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读 书编辑：刘诗萌 美编：胡健博 校对：古 月版4
2022年7月21日 星期四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啃 书

时
代
印
迹
的
抚
摸
与
慰
藉

—
—

简
评
朱
百
强
短
篇
小
说
《
北
京
女
人
》

荐 读

《穷庐残月》的叙事美学
鄠邑作家王仲斌（笔名坤乾）日前

出版的《穷庐残月》是一部以鄠邑北街
人、清代关学大儒王心敬（丰川）为题
材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儒学是
中华灿烂文化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
是社会精英阶层的精神支撑。那些有
代表性的儒学大师的人生故事，注定
既波澜壮阔，又缠绵细密，其精神境界
更是恢宏壮观，盛名之中，也一定会有
儿女情长的情感纠葛。时光黯淡了这
些大师们的光辉，抹去了他们身上的
故事，为此类人物立传，委实是一件艰
难的工程。没有严谨治学的态度，没
有对历史事件的深刻洞察和对历史人
物的深度把控，《穷庐残月》这 50余万
字很难令我痴迷。作者通过生动感人
的故事，将一个理学大师的一生完整
地展现于读者眼前，其情节丰富曲折，
人物圆润真实，阅读过程中不由令人
心潮起伏，唏嘘再三。小说于正史之
外寻找历史发展的多元可能，将小说
叙事放置于历史逻辑基础之中，把小
说细节深植于清代的社会现实之中。
可赞的是，作者深刻细腻地刻画出王
心敬独立于天下的情操以及浩瀚的内
心世界。一册长卷，写出了一个身居
草庐却名达清廷的儒者之性格及命
运，让读者看到了盛世之外的隐秘故
事，洞察到主人公鹤立于鸡群的心路
历程，领略到那些难以书写的沉重历
史。作品真实而富有历史质感，让读
者更深刻地体会和领悟到中华民族的
文化魅力和精神归宿。

不得不说，作者既有独到的目光，
又有超人的胆量，凭着零散的史料将
王心敬描写得如此生动鲜活，精神境
界之崇高，情感世界之丰富，人物性格
之鲜明，展示出一代理学大师高大峻
峭之形象。

王仲斌先生以人的精神世界为背
景，以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兼之神采激
扬的文字，写出了一部精彩的历史小
说。先生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传，庙
堂之高，江湖之远，都尽收笔底。勾栏
瓦舍、寺庙堂肆、民俗风情，娓娓道来，
富于书卷气息却又风情万种。小说中
处处流露着一种文化气息，文字里呈
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增添了小说
的文化性，如果说故事性是吸引小说

的大众读者，那么文化性无疑吸引着
小说的精英读者层。

历史小说既需要史实，更需要想
象，方能成为一部成功的作品。整体
而言，该小说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从
而具备了史诗品格，同时又浓墨重彩
着乡俗，如第十回的婚庆礼仪及闹洞
房。两者映照，为乡野大儒王心敬设
置了极好的生命背景，使其人生历程
以及性格命运建立在坚实的生活基础
之上，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观赏性。

尤为令我称道的是，在作品中作
者以朴质柔密的行文，以跌宕起伏的
故事情节，以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以工
笔重彩的故事情节，以艺术的真实还
原历史的真实，书写出历史断裂处的
血肉和细节，呈现出乡野大儒这样一
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展示出诸多
生动精彩、荡气回肠的故事。像十二
回的“考场风波”、十五回的“江南讲
学”、二十八回的“捐锦罹祸”、三十四
回的“舌战群儒”、三十五回的“赋诗蒙
难”等章节之精彩，令我击节赞叹。我
不得不感叹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以
及驾驭文字的出色，作为一个鄠邑人，
我非常庆幸身边又多了一位可以月下
品茶看竹的文友。

纵观全书，《穷庐残月》既有恢宏
壮阔的历史审美，同时又具备雅俗共
赏的品格，使其具有了较高的阅读审
美价值。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
结合是历史小说创作绕不开的一个话
题，而作者通过精心考证和深思熟虑，
在历史和艺术之间匠心独运，达到了
二者的较好融合。从叙事学的角度审
阅，作品中的叙事情境、叙事节奏、叙
事语言均有了较高的境界。加之俗文
化视野下的平民叙事和雅文化视野中
文人叙事的有机结合，使这部小说产
生了强烈的审美愉悦，它以新颖的视
角，厚重的思想含量，细密绵长的叙事
文字，描写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为读者展现出一个历史阶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使读者在
阅读的同时又汲取了诸多美学成分。

读完长卷，虽是暑热难耐，但有明
月在天，夜风习习，却也舒心惬意。举
头望月，不知仲斌先生是否月下踱
步。如若如此，先生心中定有云中白
鹤在月空飞翔。 □赵丰

——从通俗小说之演变看李印功《野女镇》

采闾巷之故事 绘一时之人情

姚安新作《盛唐的脊梁——颜真卿评传》出版
本报讯（记 者

刘诗萌）近日，我省文
化学者、诗人姚安新作《盛唐的脊梁——
颜真卿评传》由西安出版社出版。

这部作品以大量文献资料为支撑，
通过“田野考察”的方式多次实地走访
颜真卿相关遗迹，抽丝剥茧般娓娓道
来，还原了一个我们未曾了解的 1300

年前的思想家颜真卿。该书以 38 万
字、60 个章节的篇幅，加以详实的史
料、丰富的图片、捭阖的气度、诙谐的
文笔，生动而鲜活地品评了颜真卿的
生平。同时，以“大散文”的写作视域，
摒弃严肃文风，透过严谨而相对口语
化的语言，希冀读者有“可以躺着读，
可以闭上眼回味”的阅读体验。

新书讯

读书如滴灌
人的内心世界又被唤作心田，想

一想，真是妙哉！
心田，让人很自然联想到田地。

田有旱田，又有水田，还有梯田；地有
平地，又有坡地，还有山地。广袤的，
一望无垠；狭小的，一席之地也是
地。田地有肥沃的，也有贫瘠的，还
有荒芜的。未经开垦，那就是处女
地；长满了绿草，那就是绿地；森林茂
密，那就是林地；经常被河水漫灌，那
就是沙滩地。

人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有心
田了。人在成长，心田也在扩张、拓
展。初解人事前，心田就是待垦的荒
地，如何开发，就是个问题。和土地
一样，撂荒，会长出野草；垦荒，就会
长出庄稼。俗语云：“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给心田上种什么，就能长出什
么。给心田上撒满花的种子，心田就
能像花田那样美丽；给心田种一粒松
子，心田上就会长出一棵松树。

心田的开发，既离不开教育，也
离不开读书学习。如果说接受教育
是被动开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滴
灌种植，在自己的心田上精耕细作，
非但不令心田荒芜，还要使自己的
心田不断肥沃、不断丰收、不断长
绿。心田没有边际，拓荒就能拓展
面积；心田喜欢湿润，只要滴灌就能
收获希望。

读书如滴灌，比喻何其恰当也。
拥有一方心田，靠天吃饭是靠不住
的。如果遭遇春旱呢？如果久旱无

雨呢？如果大水漫灌呢？心田若是
旱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好雨”就是
春雨，春雨贵如油；“好雨”就是及时
雨，下得正是时候。“时节”譬如年少，
正是读书的美好时光。

心田若是沙田，读书滴灌就是不
二选择。人在读书的时候，文字被
赋予了灵性，句子被注入了灵魂，字
里行间一脉贯通，道在句子与句子
的对接中滋生、集聚，形成一股清
流，顺着目光回流，源源不断地注入
心田，再转换为滴灌。读书不止，滴
灌不停，久而久之，心田即使是沙
田，也会变成良田的。

读书不能盲目，必须有所选择。
“腹有诗书气自华”，那诗一定是脍炙
人口的，那书一定是经典耐读的。古
人已经作古，留下的是子曰诗云；前

人已经离世，存世的
是经史子集。书山
有路，路在脚下，曲
径通幽，才能渐入
佳境；攀援而上，就
能登上峰巅。学海
无涯，唯有钩沉，那
钩到手的，才是真
才实学；唯有行舟，
勇往直前，才可能
抵达彼岸。

人活天地间，活
的不仅仅是皮囊，还
活精气神。后者从

何而来？书也！饱读诗书，不仅会读
出个人气质，还会读出健康长寿，关
键在如何吸收消化。知书达理，因为
书里有人生哲理；书能通神，因为书
里有智者灵魂；书能养心，因为书里
有通络救心丸。

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书是读破了，可知识归我所有
了，连带文笔和智慧都如魂附体了，
写起文章来，也得心应手了。读书就
这么神！把书读多了，不知不觉就成
了读书人；把书吃透了，自然而然就
有了书卷气；把书里精华消化吸收
了，不脱胎换骨都由不得自己了！

读书之妙，妙在心领神会。会心
一笑，那是书中遇见知音；醍醐灌
顶，那是书中遇见高人；身临其境，
那是穿越时空，读魂与书魂邂逅。
仿佛坐在教室里，正在聆听老师讲

课；仿佛与古贤聊天，面对面如沐春
风；仿佛静卧白云边上，欣赏高山流
水，倾听空谷足音。

书，能普及，却神秘；不神秘，也
神奇。不是吗？读鬼故事，鬼话连
篇，心里就真有鬼了；读神话故事，神
乎其神，心里真信以为真了；读恐怖
小说，读到恐怖处，不但心惊肉跳，而
且毛骨悚然。读武侠小说，有人就沉
迷武侠了；读言情小说，有人就情迷
心窍了；读侦探小说，有人就把自己
当成侦探了。读老子，老子就现身
说道了；读庄子，庄子就活灵活现
了；读孔子，孔子就扑眼而来，仿佛
还坐着牛车。读《红楼梦》，读进去
了真像做梦一般，那些红楼人物像
影子一样进驻脑海，挥之不去，招手
便来。我还有一个错觉，总觉得贾
宝玉就是少年曹雪芹。曹雪芹说：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
者痴，谁解其中味。”我说：“看似荒
唐不荒唐，一腔泪水写沧桑。读后
恍然方觉醒，富贵原是梦一场。”写
的是梦，读的何曾不是梦呢？

把自己读成书生，那就为书而
生吧；把自己读成书虫，那就做一条
益虫吧；把自己读成蝴蝶，那就像蝴
蝶那样蹁跹起舞吧；把自己读成大
鹏，那就鹏程万里吧！

心田变书田，书田上耕耘，必有
收获；书田上滴灌，必能收获丰硕；书
田上沃野千里，丰收在望，就一个人
偷着乐吧！ □孔明

这是关于书的一些往事。
（一）阿婆的书摊
我出生成长于秦巴山脉间的小

山城，山路曲曲弯弯，一条东流的汉
江贯穿了主城区，四面环山的地形
把这座城割据得小而又小。

小城小，人也少，能买书借书的
地儿也少，偏因母亲喜爱唐诗宋词，
我认字稍早，看多了千篇一律的童
话书，就更迫切想找一些新奇的书
来看。那时候，旧城区还未改造，路
抖得自行车叮铃铃的，巷子里还有
老阿婆的书摊，每每上完钢琴课路
过，我总忍不住停下来，蹲下翻一翻
卷着边的书。阿婆的书很杂，20世
纪的卡片书也有，老年人惯用的皇
历八卦也有，专业的诗词鉴赏也有，
顺带卖一些时下流行小说。阿婆人
很好，从来不赶只看书不买书的小
孩，脸笑眯眯的，像橘子皮一样皱起
来，泛着油油的光泽。

后来高中住校，毕业后说再去
看看最终还是没去成，今年看望老
师的时候路过，却发现老巷再也不
是我记忆中的模样，青石板还是青
石板，但老阿婆的书摊找不到了，手
抓饼的店也改成了诊所，我拎着一
盒水晶糕怔在原地。

老巷的阿婆不摆书摊了，水晶
糕送给谁呢？

门口老大爷摇着蒲扇唠嗑，摩
托声嗡嗡地来来往往，热热闹闹。

（二）汉唐书城
初中的时候，学校和汉唐书城

离得很近，中午有时候没有睡意，
我就跑到里面看书。记不得是哪
个系列的书，似乎用着附赠的卡片
放到灰色区域就可以知道案情经
过，我最喜欢了，常常一看就看到
快上课。书挺有意思的，是我看过
的侦探读物中很独特的一种，当时
便总想着努力攒钱好好买一套，现
在长大了，偶尔看着书柜最高层的
单本，却再也没有这种念头了，想
的是收藏一二且做回忆就可以了。

记忆里，我几乎没有为书愁过
口粮，毕竟父母的支持是最大的后
盾，唯一一次饿了几天肚子，是下
定决心置购一套眼馋了很久的小
说。记得那是一个雨天，我握着 80
元奔向书城，气喘喘地从书架上拿
了一套就跑向前台，好笑的是，在
付款的那一瞬间，我犹豫了，强烈
的不安占据内心——父母养家不
容易，但从来没在买书上苛求，况
且书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折售
出一部分破损的书，那时候再买
也可以。于是，在前台姐姐奇怪
的眼神下，我红着脸把小说放回
去了，又摸了摸凉凉的塑封，出门
吃饭去了。

几个月后，书店清仓一部分书，
我终于购得了心心念念的那套小
说，顺带着还买下了两本《聊斋志

异》《儒林外史》，心里十分得意自己
当时的“机智”。

（三）书与饮食
我的母亲，是一个将书卷气和

烟火气揉和得很好的人。
得母亲之便，我吃得也好，看的

书也多，尤其年岁稍长，便更倾向读
与饮食相关的书，而在众多记录世
间饮食的作家中，梁实秋先生最得
我欢喜。每每深夜胃肠饥饿，懒于
点外卖，我就读一读他的《雅舍谈
吃》，但时常读着读着，肚子不觉又
空了下去，口舌生津，馋虫作祟，循
环往复，着实让人懊悔不已。

梁先生聪明，精通世俗温度，
知道如何用组合的动词、名词和形
容词来勾人食欲。在他笔下，20世
纪的顺兴楼、正阳楼、东兴楼是鲜
活生动的，若有若无的铁锅刺啦
声、蒸锅呼噜声一概美妙得遮不
住，咕嘟咕嘟将高级的烟火气撺掇
出来。有别致的“铁锅蛋”，铁锅黑
墩墩的，蛋涨得高高的，焦黄焦黄
的，上了桌还有吱吱响的滚沸声，
可加新式美国干奶酪，也可什么都
不加，原始粗犷；也有孩童爱的“炸
丸子”，小小的，温油炸八分熟，捞
起蘸椒盐，外焦里嫩，其中鲜美是
现在多数餐馆做不到的，毕竟多用
的是速冻丸子。

好在我现在做饭还不错，虽做
不出梁先生笔下的水平，但偶尔做

的蛋炒饭，却是连外边餐馆也比不
了的，想着人随书意，我估计也是沾
染了些，这要感谢梁先生。

（四）二十年
我来自小城，小城小，有关书的

回忆却不少，岁月增减间，承载这些
回忆的人、物、景凝固成一缕捉不住
的过往，慢慢消失在繁华的新城区。

二十年，青石巷里的阿婆出省
了，汉唐书城的规模缩减了，家中柜
子里书的封页褪色了；而我，也很久
没再这么认真地回忆过它们，也许有
一天，这些记忆会变成故事，由我增
点色彩与情感，再讲与他人；或许，我
也能出一本书，在合适的时机再去深
深追忆二十年间与书的点滴，欢笑与
共，悲喜与共。 □张语桐

小城姑娘，小城书

富平籍作家李印功将他的长篇小
说《野女镇》放在微信朋友圈，也私信
发我，每日两章三章，仿若民间说书
人，并不一口气说完，也没法一口气说
完，说一段停一下，在听众听得正带劲
时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我就这样今天一段明天一段，阅
读了他的这部长篇。

李印功的这部作品，故事热闹人
物也有趣，写的是1980年代的生活，农
村中的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等。我无
法以现成的评价尺度来衡量这部作
品，因为现有的文学律法大都是将宏
大的主题、深刻的思想、典型性的人物
形象塑造等作为尺度，但我似乎在李
印功的小说里提炼不出一个像模像样
的思想，只是强烈感到，他写的就是生
活本身，是原生态的农村日常性描写。

精英们以思想性、艺术性为标尺，
划分出小说的品级等差，许多流行于
百姓之中深得大家喜爱的作品，也往
往被认为缺乏思想内涵，浅薄无聊等
而被边缘化，有的甚或被弃置淹没
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李印功
的小说，在小说之林中，属于那种人情
世态小说之路，可惜这个路径在今日
难找印痕了。

《野女镇》属于这一文学谱系。我
们在李印功的作品里，见到了当代浓
郁的生活气息，人物形象鲜活有趣。
乡村生活的林林总总，那种日常的人
际争斗、打架骂仗，真是鲜活得不
行。农耕文明的乡邻相处之道、鸡鸭
狗吠之态，还原了一个乡村生活的原
始空间场域。印功说自己的作品总
是脱不开“热闹”这一点。可见他在
抒写时，内心充溢的那种俏皮幽默式
看取生活的态度。他笔下的故事沉
浸于日常生活之中，虽鸡零狗碎，却
趣味毕现。长期以来，作家们习惯于
将原始生活形态提升结构为一个有
意义的故事，这个意义就成为对原始
生活形态的重新建构，或是打碎重
组。小说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其本体
性就成了另一个样子，另一种形态，
从而与底层大众趣味脱离。这一点，
在延安时期就曾有过争论。

《野女镇》的叙事语言是典型的关
中地区的民间生活用语，丰富强烈且
鲜明，作者在抒写中，其采撷还原乡村
语言的能力极强，甚而有点大胆。他
的语言不仅充满乡土气息，且不避乡
间粗鄙俚语，那种来自生活之流的源
头活水，仿若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使

乡间村民形象，栩栩若生。加之作者
本身的幽默天赋，读其小说，甚觉有趣
愉悦又过瘾。我随手摘引一段对惠天
鹏这个人的描写：“惠天鹏是野女镇惠
家巷人，是个街勒子（住在街道上的说
话做事不讲理的人），王全天跟惠天鹏
同桌三年，知道惠天鹏是个过河尻渠
子都要夹水的人，对他能耽搁生意做
好事，有点不大相信，疑惑地问：‘啥好
事，值估你单单回来？’”这一段叙事
中，小说使用了“街勒子”“过河尻渠子
都要夹水”“值估”这三组乡间俚语，一
下子将惠天鹏这个人物活生生描画出
来。用王全天对他一向的坏印象，来
对比这次的“好心肠”，不由得心生疑
惑。这些叙事，恰恰成为李印功《野女
镇》成功的地方。

我看李印功的故事，具有了张恨
水的遗脉；而其人物，却也得了赵树理
的真传；而其语言，具有地道关中方言
的民间底蕴。张恨水的故事，写的是
市井之像，男女之趣。李印功写的是
乡土之人，民间之味。相同的是皆取
通俗化的路子来演绎生活。从李印功
的乡土趣味而言，倒是合了赵树理，只
是赵树理乃山西人，其语言味道也是
晋地之风，李印功无非是换了一方秦

地水土而已。陕西作家中，柳青《创业
史》的语言常常被人称道，认为是普通
话与地方方言融合的典范，但其确实
是走向了纯净典雅诗美之道。陈忠实
《白鹿原》的语言风格，有点儿欧化倾
向。纯粹地道的乡土化的关中方言尚
未见成功的尝试者。

李印功说自己的《野女镇》“属于
草根作品”，说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说自己努力的方向，只想“触摸的是农
民的喜怒哀乐，诉说的是农民的酸辣
苦甜，探究的是农民的百味人生”。我
想，他多少是达到了自己想要达到的
目标。他的“没有章法，随兴而作”，使
他放下了某种模式化的裹挟，让内心
感受天然涌流。他说自己“像一个性
急的菜农，把地里的菜没来得及清洗
带着泥土就拿到市场去卖了，唯一的
一个就是有些新鲜而已。”也正是这种

“新鲜”，惹人喜爱，令人悦目。作为一
个评论者，我想我不会再批评李印功
的故事和人物缺了点哲学化或主题性
的思考，我唯愿他坚持眼下的这种路
子，并希望他此后的创作比这部作品
更加彻底，更加通俗化大众化，哪怕土
得掉渣！这样的一条路，对于李印功
而言，可能就是通途。 □仵埂

朱百强短篇小说《北京女人》是一
篇富有年代气息和行业特质的作品。
读完之后，仿佛品鉴着一壶老酒，香
醇而浓烈的感觉让人欲罢不能。读
者会在不经意间跟随作家的笔触，穿
越到 20世纪 80年代的那段岁月和那
座矿山，还有那些鲜活的人物，好像
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恣意
抚摸着我们的身体、神经
和灵魂，给我们的心灵以
足够慰藉。

小说讲述的是青龙山
煤矿采煤班班长赵国庆的
女人来矿山探亲，热情好
客的矿山人把这当成了一
件大事来郑重对待，区长
给赵国庆批了假，让他安
心在家接待，班里的伙计
们更是兴致高涨，张罗着
要给赵国庆的女人来一场
别致的欢迎仪式。北京女
人终于到来，却又和大家
想象中的场景不太一样，
好像她曾来过，又好像她
并未曾来过，留给矿山的
记忆仅仅是挂在俱乐部门
前的一张黑白夫妻合影，
还有对韶华流逝、物是人
非的种种无奈与怅惘。

故事情节貌似简单，
但作家的艺术表现形式却
是细致又丰富，深沉而内
敛的。他不仅塑造了以赵
国庆为代表的一大批煤矿
劳动者形象，而且在写法
上求变求精，虚实结合，层
次递进，生动展现了北京
女人到矿山这一事件的点
点滴滴和枝枝蔓蔓，写得
饶有情趣，大有看头，仿佛
一下子带我们走进了赵国
庆工作的矿山里面。

先说塑造形象，赵国庆绝对称得
上是一个典型人物，有血有肉，立体丰
满。他是北京下乡的知青，独自一人
生活在矿山，因而难免陷入懒散，平日
里邋里邋遢，十天半个月也不洗衣服，
烟头、酒瓶随意在屋子里扔。待得知

妻子王丽薇要从北京来看他时，立马
容光焕发，精神振奋，就连脚上的黑皮
鞋也擦得锃亮，家里面也收拾得一干
二净，甜蜜温馨的家庭氛围跃然而
出。赵国庆是采煤班班长，工作踏实，
肯卖力气，沉稳自信，却又沉默寡言，
像极了井田中的一块煤。赵国庆有文

艺梦想，却又不得不委身
于现实在煤矿工作，有爱
情期盼，却又不得不忍痛
割爱把思念挂在心头。赵
国庆的言行举止有时候是
前后矛盾的，可又是对立
统一的，一个真实可信的
煤矿工人形象呼之欲出。

再说写法运用，朱百
强写北京女人到矿山，他
采取了实写和虚写两条线
来铺陈，两条线一实一虚，
一明一暗，交替进行，如同
编织着一张美丽的网，透
过凹凸错落的网格，依稀
看见矿山生活的零星影
像，体味一番特殊时代里
的珍贵记忆和人文样貌。

工友们醉心操持针对
北京女人的欢迎仪式，这一
条线是实写。实写分三个
阶段，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北京
女人王丽薇自始至终没有
正面出现一次，这条线当然
是虚写。尽管是虚写，但也
照样写出了她的风华和韵
味，她留给矿山人与众不同
的印象。虚写同样分三个
层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
把王丽薇写得活灵活现，传
神地表现出北京女人身上
所散发出的气质特点。

小说通篇读下来，像是
看了一部时隔久远的年代剧。俱乐部
门前的照片成了小说文本的一个最佳
注脚，它是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迹，见证
了那一代人的历程，他们的喜悦、忧
郁、黯然，一切无言尽收其中。各种复
杂的情愫交汇于小说之中，小说因之
更加韵律悠远，耐人寻味。 □杜茂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