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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置身事外与其置身事外、、非黑即白地非黑即白地

树立一个道德标杆树立一个道德标杆，，不如投身于不如投身于

这些看似铁板一块却潜藏了种种这些看似铁板一块却潜藏了种种

变动契机的现实里变动契机的现实里。。因为相互制因为相互制

衡衡，，有可能此消彼长有可能此消彼长，，由坏事变好由坏事变好

事事，，既藏污纳垢既藏污纳垢，，又能内在激发出又能内在激发出

自洁的力量自洁的力量。。我以为我以为，，正是这样的正是这样的

现实感真正塑造了刘醒龙创作的现实感真正塑造了刘醒龙创作的

内核内核。。而能否在小说内外调动起而能否在小说内外调动起

人心的自尊与向上的力人心的自尊与向上的力，，才是他才是他

创作最本质的追求创作最本质的追求。。

“

刘醒龙长篇小说刘醒龙长篇小说《《黄冈秘卷黄冈秘卷》：》：■新作聚焦

“抱着父亲。我走在回故乡的路上。”

读罢《黄冈秘卷》，耳畔宛若回声的，就是刘醒

龙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开篇的这两句话。《黄冈

秘卷》是一部“归乡”的书，泼墨晕染开黄州一带的

原野传说和刘家大塆走出的人物命运。而“我”对

父辈的追根溯源，则引导“我们”卸下浮华虚荣和萎

顿怯弱，要在截断时间洪流的刹那间重振精神。这

部长篇新作也可以被读作刘醒龙创作实践的一次

“原乡”，是作家对自己创作基石的回顾和检阅，是

带着珍视与坚持，去夯实那些最根本信念后的再出

发。

刘醒龙善于在谜题侦破式的情节设计和主人

公对人生困厄的探寻中，将历史记忆与时代病症关

联起来。在这部长篇新作中，从“我”有关故乡传说

的散文被意外收录进高考教辅《黄冈秘卷》一事，既

铺叙开以祖父、父亲老十哥为中轴的家族秘史和革

命传奇，又步步拆穿老十一与地方政府间利益交换

的黑幕。老十哥把自己全部身心交给组织，老十一

则笃信“智慧”比“志气”重要，在兄弟俩截然相对的

价值认同与人生际遇中，写出了时代转型的反讽与

阵痛。

从这点看，《黄冈秘卷》延续了刘醒龙创作中一

贯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与“发

展”伴生的伦理价值困境进行批判性思考。但有意

思的是，小说重心又不在针砭善恶是非，甚至不惜

以过于繁杂的枝蔓，去扰乱读者，无法对其中人事

做出轻易裁判。比如，小说一开篇写高中女生北童

要火烧《黄冈秘卷》，这愤怒大概特别能引起对应试

教育不满者的共鸣；但读到后来，读者又会发现《秘

卷》的主编其实是两次高考落榜后以花样年纪嫁给

老十一做第六任夫人的紫貂，让看似刁蛮无解的怪

题也有了理与情。再如，老十一要地方政府“钦定”

《黄冈秘卷》为通行必读，以此作为投资修建南门大

桥的条件，无疑给“倚重斯文”染上了权钱交易的阴

影；但王朤撬开县主官红旗轿车看到两本《黄冈秘

卷》后的迟疑，父亲在明了真相后仍主动拆迁让路

的决定，又让你无法仅仅以表态的方式，去谈论腐

败滋生与文教传统、经济发展间犬牙交错的联系。

这当然不是对现实矛盾的妥协。有的批评忽

视了刘醒龙直面现实复杂性的深度，看轻了他在

小说中捍卫人文理想的途径。与其置身事外、非

黑即白地树立一个道德标杆，不如投身于这些看

似铁板一块却潜藏了种种变动契机的现实里。因

为相互制衡，有可能此消彼长，由坏事变好事，既

藏污纳垢，又能内在激发出自洁的力量。我以为，

正是这样的现实感真正塑造了刘醒龙创作的内

核。而能否在小说内外调动起人心的自尊与向上

的力，才是他创作最本质的追求。

于是，《黄冈秘卷》中最打动人心的，当然是父

辈们始终与时势欲望格格不入的一身硬骨头，但

它又不止于为英雄树一座碑。从少年壮志到英雄

迟暮，从天下兴亡到儿女情长，小说中父辈形象塑

造最成功之处，在于撑开这样一个绵延生长的叙

述空间，在其中把抽象的信念和理想，都还原成了

可追本溯源的因因果果。就好像小说中由“轿车”

串起父亲的人生：15岁少年时也曾立誓要为刘家

大塆争光，当大官坐轿车，把名字印在家志上，却

因福特车入狱，在国教授的启蒙下，明白了“革命

就是让这些坐轿车的人也和大家一样用两条腿走

路”；“小福特车发夹”是父亲不得不为忠诚割舍

爱情的一份遗憾，但若没有对福特车的喜爱，父亲

不仅在劫难逃，也无法找到组织，从黄州易帜开始

他一辈子的革命路；把轿车当作“埋葬腐败贪婪的

黑棺材”，是父亲毕生的志业，儿女们以为他只是

偏执地“对代表工业化水平的轿车咬牙切齿”，其

实他最清楚“路与桥”如何能真正实现“人行车

走”的含义。在刘醒龙笔下，类似的事物符号不再

仅仅承担推进叙事的功能，也不是某个固定的象

征意象，反而像万花筒一样，在变动中照出人物形

象的丰富性。

父亲是执拗得只剩下一根筋的男人，但心底也

有此情绵绵对过去人事的追寻；他是舍小家的“公

家人”，但你也难截然区分他在退休工资一事上的

隐忍与坚持，究竟是事关组织名誉，事关人生价值

与个人尊严，还是出自家人间的体贴。如鲁迅先生

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

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

的战士。”而《黄冈秘卷》中其他交织着稗官野史、民

间传说的人物故事，如祖父不随政治摇摆坚持他对

林家的态度，苦婆捍卫的“穷人的尊严”，王朤讲苏

轼诗时的身世感怀和家国抱负等，更成为父亲的一

个个重影，既让你感受到黄州一带锻造这风范的文

化基因，也让你看见这相似的情怀与理想可能生长

出的多种姿势。

或许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刺痛神经的分

裂与冲突，一方面，作家被期待着不妥协地“正面强

攻”现实，但现实感的匮乏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纯

文学诉求渴望超越现实主义的心理，又使作品更多

陷入荒诞叙事的各种变体，只不过隔靴搔痒一般对

现实做出符号性再现。另一方面，尝试在创作中重

建理想价值，又极易遭遇“浅薄的温情”、“道德理想

主义”、“主旋律”等怀疑，实际是用一种相当简化论

的方式去回应“去崇高化”时代文学与政治、资本不

可避免的纠缠。对现实或历史复杂性的书写，是否

一定要采取对抗性的方式？对人性复杂性的领悟，

是否一定要聚焦于人的异化？我想，刘醒龙创作最

大的意义就在于撇开这些“影响的焦虑”，寻求来源

于生活的破解。

《黄冈秘卷》中《组织史》和《刘氏家志》的双线

设置，可以视作是作家有意要从历史反思与文化寻

根中为当下汲取精神力量。他既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把革命简化为欲望与暴力叙事，也反思仅仅以传统

儒家伦理或所谓乡土民间资源疗救现代化的迷梦。

两条线索间的冲突在小说结尾处的合流，可以见出

作家的观念与主张。但即使没有这些文本中的提

示，读者也不会迷失在“黄冈秘卷”里。因为小说中

那些动人的细节，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生命体验。

读到父亲突然有一天竟在意起《组织史》上的

籍贯，我们会不禁疼惜老人们在行至生命终点时对

落叶归根的期盼；读到父亲一人站在沙堤溃口，等

着逃走的人们纷纷返回，我们会感受到即使勇武如

父亲也有内心的恐惧；读到父亲凛然背诵林觉民

“绝命书”时，我们会自觉补上被遗漏的头半句“意

映卿卿如晤”；读到父亲和“我”终于发现少川就是

海棠后人时，我们也会为这跨越时代烟尘的因缘际

会感慨万分。刘醒龙在《黄冈秘卷》里特别用到“我

们的父亲”这一特殊表述，的确，因为有了“我们”的

应答，父亲的形象才越来越清晰可见。

法国文论家托多罗夫在《濒危的文学》里有句

精彩评语，“与其说巴尔扎克发现了他的那些人物，

不如说是他‘创造’了这些人物。但是，一旦这些人

物被创造出来，就会介入当时的社会，从那时起，我

们就不断与他们碰面”。生活的内容无限充盈，只

是缺乏“看见”的形式。刘醒龙曾在散文中写到，

“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那么重回故

里、与父辈们的精神遗产对话，就是文学所能赋予

的自洁的形式。毕竟“文学远非一种仅使有教养者

惬意的消遣品，它让每个人更好地回应其人之为人

的使命”。

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破解破解””与自洁与自洁
□□杨晓帆杨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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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到那叫张家寨村和比张家寨村更小的名叫郑仓的小地方，

将车在路边停好，依次听着拉上手刹的咔嚓声和拔下车钥匙后发动机

的停歇声，伸手去开车门时，内心总会有些犹豫。有时候犹豫得长一

些，有时候犹豫得短一些。这要看停车处那家小杂货店门前有没有人，

若有人时，是人多还是人少，是陌生还是熟悉。

这种感觉父亲在世时很轻微，可以忽略不计。那时候，自己虽然非

常成年了，跟在父亲身后走进这片原野的感觉与模样，百分之百是个孩

子。那些冲着父亲走过来的人，以及父亲冲着走过去的人，将所有问候与

笑容，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同样将自己的问候与笑容给了人家。不待别

人问起身后的我，父亲就主动地将我介绍给与他寒暄的人，并骄傲地大

声说，这是我的大儿子。接下来还会用同等音量说出我的名字。

多年后，父亲离开了我们，与当年的发小一道，长眠在那座小山

上。轮到我领着儿子去到这名叫小秦岭的小山上给父亲等长辈磕头祭

拜时，偶尔有人路过，默默地朝我们看上几眼，既没有人问我是谁，也

没有人问儿子是谁。那三两个熟识的称我为哥哥的人，有时候能见着，

有时候见不着，但在这土地上走上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心总有一种无

比的满足，与刚来时的那种空荡荡完全不一样。离开的时候，只是鞋底

沾上一层泥土，长裤的膝部横陈几根杂草，还有不管有没有用，合适不

合适，自己总要在那小卖部或者必须路过的马槽庙镇上买一两样东

西，放进后备厢里，这才真正踏踏实实地将汽车驶向武汉的高速公路。

在那样的原野上，偶尔遇上一堆牛粪，也会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还有

那先哲一样的大树、智者一样的岩石、独醒者一样的犬吠、恍然大悟一

样的牛，只要稍微把握一下心境，这些便立即如同群贤毕集，就能体会

这样的原野正如十室容贤。

直到现在，都一把年纪了，只要回到那片原野，害羞的滋味便油然

而生。害羞的意义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爱，就像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

前莫名其妙地表现出害羞。如果是爱情，拥有一个在自己面前常常害

羞的男人，是女人一生的幸运。回到原野上的害羞不是爱情，也不是欲

望，而是太深的爱。爱到只能默默相对，哪怕多出一点动静也是对这种

爱的打扰。

贤良方正四个字，或者说贤良方正这个词，是爷爷说出来的。爷爷

不是有意与我说，我也不是有意去听，而是爷爷在与别人挖古说闲话

时，不经意冒出来的，我也是不经意听了进去的。起初只是觉得这种说

法很不一般，直到自己长大了，有一次爷爷显然是有意对我说，黄冈人

当不了奸臣，自古至今黄冈一带从没有出过奸臣。如果挑剔，爷爷这话是有问题的，其中

有当奸臣也要有资格的意思。我当然不会如此去想，因为爷爷早就告诉过我，他那个时

代的黄冈人，日子过得再艰难，也要让孩子跟着教学先生上一阵子私塾。以爷爷的身份

与模样，我宁肯相信，在文化上，黄冈大地不曾有过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刻薄。

还要说说这一年来自己所面对的疼痛。首先是腱鞘炎，开始写《黄冈秘卷》，只是右

手大拇指疼痛，随后左手大拇指也闹将起来，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会被疼痛惊醒。差不

多一年时间里，我尝试着换了四种护具，从夸张的微小钢板，到时尚如装饰品的拇指套

全有。自我按摩用的扶他林软膏一次10支或者20支地买，前后用了近100支。《黄冈秘

卷》脱稿后三个月，双手腱鞘炎才明显好转起来。

另外还有一种疼痛。我一向坚持使用的一个字，在别的作品中恐怕不被注意，自己

不曾严肃认真地做过解释。面对《黄冈秘卷》却不能不说。从开头到结尾，文中用了许多

次的地名“刘家大塆”和“林家大塆”。这“塆”字，在1960年代以前，本来普遍用的是“垸”

字。闹红卫兵时，将很多美妙的汉字，用简化的名义胡乱写。后来拨乱反正，将乱写的汉

字又重新改回来，“垸”字本不在拨乱之列，却也被反正为“湾”字，完全丢掉了山沟里的

风韵。再后来，一些有心的读书人，找出“塆”字，用来替代风马牛不相及的“湾”字。也怪

这“垸”字有其先天不足，查遍任何字典，都说是与“院”字同音。事实上却不是，在做地名

时，它应当与“湾”“塆”同音。这也就注定了“垸”在地名中的地位日益势微。在我的写作

生涯中，但凡写到如此地名时，一直用“垸”，从未用过“湾”或者“塆”。这一次，我咬牙切

齿地让自己在最后一刻，将出版社都在二校了还在用的“垸”改为“塆”。不能不承认，从

“垸”到“塆”，这是一种趋势，这是从万有引力到量子纠缠的不同认知所教导的。那些纵

横在原野上的各式各样的路标上，再难见到“垸”字的踪迹，取而代之的不是“湾”，就是

“塆”。听孩子们不得不读到“垸”字时，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发出“院”字音，真不如尽快

改为“塆”，起码“塆”是单指山沟里的村落，而“湾”与人们休养生息的村落相去甚远，更

多指江水河水湖水海水弯流处。这样的细枝末节，也体现出以黄州为中心的原野上的一

种品格，可以低头，可以弯腰，决不下跪求饶。

序号 推荐单位 姓名 深入生活地点
1 天津市作协 陈丽伟（滹沱） 天津市滨海新区翠亨社区

2 河北省作协 关仁山 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

3 河北省作协 李春雷 广东省广州市

4 河北省作协 郭永跃（水土） 河北省沽源县小河子乡小红石砬村

5 山西省作协 鲁顺民 山西省岢岚县宋家沟等乡村

6 内蒙古作协 田福（田夫）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农村

7 内蒙古作协 赵广贤（淞蓝）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

8 辽宁省作协 于永铎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马桥社区

9 辽宁省作协 于香菊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黑牛营子乡

章吉营子村

10 辽宁省作协 张连波（津子围）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北海镇

11 辽宁省作协 张艳荣 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得胜镇得胜村

12 吉林省作协 王怀宇 内蒙古乌拉盖、郭尔罗斯、

呼伦贝尔等草原牧场

13 吉林省作协 朱日亮 吉林省梅河口市红梅镇梅河煤矿

14 吉林省作协 任林举 吉林省汪清县东北虎自然保护区

15 吉林省作协 邱苏滨 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二农场

16 吉林省作协 葛晓强（葛筱强） 吉林省通榆县兴隆山镇莲花泡村

17 吉林省作协 谢华良 吉林省农安县万顺乡中学、

青山口乡初中等

18 黑龙江省作协 王洪达（王鸿达）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

19 黑龙江省作协 赵亚东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绥化管理局

肇源农场

20 黑龙江省作协 唐飚（也涵）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金山实业集团、

松江木业公司等

21 黑龙江省作协 薛喜君 黑龙江省东宁市三岔口镇河南村

22 江苏省作协 王学芯 江苏省无锡市堰桥街道

23 江苏省作协 刘业伟（叶炜）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

24 浙江省作协 毛芳美（毛芦芦） 浙江省衢州中专

25 浙江省作协 沈珈如（天涯） 浙江省宁波市多处特色民营书店

26 浙江省作协 张巧慧（张木木） 浙江省慈溪市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

优秀企业

27 浙江省作协 曹凌云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列岛等群岛

28 安徽省作协 沈俊峰 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桂花村等

29 安徽省作协 潘小平、余同友 安徽省阜阳市王家坝镇、

河南省淮滨县等

30 福建省作协 刘少雄（南河） 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露湖村、

策武镇南坑村等

31 福建省作协 杨秋明（杨笔）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社会福利厂、

第四中学

32 江西省作协 刘华 江西省新建县石岗镇、

鄱阳湖区莲湖乡等

33 江西省作协 杨剑敏（杨玄）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

34 江西省作协 凌翼 江西省井冈山市乡村

35 山东省作协 王韵 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街道、

永安街道等

36 山东省作协 李林芳（山妹）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

37 山东省作协 张锐强 河南省信阳市明港镇新集村小学

38 山东省作协 赵月斌 山东省滕州市张汪镇大苏庄村等

39 山东省作协 柏祥伟 山东省曲阜市三孔、微山县仲浅村等

40 河南省作协 孔会侠 河南省淮阳县冯塘乡、

青海省都兰县宗加镇诺木洪农场

41 河南省作协 司玉亮（安庆） 河南省新乡市风泉区潞王坟乡

李士屯村

42 河南省作协 张运涛 河南省正阳县陡沟村

43 河南省作协 范美侠（欧阳华） 河南省民权林场

44 湖北省作协 朱寒霜（南丛）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泽林镇涂桥村等

45 湖北省作协 韩玉洪（三峡红叶） 湖北省兴山县昭君镇滩坪村等

46 湖南省作协 田爱民（努力嘎巴） 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

47 湖南省作协 欧阳伟（毛二）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

长华社区

48 广东省作协 袁瑰秋（桂子）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县尧西村、

惠州市博罗县石坝村等

49 广东省作协 熊育群 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

50 广西作协 杨仕芳（里络） 广西柳州市柳工、柳钢、柳汽等企业

51 广西作协 罗海 广西柳州市鱼峰区桃园社区

52 海南省作协 王海雪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文彩村

53 重庆市作协 冉冉 重庆市市属医院、渝中区大坪街道等

54 重庆市作协 刘阳 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古剑山

55 重庆市作协 李燕燕（燕子）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56 四川省作协 伍立杨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

57 四川省作协 杨献平 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攀枝花市等

58 四川省作协 罗伟章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渠县等

59 四川省作协 赵天秀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

60 贵州省作协 杨秀刚（斑马线） 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县坪地镇阳寨村

61 云南省作协 丰茂军（摩鲁）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等

62 云南省作协 陶玉明（沧江石） 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沙河乡景亢村

63 西藏作协 唐大山（大山） 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

64 陕西省作协 王卫民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腰市镇江山村

65 陕西省作协 王妹英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66 陕西省作协 李春平 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重庆市巫溪县等

67 陕西省作协 钟法权 甘肃省武威市各区县

68 陕西省作协 蒋典军（一庐）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大同镇鲁家村

69 甘肃省作协 李满强 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安口镇

70 甘肃省作协 邹弋舟（弋舟） 珠三角（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等）、

长三角（江苏省宜兴市等）

71 甘肃省作协 黄璨（一宁）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

宁远堡镇等

72 青海省作协 马云龙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良教乡下治泉村

73 青海省作协 祁建青（同前） 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青稞种植基地等

74 青海省作协 求夏（秋加才仁） 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三江源国家公园

75 青海省作协 曹建川（非我） 甘肃省河西走廊、敦煌沙洲、

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等

76 宁夏作协 陈莉莉（清灵）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三河镇三河中学

77 宁夏作协 胡静（冰静） 宁夏固原市张易镇、吴忠市红寺堡镇

78 宁夏作协 郭玛（珐图麦）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

西吉县吉强镇等

79 宁夏作协 唐荣尧（水尘）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觉拉乡、

玉树市结古镇等

80 新疆作协 王亚楠（亚楠） 新疆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镇、

特克斯县琼库斯台村

81 新疆作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巴扎结米乡

阔什艾肯村

82 新疆作协 周智慧（阿瑟穆·小七） 新疆阿勒泰市阿苇滩镇库布东牧业村

83 新疆作协 郭文涟（远逝的牧歌） 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则克台镇、

兵团第四师71团等

84 延边作协 金豪（酕冬筆） 北京望京、青岛城阳区、

上海龙柏等全国朝鲜族生活区

85 石油作协 毛爱萍（毛竹）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采油一厂等

86 铁路作协 李志强（李木马） 中铁六局新建京张高铁二标项目部、

中铁大桥局五标项目部

87 煤矿作协 王铭婵（凤格）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梁家煤矿

88 国土作协 陈华文（河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

89 国土作协 陈国栋 南海可燃冰试采现场、

青岛市相关科研部门

90 水利作协 罗张琴（七八子） 江西省鄱阳湖水域南昌市、九江市、

上饶市所属乡村

91 公安作协 初曰春 北京市、天津市、

山东省等地县级消防机构

92 科普作协 韩开春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天泉湖镇

93 中直 李云雷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清泉街道东三里

社区

94 中直 汪玥含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

泗阳县相关公益组织、精神病院

95 国直 商泽军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

陆军陆航学院基地等

96 《民族文学》 巴音博罗 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凤城县、

桓仁县等地水文站

中国作协2018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