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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对于幸福生活不懈追求的信念，无疑是人性
中最为令人动容的部分。怀抱对于美好未来的
向往、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者仅仅就是改善
现状的冲动，驱使人们远离故土，行走在大地之
上，寻找适合的机会，无论何种艰辛与苦难都无
法磨灭与阻挡他们前行的步伐与行动的热情，从
而显现出令人尊敬的崇高品质。这是一种生命
意志的体现，不惟精英阶层所拥有，而是体现在
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上。

只是很多时候，那些身处生活底层的民众并
没有机会在文字中呈现他们不屈不挠、顽强坚忍
的品质，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泥土飞溅
的大地上劳作，奉献出精力与收获，却面目模糊，
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阿慧《大地的云朵——新
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就凸显出其
难能可贵的价值。这个来自河南周口的作家，在
2014年10月孤身前往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
缘的北疆棉区，从农六师新湖农场的四场八连，
辗转到了六场二十八连，又雪夜奔赴玛纳斯六
户地，深入到棉地之中，走访来此务工拾棉的乡
亲，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让那个默默无
闻的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些异乡劳动者
的声音不仅仅是河南的一个个鲜活个体的生命
记忆，同时也表征着转型时代里的人们带有普遍
性的生活旅程。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阿慧采取了沉浸式的
方式，将自己置入到拾棉民工的生活之中，与他
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参与式的观察与倾听中，
记录下自己与书写对象的亲历亲闻与所想所
感。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从矫情和外来者的眼

光向同情共感的局内人视野的转变，而没有变化
的则是那敏感而开放的胸怀。我们经常说作家
要深入生活，不仅要身入，还要心入、情入，这个
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作者并没有避讳
自己起初的无知和好奇，但是在与采访对象的接
触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与立场，最终与对象形
成兄弟姐妹般的情感，而惟有如此才能打开彼此
的心门。在写法上，她以一个人的行走为线索，
通过与不同人物的交往将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
与不同人物结识与交流的过程，也是作者本人认
识与体悟逐渐深化的过程。阿慧实地采访了56
个人，写到书中则有30多人，无论性别，她都用
一朵朵花对他们进行命名。他们有“微弱而不卑
微，惜财而不拜金”、一心想抓钱的母亲，有屡遭
情感挫折但心中仍未放弃的光棍男人，有一起出
门打拼的新婚小夫妻，有相濡以沫打散工的患难
夫妻，也有为逃避家暴而背井离乡的家庭妇
女……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史遍布着曲折离奇的
经历、低回婉转的情愫，也不乏惊心动魄的情节，
让人感同身受，意识到每一张普通的面孔背后都
有难以一言以蔽之的身世出处与恩怨情仇，每一
个平凡的人物身后都负载着错综复杂的生活网
络。读者无法对他们轻易地进行道德判断，他们
也很难不让人产生情感上的触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拾棉工以女性为主，阿
慧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能够更为贴切地感受到女
性更为艰难的处境，从而使得她们的人生故事有
着社会问题的呈现。诸如留守儿童、拐卖妇女、

“互助”男女、家庭危机……这些因为季节性劳动
而漂泊异乡的女性各自携带着自身的遭遇，同时

也是转型时代性别歧视、情感结构和伦理关系逐
渐发生微妙变化的表征，尤其引发出对于更广泛
层面社会问题的思考。这部作品更着眼于劳动
者的尊严与乐观积极的精神风貌的表现，本书取
名为“大地的云朵”实在是最恰切不过，他们如
同云朵般随着生活的狂风飘移，但始终没有脱
离对于大地的深情，对于劳动改变命运的信仰
与执著，正是这种心怀梦想而又脚踏实地，用勤
劳的双手耕耘生活的奋斗，才构成了中国大地
稳健的基质。作者在2015年到2018年又陆续
回访了其中的一些采访对象，他们的生活大部分
都发生了变化，从中原远赴边疆拾棉的日子即将
一去不返，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在逐渐实现机械化
作业。作为一种异乡零工形态，人工拾棉不久就
将完全不复存在，《大地的云朵》因此就带有了见
证意味和时代文献的色彩，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也
有其价值。

但是，《大地的云朵》不仅局限于一部纪实文
学或鉴证实录，它的文学性体现于将河南民工的
故事升华为一种生命形态，一种不断流动的形
态。书中写到一位“追梦女”，当北疆的棉田不再
需要民工的时候，她秋季去南疆喀什拾棉花，春
天去浙江安吉采茶叶，夏天到大连穿牙签海带
卷，冬天再回到故乡。这几乎构成了一个当代社
会的隐喻：当代社会是不断流动变易的，人们从
原先的共同体中脱嵌出来，加入到迁徙的行列之
中，四季流转于大地的不同角落，只为铸造自己
安顿身心的家园。阿慧用自己的笔墨让这些异
乡劳动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让自我与他人的声
音合奏为一曲当代底层民众的颂歌与咏叹。

■短 评阿慧《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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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好的修辞
——读杨锋长诗《时间修辞》 □赵 伟

■第一感受

我没有想到一首诗能写19年。但杨锋就
能。他的长诗《时间修辞》330行，足以看出他对
诗歌那份执著得近乎疯狂的热爱。杨锋把诗与
时间构成他人生的同一个空间，并线而行，诗与
时间相互映印相互修辞。从这个维度来看，杨锋
的时间就是诗，他的诗也就是时间，这是一个诗
人至臻至美的境界。

杨锋拥有了名副其实的诗意人生。这份痴
爱不仅限于文本本身，它已经外溢到诗人对不
断变化的时光、生命、人性的留恋与追问。在今
天，杨锋及其诗歌组成了独特的诗性人生，这种
诗性人生给人们提供了对生活、对时间、对人性
的参照与借鉴。

1994年9月一个深夜，杨锋在北京解放军
艺术学院宿舍创作了一首长诗，当时题目是《鸟
群》，后来更名为《飞翔》，并非现在的《时间修
辞》。青葱岁月里深爱一个女子，就想着用诗歌
表白，杨锋说：“那种原始的激情与冲动现在回
想起来，依然新鲜如初。”尽管当时不知爱情为
何物，就感觉两个人像鸟儿一样在偌大的北京
城不停地飞翔，但自始至终也没有让失之交臂
的钟爱女子读到这首长诗。时间过去，这种无法
弥补的遗憾已经转化，从个体的Z.D铺展开来，
延伸到内心长河一种叫做刻骨铭心的东西，那
就是，关于生命的诗歌。

不能不说，诗人在爱恨情仇的时间沉淀中，
不断在寻找着诗的感觉，他在用《时间修辞》放
浪生命，感悟人生。

20年前的杨锋，没有人告诉他到达天堂的
路还有多远，也没有人告诉他触摸太阳有多危

险。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毫无察觉
地背上了那个沉重的包袱：“我只记住你的名字
和呼吸，便能够顽强地站立”。那个叫作“Z.D”
的字母符号，是从他内心放射出来的一丝男人
的柔情。其实，在迷人的爱情面前，有时装傻可
能是最好的选择。诗人给他的爱人讲述故事。虽
然，那不是爱情。但他会告诉姑娘“最富有的天
空，有最厚实的浮云和灰尘。阳光透过这些直射
下来”。18岁的美丽误会，是经历、是时间，他坚
信他会等到“另一个春天的来临”。

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只用一种信仰看
云，在凝重的纸页上，涂抹别人无法破译的意
境。杨锋无奈地把他所理解的爱情与残酷的现
实对接：“我们相拥着享受大自然的明媚，却无
法预知脚下的石板路上发出的尖叫”。多好的春
天，多清纯的梦境，在那一瞬间，全部破碎。“五
月的鲜花和蔚蓝”在哪里呢？诗人依旧用稚气的
微笑，来拷问苍天。“生命中无法面对的真实与
纯粹”，让这个正在成长的诗人全部赶上了。

时间让杨锋习惯了忍受，也读懂了苦难，心
中便多了许多祈盼。在最可恶的诅咒中，品味绝
望中的诞生。也许这正是诗人“修辞时间”的最
根本的原因和动力。

毫无疑问，诗人会去参悟历史对人性的营
养，他以伤心的笔调回味着人类。无论是动物、
植物，所有的生命在历史进程中，都会形成一种
信仰和精神。但是，他不知道“一个种族的纯粹
清洁了多少灵魂”。杨锋为他的“Z.D”描绘着一
番美好：“我想一个人的灵魂栖息的地方/应该
没有战乱或者其他什么/墓地像一把伞 守护着

宁静/如果死去的灵魂得不到保佑/活着的时
候 我们还参阅什么”。那个可能已经成为他美
丽新娘的姑娘“扬起厚厚的烟云/面对远去的身
影 我们双膝下跪/献上食物和美酒等祭品/献
上虔诚与祈福”。

但是，当我们真的把思想、激情和想象，注
入到现实生活中时，会感到无论如何也达不到
一种精神。有些时候忘掉一些东西真的很难。作
为母体a的女人，在人的一生中占据了非常重
要的位置。会让我们有一次次的美丽遭遇，而结
局却是一次次的擦肩而过。正是这个“Z.D”，让
杨锋感悟到“许多母亲肉体中潜伏着根根骨头/
骨头成为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让他

“相信黑暗本身和/黑暗中熊熊燃烧的火焰”。
所以，已经学会了在沉默中思考的诗人，不

可能永远“客死在一片沙海里”。在诗人情感世
界最为脆弱的时候，爱情如期而至。两颗年轻跳
动的心，在寻找医治心灵创伤与隐痛的良方。

“在洁白的墙壁上，涂写故乡的名字。而故乡正
下着雪。下雪的故乡很凄美很遥远”。诗人的笔
调很淡，仿佛漫不经心，却让人心碎。此时，爱情
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了。

杨锋一直在诗歌中寻找自己的“爱情”和
“故乡”。当他阔别山东老家20多年后，才发现
他的“故乡”已成“他乡”，这种身份的陌异，不仅
来自故乡的现实与记忆脱轨，还有故乡与家园
的精神断裂。这种长久的疼痛与亲情的纠缠让
他内心产生强烈的撕裂，加剧了他对“时间”的
解读。诗歌是安抚寂寞灵魂的钟声，在精神世界
中，诗歌让人纯粹，更接近生命的美好。

邰治冶是辽宁籍作家，出生在铁岭，但他的“商战三部曲”却是在南方写
作和出版的，这本身就是颇有意味的文学话题。从《翻盘》《欲望迷城》到《解
套》，三部长篇，见证了他不同寻常的人生阅历，也奠定了他在商战文学领域
的特殊位置。《解套》是最近推出的新作，不仅艺术上具有整合性，也显示了
地域文化与题材、人物、结构之间内在的叙事关联，堪称“商战小说”表现普
通人生存状态的一个范例。

普通人是《解套》不可忽略的视角。小说一开始就高潮陡现，写人生地
震、中年危机。主人公苏宏玮面临下岗失业，离开了自己供职多年的公司，漫
无目标地走在街上，他觉得自己像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中的那匹老马，被
主人无情地卖掉，前面有苦难等着他。作为一种隐喻，这样写是恰如其分的。
《三套车》不仅提示了身世和文化背景，也提示着苍茫而艰难的生存背景。于
是，在百无聊赖的困境中开始炒房，就成了偶然中的必然选择。

《解套》首先是一部商战小说，它表现的是房地产业的风云跌宕，以及一
群可以被称为炒房客、炒房族的男女人物的生存本相、命运起落和走向成熟
的精神之旅。这样的小说，可以说既有类型性，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我看
来主要就是接地气，有人生底部和深处的东西。这些炒房客基本都是那个南
方都市的外来人，东北的或西北的，湖南的或贵州的，而且大都经历了下岗
离异、困顿无奈、重新择业的历程。因此我们看到，小说写房市起落、市场博
弈、经营策略、尔虞我诈之类的情节有，但并不太多，整个故事吸引读者的除
了创业奋斗、东山再起的戏剧性、房市本身的信息性，同时还有人物的身世
感、命运感、男女私情，以及每个人物特殊的人生道路和人生况味。

房地产市场化催生了炒房客和炒房族，成为世纪之交中国都市的一个
特殊群体。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力干预，炒房神话已逐渐成为历史。所以
书中写到的男女人物，就像小说原来的书名所揭示的，都是“最后的炒房
客”，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幻象与集体欲望的符号化痕迹，不过在
《解套》中，人物刻画显出了应有的人生原色和质感，尤其是苏宏玮的形象，
集中了很多正能量，如合作气度、诚信精神、前瞻目光，这些符合现代开放精
神的优秀品质，再加上能关注国家社会发展大局的情怀和中国智慧，可能表
现了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但这种理想人格并不是空泛的，而是有人生依据
的，苏宏伟走过了曲折的人生之路，他没有背景，也没有资源，只靠自己一路
走来，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与无奈，所以他能再次创业成为佼佼者，从简单、轻
信、犹豫走向大气、坚定和成熟，是有其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因而也是真
实可感、丰满可信的。

与人物塑造相关，都市情感故事也是重要的看点。这种“英雄儿女各千
秋”的写法，可能是这类小说的基本模式，但《解套》中
的处理似乎更现实，少了一些小资情趣，多了一些生存
本色，少了一些花天酒地的铺张和欲望，多了一些普通
人相濡以沫的互助、自尊和分寸感。我认为这是很重要
的，这些经历过下岗失业、离乡背井的外来人，他们的
情感故事是有人生底色的，这与那种动辄是豪门恩怨、
黑白两道、海外背景、官场资源的类型化写作明显不
同，因为写的是普通人的生存故事和情感经历，就给整
个作品带来了一种张力，这种特殊的商战小说，我们可
以说它具有一种写实的品格，甚至是现实主义品格。

作者是东北人，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东北人，是否可
以说，这本小说的写实品格与东北文学的传统有关呢？
我觉得这种联想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从上世纪30年代
的东北作家群开始，东北文学的传统精神就是生存抗
争，而这也正是《解套》的基本精神，男女主人公都是为
了生存而走上了炒房之路、创业之路的。在具体写法
上，东北文学往往更多场面化叙述和人物性格的互衬
呈现，我觉得在小说中也有所承接。比如苏宏玮与肖元
凯，他们本来是大学同学，但前者正直、豁达、讲诚信、有责任感，后者则比较狭隘偏私，投机取巧，
关键时出卖朋友、背叛爱情。这种互衬性也体现在女性人物身上，如吴晴岚与周晓丹，性格上的对
比也让人印象深刻。周晓丹形象是尤其值得一说的，她虽然不是东北人，但其遭遇却有着东北文
学常见的流浪感与风尘感。她爱得很现代、很勇敢，可是在故乡亲情面前又仿佛不堪一击，在如此
开放、自由、便利的年代，已经在都市见过很多世面的她竟然还能被成功逼婚，而逃出之后又流落
异乡。这样的人生线路不仅是独特的，也是传奇的。或许对炒房客来说，周晓丹的故事更像一个寓
言，标志着生活中太多的偶然性、被动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的生存意识是由无数微小事件造成的，像雨滴一样冲刷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然后这些微
小事件中的一件留下痕迹，变成人生的命运和故事。当然，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质是多层面的，不仅
有东北文学的某种品格，我觉得还有南方小说的叙事格调，特别是涉及人物对话和场面描写，那
种南方的语感和语风也很明显。此外还有古典小说的精神，在这本小说中也是可圈可点的，包括
对古典诗词警句以及网络民谣段子的恰当引用，也包括书中人物对市场和人生的通达感悟，就像
偶尔出现在小说场景中的明清家具，都显得简约而不乏韵致。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比较特殊的商战小说，它既有类型小说所有的要素，也有普通人的视
角、比较自然的叙事结构、比较丰厚的思想蕴含。而东北文学的品格和底色、南方小说的格调和语
感、古典小说的精神和韵致，则构成了这本小说独特的叙事风貌。

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人的存在从根
基上就是诗意的”，《解套》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表现了某种精神家园之思。炒房客是小说人物的
主体身份，他们当然不缺房子，甚至拥有很多房子，但他们各自的家却似乎都不是完整的，有的离
异、有的破裂、有的颠沛、有的空置。有很多房产的人或以房产为生的人，却找不到可以安顿自己
精神的家园或者一直在渴望找到这样的家园，这也许是小说的另一层题旨和意蕴了。所谓“解
套”，不仅是要摆脱个体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是一种警示，在新的形势下，全民炒房的热潮大势已
去，只有审时度势才能创新思维，实现人与社会更健康更和谐的发展。房地产业的本质是建设和
提供家园，实现人的精神安顿，在这一层面，作者的艺术处理还不够充分自觉。如何让商战小说既
接地气又有远见，发掘创作与表达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因素，在复杂的碎片中建构起独具魅力的叙
事空间，这需要作者在下一步创作中开拓和证明。

本报讯 11月28日，“每只往来的
云雀都是我的故知——朱学东《江南旧
闻录：故园归梦长》新书分享会”在京举
行。作者朱学东与作家杨葵、袁梅及主
持人王姝蕲齐聚一堂，从多个侧面畅谈
了这部新作和各自关于故乡的记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
《江南旧闻录：故园归梦长》是朱学东
“江南旧闻录”丛书的最新作品，也是其
对江南故乡已经或正在消失的生活方
式和场景的一次详实回忆与记录。作品
以散文形式生动再现了江南水乡的饮
食、习俗、风土、物产、生产生活等，使江
南质朴的乡间文化跃然纸上，为读者开
启了一段追寻故园文化之旅。作品文字
朴实，感情真挚，为民俗学、社会学等领

域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杨葵、袁梅与朱学东都是江苏老

乡，《故园归梦长》勾起了他们对家乡的
怀念。他们认为，这部作品贴近生活真
实，行文自然流畅，包含着作者丰富鲜
活的个体生命经验，重构了几代人的记
忆，凸显出深刻情感。真正的乡情是无
法被格式化的，这是一本凝聚了乡情的
书，里面的篇章像一坛老酒散发着芬芳
的香气。朱学东表示，该书的写作是基
于内心的爱和记忆，不需要刻意设定角
色，所以自然而然。希望通过这部作品，
为亲人们在记忆里构建出那些故土上
曾真实存在的生活场景。 （王 觅）

追忆江南故乡人情风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武汉市
作协原秘书长王精忠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0年11月21日在武汉逝世，
享年87岁。

王精忠，笔名兰云，中共党员。
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特级英雄黄继
光》《万里战旗红》《上甘岭大战》等。

本报讯 11 月 27 日，
《湖州晚报·散文诗月刊》“百
期纪念特刊”出版。该刊以4
个版面集中刊发了谢冕、耿
林莽、王幅明、王志清、周庆
荣等诗人、评论家专门撰写
的纪念文章，以及孙绍振、吴
思敬、叶延滨、黄亚洲、梁平、
李少君等30多位诗坛名家
的贺词、贺信。“中国散文诗
研究中心”微刊同步转载了
《散文诗月刊》“百期纪念特
刊”电子版，引起广泛关注。

据悉，《散文诗月刊》（前
身为《南太湖诗刊》），创刊于
2012年端午节，由箫风策划
并主编，截至2020年9月已
连续出版100期。创刊以来，
刊发了大量优秀散文诗作
品，许多作品被选入散文诗
年度选本或选集。箫风表示，
湖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诗

城。《散文诗月刊》的创办，其目的
之一就是为了传承湖州历史文
脉、弘扬湖州诗歌传统，促进散文
诗的繁荣发展。今后将继续坚持
名家与新人并重、作品与理论兼
容，在多出精品、多推新人上下功
夫，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草 乙）

本报讯 11月27日，由历铭传媒和北
方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跨年诗选
（2019—2020）》线上首发式在京举行。邹
进、薛方闻、李战刚等主办方代表，西渡、祁
国、李德武、莫卧儿等诗人参加仪式。

《中国跨年诗选（2019—2020）》由历铭
传媒与北方文艺出版社联合策划推出。邹
进在首发式上说，此次活动既是对该书编选

工作的回顾和总结，也将为后
续发行和持续编选工作打下良

好基础。薛方闻介绍了该书的面世过程和
社会价值。李战刚表示，希望以此为起点与
北方文艺出版社开展更多更好的合作，共同
推进诗歌和出版的结合，为新诗的繁荣发展
作出贡献。在随后进行的跨年诗选论坛和
诗歌朗诵环节，诗人们从年选面世的意义、
内容结构、入选诗歌品质等方面展开交流，
并朗诵了自己的入选诗作。 （宋 闻）

本报讯 11月26日，故宫博物院与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新闻发布会在京
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
院长王旭东，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景小勇出席并致辞。故宫博
物院副院长王跃工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副
总经理刘鹏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总经理高艾、中国舞蹈家协
会主席冯双白等出席。

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暨故宫博
物院成立95周年。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直属
的两家文化机构，故宫博物院与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有限公司将探索“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的合作模式，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历史光辉和表演艺术的创新活力。未来，双

方将通过跨界融合、优势互
补，在作品的创排、演出及文

化推广方面拓展合作。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即将推出的舞蹈诗

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是双
方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的首个合作项目。该
剧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
艺术精品创作工程”，以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的北宋青绿山水代表画作《千里江山图》为
背景创作，旨在让文物“活起来”，弘扬工匠
精神，致敬传统文化。作品以时间为主轴，以

“青绿”为视觉主色调，将遴选相关传统工艺
技法，以蒙太奇手法为这些手工艺者描摹画
像，使其与少年画家王希孟在时空交点上构
成一幅色彩丰沛、情感浓烈的人文历史画
卷。故宫博物院将为该剧提供学术支持。该
剧预计于2021年8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王 觅）

本报讯 11月15日，中国戏曲学
院2020年度研究生跨系部联合创作剧
目——新编小剧场豫剧《石壕吏》在京
首演。该剧取材于杜甫创作的经典同名
诗歌，以真实丰满的笔触生动描绘了安
史之乱后大唐山河破碎、村舍凋敝、人
民生活颠沛流离的社会图景。

豫剧《石壕吏》着重展现了人在战
争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和人性光辉，兼具
悲凉底色和厚重感的主题曲贯穿全剧
始终。舞台上，剧本空间和人物内心空
间借助灯光加以划分和延展，舞美设计
带给观众身临其境之感。与当代舞台表现效
果相结合的化妆造型风格，服装设计简约而
不简单的质朴美感，进一步凸显了剧情内涵。
据悉，该剧将进一步打磨，力争早日与全国各
地的观众见面。 （戏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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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作协小说
工作委员会和南京市作协主办的姜琍
敏长篇小说《心劫》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江苏作协副主席汪政等近20位作家、
评论家与会研讨。

长篇小说《心劫》是姜琍敏最新作
品，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与会者认
为，姜琍敏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写作者。
他的文学是为人生的，与社会和现实相
呼应。《心劫》讲述了复杂的人生纠葛，

蕴含着难以言说的人性和情感纠葛，读
者从中可以看到人物的情非得已、自我
反省，直至豁然开朗的心路历程。作家
擅长通过生动的生活细节来展现心理，
读者会不知不觉间被带入角色，和作品
中的人物一样体验到种种心理的变化。
《心劫》是一部在题材和艺术上都有新
想法的作品，在日常生活中写出了惊心
动魄和灵魂深处的人性撕裂。这再次启
示我们，静水流深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成
为故事的矿藏，关键要看作家有无钻探
与提炼的能力。 （周 韫 俞丽云）

王精忠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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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长篇小说《心劫》 连线千年静与动 舞绘《千里江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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