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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小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涌现出一大批小小
说作家和小小说作品，创作的题材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
创作风格迥异，手法变幻多姿，有的作品如一件工艺品颇
见功底，有的作品淡中见雅、浑然天成。金光的小小说，
便属于后者。

金光，卢氏官坡人。倘若我们把秦岭看成一个睡着
的巨人，那么卢氏官坡就是巨人伸过来的一条腿。金光
带着秦岭的文气，带着秦岭的厚重，走出豫西，走向河南
乃至全国的文坛。他在小小说、散文创作方面颇有成就，
特别近年来，在小小说领域斩获颇丰。近段时间，我在对
其小小说作品进行潜心研读后，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
括：平实之间蕴藏着神奇。

曾经，有人把小小说写作比喻成在螺蛳壳里做道
场 。 不 得 不 说 ，这 个 比 喻 相 当 精 妙 。 一 般 来 说 ，因 受

“小”限制，小小说应该精心设计，精心布局，处处见匠
心 才 是 。 而 金 光 写 小 小 说 ，往 往 反 其 道 而 行 之 ，似 乎
漫不经心，信手拈来，不见雕琢痕迹。譬如《陈怀山》
这篇，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一个因泥石流交
通 阻 塞 的 故 事 ，主 人 公 陈 怀 山 因 受 泥 石 流 影 响 ，在 村
里 向 乡 里 汇 报 ，乡 里 打 报 告 到 县 交 通 局 ，交 通 局 十 分
重视，遂起草方案、造预算，并准备申请资金向施工队
招标久等无果后，自己一镢头一锨清理起来。像这样
的 故 事 ，可 以 说 是 十 分 平 实 的 ，甚 至 连 语 言 也 平 实 ：

“ 这 可 是 个 大 活 儿 ，咱 们 弄 这 是 白 出 力 气 呀 ！ 村 里 人
这 样 说 。 力 气 这 东 西 出 完 了 ，歇 一 夜 就 又 来 了 ，不 打

紧。陈怀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着。村里人说，我看你
这 个 人 既 憨 又 执 拗 ，像 移 山 的 愚 公 ！ 陈 怀 山 笑 了 ：那
我 就 当 个 新 愚 公 吧 ，反 正 就 这 一 堆 土 石 渣 子 ，又 不 是
王屋山……”

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小说的成
败。那么，究竟什么是好的小说语言呢？贾平凹曾经给
好的小说语言下过定义：准确、鲜活、生动。初读金光的
叙述语言，似乎只达到这三个标准之一：准确。然而，细
细品咂时，味儿就出来了。这种原汁原味的语言和生活
场景，能使读者看见最朴素的现实生活，像清澈流水下毫
无掩饰的石头水草，让生活的底蕴与脉络清晰可见。

一个农民，为了自己出行方便，等不到交通局派出的
施工队，只得自己挖，挖了一天又一天，挖了整整一个冬
天。这样的故事，看似平实之极，然而结尾时却来了突
转。“清明节那天上午，一队人马开着挖掘机、装载机和几
辆运渣土的汽车，轰轰隆隆地在小安沟口停了下来，但呈
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已经清理精光的公路。带班的工程队
长生气地问道：是谁清理的？陈怀山理直气壮地回答：是
我，咋了？那人说，这项目是我们中标的，你为什么抢着
干了？陈怀山好气又好笑：半年多时间了你们才来，还有
啥可埋怨的！说完，他夹着皮绳头也不回地去后沟拾柴
了。”突转，似乎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故事之外。然而，它
与故事本身有着密切的关联。应该说，前边的所有平实
的叙述，都是在为结尾的突转进行的铺垫。这样一来，神
奇就在平实中显现出来。唯有这时候，读者才能领略出

平实之间蕴藏的神奇。
当然，如果仅仅从平实和神奇的角度来解释金光的

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有句话叫大智若愚，具体到金
光的写作上，我的理解是大拙即大巧，平实下面，往往暗
流涌动。他的小小说有着明显的情节转折与意外结局，
比较讲究在故事的突转中揭示普通人的人性内涵。譬如

《铲广告》一文中，讲述了一个叫来成的山里人进城务工，
却找不到活儿干。后来，还是他在街道办上班的表侄女
小慧，给他找了个在街道铲小广告的活。由于不得门，来
成一天只能铲五六百张，得五六十块钱，后来得门了，一
天可以铲千把张，得百十块钱。按说，有人天天铲小广
告，小广告应该越来越少。可来成铲的这条街，小广告却
越铲越多，屡铲不绝。一日，上边领导要来视察，街道办
要求来成加大铲除力度，并请求巡逻警察配合，夜抓贴广
告之人。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天夜里，巡警队
抓到的偷贴小广告的人正是来成…… 受篇幅限制，一般
的作家写小小说，最容易出现情节单薄、瘦削，细节粗糙，
只见树干，不见树枝树叶。金光则不然，他的故事充实而
饱满，在人物的刻画上也很见功力。《铲广告》这篇，就是
有力的明证。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原乡，这个原乡，可以是故
乡，也可以是他乡。金光的作品，大多以他故乡的百花河
作为他的写作原乡。百花河的水，清澈、舒缓，悠悠地流，
他的精神世界，一如百花河的水一样平实，但平实里蕴藏
着神奇。

《人生谁能无补丁》
作者：梁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为知名学者、新闻理论家的梁衡先生，以意境美、哲理美，叙

大情、述大理驻耀文坛。而这本《人生谁能无补丁》不同以往着眼
于历史人物、名山大川、奇草异卉，而是直面生活的皱褶、心灵角落
的蛛丝马迹。“人生谁能无补丁”，这个命题新颖独特。翻览目录，
画面感瞬间展开，先生笔下的补丁，从中窥见一个首都的大学生被
分配到偏远边疆，仍然以从容宽博之心勉励豪放，旷野衰草风沙，
土房柴火泥巴。将彼情彼境彼失彼得，来之安之困之解之。

《乌鸦不会道歉》
作者：张之路

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乌鸦不会道歉》是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的新作。一看到书名，

就牢牢吸引住了我们的眼球。立刻就会想到这部小说是书写乌鸦的
吗？乌鸦不会道歉，是啊，乌鸦不是人，它本来就不会道歉。那么乌鸦
为什么要道歉呢？一连串的疑问闪现在大脑里。从文学创作来说，
这个书名包含着无数的疑问。这种疑问，就是新书的起始魅力。

《民法典：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作者：黄祥 丁宇昕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民法典：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一本关于民法典的法律普及
图书。故事的主人公是在江北新区工作、学习的一家四口。在他们
身上发生过很多开心的事、头疼的事、难过的事，但是，无论遇到什么
样的事情，你会发现，江小北和龙小山他们一家人只要正确地运用法
律武器，就能够保护自己、帮助他人、维护公平正义。他们在法律的学
习之旅中不断进阶，法律知识也日益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大地芳菲：宣传画里的新中国女性形象》
作者：刘玥 沈榆

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大地芳菲：宣传画里的新中国女性形象》是一部以“女性美”

的角度解读女性解放、发展的读物，展现中国人审美追求与审美变
化。全书展示 250 余张珍贵的、不同年代的宣传画，以小见大，生
动展现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同时，本书系统梳理、分析
不同时期宣传画创作背景、主题思想、创作思路、艺术表现手法等，
描绘了宣传画发展过程与特点。

（综合）

连日来，《秋之梦》《有人将至》
两本此前冷门小众的戏剧选，成了
文青们的“心头好”，一时间洛阳纸
贵 。 而 这 两 本 读 物 命 运 齿 轮 的 转
动，源自 2023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
出。许多人都想读一读获奖作家约
恩·福瑟的代表作。但对此，也有人
表示不屑，称这纯属“凑热闹”。

如是情景，人们并不陌生。历
年 的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总 是 颇 具 讨 论
度，每一次结果的揭晓，也都会带来
一波购书热。比如，于 2010 年首次
出版的《悠悠岁月》，作为安妮·埃尔
诺少有的中文译作，在过去 12 年间
仅卖出不到 8000 本，却在作者斩获
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快马加鞭地
加印了 10万册并销售一空。

说购书者是凑热闹，倒也不假，
但对此不屑倒也大可不必。毕竟，
购书热潮的出现，证明许多人心底
还藏有一份对文学的热爱，也仍有
捧卷细读的热情。近些年，“无人读
书”之忧屡屡出现，不乏观察人士嗟
叹，当手机“投喂”的内容越来越低
智，人们的深阅读能力“长期赋闲”，

大脑“用进废退”。以诺贝尔文学奖
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奖项，至少能够
将“低头族”唤起，提醒大家别忘了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之上，纯文学始
终在场，静候着你我的关注。

当然，购书只是开始，更值得期
盼的是，人们以优质读物为媒，让文
学留驻日常生活。今天的我们，生活
足够忙碌也足够精彩，但不论 24 小
时之中如何拥挤，还是应当给文学留
有一席之地，让思想得以从世俗中超
脱哪怕片刻。毕竟，人生的最大遗
憾，莫过于生命的一次性和生活的有
限性。而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家
创造的一个独立世界。通过阅读，我
们方能沉浸式体验另一种人生，并在
对作品人物的体察与共情中，自然而
然地思考、感悟、自省。

借千万人之眼，领会千万种人
间，这就是文学。很多时候，阅读不
会拥有立竿见影的快乐，也不会产生
指日可待的裨益，但一定会于无形中
丰盈我们的精神世界、点缀我们的日
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任何购书读
书的热闹，我们都不妨多凑凑。

《不老》这部小说，用一段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似幻似
真的故事，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动人心魄且超越时代和剧变
社会的众生百态的事件。作家叶弥意在温馨地提醒行走
在尘世间的人们，只要有爱，就不会老。

自古 至 今 ，一 个 人 的 皮 囊 往 往 都 会 随 着 岁 月 沧 桑 ，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慢慢老去。然而，一个有灵魂的
人，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不言弃的人，一个有梦的人，
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认真且热爱生活的人，一个跌倒
了再爬起来的人，一个愈挫愈奋的人，则不会老去。这
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年轻的，是丰盈的，是热情向上
的，是阳光的，是充满正能量的。他们会活得执着，活得
坚韧，活得精彩，活得闲适，活得悠然，活得通透，活得率
真，活得坦荡。他们朝气蓬勃，生机无限，充满活力，永
远年轻。

《不老》中女主人公孔燕妮这一女性形象，她的身上
有着不同时代、不同年 龄 段 女 性 的 影 子 ，这 些 身 影 ，重
重 叠 叠 地 成 了 孔 燕 妮 ，也 显 现 了 新 时 代 女 性 复 杂 而 艰
难 的 觉 醒 过 程 。 她 的 这 种 自 发的觉醒是女性真正获取
平等独立，活成自己的内驱所在，而这个过程远远没有
结束……

其实，孔燕妮活得也并不容易，她没有像世俗观念里

那样，结婚生子后围着家庭打转。她端庄秀丽、容颜姣
好，却“离经叛道”，35 岁了还没有固定的男友。她置即将
出狱的男友于不顾，和比自己小七八岁的俞华南谈起了
仅仅只有 25 天的恋爱，她活成了让常人难以理解的“传
奇”，又沦为邻里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乃至成了众人怒斥
的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燕妮身上确实有着女性自发的觉
醒，有着独立于世、独立于物的自主性。同时，孔燕妮也并
不是落入凡间的仙子，她同样也是这个世界上被伤害过、
被不公允对待的一个女子，逃不开女性这个群体可能面临
的共同遭遇。

孔燕妮身上有着一种特别可贵的品质，她不屈服于命
运，不为外力折损其内在的韧性，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柔
能克刚”女性难得的坚毅、执着、不屈与命运抗争的特质。
她的“任性”中包含着一种怎么活着的感悟和执念，也就是
一个人要活得有风致、有意思、有情趣。

叶弥关注的正是人的内在性，人与世界的关系，人行
走在世间自我确立的方式。“不老”的确是个哲学问题，精
神不老，人就不老，或者说，懂得付出，就不畏老去。叶弥
的小说特色鲜明，总能把女性对生活的热爱，对情感的追
求写得活色生香，感人肺腑。

近日，中国作家网发布了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中
国作协”）2023年新会员名单，火爆网络的 55岁“外卖诗人”
王计兵、热播电视剧《长风渡》原著作者墨书白等名列其中。

中国作协年度会员首次破千人

据统计，今年中国作协发展年度会员首次破千人，
而从 2020 年至今，发展会员逐年上升：2020 年度发展会
员 663 人；2021 年发展会员 726 人；2022 年发展会员近
千人，2023 年则为千余人。纵观这几年会员发展趋势，
呈阶梯状上升态势，并于今年首次突破了发展会员上
千人的纪录。

中国作协 2023 年新会员名单中，文学大省江苏占了
77 个名额，其中就有王计兵。去年底他顶着“外卖诗人”
的称谓登上了热门新闻，一首《赶时间的人》在网络上“刷
屏”——“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
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随之而来的是媒体对王计兵的争相报道，他成了“头
条诗人”、连续出版两部诗集、活动邀约纷至沓来。生活
节奏的巨变却没有影响他的创作。“从 2 月新书发行开
始，刚好算我创作的高峰期，以前每月能保存 30 首诗，近
期每月能写八九十首。”王计兵说。

网络作家入会势头不减

据了解，晋江文学城有 15 位网络文学作家成为中国
作协 2023 年新会员。他们分别是：楚寒衣青、映漾、一度
君华、决绝、艾小图、青色羽翼、清枫语、伊人睽睽、书一、
求之不得、秦小羊、蒋牧童、墨书白、花念笙、红刺北。

上述作者中，墨书白的小说同名改编的电视剧《长风
渡》于 2023 年 6 月 18 日在爱奇艺视频首播，并于同年 6 月
28 日登上 CCTV-8电视剧频道。

作者红刺北有《砸锅卖铁去上学》（出版名《我要上
学》）等十余部作品签约出版，另有《第九农学基地》等四

部作品签约了网络剧、有声读物或广播剧改编。其代表
作《砸锅卖铁去上学》荣登中国作协主办的 2021 年度中
国网络小说影响力榜，并获得江苏省作协泛华文网络文
学“金键盘”奖等多个奖项。

伊人睽睽作品《我的锦衣卫大人》改编的网络剧《祝
卿好》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在爱奇艺播出；蒋牧童同名作
品改编的网络剧《时光与他，恰是正好》于 2022 年 12 月
25 日在腾讯视频播出。

此外，阅文集团两位白金作家我会修空调（原名高鼎
文）及远瞳（高俊夫）也出现在中国作协 2023 年新会员名
单中。我会修空调是悬疑题材代表作家，作品有《我有一
座冒险屋》《我的治愈系游戏》等，新作《怪谈游戏设计师》
于 9 月 8 日上线起点读书；远瞳是科幻题材代表作家，代
表作有《深海余烬》《黎明之剑》《异常生物见闻录》《希灵
帝国》等，《深海余烬》获得第 33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
科幻网络小说奖。 （张恩杰）

美术馆里享书香
近日，许多市民走进河上美

术馆悠享阅读时光。该馆位于三
门峡市区大岭路与青龙路交叉口
附近，其文化艺术展览区和图书
区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其中，图
书区藏书涉及艺术、文学、历史、
哲学、青少年读物等品类，可满足
各年龄段读者需求。

本报记者 王梦 摄

李亚民的长篇小说《红绣荷》，
在我还没有拜读的时候，就已经早
有耳闻了，因为身边有许多朋友，其
中不乏国家级的写作大咖，都跟我
谈及过这本书。

一位中国作家协会的朋友是这
样评价《红绣荷》的。首先，在长篇
的艺术设计上，李亚民颠覆了以往
的写作方式，而是以故事的密度为
主要目的来完成这部长篇作品。她
用人们生活中熟悉的画面和语言，
形成一个个牵动人心的故事情节，
组成一个个悬念，然后又很巧妙地
去解决悬念，可谓扣人心弦。

一位初学写作的朋友这样评价
李亚民。他认为小说《红绣荷》颠覆
了其对叙述语言的理念，以往他在叙
述时总是让语言惊艳化、诗意化，结
果故事往往容易显得散乱，让主题更

不着边际，而读了《红绣荷》他才知
道，语言美原来是这样的。他认为自
己这个初学者和李亚民最大的不同
就是，一个把寻常事物诗意化，一个
把诗意的东西寻常化。前者往往弄
巧成拙，后者则是拙中藏巧。

一位几部作品被搬上荧屏的老
作家认为，《红绣荷》是一部写作难
度很高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革命
的红色小说，里面的事实要真实，要
有据可查，但是又不能当作一部纪
实来写，所以小说要来源于事实再
超越事实。作品中有大量的红色革
命理想片段，有朝阳，有鲜花，还有
白色恐怖中的爱情。这部叙述革命
史诗的小说，李亚民用一个爱情礼
物和爱情故事完成了，这就是她的
高明之处。

总之，李亚民不简单。

创新与突破
——评长篇小说《红绣荷》

静帝

读书的热闹，不妨多凑凑
崔文佳

中国作协年度会员首次破千人 网络作家入会势头不减

精神不老 灵魂永存
——读叶弥的《不老》有感

王自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