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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东江市，以一种前瞻性的战略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土地变革。
将农村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劳动力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农业向工商业转变，农村向城市转变
，短短数载，沧海桑田。
　　然而，面对征地拆迁的大举措，各种矛盾层层凸县，政府官员与基层百姓，行政干部与高知分子
，既得利益与长远目标，家庭纠纷与信仰冲突，在作家抽丝拨茧般的描绘下，一幅波谲云诡而又曲折
动人的绵长画卷为读者缓缓展开。
　　在这巨浪滔天的东江改革大潮中，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亦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洗礼。
马成与凌云的患难与共，徐好仁与赖阿奶的老来相伴，裘金艳对徐用情和曹乐的左右不决，或洋溢着
温暖的浪漫，或透射出现实的残忍，于宏大的时代底色之上着个人际遇的浓墨重彩，细微处见真情，
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爱情观、人生观借以穷形尽相。
　　小说《东江向东方》浓缩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生活状态的巨大变迁，同时又将岭南文化的清
新闲适融入跌宕的历史书写当中，读之犹如品酒，既可得大醉的酣畅，亦可取微醺的别趣。
　　东江水壮，千里浩荡，浸渍着作家一腔故土情思，亦将东江子弟开天辟地的满怀豪壮万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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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生于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
中共党员。
大专学历。
 1970年至1985年任东莞市桥头镇政府办公室资料员；1986年至1989年任桥头镇党委委员、镇党委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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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红莲自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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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夜深了，坐落在村头南山腰的徐好仁家的灯仍然亮着⋯⋯　　似乎生怕惊动四邻，这栋老屋门窗
紧闭，连窗帘也拉上了。
顶东头一扇小窗尽管没有窗帘，也用一块门板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
　　徐好仁和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在宽阔的一楼堂屋围桌而坐，六人面面相觑，个个脸色挂霜
。
此时，二儿媳王爱娣把飘着扇贝苦瓜清香的老火汤分别盛到每个人碗里，殷勤地劝着：“趁热喝了吧
！
都下半夜了⋯⋯”三兄弟偶尔乜斜一眼，可谁也不动碗筷。
　　王爱娣又从厨房里端出一个紫砂胆小盅，是由虫草、桂圆肉和薏米仁煲的清汤，走到家翁徐好仁
面前：“爸，您先喝吧！
”徐好仁瞧都不瞧，这可是他每晚必喝的滋补汤品，从无遗漏。
　　一盏老式吊扇高高地挂在堂屋正中，此时却没开，只开了两台落地扇，调至微风挡，背对着怕风
的徐好仁。
堂屋正面墙壁垂挂着红底黑字巨型条幅，条幅十分陈旧，蒙了厚厚灰尘，却亮在堂屋中的最醒目处。
　　上联：龙脉之地水善土馨祖香庇佑旺财旺丁　　下联：乾坤之乡外圆内方孙香茁壮家运隆昌　　
横联：水土合德　　六十六岁的徐好仁看上去气色很差，一脸倦容，眉目间聚着忧思，全不似他几十
年来一向的坦荡平和，淡定从容。
　　儿子们齐刷刷地到了。
大儿子徐用意和大儿媳李荷，夫妻俩从深圳和广州分别驾车赶了回来，院门口停放着一白一黑两台宝
马七系。
唯有女儿徐用心、女婿黎守良缺席。
　　徐好仁没有把女儿召回。
女婿与大儿子徐用意的关系总不见好，互不来往已有时日。
早年，女婿当副镇长那会儿，染指大儿子的生意，换言之，大儿子染指女婿的权力，他觉得不妥，劝
说过。
儿子倒还听话，女婿却并不把他这个老丈人放在眼里，举凡与徐家儿女来往，皆背着自己，无论大事
小情，能瞒就瞒，能蒙则蒙。
女婿与女儿的夫妻关系也好不到哪儿去，事实上，“婚姻质量堪忧”。
他深知女婿为人，压根儿不想见他。
眼下，家里有了事儿，别说通知他，瞒他还来不及。
　　啥事儿呢？
　　东江市莲花镇水枫村农民徐好仁，打算署实名具实姓，上书省委省政府，反对东江市委市政府急
于实施的“二期规划”：在原定六十九平方公里（已获国家批准）基础上，追加建设用地三十平方公
里，使莲湖湾规划控制面积达到九十九平方公里的“战略决策”。
　　《致有关领导同志的一封信》已经起草好了，是徐好仁拖着病体，费尽心思，熬了十几个晚上，
在灯下秘密写成的。
信平展地摊在桌子上，儿子儿媳们已轮流看过。
　　刚刚进入新千年，东江市就有头顶乌纱帽的人按捺不住，为闹“政绩”而拿农民开刀了！
　　筹建中的莲湖湾新区已确定规划控制面积六十九平方公里，除去其中十一平方公里的水面及部分
荒山、荒滩、荒沟，此一建设用地规模之大仍属前所未有。
在这一拔征地中，莲湖周边三个镇，莲花镇首当其冲；莲花镇十二个村，水枫村首当其冲。
水枫村被红线圈掉的土地占全村的三分之一之多。
　　如今，平地再起惊雷！
市里竟然抛出第二期规划又要追加征地，欲与第一期规划同步实施。
如此一来，水枫村将全部圈进红线图之内，寸土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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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枫村祖祖辈辈靠土地为生。
村民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犹如中华大地一般亘古悠绝。
农民靠天吃饭，然而风调雨顺才有好收成，但土地总是可靠的，锄头把子总是可以作为的，有了可靠
的土地和可作为的锄头，命运总是好把握一些。
依土恋土，世代相传；丢地失地，心腹大患。
　　城里人在土地上看到的是金，乡里人在土地上看到的是命。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村民，眼光却不同了！
如今村民与城里人一样，认定一寸土地一寸金。
　　地没了，就等于没了劳动的生产资料，就等于把农民的身份剥夺了！
没人视农民身份有多值钱，可农民总得有个身份。
农民若转至其它行业，不仅缺乏劳动技能，还难免受排斥。
农民将无业。
无业将无收。
难道要农民沦落为乞丐、窃贼？
此其一。
　　其二，地没了，就没了经济载体，外来投资就落了空。
农民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是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的自然捆绑，这一“特定身份”，随着土地的增
值而增值。
水枫村集体经济正是有赖于此而不断壮大，水枫村村民正是有赖于此而有了劳动性收入之外的财产性
收入。
此等情形之下的割土让地，不啻于抽血剜肉！
　　其三，若是部分村民没了地，只要集体经济还在，便可自行予以接济。
倘若撤销整个村整个镇，简直是釜底抽薪，村民成为无根之浮萍。
就算政府有能力管，可村民是一百个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去“吃”政府的救济了。
拜改革开放所赐，托沿海先行之福，水枫村如今富裕了，已达千百年来空前水平。
按照目前的发展，更加富裕是可以预期的和把握的。
改革开放为水枫村带来了以物质财富为标志的极大荣耀。
　　其四，水枫村是个自然村，历史悠久。
建国以来，水枫村绝大多数村民奉公守法，爱国爱家，勤劳纯朴，建国以来获得多项先进称号，荣誉
等身。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为了保护莲湖水质，水枫村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放弃了工业化。
在农业商品化、产业化道路上一马当先，经济总量三次实现“翻两番”，堪称奇迹。
像这样好的村庄，难道不应该珍惜和保护吗？
在水枫村一千八百多村民心目中，“水枫”三个字，是血脉，是根性。
　　作为水枫村一位老村民，我不能武断地说，自己一定代表民意，但我有资格为乡亲们代言，为投
资商代言，为我们村的历史性进步代言。
我们不吃救济，不要政府拨款安置，也决不容忍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像日渐成熟的桃子，谁都来抢！
谁都来占！
这颗艳桃，是水枫村全体村民二十多年的心血积淀而成（此处有一句“试问一个人有几个二十年？
”被用粗粗的钢笔划掉）的啊！
　　你们当官的、当权的、当政的一言九鼎，我们种田的、刨土的、挑粪的九言一鼎当可？
我在这里撂下一句话：要地没有，要命你拿去。
　　我个人认为，政府不宜再得寸进尺、盲目扩大征地面积了！
城市化扩张该有尽头，村民利益该有保障。
希望有良心的、关注民生的官员，多多下来倾听老百姓心声，万勿罔顾民情，肇发事端，拖累我市改
革开放进程。
　　“书”上说得很清楚——半个月内得不到答复，将直接上书党中央国务院，甚至暗示，上书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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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在后，不排除徐好仁本人亲自到北京“晋见老熟人”。
　　村民都知道徐好仁有个口头禅：总理是全国人民的“老熟人”，电视里天天见面。
照此逻辑，徐好仁说的“老熟人”当是国家总理。
此前，两任总理曾先后接见过他，握过手，说过话，合过影，他自认为与总理是老熟人。
　　徐好仁何许人？
东江市莲花镇水枫村退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省市劳模，连续三届东江市人大代表，近四十年的
老先进、老典型。
他领导的水枫村，从一个地处山旮旯中靠种果树和经济林起家的落后小村，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农业
致富先进村。
上达国家总理及国务院有关部委，下至省市领导及周边省份各代表团，都曾前来考察，对这个置身于
绿色海洋中的山村予以褒奖。
他曾是东江市乃至广东省的“名人”，在莲花镇一带，算得上德高望重。
　　“爸，这个事儿⋯⋯”大儿子徐用意皱着眉，脑袋低沉着，不住地摇，“找看做不得！
您老退休几年了，别说跟上面领导，就是跟镇领导，您也接触不多了⋯⋯消息闭塞，信息不灵光，上
面咋想，您也不知道。
”　　这话捅到徐好仁痛处，啥了不得的“上面领导”？
国家总理省市领导他都“接触”过！
更别提啥“镇领导”，像女婿黎守良，也配接触？
　　“爸，您又不是不知道，咱这四里八乡，从来不兴磨嘴皮子，更没人给上面写过什么信。
”徐用意又说，“要不是习惯于只做不说，闷声发财，哪儿有今天？
”　　“糟糕的就是‘今天’！
”徐好仁拉下脸来，声音轻微，“这不，水枫村要是被人连根端掉了，你还想闷声发哪路子财？
”　　徐用意自知失言，赶紧解释：“爸，我的意思是，您虽无任何职务，但身份敏感！
您是‘社会贤达’，不是‘社会闲杂’。
这信要是发了出去，万一被记录在案，怕是影响深远，贻误子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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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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