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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表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智慧聪

颖，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逆境和困难面前，充分发挥自己的

聪明才智、精诚团结建筑自己美好家园的作品不可胜数。现代以来，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

湾》、柳青的《创业史》等等，曾经构筑了中国“创业”文学一道靓丽风

景，在建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民族国家文

学的典范。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市场经济的

不断深入，文学开始朝向多元化发展。被边缘化又趋于自我边缘化

的当代文学，逐渐退出了建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例如

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思潮等。当然，当代文学也

还存在另一支脉，如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改革文学、打工文学、新写实

主义以及新世纪兴起的底层叙事等写作思潮，也都还在与时俱进地

给予现实社会和广大底层民众以最为广泛的观照。但是，这些文学

实践，在建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流文化层面上，还是呈现

出某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在扎根本民族文化和新时代潮流，

书写和反映新时代中华民族和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激变上，

当代文学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可喜的是，广西作家班源泽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

继荣获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市长秘书马苦龙》之后，近

期班源泽又推出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阳光起舞》（2019年 3月，

作家出版社出版），主动承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秀传统，抒发其

对中华民族和人民固有的自强不息与坚忍不拔的伟大民族精神的

赞美之情。《阳光起舞》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一部难得的具有强烈

当代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作品，还是当下所提倡的“讲好中国故事”

文学创作理念的重要成绩。

细品这部35万字的长篇巨著，读者首先看到的是，它成功地展

现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发生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它同时如实还原了新世纪

之初，桂西北大石山区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

村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自我思想解放和艰苦奋斗，

逐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在文本中，神牛山村本来是个公

路、水电、通讯等都不通，现代基础设施亟待发展和改善的偏远山

村。但是，在村里唯一大学生阳光的带领下，在乡党委

书记黄林的支持下，这里不仅成功修建了通村公路，

办起了竹藤编织品加工厂，种桑养蚕、办养牛场等等。

在文本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作家对文学图解当代政

治的热望，深切地体会到作家对新时代国家与民族的

强烈认同感。

作品成功塑造了一群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栩栩如

生、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新一

代大学生村官的光辉形象。在文本中，主人公阳光是

神牛山村的首位大学生，具有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

因不满于贫困落后山村的女友光晓艳，在除夕之夜与

他不辞而别，让本想光宗耀祖的他声名扫地、痛苦万

分，但却并未由此消沉不起。他虽然渴望像深圳这样

的大都市生活，时刻准备着逃离这个偏远落后的山

乡，再到大都市去拼搏，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但这并

未削弱他留在家乡一日，就要带领乡亲们建设好自己

家园的满腔热忱。在阳光身上，我们看到了如同柳青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一样，为改善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日夜奔波操劳，勤勤恳恳为

村民办实事的新时代人物形象。不论是联系修路资金，还是办竹藤编织品加工厂，或是引

导群众因地制宜种桑养蚕、种植金银花等，阳光都表现出了他作为村中一个大学生独到的

眼界，以及敢闯敢干的冲劲。阳光的坚强和可敬之处在于，城市女友的不辞而别，并没有使

他从此一蹶不振，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积极为村里联系修路资金，并带头捐出了自己多年

打工攒下来的3万块钱，即便后来父亲住院时，因自己的存款都捐出去修路而交不起手术

订金，他仍然没有丝毫的后悔。更为主要的是，虽然念念不忘深圳那座大都市美好生活的

诱惑，但在乡党委书记黄林的鼓励、支持下，在村民朋友的强烈渴望中，他最终还是选择留

在山里，并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克服了种种困难，在脱贫致富之路上打拼。通过阳光这个人

物形象，读者可以洞见既矢志不移又实事求是办实事的当代大学生村官的新面貌。而作为

人之主体性，阳光无疑是坚强、勇敢和充满智慧的聚合体。

作品在宏大叙事中融入了浓郁的乡土色彩，而这种乡土色彩不仅是文本中简单地对

流行于岭南农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山歌的直接征用，更重要的是借助山歌的征用，文本有

效地挖掘并再现了桂西北大石山区农民们的精神状貌以及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在那些悠远嘹亮的山歌中，读者可以洞悉桂西北大石山区农民对人世间一切人情世故

的认知方式。从民俗学意义上说，山歌既是神牛山村民的重要民俗事象，更是神牛山村民

们的重要文化符号，它是神牛山区村民们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以及事物的认识与判断的

重要载体。因此，对流行于神牛山区的山歌的征用，就具有了强烈的地域民族色彩。从文学

史意义上看，《阳光起舞》中的乡土色彩，甚至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文学文化寻根思潮的

重现，而在很大程度上又体现出作家自觉而强烈的本民族文化的寻根意识和认同意识。班

源泽的这种民俗叙事，当然主要在于其对深藏于桂西北大石山区少数民族文化的熟悉，但

也是其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要品质。而作品具有的神秘和浪漫的艺术特色，也正得益于

这种异域民俗文化的有效叙事。

总体而言，《阳光起舞》是近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论导向的重要成果。它在

主旨上是为了讴歌偏居桂西北大石山区的神牛山村的农民们为改变生活条件和改善生活

水平，而做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的民族精神。进一步说，表现广大农民群众对幸福生

活的渴望、追求和不懈努力，是文本的重要叙事内容和叙事精神，这种文学精神在当下是

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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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那些

东海的惊涛骇浪

历经六百余年过滤

干燥成了一串故事

我，有幸在海边拾遗

诗，是心的律动。那年秋天，好友夏

鹤安排我到南方观光疗养，所到之处感

触颇深。人在宁静的时候，独立思考的

空间站，会向你豁然开启。不经意间，这

个意向，这些故事，那些渔民和渔船，还

有那令人神往的岛，一并穿越时空隧

道，在飞驰的想象和诗意的画面中，潮

水般向我涌来。

于是，我查找史料，搜集民间传说，

调动自己有生以来的生活和与海相关

的知识，让大海从睡梦中睁开眼睛，检

索逝去的层层叠叠波涛，寻找被记忆遗

失的碎片。

就这样，我拥抱了大海。

当我真的下海才发觉，自己其实胸

无成竹，且并不懂得海之深浅模样！我

甚至于把海看成了一只“大水缸”，只要

一瓢饮，足矣！面对海的宽广无垠与深

邃无底，海的温顺平和与桀骜不驯，海

的快乐欢畅与暴虐无度，以及那神秘莫

测的怪异与诡谲，我都不甚了了。

大海是个谜。在海的面前，自己显

得那么无知和渺小。

但下海容易上岸难。进退之际，我

决意调整心态，再做更细致的准备，不

管前面遭遇怎样的风险与漩涡，我当拼

力迎风搏浪，坚持抵达彼岸。

头年深秋落笔，第二年隆冬搁笔。

在风霜雨雪季节变换中，经受了一年多

的苦苦煎熬，总算初步搭建了一个框

架。犹如一座大厦，由设计、论证、组织

材料到施工，虽经重重困难，万千辛苦，

但总算有了个初步模样。

那些日子，我肯定不是坐在安稳的

船上，而是怀抱一块木板，独自凫游在

茫茫大海之中，跌宕于波峰浪谷之间；

几次被海浪打翻，几次又挣扎着爬

起……

后来，我更换了生命中的第三个心

脏起搏器。养病期间，虽然几经修改，但

还是没有底气拿出去示人，总觉得缺乏

质地实沉、色泽温润的内涵。

于是，我决意安静下来补练内

功——沉淀情感，积累语言，核查资料，

充实细节，力求找到与这部作品更相吻

合、愈加贴近的感觉。

去年10月，我到古海上丝绸之路

的发祥地泉州，在好友忆虹、从桥的帮

助下，考察了古海港、渔村及海岸地貌、

人文环境与民俗风情……

功课做得扎实，心韵自然丰盈。仿

佛有神灵相助，我那老迈衰微的躯体，

精力和才思一时间有如飞瀑狂泻，一鼓

作气将这部长诗做了大段大段的改写、

补充与修饰，从而圆满定稿。

我崇尚道。凡做一件事情，皆用最

大的心气、心力，尽可能达到极致的完

美。

疲惫与欣慰交集，感慨如五味杂

陈。上岸回头看“海”，好似劫后余生。抚

摸累累伤痕，不觉悲从中来；而转念之

间，又感喜不自禁，身心通透如惠风和

畅。临风把酒，悠然品茗。嗟夫，逝者如

斯！而我，心空如海。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大国。南怀

瑾先生说，中国文化在文学，文学的精

髓在诗歌。一个没有诗歌的国度如同荒

漠；一个没有诗意的人，如同一枚没有

浆液的干果。

前几年，老诗人贺敬之先生提出了

“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命题；诗评

家也呼吁，中国的诗，应该打着自己的

旗帜，走我们自己的路。近期，有诗人群

体重提诗歌的叙事和现实主义，旨在成

全当下诗歌自我困囿的突破，

的确，写这么一部近5000行的叙

事史诗，对一位迟暮之年的老者来说，

当是个严酷的挑战。诗人说，人生便是

在海洋上，没有陆地。而写作者的人生，

更是无涯的汪洋大海，永远难以抵达心

中期冀的彼岸。我，从未停止过那分冀

望，总是力所能及地向着彼岸划行。

我出生在江汉平原。深厚而浪漫的

荆楚文化，浸润着我的骨髓。

所以在创作这部长诗时，我力求将

古典诗词、民歌、戏曲、民间小调等，与

现代诗糅合一体，着力创造出自己独有

的诗风和意象。努力做到明白如话——

好懂，朗朗上口——好诵，音韵如

歌——好唱。

序曲、尾声和副歌部分，显然是民

歌、小调味道；而在描写主体故事的那

八章中，因为要将那个沧海万世劫的宏

浩繁复的事件，叙述得脉络清晰、因果

有序，自然要融入现代诗的手法，且尽

可能做到语言精练、意境诗化；同时相

机化入了或雄浑、或深沉、或曼妙、或空

灵、或细腻婉约的抒情。

我深知，写诗需要充沛的激情和敏

感的心灵。书写这部长诗对我而言，更

需要胸襟、耐性和沉静的坚守。我像一

名隐逸于坊间的老道，用细柴文火，不

紧不慢地煎熬着一剂百味中药。几经精

提粹取，然后炼蜜为丸……

这一熬一炼，竟是四年半的光阴

啊！我仿佛在艰辛放逐的路上，匍匐前

行了1600个日夜。几度寒暑风雨，霜雪

落满了已如衰草的鬓发；日车月轮，碾

轧出了深如沟壑的辙印。而这赐予我生

命煎熬和疼痛的，正是上苍对我的恩惠

啊。

是的，我把岁月久远的渔歌，变成

了一个个方正的汉字。读者诸君鉴赏到

的，当是作者释放的一分晚景夕晖吧！

少时读诗，曾惊疑“燕山雪花大如

席”的夸张。旅居燕赵数十载，真切感受

到了北方冬天的寒冷与漫长。春季已经

来临，凛冽却迟迟不肯退却。我常常蜷

缩在冰冷的书房里，恍惚在漫天风雪中

跋涉，苦兮兮地翘盼阳光与火的惠顾。

那天午后，当我修改完最后一页诗

稿，仍兴犹未尽顾盼全篇时，蓦然发现书

房的地板上，竟稠稠地泼洒了一层蜜汁

般的阳光。我欣然，啊，春天终于来了！

因而我自信，翻过今天的日历，待

明晨瑰丽的朝霞冉冉升起，我依然拥有

新一轮温馨、惬意的阳光！

（摘自《涛声回响六百年——钓鱼
岛之歌》，张秋铧著，作家出版社2019
年4月出版）

《涛声回响六百年——钓鱼岛之歌》(后记)

□张秋铧

一个偶然机缘，我读到寒郁的短

篇小说集《孤步岩的黄昏》。我并没有

听过寒郁的名字，只是从目录前的简

介里，知道了这是一位“80”后的作

者。在“80”后创作面临同质化危机

的当下，这位年轻人的作品，能否展

现出足够的独特和深刻？刚开始，我

对此是不太有信心的；但没想初读

之下，竟发现写得不错，及再深入，

更是为之吸引，产生一种莫大的惊喜

和感动。

这是一位让人眼前一亮的青年

作家。寒郁，确有他的独特，确有他的

深刻。他的独特和深刻，足以使他在

一些年轻作者中脱颖而出，放射出让

人瞩目的光辉。

寒郁在这十几部短篇小说中，构

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寒

郁出身豫东农村，厚重的乡村底色，

丰富的乡村经验，塑造了他最初的情

感和思想，也确立了他的社会观和人

生观。孤步岩、条河、雪湖、莽山，这些

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围绕着恒定

不移的它们，一个个人物与之发生联

系；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也就串联

起一个丰饶而苍凉的乡村世界。这个

世界显然是以寒郁的故乡为蓝本。

寒郁写乡村，也写城市。他既写

乡村底层的人民，也写都市的边缘

人，以及在都市的乡村漂泊者。无论

写乡村还是都市，他始终倾力关注

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这

里活动着的，都是一些卑微得低到尘

埃里的小人物：农民、小商贩、保安、

打工者、风尘女子……正如为本书作

序的叶梅所说：“他们如一根根没有

声息的小草、一颗颗散落在大地上的

小石子，然而正是这些平凡的广大人

群氤氲蕴蓄而构成了人间烟火。他们

耕作繁衍，爱恨交织，生离死别，他们

的故事朴素演绎但却直抵人心。”

这与寒郁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他

不只是一位乡村少年，而且还早早出

来闯荡，做过保安、配货员、搬运工、

建筑工等工作，辗转漂泊于武汉、厦

门、苏州、深圳等地，见识了更辽阔世

界里的社会，体验了更广大底层人民

的人生。他所拥有的辛酸、痛楚、沉

默，也是所有这些底层人民拥有的辛

酸、痛楚、沉默。他从他们中走了出

来，他代沉默的他们发声。

在寒郁笔下这个落后闭塞的世

界里，“贫穷就好像一根刺，时时刻刻

扎着，那种捉襟见肘是具体而微的”。

每一个人，都为了最简单也最永恒的

生存问题，而拼尽全力地挣扎着。这

里尚武的风气自古而然，因而有行侠

仗义的师傅，有争强好胜的少年，有

打架斗殴的男人；乡野的男儿豪气固

然由此彰显，但同时，也就不可避免

地伴生了暴力、欺侮，还有痛苦。更让

人难以接受的，还有无常的世事和难

逃的宿命。这里有不幸遭遇车祸而夭

折的小女孩，为保护他人而牺牲的年

轻农技师，因妻子出走而神经失常的

男人，对婚姻和社会失望而自杀的少

妇，为生活所迫、走上常人所鄙夷的

道路的女人……贫穷、苦难、暴力、无

常，这一切的人生世相都可以归结为

“残酷”二字。正如寒郁所说，“生活碾

压过那些卑微而认真爱恨的人们”。

这样的人生世相何其残酷，但令

人感动的是，寒郁却怀以一腔温情，

书写了这些故事和故事里的人们。尽

管人性的弱点依然在这里、在民族传

统中赓续，但并不矛盾的是，这些底

层人民依然大都保持着淳朴善良的

美德，保持着内心的美，认真生活，

敢爱敢恨，给这残酷的生活和人生

里注入了爱的润滑剂，注入了温暖的

亮色。

《明月怆》里的云师傅明知不合

时宜，仍不懈努力，一心想将祖传的

功夫和侠义精神发扬光大；《授粉的

女人》里的长庚，不忍看到村里传了

几辈的梨树被毁弃，率先试验并说服

大家嫁接新品种，最终梨园重焕生

机，而他却在卖梨回来的途中遭遇车

祸，为掩护他人而牺牲；《石头和流

云》里的张成旺整日磨刀霍霍，一心

想报夺妻之仇，同时又照顾着“仇人”

的母亲，表示一码归一码……我们看

到，传统的仁义和文化精神始终展现

着它超拔的生命力，延绵而不绝，让

人肃然且感动。而在《他乡夜雨》中，

身为保安的“他”心疼喝醉了的陪酒

女孩安娜，在雨夜中撑伞送她回家，

一路上的对话，伤感而温馨，而最后，

“在黑暗中，他终于无限热烈地拥抱

她，并且寂静地流下辣辣的眼泪，不

知不觉地难以自禁。……无根的夜雨

一直在下……心也湿了”；《雪夜》中，

被迫铤而走险的男人，最后却意外地

与本想打劫的对象——一个风尘女

子互敞心扉，倾诉各自的艰难，在这

除夕的雪夜中互相产生一种相濡以

沫的亲人般的情感。这又让我们感受

到，在人生的困境里，在人性的悬崖

边，人性深处的善意释放出怎样绚烂

的力量，缓解了彼此内心的困苦，温

暖了彼此脆弱而坚韧的心灵。

这是一种温暖而凄婉的色调，一

种迷茫而动人的色调。这是欧·亨利

式的“笑中带泪”。寒郁写出了人之为

人的艰难，也写出了一种俗世的卑

微快乐和幸福，一种可以给予人们

精神抚慰的力量。正如寒郁所说，我

们要“以柔韧的心去感受命运的恩

威并施”。

当然，这里也有难以消解、必须

直面的痛苦和灾难。《明月怆》中英子

的意外死亡，《朝低空飞翔》中青枝的

自杀，《鱼化蝶》中被城管踹入水中的

“傻子”的溺亡等等，都是人们无法从

心里抹去的沉重的阴影。而这背后，

我们感受得到作者的一声叹息，一份

悲悯，一种“同情之理解”。我们自己

也不禁要叹息，要悲悯，要以“同情之

理解”追问深思这背后的原因是什

么？我们心头燃起的，当然还有悲剧

切勿重演的希望和期待。

在一些年轻作者的作品里，我看

到过太多经不起推敲的向壁虚构，太

多浮泛的情感、个人化的私语和无意

义的喧哗——但寒郁不是这样。寒郁

的作品是沉静的，坚实的，字里行间

弥漫着一种温暖而动人的光芒。寒郁

坦言：“经历过那种挣扎，你会特别

理解人，所有的人都不容易，真的，

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你知道那种复

杂的艰辛。写起小说来，可能对人物

有一种格外的体贴。”寒郁从不信笔

胡编乱造，正因为他有丰富而辛酸的

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而这是大

多数年轻作者所不具备，甚至也不屑

于体验的。

当然，仅仅依靠生活阅历，还不

能使人成为作家。寒郁的了不起还体

现在，他对这些生活有着细致的观察

和感受，并且具备将其形之于纸上的

从容笔力。

他刻画细腻，笔触扎实，有着极

好的叙事操控力。他的很多小说，情

节极其简单，比如《晚妆》《我们都很

孤独》《朝低空飞翔》等等，所写的基

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大部分的篇

幅又是男女二人在对话，要写得细腻

深刻而又引人入胜绝非易事，但寒郁

迎难而上，不仅完成了，而且完成得

非常漂亮。在场景营造、心理刻画、细

节描写等方面，寒郁也都有出色的表

现。比如，《雪夜》开头的氛围紧张，情

节让人悬心，但在后半部分忽然一

转，一个意想不到的美丽场景出现

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本想持刀抢

劫的男人，最后却与这个素不相识的

风尘女子互敞心扉。除夕之夜，狭仄

简陋的屋内，萍水相逢的男人和女

人，如家人一般，一个擀皮儿，一个包

饺子，言谈之间笑中有泪，窗外，大雪

纷飞。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凄婉而温暖

的场景，也是寒郁小说中最打动我的

一个场景。此外，《朝低空飞翔》里青

枝在空中飘落时回想过往的场景，

《最后的夜舞》中化妆后的“她”，在

“烂糟糟的屋子”里深夜起舞的场景，

都让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心理刻

画方面，寒郁更是技艺精湛。从乡村

妇女、大汉、老人、孩子到都市漂泊的

年轻夫妇、打工者、风尘女子等等形

象，无论其职业、身份，也无论其性

别、年龄有怎样的差异，寒郁都能将

其心理把握得体贴入微，刻画得细腻

传神而有层次、有起伏。比如在《石头

与流云》中，张成旺的仁义、憨厚，他

在“复仇”策划中的愤怒、善良甚至可

爱，在字里行间都被表现得精准而淋

漓尽致；在《鱼化蝶》中，寒郁甚至把

一个精神上有些问题的“傻子”的心

理状态，摹写得异常真实生动，如在

目前，让人叹服。细节方面，举一个例

子足以说明寒郁的深厚功力。《朝低

空飞翔》最后的结尾，是以这样一个

细节收束：“……烟灰积攒了很长一

截。忽然空气震颤着，回旋着一种撞

裂般花朵绽放的回声，似乎是从楼下

一直传过来的，他手里的烟灰受到了

惊吓，一纵身粉身碎骨地落在地上，

在黑暗中发出轰隆隆的寂静声响。”

的确如叶梅所说，“真是惊心动魄”。

看似不动声色，却有雷霆一般震撼人

心的力量。反差与对比，拟人与隐喻，

悄无声息与千钧之力，都浓缩在这一

细节之中。你不能不为之愣怔半晌，

你不能不为之嗟叹感慨，你更不能不

为作者的笔法而拍案叫绝！

寒郁的小说语言纯净而诗意，富

于温暖的色调。“鸟回答着云，风回答

着花，但没有人回答他。”（《萤》）“晨

起的公鸡把夜色刚啼破了一个壳，乔

秀就迎着第一缕曙色起床了……”

（《授粉的女人》）这样柔美而精妙的

表达在小说中俯拾即是。再比如，《晚

妆》里这样写女主人公倒水：“桃子开

了门，把盆里洗漱的水迎着月亮倒出

去，倒像是‘哗’地倒了大半盆月光。”

《雪夜》里，男人给女人洗脚，女人的

感受是这样的：“隔着窗子，外面的雪

越下越大了。女人转回视线，男人还

在低头给她洗脚，宽阔的脊背俯在她

面前……女人闭上眼，仿佛雪花也在

她身体里轻柔地飘落下来，女人觉得

自己轻盈而洁白了起来。”这样的想

象是如此贴切而生动。景色和人物的

心理相互映衬，但又表达得自然而无

匠气。寒郁小说的文字，可以说是真

正用心推敲过的文字，简洁而极富表

现力的文字。而且在这里，我们甚至

难得地感受到了诗的韵味和散文式

的美的表达。

在寒郁小说的语言、情节和意境

等方面，我们似乎能看出一些乡土文

学作家和中国抒情传统的影响。这

在《中华文学选刊》策划的青年作家

访谈中得到了印证。在回答“受哪些

作家影响最大”这个问题时，与大部

分青年作家都例举外国小说家不

同，寒郁给出的名字是：鲁迅、废名、

汪曾祺。由此可以看出寒郁在文学

趣味和审美上的追求。废名、汪曾

祺所代表的现代抒情小说的一脉，

其作品中善于留白、言有尽而意无

穷的传统韵味，无疑在寒郁这位隔

代作家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他

的创作和现代文学的传统，和中国

文学的传统是血脉相连的。更为难

得的是，寒郁不像一些作家带有学

科偏见或局限于一定的阅读视野，

而是以谦逊的姿态博览群书，博采

众长，一切可以学习的东西都不拒

绝，希望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他赞

赏古代的世情小说，也称扬西方的

意识流和心理描写技巧，认为将二者

结合会是一个不错的小说创作路

子。从对他影响较大的鲁迅、废名、

汪曾祺，到他反复阅读、长期随身陪

伴的《红楼梦》、仇兆鳌的《杜诗详

注》，再到他所喜欢的法国作家尤瑟

纳尔、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等，足见其

广博的阅读视野和综合而纯正的文

学趣味。寒郁既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又有广博的读书视野，这在青年作家

中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其小说创作能

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在我看来，尽管寒郁小说也不是

完美无缺，个别作品存在结构稍显松

懈、收束略显突兀等弊病，但就这本

小说集而言，其整体表现出来的水准

是相当出色的。总而言之，这部《孤步

岩的黄昏》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

丛书，可谓实至名归。“平生不解藏人

善”，我愿意不吝赞美地说，在寒郁这

样的作家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一代作

家的潜力和文坛未来的希望。毫无疑

问，假以时日，随着寒郁不断磨练技

艺、深化思想，他一定会写出更多更

好的作品，成长为一位成熟的优秀作

家。我期待今日这颗耀眼的“文学之

星”，在不远的将来发出更加璀璨夺

目的光辉。

人生世相的温情书写
——读寒郁《孤步岩的黄昏》 □郭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