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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夏，机缘巧合，我接触到百年邮政这个题材。

诚如周恩来总理所题：传邮万里，国脉所系。邮政的历史，可

说是大中华的历史。一个小女子，竟然有那么大的野心，想

要驾驭百年邮政这般宏大的题材。自己想想，都有些不敢

信。所幸的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从

搜集各种文字资料、影像资料、到组织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到

京为我讲述邮政故事，再到全国各地实地采风。我们跑了上

海、天津、山东、河南、广东、四川……可说跑遍了大半个中

国，采访了上百位邮政员工。我发现，我无意间挖到了一个

富矿。这里的矿石品种繁多，极致珍贵，却一直没有作家去

发现、去挖掘、去开采、去呈现。

秋风乍起，大纲完成。约了邮政的专家们开会讨论大

纲。就在这时，家里发生了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一向身体

健旺的母亲在遵义老家突发脑梗，被送进ICU急救……

度过第一个黑色星期之后，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眼看

是要打持久战。就在这时，我做出了一个后悔终身的决定。

我决定趁母亲好转期间，ICU不能陪护，我火速飞回北京，

讨论完《国脉》大纲，得到专家们的意见，再安心回到遵义，

那时母亲应已转移到普通病房，我可以住下来，一边陪伴母

亲，一边完成小说创作。

到京后，专家们对《国脉》大纲给予了肯定，我却一点也

高兴不起来。事实上，从离开母亲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像到

了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空气稀薄，难以呼吸。我必须大

口大口喘气，才能让自己不至于窒息。我想，这或许就是母

女间的心灵感应？让我远在千里之外，也依然分分秒秒体会

到母亲在病床上的感受。

万没料到，就在第二天一早，母亲清晨突然心脏骤停，

生命垂危。母亲临终时，所有亲人都守候在身边，唯独我没

有赶上。据说母亲弥留之际，整整徘徊了六七个小时，到底

是没能等到我……这是我永生永世，永远的憾痛！必将折磨

我一生，无法弥补，也无法获得解脱。

那一段时间，当真是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写作是惟一救赎。这是一个家国情怀

的故事，是一部邮政的史诗，亦是中华民族的史诗。所有的正剧从骨子上来说，都是

悲剧。我站在生与死的交界线上，就像是退到了人生的悬崖边上，反而拥有了更为

广阔的视野和更为独特的视角，去打量我正在书写的那个世界。极致的痛苦让全身

的每一个毛孔都失去了屏障，全部张开，脆弱到神经质的地步。但恰因如此，让我能

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主人公的情绪，更深地进入每一个人物的内心。冥冥之中，总感

觉母亲和父亲的眼睛在殷殷地注视着我。给予我力量。奇迹般的，我的写作以每天

四千字的速度推进，无一日间断。当真是“如有神助”，这个神，我想，就是天国里的

父亲和母亲。

书稿完成后，许多人都十分惊诧，汪一洋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红色、主旋

律、男性视角、家国情怀……怎么看，都不像是我这个小女子能写得出来的。

这也许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出生在贵州遵义，红色革命老区，从五岁开

始便经常领着远方来的亲戚逛红军山、遵义会议会址。我亦出生在一个红色家

庭，我的父亲 16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他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做过遵义讲师团的团长，讲党课是出名的，被当地

人戏称为“汪铁嘴”。父亲的朋友都是当地的文化精英，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与朋友

们总是一杯清茶，坐而论道。儿时的我便坐在一边旁听，不管是否能听懂，都很感兴

趣。所以，我的骨子里天然流淌着红色的血液。这是基因里带来的。一经诱发，立即

天然契合。

《国脉·谁寄锦书来》时间跨度从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写到1949年新中国邮电

部成立。下卷《国脉·八千里路云和月》将从1949年写到2018年的当下。主体故事将

从1978年写到2018年，正是改革开放的40年。如果说，上卷的主题是家国情怀、伟

大斗争，下卷的主题则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如何求生存、求发展，如何追求更

加富裕美好的生活。这当然是更大的挑战。我准备把未来的数年时间全部交付给这

部作品。倾尽心力，讲好百年邮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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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不仅仅是史诗不仅仅是史诗
□何镇邦

汪一洋的长篇小说新作《国脉·谁

寄锦书来》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贵

州人民出版社联袂推出。小说以秦鸿

瑞、方执一、郑开先三个义结金兰的邮

政人为主人公，以上世纪20年代至新中

国诞生前邮政职工为主的工人运动为

主线，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描述中华儿

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缔造新中国

的伟大斗争，并比较成功地塑造了秦鸿

瑞这样的工运领袖形象，郑开先、秦鸿

宇等共产党员的形象以及黎黛珊、方念

一、申美若（小狸猫）、罗锦绣等女性形

象，因而不少人把它定位为一部红色史

诗，认为它在我们隆重纪念新中国七十

华诞时问世，无疑具有深长的意义。作

为此作较早的读者，我亦作如是观。去

年盛夏时节，当我读到此作的初稿时，

就窃喜汪一洋已从她过去那些善于写

儿女情长的作品中跳出来，而且写邮政

人又不局限于写某一行业，从“五卅”写

到“九一八”，从“一二八”十九路军在上

海的抗战到“八一三”的抗日烽火，从抗

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她都浓墨重彩地予

以展现；而诸如邮政童子军开上“一二

八”抗日前线、“九一八”之后数千东北

沦陷区的邮工入关大转移等壮丽场面

的描绘，都让人感受到邮政人和爱国民

众的家国情怀。这样的作品，称之为红

色史诗，实不为过。

但是，当我第四遍细读它后掩卷而

思时自问：这难道仅仅是一部一般意义

上的史诗吗？

汪一洋原名汪洋，她跃上文坛20年

来已奉献了不少长篇小说与纪实文学

作品，其中《在疼痛中奔跑》《洋嫁》等长

篇小说佳作已产生相当深广的影响。由

于此二作均善于抒写儿女情长的故事，

汪洋也就荣膺“写情高手”的美名。刚刚

面世的长篇新作《国脉·谁寄锦书来》则

是在史诗的框架下演绎儿女情长的情

事。诸如秦鸿瑞与黎黛珊、方念一之间

的情感纠葛：黎锦珊与秦鸿瑞是一对在

生活中和斗争中产生真情的伴侣，黎黛

珊作为一位隐蔽身份的共产党员，组织

安排她在秦鸿瑞的身边，不仅在生活上

关心照料他，连洗澡衣着都要管，在政

治上，更是成为他的助手与导师，使他

“从一个懵懂的小邮工一步步成长为工

运领袖”，他们本来是最合适成为夫妻

的，但由于秦鸿瑞1927年“清党”后回

到故乡枫泾小住，在母亲的劝导下与照

拂母亲的邻居姑娘罗锦绣订了婚，便成

了他们结合难以逾越的鸿沟，后来，秦、

黎被76号的日本特务山本诱捕，又被共

产党地下党领导王云三派人救出，此

时，他们才下决心回枫泾恳求秦母同意

他们结婚，可没想到秦鸿瑞早两天发回

枫泾恳求其母同意他与黎黛珊婚事的

信件迟到，秦母反而逼迫秦鸿瑞与罗锦

绣成亲，婚事逆转，黎黛珊冷静决定退

出，她离开秦家到枫泾一家酒店以“丁

蹄”就黄酒，微醺之中写下一封给秦鸿

瑞既诉衷情又讲道理的有情有理的长

信，遂离开了枫泾，离开了秦鸿瑞。在大

革命的浪潮中，秦黎这场迭宕起伏的恋

情写得摇人心旌。长期暗恋秦鸿瑞的方

念一，在听到秦鸿瑞与罗锦绣终于成

婚，一时想不开，割腕自杀，好在被郑开

先救出，送往解放区，蜕变新生。至于说

到外号“小狸猫”的帮会头领申亭山之

宠女申美若，在关键时刻为她死死追求

的秦鸿宇殉情，死得何其壮烈！秦鸿宇

与沈丹晨，为革命工作需要假扮夫妻，

日久生情，假戏真做，但当沈丹晨怀孕

时，却只能看着丈夫在自己眼前壮烈牺

牲，这又是何等凄美的故事！如果说，作

者写黎黛珊以及她与秦鸿瑞的爱情故

事是为了表现她的审美理想，那么，写

小狸猫的夭艳与殉情，可否看成是她的

情感的一种渲泄？

可以说，在《国脉·谁寄锦书来》中，

史诗的格局和品格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表现了时代的精神；而一桩桩动人的爱

情故事，又撕开了人性的口子，深刻揭

示形形色色的人性，深化了主题。这种

写法融情事于史诗之中，把儿女情事与

家国情怀融为一体，让读者为一桩桩诉

说儿女情长的爱情故事所吸引和感动，

又为表现民主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工

人运动开阔眼界、澡雪精神，这可以说

是此作的重要特色。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以为，《国脉·谁寄锦书来》既是一部

红色的史诗，又不仅仅是一部史诗。

《国脉·谁寄锦书来》还有以下一些

值得注意的特色：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

40年代的工人运动中，尤其是上海的工

人运动，有一个和帮会组织的复杂关系

问题。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小说

的作者在进行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大胆

而准确地描写了秦鸿瑞、方执一等与帮

会的关系。除了对上海青红帮的首领申

亭山所建的申家祠堂开堂仪式描写的

笔墨过于繁复外，申亭山的形象刻画还

是相当成功的。

在人物刻画上，首先令人瞩目的当

然是小说的主人公、工运领袖秦鸿瑞的

形象。据说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这给

作者提供了生活依据，也增加了难度。

就作品达到艺术水平来看，除了对秦鸿

瑞的政治智慧开掘的深度略嫌不够外，

对其朴实干练、平易近人的作风才干的

表现，善于演讲、富于人格魅力的描写，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诸如在布拉

格世界工联理事会议上与结拜兄弟、国

民党代表方执一坚决斗争，割袍断义，

分道扬镳的描写，秦鸿瑞的形象就立起

来了。

不少论者认为，汪一洋笔下的女性

形象活色生香，更具美学价值。我也认

同这一观点。试看作品中各种女性形

象，黎黛珊作为党组织派到秦鸿瑞身边

的女人，兼具秘书、保姆、导师、情人多

种身份，她的从里到外的美，在她身上

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都给读者留下相当

大的审美空间。其他如美艳侠义的小狸

猫申美若、幼稚娇美在革命风雨中蜕变

的方念一、贤惠宽厚温良的罗锦绣，也

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从小说的结构和场面描写富于画

面感等看，作者是有意为影视改编做准

备的。整部小说分为九章，每章再按人

物、事件或场面分节，节分得比较细，显

然是为了有利于电视连续剧的改编。场

面描写的画面感也是一个艺术特色。第

一章的第二节“方家客厅”与第九章第

二节“方家大客厅”便是适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小说的叙述

语言。如果说在汪一洋过去的小说中，

叙述语言虽然流畅清丽却留有一点稚

嫩的学生腔的话，那么，在《国脉·谁寄

锦书来》中已找不到这种痕迹，代之的

是简洁且有点典雅的小说叙述语言了。

讲
好
百
年
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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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国脉国脉··谁谁

寄锦书来寄锦书来》》中中，，史史

诗的格局和品格诗的格局和品格

开拓了人们的视开拓了人们的视

野野，，表现了时代的表现了时代的

精神精神；；而一桩桩动而一桩桩动

人的爱情故事人的爱情故事，，又又

撕开了人性的口撕开了人性的口

子子，，深刻揭示形形深刻揭示形形

色色的人性色色的人性，，深化深化

了主题了主题。。

（上接第1版）
2009年，蒋子龙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获得“鄂尔多斯文学奖”，当时作为评委的青年评

论家李建军，将该作细细地读了两遍，大加赞赏，评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它不仅在小说

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对当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上，也达到了成熟的境界”。李建

军随即将8卷本的《蒋子龙文集》通读了一遍，对蒋子龙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并写了一篇题为

《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论〈农民帝国〉》的长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部小说的叙事风

格，以及作者对现实和“新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等问题。2010年4月，蒋子龙读到该文，大受

震动，立即提笔给李建军写了一封信，虚心地称比自己小22岁的李建军为“先生”，并说：“读到

您评《农民帝国》的文章，有惊喜，有感动，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教益。在您的褒扬中我受到鼓

舞，也悟出了自己的弱点。能收获一篇您的评论，《农民帝国》就没有白费力气。”一代名家，改

革文学的开拓者，竟然如此坦荡地反思自己的不足，向小自己一辈的年轻评论家请教，这在中

国当代作家中实不多见。我们多见的往往是，作品写得并不怎么好，然而一旦有了点小名气，

便自视为大家，自吹自擂，一遇批评便暴跳如雷……在这方面，蒋子龙与批评家之间的真心倾

谈，令人感触颇深。

《农民帝国》探讨的是“工业性”

《农民帝国》是蒋子龙的重要长篇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当代北方农村生活进程，以主人公郭

存先的成长蜕变为主线，剖析了金钱、权力、欲望对人性的冲击，折射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

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面貌上发生的复杂变化。全书57万字，写作时间前后用了10年，中间一

度停笔，问起原因，蒋子龙率直答曰：“不满意呗，那时被人物牵着走了，没达到自己设定的高

度……”

我问：“现在书已出版10年，各方好评如潮。最近甘肃文交国际版权中心又把它做成了线装

书。10年后回眸，您现在感觉什么样了？”

蒋子龙还是不满意，说：“这部书的毛病是概念大于描写，因为我的学养不够，哲学高度不

够，所以认识不了那么深……”

蒋子龙说，他当初野心勃勃地撰写这部长篇，是想解读中国农民的怪圈：为什么他们老是在

原地打转，在事业最高峰时一次次跌回原点？很多的农民企业家，也成功过，走到最后又跌落下

来，难道是因为他们身上缺少“工业性”吗？

蒋子龙说：“所以，《农民帝国》并非农村题材，而是一部工业小说，我想探讨的是中国的‘工

业性’问题。”

我感觉相当震惊：明明是讲述农民帝国里发生的故事，为什么他却说它是一部工业小说呢？

什么是蒋子龙说的“工业性”呢？我想，蒋子龙之所以一直在强调“工业性”，是因为在工厂

的大熔炉里，锤炼出了他的工人阶级情怀。中国的现代化大工业虽然起步晚，带着先天不足，

但大工厂的工人们还是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品质。他们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令人感佩。同时，

工人师傅们一般都是直肠子，不大会说弯子话和漂亮话，答应了的事就去兑现，决不敷衍；也

不受压于任何领导而只是凭自己的手艺吃饭……我观察蒋子龙，发现这些大产业工人的特点，

在他身上都能找出来。这一代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生来就肩负着民族的使命，关注社

会甚于关心个人利益，关注时代的变化甚于关心自己的柴米油盐，揭露、批判、鞭挞黑暗面是

为了求光明，不放弃发言是为了促进步，宁愿个人受苦受难受不公正待遇，也要坚持原则、坚

持真理、坚持前进。

蒋子龙说，小说不能光写故事，人物也不能光去追求表现性格。《农民帝国》当年写不下去，

就是觉得自己被人物牵着走了，没有写出期待的哲学意味和精神含量。“我的野心太大了，要求

太高了，我想写出的是整个旧中国、新中国的工业化大问题。一直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感觉才

来了，渐入佳境。不过，也还有很多话没写出来。现在完成的只是上部，还应该有一个下部，那是

一个更大的工程……”

他真不是“聪明”的作家，不会凭借着一点小心思，去海地云天地胡编乱造，既博取了名利，

又能游刃有余地活着。然而，蒋子龙又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作家，一辈子老老实实地遵循着现实主

义创作原则，宁愿顶着各种压力，也要掏出心窝子写，恨不能用一滴热血换出一枚文字，所以他

的作品才是滚烫的啊。

■短 评

“过剩”时代的“吃饭”问题
——刘汀《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读札 □褚云侠

刘恒在《狗日的粮食》中曾写到，谷子，也就

是粮食，“是过去代代人日后代代人谁也舍不下

的、让他们死去活来的好玩意儿”。的确，即便我

们似乎已走过了手中无粮，为粮而来、为粮而走

的年代，但它依然没有一刻不让我们感到焦虑。

如今，当我们每天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的时

候，其实已经暗示着物质的极大丰富性，然而贫

瘠往往是通过过剩表现出来的。当这种选择的

恐惧与每天的日常如影随行的时候，每个人都

不可能是安享饮食之乐的“美食家”，因为“吃”

还是我们最大的焦虑之一。

中国人有关饥馑的经验过为丰富，而在一

个繁盛的时代，“吃”到底还意味着什么？阿城曾

在《思乡与蛋白酶》中玩笑说，中国文化只剩下

了个“吃”。这个“吃”，是为中国人的眼睛、鼻子

和嘴巴的，所谓“色、香、味”。其实不仅如此，吃

还是伦理、是政治，是最大的生活哲学，甚至勾

连起了所有普通人内心深处的隐秘与社会生活

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联系。

刘汀的小说新作《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

什么》便聚焦在了“过剩”时代的“吃饭”问题上，

同样是街道旁、菜市场里、写字楼中的普通人，

“吃饭”以及由“吃饭”牵连起的忧伤的胃和饥饿

的心几乎构成了他们全部的焦虑，这也是每一

个城市小人物面临的最基本日常。其中《早饭吃

什么》《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是三篇相互

嵌套又互文的小说，小李子、老洪、小刘是中关

村附近一家公司的同事，衣食无忧，虽算不上富

有，却也维系着小康之家的平凡日常。经历过往

昔的贫瘠和穷困，繁盛却并没有让他们生活得

更幸福，甚至时常让他们感到烦躁和绝望。三个

人本来是每天一起吃午餐的同事和“饭友”，但

是不到半年，小李子跳槽又下海，老洪卷公款移

民新西兰，小刘结婚生子后又因一则诡异绯闻

而净身出户。三个极为相似的人似乎在一夜之

间就被命运驱使得分崩离析、迥然各异。而这些

内心的隐秘与抉择正是由对一日三餐的焦虑勾

连起来的。

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早饭更像一种仪

式，行色匆匆，吃早餐不过是例行公事，没有人

会在意口味的细微差别。《早饭吃什么》中的小

李子就是在这件大多数人每天必须要做，甚至

让人熟悉到恶心的事情上发现了无限商机，他

从单位辞职做起了早餐摊，力求让早餐这件按

部就班到几乎让人麻木的事情可以重新给人以

鲜明而强烈的记忆。小李子商场得意，经济上的

过剩很快折射出他情感上的贫瘠。无论是风月

场上的逢场作戏还是“体育女孩”游戏态度的赴

约，都无法告慰小李子空虚的内心，他只能通过

“食”与“色”不断确证肉身的存在。这也就构成

了与他相识于风月场，后来成为早餐生意的合

作者，甚至生出“知己”感觉的乡村女子水仙对

于小李子的重要意义。然而暂时的告慰显然无

法挽救精神世界不可避免的坍塌，我们仍然只

能独自去面对生命的再度重建。

相比行色匆匆的早饭，午饭承担了更多的

社交功能，工作关系强行组合的午餐群体，让他

们共同去面对每天“午饭吃什么”的艰难抉择。

而在这个午餐局抑或社交场上，每一个人的性

格和处事方式也展露无疑。午饭使小上班族最

大程度地隔绝开来了家庭的琐碎和亲密关系，

他们独自在“陌生人”的世界中，也最大程度地

面对自己内心中的另一个自我。《午饭吃什

么》中的老洪意识到自己坐拥所谓的“幸福”

却心怀不满就是因午饭而起，在和同事日复

一日地焦虑午饭吃什么的过程中，他发现自

己的生活就像每天平淡无奇的食物一样无

聊，而打仗一样的午饭仪式也如同对日常生

活的映射。老洪开始思春悲秋，一段段“恨不相

逢少年时”的往事和做一件大家一直有兴趣做

却始终没有人做的事情成为了他对生活的重

新抉择。

晚饭则回归到个人家庭的伦理层面，一天

所积累的社会压力此时全部挤压到了家庭内

部，作为社会暴戾与烦躁情绪的替罪羊，来自家

庭琐事中的矛盾一触即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

么一句“晚饭吃什么”可以引发夫妻之间的情绪

总爆发。围绕着一顿晚餐，夫妻之间、父母与子

女之间的微妙关系由此展开。而这些人心的复

杂与生活的琐碎，正一点点瓦解着家庭内部得

以维系的激情与耐心。小刘从没有孩子到有了

孩子再到失去孩子，从恋爱到结婚再到因绯闻

而净身出户，一切看似坚固的感情和对未来的

美好期待在倏忽之间灰飞烟灭。《晚饭吃什么》

中的小刘，所经历的家庭变故看似有些荒诞和

戏剧化，但实则也是日复一日累积之后的情绪

所带来的必然突转，这些被消磨掉的对生活的

憧憬与信念就在每日烦恼着他们的柴米油盐中

一点点消失殆尽。

在这里，无论是早饭、午饭还是晚饭，都已

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一日三餐，而是构成了普通

人日常生活中一切焦虑的象征物。欲望、社交、

自我、伦理，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和处理的问

题，它们就像困惑着每个人的一日三餐，将普通

人纠缠进无法逃遁的生活之网。

近些年刘汀的创作一直执著于他最熟悉的

日常经验，但他用小说文本所抵达的，往往超拔

于普通人所能感知到的日常经验，他想知道的

始终是“灵魂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可以说把这种

日常景观放大到了极致，打开了统摄着每个人

的生活但往往又被我们忽略了的褶皱，从与所

有人息息相关的“吃”，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平凡

普通又意义非凡的行为，通向了都市小人物最

真实的现代生活。“吃”如果是人活着最基本的

诉求，当物质的匮乏已经不再是困扰生存的重

大问题，在经历了一个匮乏时代之后对物质的

贪婪奢求之后，“吃”也就不仅仅停留在本能的

层面上了，而是被重新赋予了它在精神和伦理

上的含义，对“吃”的焦虑也就构成了现代人对

存在焦虑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