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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散文集《忧伤的野马》，让人想到老

杜的咏马名句：“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

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

如此，万里可横行。”张瑞田不羁的文思，

伴随着他的履迹，似骏马一样驰骋纵

横。作为作家，他驾驶着诗一样的曼妙

语言；作为旅行家，他常常在履迹中，勾

陈历史文化痕迹，作为书法家，他比常人

多了一份笔墨背后的思考，因此，他的散

文畅达而深邃。

《忧伤的野马》分为“履迹题跋”、“沉

重笺纸”、“无字砚铭”、“情感拓片”四个

部分，或重游历的思索，或重历史的重

温；或重闲情偶记，或重记怀思友，不一

而足。

《山上山下》，是作者四赴永济的写

照，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启

功先生的题跋是诱因，让张瑞田把栖岩

寺和智通禅师塔铭联系起来，成为心

结——“书坛习惯性的崇尚高大上，权力

的引领，把我们逼入同一条认知艺术、膜

拜古人的所谓正途。如此的价值导向，

我们对那些有着鲜活的生命气息、充满

大自然烂漫想象的书写视而不见，甚至

矮化”。见解独到，发人深省。寻觅智通

禅师塔铭，那个唐人书写的行书，在作者

的感觉中扑朔迷离。二赴永济，与塔铭

不期而遇，可谓柳暗花明，也激发了作者

拜谒栖岩寺的强烈愿望。登攀中条山，

浓墨重彩。山上与山下，景色有了对

比。细致入微的观察，绮丽的写景状物，

语言有了穿透力。中条山，奇崛、瑰美，

雄大、顽强。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个民

族的开始，是我们生命的起点。栖岩寺，

隋文帝慷慨的恩赐，记录了昔日的辉

煌。面对沉睡在中条山上的塔林，作者

这样写道：“我步履轻轻地进入塔林，看

着每一座塔，生于不同时间节点的生命，

在这里汇聚，这是归途，也是起点。”节奏

的张弛，情节的曲折，奇险中的古奥，耐

人回味。

我的家乡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冰

城。《断指的手掌》讲述了90多年前发生

在这里的故事，让我感觉到了那个年代

冰雪之都的冷酷与狂燥。一个鲜为人知

的历史事件被激活了。断指的手掌、安

重根、禹德淳、伊藤博文、章太炎与梁启

超的诗，这些看似不相干的词汇，通过作

者穿越时空的经纬，巧妙的编织，在我的

脑海里明晰起来了，扩充了我的识见。

一个人的名字，在我的心里渐渐变得高

大起来，以至顶天立地。英雄安重根，可

歌可泣的事迹近乎悲壮！这是作者心目

中的英雄，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

从章太炎《安君颂》与梁任公的《秋风断

藤曲》两首诗入笔，以断指的手掌为线

索，娓娓地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这

不是一般的复仇，这也不是个人的恩怨，

这是对敌人的射击。“见利思义，见危授

命”，是安重根的信仰。大统领朴正熙题

写“民族正气的殿堂”，是一个传奇的总

统歌颂一个传奇的烈士！在安重根纪念

馆前，对雕塑手掌的描写惊心动魄！为

了国家独立，要忍受千辛万苦，为国尽

忠。为了结成同盟，共同宣誓者切断了

手指。安重根自己的诉说里透着坚韧。

张瑞田富有诗意的语言，张力十足。散

文其实也是诗。我记住了安重根，也让

我对这个民族多了几分敬意。

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一次穿越时

空的送别，一个李白诗歌里的名字，被张

瑞田放大了，思想的翅膀在想象中升腾。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意

想神驰，神思萌动。“汪伦是不是村长，宴

请李白用的是不是公款，已无从考证了。

汪伦经常请李白喝酒，喝没喝花酒，也无

从考证了”，轻松诙谐的语言，不仅拉近

了与读者的距离，也拉近了时间的距离。

一场酒局，被作者写得惊世骇俗，一往情

深，如在目前。拉长对李白诗意的解读，

友情变得纯粹了。作者书写了李白永恒

的情感，不变的情感，以及他的真挚和忠

诚，那种悲壮的思念，触景生情的精神境

界，如月光一样的纯洁归宿、在庸俗价值

观和快餐文化泛滥成灾的当下，李白和

李白的灵魂亟需祭祀，即使用几代人的

时间都不为过。唐代友人间一场朴素的

离别，被诗人写到了诗里。今天，张瑞田

用诗一般的语言演绎与重现，读了依然

让人动容。这靠的仅仅是合理的想象吗？

不，这背后有对诗意大唐的繁华与落寞

的解读，有人性的真挚，友情的彻悟，无

论是王公贵族，还有像汪伦那样的“小人

物”，均在此间起伏。

张瑞田的步履坚定沉稳，笔锋犀利

健硕。伴随他的足迹，康有为、王国维、

高二适、傅雷、张宗祥等文化魂灵渐渐鲜

活起来，这是他文化情愫的一种表达。

作为书法家的张瑞田，笔下的颜真卿、良

宽、刘乃中等人，或悲壮，或警策，或温

情，依旧令人回味无穷。我看，这是一种

爱，一种文心，一种诗意。

张瑞田曾说，对于他来讲，读散文，

写散文的最爱不曾改变。这一种多思多

虑，又洒脱、风雅的文体，与生命情思、个

人趣味天然和谐，它几乎就是我们的新

闻发言人，在单纯的日光下或神秘的夜

幕里，美丑、善恶、成败、冷暖、进退、古

今、苦乐、爱恨，一一浮现。这是读散文、

写散文的理由。读完《忧伤的野马》，我

懂了。

所向无空阔
——张瑞田散文集《忧伤的野马》漫评 □曲庆伟

记得那年桃花开

不知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一颗桃核落在

了我家院子西南角的蒿草中，长出了一棵小桃

树，一出世便被雨露滋润着，随风摇曳，任性

地疯长。

这棵桃树主干长到三尺高的地方便分杈

了，一枝斜着伸向东北方向，两枝平行着向西

南方向发展。三条枝干生出许多枝条，叶子在

枝条上青绿绿地闪着油光，形成了一个偌大的

不规则的树冠。

老人们常说，桃三年杏四年核桃树长五年

就结果了。可我家这棵桃树长了好多年，树身

都碗口粗了还不开花挂果。要知道，不开花结

果的桃树像不下蛋的母鸡一样，是不招人喜欢

的。我经常攀到树上折下许多枝叶去喂羊，谁

知折完后竟发出更多的枝条来，越发显得枝密

叶茂了。

夏日里，这棵桃树下的一片阴凉，成为我

和小伙伴嬉戏玩耍的好地方。我们或骑在树杈

上，或躺在那两根平行的树干上，或坐在树下

看蚂蚁搬家，看螳螂上树，看屎壳郎滚牛粪蛋

儿，尽情地玩耍着。尽情玩耍的孩子会忘掉一

切，包括饥肠辘辘的肚子。直到现在，若有人

问我童年对什么事印象最深，我会不假思索地

脱口而出“肚子饿！”这都归结于我们家穷。穷

归穷，可父母亲灌进我耳朵里的那几句口头禅

却始终是硬气的，什么“人穷志不短”呀，什

么“再穷的日子都会有个头”呀……虽然儿时

听着这些话似懂非懂，但我却在肚子饿得非常

难受时，宁可在自家院子里哭着闹着甚至躺在

地上滚着，也绝不会去邻居家讨要半个馍吃。

有一天晌午，我躺在桃树下，透过枝叶缝

隙，看着蓝天上的云彩像雪白的棉絮一团一团

从头顶飘过。突然发现，浓密的桃叶竟簇拥着

几只鸽子蛋大小的桃子，饥饿与嘴馋催促着我

翻身而起，爬到树上摘下那几颗半生的桃子吃

了起来，完了还咬开桃核取出桃仁，塞到两只

耳朵里。听大一点的伙伴说，桃仁放在耳道里

还会孵出小鸡呢。虽然没有尝出桃味没孵出小

鸡却使我看到了那棵桃树的希望。

当又一个春天到来时，我家桃树上的那些

枝条上挤满了的花蕾竞相开放着。那粉红色的

桃花，远远望去，像一团粉红色的云。近前细

看，那桃花神态迥异，各不相同，引来成群的

蜜蜂争先恐后地前来采蜜，十几只蝴蝶也在桃

花里飞来飞去。这一树桃花给寂寥的院子平添

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带来了一丝希望。妈妈

说：“这一树桃成熟好了，能卖十多块钱呢！”

一场春雨使桃花极不情愿地慢慢飘落到地

上，与泥土掺和在一起，散发着自己独有的清

香。满树的乳桃在春风的轻拂下，在夏雨的滋

润中，还有空气，还有阳光，甚至月光也时常

光顾，小桃子个个悄无声息地一天天鼓圆着自

己的身子。全家人经常眼巴巴地瞅着这一树桃

子，把唯一能给家里换几块钱的希望寄托在了

它的身上。

那天，天刚麻麻亮，父母亲就匆忙地起身

下地，提着老笼去摘桃子。待我从炕上爬起来

时，母亲提着大半笼鲜桃回家，接着拿出十几

个桃子，分成两份，让我们姊妹分送给邻居家

尝个新鲜。这是乡俗，更是我们家的规矩。

吃罢早饭，妈妈拎着一笼桃到几里路外的

镇上去赶集，我跟在妈妈的后边。在镇上的街

道边，妈妈放置好桃笼，揭去盖在桃子上面厚

厚的一层绿油油的桃树叶子，一颗颗青里泛白的

鲜桃便呈现在人们面前，个个身上披着一层薄薄

的绒毛！说实话，我家的桃子长得并不好看，不

像别人家的桃子，外表白里透红。但只要吃上一

口，就会感觉到味道醇正，渗甜渗甜的呢！街上

赶集的人群开始你来我往，熙熙攘攘，但都从我

们面前的桃子上瞄一眼便一走而过，妈妈开始着

急起来，壮着胆子羞怯地喊了一声：“离核甜桃！

先尝后买！”话音未落，脸蛋先红晕起来。终有一

位中年男人来到摊位前，“桃甜不？”“甜得很！”妈

妈生怕买主走了，补充说，“先尝后买，不甜不要

钱！”那中年男子便弯腰拿起一个桃，蹭蹭地在自

己裤腿上擦了两把，放到嘴里咔嚓咬了一口，随

即吧唧吧唧嚼着，然后却抬脚走了！望着他离去

的背影，我的双眼瞪得圆圆的……

我们娘儿俩在摊位前，看着街道上的人们你

来我往，企盼着下一位顾客的出现，但总是碰到

问价格的多，摸个桃子尝鲜的多，实实在在买的

顾客并不多。忽然，街道斜对面传来“热油糕！

又香又甜的热油糕！”的叫卖声，镇上食堂一位师

傅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在支起的油锅前边

捏着油糕高声叫卖着。伴随着他的喊声，一股浓

浓的油糕香味随风钻进我的鼻腔里，我不由自主

地不断把涌出的口水咽到肚子里。但我不会给

妈妈提要吃油糕的要求，妈妈卖桃赚钱太不容易

了！倒是妈妈看出了我的馋相，抚摸着我的头

说：“等妈把桃卖完了，给你买油糕吃。”我企盼着

那个甜蜜的时刻。

农村集市上交易的商品很少，赶集的人们来

也匆匆去也匆匆，人们很快就散去了，可我们的

桃子还没有卖完。这时妈妈毅然地挎起老笼，顶

着烈日带着我走街串巷去叫卖了。记不清串了

几个村，说不上走了几里路，那一笼桃总算是卖

完了。回家的路上，妈妈一直跟我唠叨着，盘算

着卖桃得到的七块八毛钱怎么花：要先给我留一

块五毛钱的学费呀，要给姐姐买双鞋面布呀，要

买一斤盐呀……

那一天，也就是那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长

大了！内心深处埋下了要发奋读书摆脱贫穷的

种子。两个多月后，我开始走在上学的路上……

知了情

盛夏，夜幕悄悄降临了，乡村渐渐笼罩在

夜色之中。鸡已上架，鸭已进窝，鸟儿也归林

了。连大花猫也趁着夜色在墙角弓着腰，瞪着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死死盯着老鼠经常出没的

洞口，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只有村头偶尔传

来“汪、汪”的几声狗叫和门前小河里“咕

呱、咕呱”的蛙鸣声。劳作了一整天的大人们

都已经歇息了。这时候，我却怀着童年的好奇

心，趁着夜色，跑到院墙外的树干上摸知了去

了。

听大人们说，知了蛹在靠近大树的地皮下

要生长好多年呢。它靠吸食树根汁液过日子，

光在地皮下就要蜕四次皮，钻出地面后还要蜕

一次皮，才变成能飞会叫的知了。

我对知了蜕壳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心。因为

时常听到妈妈给我说：人活一辈子，不脱几层

皮，难得过上好日子。人脱几层皮与知了蜕壳

是一回事吗？疼不疼呀？它的壳好好的，为什

么要蜕掉呢？

带着这些好奇，我要摸个知了蛹，看看它

是如何蜕变成知了的。那时候没有照明的任何

器物，更不要说手电筒了。大人们总告诫：小

心摸着蛇和蝎子！听了叮咛难免有点胆怯，但

最终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

出了家门，借着朦胧的月光，我首先看见

大槐树旁边，刚刚从地皮下钻出来的一只知了

蛹，它浑身土黄色。那通体硬壳酷似披挂了一

身铠甲，肥硕的身躯很像是一位孕妇。前边的

两只小爪子像两把锋利的耙子，又像是两把伐

木的大锯，爬行起来颤颤悠悠的，但却一步一

个脚印威风凛凛地朝着自己感知的方向、预定

的目标前行着。

我转过身来，又看见在那棵梧桐树光滑的

躯干上，一只知了蛹正在坚忍执著、义无反

顾、艰难地向上攀登着。它似乎觉得距离地面

越高，就会越安全一样。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它

两只前爪是否抓得很牢，可不要掉下来哟！掉

下来会摔死的。

我仰起头，在淡淡的月光下，还看见在老

榆树高高的树杈旁，有一个知了壳。在它的旁

边，一只知了倒挂在树干上，湿润润的身子，

在月光照耀下还发出微弱的亮光呢。柔软而透

明的翅膀已经完全舒展开来。我似乎还看见了

它那露珠般的一双眼睛。

我没看见知了蜕壳的详细过程，很不甘

心，便带着捉到的三只知了蛹，回到自家院

里。找来搪瓷脸盆，把知了蛹放在里面。然

后，趴在凉席上，静静地看着它们。三只小家

伙在脸盆里不断地爬着，发出沙沙的声音，只

是盆底太光滑，只见爪子动，不见身子行。一

会儿，它们就停止爬动，静静地待在那里。随

着一阵抽搐，它们后背上绽开了一道裂纹，裂

纹越张越大，渐渐地露出粉红色的躯体。这个

躯体在不断地挣扎着、挣扎着，我能感觉到它

们的痛苦！这痛苦又显得非常漫长，以至我的上

眼皮与下眼皮不停地打起架来了。

待我睁开惺忪的双眼，才发现早上的太阳已

照到院内墙头上了。我一骨碌爬起来，看见脸盆

里只有三个知了壳。我的知了呢？我哭了。难

道是被大花猫吃了？我拿着棍子要去打大花

猫。这时，妈妈拦住我说：你的知了翅膀硬了，飞

到院外树上去了，等到中午天气热了，它们会出

来的。

太阳越升越高，天气也越来越热。院墙周围

的树上，开始传来知了的鸣叫声。我穿件小裤

头，赤着上身，光着脚丫子，顺着知了的叫声，伸

长脖子去寻找我曾经捉住的那几只知了。

知了，真是个小精灵哟！我家院子周围有许

多树，我看见知了偏偏喜欢扎堆趴在榆树上，因

为榆树汁有点甜味啊！我想起来了，二三月闹饥

荒那阵，家里没一粒粮食吃了，妈妈领着我去田

野里挖野菜回来煮着吃，榆树上长出了榆钱儿，

便捋下来煮着吃，就连后来长出的榆树叶也被吃

个精光。老父亲干脆把那几棵榆树的皮也扒下

来，在门前的石头窝里捣成碎末煮上半锅用来当

饭吃。黏糊糊的，喝起来挺光滑的，还有点甜味

呢！怪不得知了都喜欢趴在榆树上。桃树个子

长得矮，它趴在上面可能觉得不安全；槐树的汁

是苦的，它肯定嫌味道苦；椿树身上有一股特殊

的臭味，它才不愿意闻臭味哪！这知了真聪明

啊！

知了好像听见了我的赞扬声似的，开始争先

恐后地鸣叫起来。最先鸣叫的那只，只见它两只

翅膀微微张开，趴在那一动不动，只顾高一声低

一声地诉说着自己生来是多么不容易，在地下生

长那么多年是多么地寂寥，蜕壳的过程是多么地

艰难和痛苦，它要把这满腹的积愤从胸腔中吼

出来，随风飘扬。它上面的那一只，显得很兴

奋，它似乎完全忘记了前世的寂寞，它更不愿

意回忆蜕壳时的痛苦，它不愿意因回忆往事而

占据了眼下的大好时光，它憋足了劲，使出了

浑身的力量，边鸣叫边快速地向树干的最高处

爬去，它认定了爬得越高，会看得越远，叫声

越响，它越感到愉悦。它知道，它蛰伏阴间十

年光景是多么地不容易，它来到阳间，一定要

倍加珍惜这区区几十天的生命光景，活一天就

要活出精彩，唱一声就要唱得悠扬。它旁边的

那一只更有趣，边鸣叫边后退着，我企盼着它

后退到我能够着的地方时，一把抓住它呢！不

料它退了一阵后，又欢叫着向树干上方爬去

了。我很失望，失望并没有阻断我的联想，这只

知了一定知道自己一生的路不会平坦，前边肯定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它甚至知道无奈地后退

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个道理。它甚或在体验退

一步海阔天空的愿景，不然它怎么会在退却时还

高歌永放呢？哦，还有一只，刚才怎么没看见

呢？它静悄悄地趴在枝头，嘴巴扎进树皮里，心

无旁骛地吸吮着树汁。它尾部有一根长长的尾

巴，据说这是母知了，天生不会鸣叫，只知道默默

无闻地生活着，一生只为知了传宗接代。

太阳正当午，我伫立在炽热的阳光下，仰起

头，伸长脖子聚精会神地看着知了有趣的表演，

听着知了悦耳的鸣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我满

脸通红，汗水顺着额头一串一串地流下来了，汗

水钻进眼睛里又涩又疼，我不停地用手抹去脸上

的汗水。脸上的灰尘和汗水搅在一起，真变成了

唱戏的大花脸。小脚丫子站在滚热的地皮上，还

真烙得有点痛，只好一会儿把左脚掌放在右脚背

上，一会儿又把右脚掌放在左脚背上，这会儿口

渴肚子饿的感觉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我完全

被这群小精灵的大合唱陶醉了。

那是我学龄前的最后一个盛夏。我感谢盛

夏里那些知了给我的启蒙。

不过，从那以后，我真的再没有听见过知

了悦耳的欢叫声。

也许是学校里朗朗的读书声淹没了它悦耳

的叫声。

也许是军营里嘹亮的军号声掩盖了它悦耳

的叫声。

也许是古城里林立的高楼阻隔了它悦耳的

叫声。

也许……

又快到盛夏了，我多么想能见到那些满足

过我童年好奇心的知了，能听到给我带来无限

童趣、悦耳的知了声啊！

（摘自《归途拾光》，尹武平著，作家出版
社2019年7月出版）

《归途拾光》（文摘）

□尹武平

李风军创作的长篇小说《庭院深几许》是一

部颇有分量的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它贴近社会

现实生活，通过描写旺城民营企业家韩玉林的

艰辛创业及其大家庭的感情纠葛，反映了改革

开放40年城乡生活的变迁。

这部作品虽然以韩玉林一家为主要聚焦

点，但是却有全景式地表现旺城地区改革开放的视野和雄

心。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重大举措以及出现的社会问题，诸

如市场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制、下海经商、反腐倡廉、城乡

分化、贫富差距等，都在作品中有相应的呈现。当然，这些内

容的呈现又与韩玉林的商海博弈及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

一

小说中，李春香的人生悲剧是一条重要线索。韩玉林的

家庭风波很大程度上是在这条线索上展开，李春香的到来

让原本平静和谐的大家庭波澜四起。这条线索也服务于韩

玉林的商海博弈，李春香的误入歧途让韩玉林的家族企业

遭受巨大损失，面临严峻考验。李春香这个人物是小说中诸

多矛盾冲突的起因，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李春香人生悲剧

的直接原因是，在农村贫苦家庭长大的她，无法融入城里显

赫富有的大家庭，背后的原因则是城乡分化和贫富差距问

题。城乡分化和贫富差距成为小说叙事的潜在推动力。

李春香是韩玉林的第七个女儿，和韩晨是孪生姐妹，在

她出生后不久，韩玉林夫妇因无力抚养，忍痛将她送给了别

人。因而李春香是在农村养母李玉梅的养育下长大成人的。

当韩玉林费尽心血找到她时，她已经18岁，而韩玉林已成

为旺城的明星企业家。本来，李玉梅同意春香回到亲生父母

家中，是希望她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将来有更好

的前途。而李春香之所以接受认亲，是想有更大的

能力报答娘的养育之恩。但结果事与愿违，李春香

认亲进城拉开了悲剧人生的序幕。

二

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李春香融入城里

富有大家庭失败的过程。失败的原因是李春香的

怨恨心理。李春香首先怨恨的是为何当初父母舍

弃的是自己，而不是韩晨。自己在农村经受了那么

多生活苦痛，遭人嘲笑欺凌，即使进了城，也因为

基础差，功课跟不上，最终辍学，这一切为什么不

是发生在金榜题名、人人夸赞的韩晨身上。正是因

为这种怨恨，韩晨自然成了她的矛盾对立面。她们

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以致春香采用“险恶”手段

破坏韩晨与田培露的爱情，这带来的轩然大波导

致母亲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不仅如此，在曲冬

梅的挑唆下，春香怨恨姐姐们不知花了家里多少

钱，而只有自己吃亏。这种怨恨心理使她走上挥霍

堕落之路，最终被谢淑华利用，让韩玉林的企业被

骗3000万元。当这种种“劣迹”挑明之后，春香羞

愧难当，离家出走，落入贩毒分子之手，虽经韩玉

林拼力营救，终被流弹所伤，不治身亡。

李春香的怨恨心理固然是当今“原子化”个人

的心性体现，但根本上还是城乡分化和贫富差距

造成的迥然不同的生活境况使然。如果李春香出

生和长大的两个家庭不是有那么大的差距，李春

香和韩晨的境况不是形成那样鲜明的对比，李春

香的怨恨心理显然要小得多。小说设计李春香和

韩晨是相貌相同的孪生姐妹，这意味着对李春香来说韩晨

就是另一个自己，在城里富有家庭长大的自己。因此，李春

香报复韩晨的手段是抢夺（陷害）她的“白马王子”田培露，

因为这样的“白马王子”本来也可以属于自己。

三

小说借田培露给韩晨的信说明韩玉林及家人对春香缺

乏理解和关爱。小说中，韩玉林对危难中的美国洛克公司施

以援手，以仁义相待，并强调仁义已溶在家族血液中；而李

春香坚持让娘李玉梅照“全家福”相片，要钱送给娘，乃至坚

决反对援助欺负过娘的迟长胜修路，同样是不忘养育之恩

的仁义的体现，却反而遭到韩玉林及家人的误解和责怪。而

且，对于在城市富有家庭长大的韩晨来说，在农村长大的李

春香是她建构自我主体形象的他者，李春香的打架、“黑老

大”传闻、逃学、辍学等等“劣迹”正是韩晨自我想象的对立

面。以上说明，城乡分化和贫富差距给人造成的“成长经历

异样”（田培露语）并不在韩玉林和韩晨自觉关注的问题之

内，无论他们表现出怎样优异的才能。

小说中通过对李春香人生悲剧的描写自觉回应城乡分

化和贫富差距问题，而这个问题深嵌于现代化和经济全球

化当中。不过，因为小说对韩玉林这位主人公过于钟爱，多

少会限制对以上问题的呈现及相关思想主题的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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