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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变迁中的温暖人性岁月变迁中的温暖人性

作家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反
思者。云岗是一个很富于人文情怀
的人，时代斑驳的影子给他留下了
铭心的记忆。他始终关注着时代光
影下的世情、人情、风情，痴迷于小
说建构与情思承载，善于将不同时
代的记忆共置于同一个叙事时空，
在骤变与不变中考量人之精神，完
成了岁月变迁中温暖人性的捕捉。
他生于乡土，谙熟乡土乃至基层社
会的种种繁复、怪诞世象，善于以饱
满无隙的多层次画面聚焦骤变中骚
动的乡土中国。

如 中 篇 小 说《请 神 容 易 送 神
难》，就是对乡土社会精神阵地失守
后农人精神信仰缺失、价值观扭曲
世象横陈。一面是各路小鬼以神
的名义忽悠百姓与基层干部合谋
伺机敛财的众生喧嚣；在此背后的
一面则是村落的荒芜，老人的孤
独，人性异化带来的长痛的、隐忍
无声的喟叹。小说整体寓意了乡
土社会精神信仰体系的旁落，各类
非主流思潮侵袭百姓日常生活，乡
土基层百姓精神信仰处于悬浮状
态。纵观云岗的创作，是善于以坚

实的现实图景，以流畅、生动的人物
塑铸，以整体性社会面孔，去考量社
会前进中得与失的。

云岗的小说首先还原了失去时
代生命的真切动影，有种空旷的山
野气息，有着浩然之气暗隐其中。
过去的时代，云岗小说承载的时代，
是一个有秩序的价值观念明确的时
代。不像现在是一个精神被生活颠
覆的时代，一个价值观念、行为选择
混乱的时代，云岗的小说如同陈忠
实先生追溯 1949年以前中国农民的
精神状态一样追溯了计划经济时
代，乡土社会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
的真切动影袭面而来：遥远农耕生
活舞台《饲养室》以它特有的节奏上
演着高尚澄明与卑劣残暴；与爱情
不沾边的纯粹细密的感情横陈（《八
爷的爱情》）；苦难的生活，朴实、善
良的捞桶人老井等等（《罕井》）。生
于乡土的云岗，是一个敏感勤奋的
创作者，这些文本也承载着他对乡
土的情感，对乡土生活日益改善的
瞩望。云岗所构建的文学图景是确
立与回归传统文化价值为导向的，
对于中短篇小说而言，能以文化精
神价值起底，难能可贵。余秋雨曾
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
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
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罕井》中老
刘头向刘飞讨要老井的辛苦钱，就
有着民间的道德智慧与文化廉耻灵
魂承载。等同于《白鹿原》中白孝
文、黑娃“学为好人”返乡分别认父
于朱先生处、白嘉轩家里，亦是这种
文化一统的缩影。这样细节的文化
价值一样可追溯到《古文观止》首篇
《郑伯克段于鄢》之“掘地见母”。这
是从内心生发的悔意，行为上又有
体面的一种文化智慧。再如《饲养
室》，以四爷坦荡的人心作为一杆秤
去衡量历史中的人心、人性；以四婆
的虔诚、敬重映照人的信仰、敬畏意
识的剥离、丧失；和尚的夜半现身并
劝四爷离开饲养室，为后边四爷的
遭遇埋下了伏笔，这个情节渗透着
云岗对中国传统文化神秘意义的理

解，这和《白鹿原》中朱先生这位世
外高人有着同工之妙。云岗此作很
多构建，与《白鹿原》有着相通的艺
术旨趣。

云岗善于构建具有震撼的恒性
爱情图景。云岗小说里的爱情是
《诗经》首篇《关雎》式的爱情，是一
种直陈的热烈于内心的情感，亦是
历经岁月冲刷毫不褪色定格。所谓
《八爷的爱情》是表层的颠覆爱情二
字，而内在层面却是凝铸爱情的最
真之意，一座精神大山。对于八爷
来说，人生就是用来直面苦难的，因
为有了八婆这个精神支柱，生命更
是多了一分坦然无惧。八婆死了，
那座孤坟就成了八爷的精神依托。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
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在云岗所构筑
的颠覆与击溃“爱情”的故事里，能够
深深感受到古典词曲中爱情的伤神伤
魂。然而更伤魂的在后边，八爷与八
婆合葬宏愿随着平坟永远孤悬。苏轼
尚有王其孤坟可寄托思念，死去的
八爷思念却只能随风飘荡。文本是
以颠覆爱情的姿态凝铸了爱情的起
底，爱情之魂动的灵动扑捉，与《白
鹿原》颠覆宏大主流叙事而成就超
主流叙事的构建模式，异曲同工。

云岗的小说构建实现了凝重与
空灵的化成，有着回归古典的高超
留白艺术。中篇小说《精准扶贫》，
在叙事基调上一改充盈、疾速的厚
重，赋予文本一种凝重、空灵。这是
云岗的匠心设置，目的在于给予扶
贫领导干部刘辉，一种本初情怀追
溯的基底或底色。更为难能可贵
的艺术构建，在于云岗以真切的情
感将跨越了世纪的遥远的两个不
同时代联结起来，赋予身处高位的
扶 贫 干 部 以 初 心 不 变 的 民 本 情
怀。而影响政治文明进程的恰恰
是身居要职的人的民本情怀的缺
失与缺位。眼前的孟兰花和数十
年前的烂女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这是小说的高明之处。云岗用回
忆过往虚境的空灵、美好，比照着
坚硬现实的不忍卒读。或者说，岁

月是把杀猪刀，云岗以孟兰花惨不
忍睹的生活冲击了烂女的单纯与
心高，更可以认为眼前的孟兰花令
人崩溃的生命时态，是数十年前天
真的烂女的现在生活令人惊恐的想
象与推演。毋宁说小说对扶贫领导
干部刘辉的本初情怀的追溯，不如
说是百姓单纯淳朴情感的永逝，是
对贫穷者的莫大悲悯与莫大悲悯中
怒其不争的愤慨。数十年的社会演
进，不仅改变了土地之上人们的生
活内涵，更是改变了人们生存的观
念。几十年后，当担负精准扶贫的
刘辉再次踏上下乡之路时，纯情的
过往不由得涌上心头，巨大反差在
现实与过往的交织与虚影重叠中，
在情感淤积与流淌中，本初情怀几
乎被荒凉的现实所击溃。人性人心
失衡，成为扶贫最大的障碍。

这个没有结果的文本已经完成
了它的思想性批判性承载。现实
主义的小说是由故事构成，但不仅
仅是故事的构建，故事之外更有艺
术性的内质构建。云岗这部中篇，
事实上把该表达的都已表达，没有
结果或许是最好的结果。无论是单
纯淳朴的过往时代，还是骤变中人
心荒凉的现实，对刘辉来说，本初情
怀，民本情怀，依旧没有变，对扶贫干
部而言，他们的情感也备受时代骤变
的折磨，这部小说对精准扶贫工作中
所出现的有悖伦理的怪相隐含了无
声批判。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重书了
民本情怀，同时以失去人之基本精
神的无业游民大学生任涛的新型懒
汉形象，反诘了无良者的灵魂。

云岗的小说有好的素材，有讲
好故事的方式方法，亦不排斥现代
派手法的植入，整体而言可谓多产
高质。从创作实力考量，依旧有提
升的空间。如能在古典文学艺术
中体悟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必将获
得更大的突进。目前云岗的心态
及体悟，已完全进入了职业作家的
纵深之境，于是我
们有了新的期待。

□阿探

——云岗小说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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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原区，有一条东西绵延
数十里的台丘，古称荆山原，亦
名中华原。《史记》记载，人文始
祖黄帝曾在这里铸鼎，昭告华夏
族聚，开辟鸿业。华夏文明，即
晓萌生。

北周闵帝时期，朝廷又在此
域设立中华郡，使华夏文明不断
传承，得以永续。黄帝铸鼎，功
高至伟。《史记·封禅书》里有当
时映象 :古时这里灾情严重，轩辕
黄帝从昆仑山来到荆山一带察
看。练仙丹为民众治病，采首山
铜，汲湖中水，铸鼎于山下……

“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明德
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使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
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昔
者黄帝治天下，创立制度，发明器
械，设置历法，明上下，等贵贱，人
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
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
明而不暗……黄帝因而为四海之
内华夏儿女共同尊奉的始祖。黄
帝文化是华夏民族的根祖文化，
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高峰。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 2015年来
陕视察时讲，黄帝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精神标识”。并说“对历史文
化要注重挖掘和利用，溯到源，找
到根，寻到魂，找到历史文化和现
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
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
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

凡一民族繁衍生息，无不溯其源。岁月如斯，荆山以其独
有的毓秀威灵，泽施后世荆山儿女，接力着历史承传和文化
传播的使命。滔滔渭水，承载了民族奋进的希望；莽莽荆山，
见证了大国崛起的辉煌。厚重的地域文化，是这块古老而神
秘的圣地留给世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黄帝文化作为传统文
化的渊源与灵魂，为民族的生生不息和开拓进取提供了永恒
不竭的动力，这支同根同源的主流文脉，在跌宕起伏的政权
交替中，始终为千秋敬仰、人文传承。

贤者仰鼎，必受其福。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文化“溯
源”“找根”“寻魂”的重要讲话精神启示下，陕西秦正集团得
天时、地利、人和之幸，在为社会创造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
在地方政府和智慧人文学者支持下，以浓烈的文化自信，于
荆山原黄帝铸鼎和中华郡遗址，积资建设以黄帝文化为灵魂
的中华郡文旅景区，重塑华夏儿女的又一祈福圣地，探寻历
史文化与现实的结合点，让赫威始祖的铸鼎初心，在新时代
绽放出永恒的人文价值光芒！

尝一脔肉，则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当我们站在丰隆的始
祖铸鼎的荆山原前，展望云天，思接轩辕；躬逢盛世，人歌乐业；
食飨宾礼，心香亿方。坚持以人为主体的永恒文化价值，朝着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进程中，披荆拓荒，共兴华夏伟业！ □任中南

如今是网红时代。2017年一个抖音视频让
西部某市一家可以喝完酒摔碗的店铺火了起
来，成为远近游客趋之若鹜的“景点”。近日，友
人到那个城市出差，回来以后颇为那里的摔碗长
龙所震撼。从她分享的图片看，店铺门前，摔碗
现场可谓人潮涌动，摔破的碎碗堆积如山。

朋友说，在“摔碗酒”现场，只要掏上5元钱，
不但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酒，还可以将酒碗狠狠
摔碎。由于这种形式很特别，所以吸引了很多人
尝试。据现场贴的文字介绍：“摔碗酒，摔掉烦
恼，摔碗酒，摔出福气！喝摔碗酒，财神跟你走，

喝摔碗酒，年年好运头。”在现场服务人员指挥下，买过酒碗
的游客双手把倒满酒的碗举过头顶，心中默默许愿，然后把
酒一饮而尽，再将碗口向下用力一摔。摔碗一响，口中大
喊：“碎碎（岁岁）平安！”有人还对“摔碗酒”进行很用心的考
证，说它起源于土家族，是一种民俗文化。

朋友颇为现场的那种氛围所触动，说起来眉飞色舞。
的确，这摔碗的生意颇有创意，很能抓住人心，也让商家获

益。有人甚至大赞：一个抖音视频带火了一个行业，带火了
一条街，这是带有丰富文化体验的旅游，是民俗文化与互联
网经济、网红经济成功结合的典型范例。

说实话，作为一种民俗，“摔碗酒”让人们体验了一种有
着悠久历史的文化，游客在参与的过程中体验某种仪式感，
本无可厚非，毕竟对个人而言，遇到这样场景的机会很少，
也并没有摔碎多少碗。但是，当你把它转换到另外一种场
合，成群结队的人排队去摔碗，将制造多少没有发挥任何实
际效用的碎片？这不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还有可能在
年轻人中传递一种以摔物为乐的价值观，这恐怕是“摔碗”
的创意者所始料未及的。

可见，体验民俗或者从事“文化创意”，并非易事，既要
有对传统的传承，又要在新的生活方式有所创新；既要适
应年轻人对网络传播的诉求，又要引导他们合理消
费。古人信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简单直接的“摔碗取乐”显然与传统的
价值观格格不入，而“网红经济”的发展，亦要建立于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之上。 □高秀秀

摔碗的生意还能红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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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0 岁的江西青
年刘金福因在网上用抢票
软件为他人代抢火车票，
收取佣金，2019 年 2 月被
以涉嫌倒卖火车票罪拘
留，3月19日被逮捕。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
相关规定，“倒卖车票、船
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
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金。”而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

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高
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或者倒卖

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
证，票面数额在五千元以上，或者
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千元以上的，
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
规定的‘倒卖车票情节严重’。”在
这个意义上，南昌铁路运输法院
对刘金福一审判决似乎并无不
妥。有了这样的判例，“代人抢
票”的生意也许就会消停不少。

问题在于，判决似乎仍然存
在争议之处。其一，刘金福的罪
名是否成立。公诉人认为，刑法中
的倒卖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囤积大
量车票，或利用优势控制票源，而
后出卖给不特定人，情节严重的行

为。刘金福以牟利为目的，通过抢
票软件控制票源，与普通的票贩
子、黄牛党并无区别，是“披着民事
合法外衣的倒卖火车票行为”。然
而，“倒卖车票罪”应有这样一个构
成要件——在犯罪过程中，“交易”
商品的所有权发生了变更。在实
名制的背景下，网络有偿代购自始
至终都没有发生所有权转移。“有
偿抢票”以买票者提供的个人身份
信息抢票，更像是一种民事代理行
为，应由民法而非刑法来规制。“越
过”民法，直接对“有偿抢票”的刘
金福追究刑责，有违刑法应有的谦
抑原则。其二，正如刘金福家人所

“不理解”的，为什么一些平台“有

偿抢票””无人追责，刘金福就被判
刑了呢？公平起见，如果“有偿抢
票”是一种犯罪，那么，许多网络平
台犯有同样的“罪行”，甚至造成的

“后果”比个人“犯罪”要严重许多，
为什么没有如此严厉地追究刑
责？对刘金福而言，这不够公平。
要知道，找出犯有同样“罪行”的平
台并非什么难事。

高峰期火车票依然“短缺”的
当下，“有偿抢票”在所难免。当务
之急有二：尽快在法律上对“有偿
抢票”是否犯罪有一个清晰而合理
的“说法”，尽可能从法理上消除对
相关判罚的争议。 □王学钧

治理“有偿抢票”需要精准下药

热
门
话
题

自今年 7 月底各地展开对
4A级及以下景区复核检查以来，
截至10月15日，已有261家A级
景区被处理，包括23家4A级景区
申请退出评级或被“摘牌”。这些
景区存在安全隐患突出等各类问
题。评级“有进有出”，将助推景区
提升服务质量。

□文/于石 图/曹一

景区复核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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