莘莘学子青春
记忆里的一道亮光。

愿为中学生写作
让真善美成青春“亮光”

家乡山水入笔端
让汀江故事流向更远方

在王少瑶的众多作品
中，一幅以福州“三山两
塔”为主题的压花画格外
吸睛。谈及创作灵感，她
笑着说：“大家都在讲福州
故事，我就琢磨着，能不能
用压花把家乡的地标‘画’
出来。直到在地铁站看到
白塔、乌塔的写意图案，一
下子就来了灵感。”

为了还原福州古建筑
的韵味，王少瑶在构图、色
彩和工艺上反复推敲。画
面中，白塔精巧、乌塔大
气，高低错落间尽显层次
感。色彩运用上，她用牡
丹、芍药花瓣搭配宣纸，晕
染出晚霞般的朦胧背景，
远近景的花材大小差异，
赋予画面立体纵深感。

“最特别的是掐丝工

艺。”她指着作品边缘解
释，“用金属丝勾勒轮廓，
能让建筑更有立体感，就
像给画面镶上了一道精致
的金边。”这幅倾注心血的
作品，从构思到完成耗时
十余天，每一片花瓣、每一
根细丝，都承载着她对家
乡的热爱。

而 4 幅中国风花鸟
画，更将王少瑶的匠心展
现得淋漓尽致。画中最小
的花材不足 1 厘米，在她
的手下化作鸟儿的翎羽、
花瓣的纹理。“很多人夸我
是‘花匠’，其实我只是想
把压花的美传递给更多
人。”她说，“就像生活，只
要敢于尝试、用心感受，每
个人都能发现属于自己的
精彩。”

N海都记者 林涓 实习生 陈烨静 文/图

在福州，有一位特殊的“花神旅人”——63岁的
退休小学教师王少瑶，用13年时光，驾驶房车跨越
万水千山，将祖国各地的花草收入囊中，创作出上
百幅精美压花画。当人们惊叹于她作品中不足1厘
米的精致花材时，也不禁赞叹：她有“一双被花神吻
过的手”。7日，记者走进她的压花世界，探寻这位

“花匠人”的诗意人生。

每一份花材 都有独特的地域印记

让榕城记忆在花瓣间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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