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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健而柔情的女性列传朗健而柔情的女性列传
————蒋胜男长篇历史小说蒋胜男长篇历史小说《《燕云台燕云台》》读解读解 □□乌兰其木格乌兰其木格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蒋胜男是一个独特而醒目的存
在。她的“女性大历史”写作即是从女性这一特定性别身
份出发，书写历史上实有的女性在文明史和政治史上的
光辉业绩。虽然在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领域中，历史小说
的写作已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但持续书写杰出女性，试图
将“被驱逐”和“被压抑”的女性历史进行一定程度上的

“修复”和“还原”，以平等的两性观赋予历史叙事以健全
面貌的创作者却并不多见。

蒋胜男不仅仅是“女性大历史”文学的倡导者，同时
亦是女性历史文学的衷情书写者。与不少网络作家热衷采
用“穿越”和“架空”的叙事策略不同，蒋胜男的女性历史写
作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了从混沌、冰冷而又
极其简单的史书中爬梳和建构起女性历史谱系，蒋胜男数
十年如一日地阅读和寻觅女性历史人物的生命痕迹。动笔
写作之前，除了案头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她还会通过
田野调查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力求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笔
下的人物及其生命故事。回到史料本身，深度勘探和挖掘
其内部含蕴的文学性与故事性，在所知有限的情况下，蒋
胜男通过合理的文学想象，用更为成熟和周密的思维向
度，在女性个体生命维度和文化维度上还以敬重与爱惜，
从而实现了历史真实与女性价值的双向回归。

与《芈月传》一样，蒋胜男的长篇历史小说《燕云台》
依然采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描写了女性
政治家萧燕燕纵横捭阖的壮阔人生。只是这部长篇小说
既要据实摹写一个草原民族在政治变革和守旧贵族的叛
乱中的艰难崛起，又要深度呈现一个传奇女性为此付出
的沉重代价和亲情之殇。特别是，与芈月更加注重个体价
值的实现相比，萧燕燕显然更具有家国情怀和担当精
神。由此可见，蒋胜男的历史小说写作在价值取向上出
现了“新变”，即从着意彰显女性个性风采和个人意志的
实现，到更加强调家国情怀的担负与政治伦理的重建。

在《燕云台》中，蒋胜男笔下的女性人物不再只局限
于后宫之内，而是深入民众之间。因此，这些女性的生命
轨迹不再折射的只是一个人的私人世界，还关联着一个
民族和时代的“世事”。在广阔江湖的游历行走中，当萧燕
燕亲眼目睹曾经美丽的草原上到处是一道道暗紫色的

“血沟”，面对牧人们死状各异、帐篷上余烟未尽、羊群四
散在远远的草坡上咩咩地叫着却不敢走近的惨状，她的
内心经受了巨大的情感震撼，对穆宗滥杀无辜的残暴充
满了愤恨，对平民百姓的惨死则产生了深深的悲悯。此
后，同情民众、关注民瘼，以天下苍生为念成为萧燕燕最
为突出的精神品格，而她也从单纯稚拙的寻爱少女逐渐
成长为匡正时弊、救民于水火的杰出政治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抗男性历史写作对女性的覆盖
和遮蔽时，蒋胜男并不想让她的女性历史写作陷入“女性
中心”的褊狭。在她看来，无论是“男性中心”还是“女性中
心”，均是不符合健全史观的偏颇写作。她的写作欲要探

讨和建构的是两性平等的文学史观。基于这一认知，蒋胜
男的女性历史写作并没有矮化男性形象。相反，作者肯定
了男性在女性成长岁月中的启蒙引领和政治赋权。萧燕
燕能够登上“权力的巅峰”并最终实现几代人心心念念的
政治改革大业，除了具有个人才华禀赋外，也离不开父
兄、夫君和恋人的鼎力相助。如果说塑造杰出而实有的女
性群像是蒋胜男“女性大历史”的叙事核心的话，那么，温
润如玉、重情重义的士人君子和雄才大略、心怀天下的皇
帝则成为了烘托“核心形象”不可或缺的陪衬性人物。这
些男性人物不仅在情感上给予女性真挚的情爱，而且还
以如师如兄的角色担当起为女性启蒙的职责。某种程度
上说，正是这些君子的真情守候和帝王的悉心教导，才使
得萧燕燕等女性能够从政治旋涡中泅渡出来，一步步成
长为高明睿智的政治家。

如此，男性不再是女性进入历史、掌握权力的异己力
量，相反，在蒋胜男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中，男女两性是在
一种乐观、浪漫的关系中通力合作，共同开创了王朝的繁
荣盛景。在两性观上，蒋胜男强调的不是对立而是包容，
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现状可以改变的坚信。“母亲”
的历史与“父亲”历史的双重视野使得蒋胜男的女性历史
写作呈现出朗健的精神气质，同时也贡献了值得重视的
历史观和方法论。

当然，“载道”的宏大并没有压倒或者消解对个体情
感和个人伦理的关注。事实上，蒋胜男的“女性大历史”写
作之所以独具特色，恰恰与她的写作是诗化的、情感化的
历史写作分不开。蒋胜男以“有情”的眼睛看待世间的一
切，以体恤、融入的心态理解她笔下的所有人物。在行文
过程中，书写爱并肯定爱成为蒋胜男历史小说最为核心
的价值取向。她笔下的爱，包括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其他
多种样式的情感类型。

小说《燕云台》重申了“爱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一恒常
认知。蒋胜男以炽热的情感和诗意的方式细细书写了甄
后与耶律阮、萧燕燕与韩德让、玉箫与耶律贤、胡辇与挞
览阿钵之间哀婉而缠绵的爱情故事。在争权夺利而又遍
布阴谋诡计的动荡历史中，这些痴情男女始终没有放弃
爱的能力与理想。譬如萧燕燕和韩德让在被皇帝耶律贤
强力拆散之后，并没有真正地放弃和妥协，他们将对方埋
藏在内心深处，至死不休地深爱着彼此。最终，在漫长的
守望中，在历经重重磨难后，他们得以缔结连理，并携手
开创了大辽的辉煌历史。

特别需要指出的还有，蒋胜男笔下的爱情叙事并不
是凌虚高蹈、无视现实的。她写出了爱的炽烈，也写出了
爱的一波三折和所要承受的痛苦。爱得越深，意味着承受
的苦难越深。爱的力量有多大，吞噬它的力量就有多强。
青春年少时的至纯之爱总要经受命运或权谋的无情拨
弄。长大成人后，在家国责任的担负下，相爱的人又常常
不能在一起。刻骨的相思中，纵然可以用“有情人岂在朝
朝暮暮”来宽解自己，但在日常生活里，却不得不面对“使
君有妇，罗敷有夫”的尴尬难局。

此外，在诗性的基调下，《燕云台》将国家民族千秋大
业的“公”和个体亲情聚散离合的“私”进行了激烈的碰撞
和交融。小说不避繁难地揭示出王权政治对人性的异化
和对亲情的损毁。对至高权力的渴盼和膜拜使得乌骨里
和胡辇不顾姐妹情谊先后发动叛乱，作者用痛惜的文字
精细地描摹出萧燕燕、胡辇和乌骨里三姐妹从相亲相爱
到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小说的结尾，自知时日不多的萧
燕燕虽然有万般不舍，但为了大辽王朝的稳定和长治久
安，也不得不借韩德让之手毒杀了大姐胡辇。但萧燕燕的

“无情之举”却是对天下百姓的“有情之心”，她和韩德让
毕生的信念就是使大辽王朝的百姓免于战火，实现安乐。
为此，她甘愿承受锥心的情感之痛与灵魂撕扯。

其实蒋胜男熟知，每一个政治家都必然面临国家伦
理与个体伦理的艰困之局，但她不认为文学可以提供一
种偕顺的方式化解诸如此类的生命困境。她希望的是发
现悖论并呈现问题，而她歌咏礼赞的正面人物均具有堂
吉诃德式的勇毅——永不退缩、永不妥协，在与命运和历
史的拼斗中浩荡前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一年后仍未结束。此时读陆
月樱创作的反映武汉抗疫的网络小说《樱花依旧
开》，仿佛又让读者回到了疫情初起时的情景中，同
时也惊叹于网络文学对现实迅捷的反应能力。

与传统小说创作者习惯对经验先进行时间积
淀，再进行艺术化改造不同，网络小说创作者往往能
迅速、直接地捕捉生活中的狂澜巨浪或美丽涟漪，感
知集体情绪和个体情感或剧烈、或细微的变化，并快
速对应到社会角色身上塑造出人物形象。一个突出
的例子是，2020年1月23日武汉疫情升级，此后2
月9日，阅文集团就开展了“我们的力量”抗疫主题
征文，至3月 11日就有 12000名作者报名参加、
4000部作品上线，给全社会的抗疫行动增添了重要
的精神力量。李开云的《国家抗疫》、梦风的《一诺必
达》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品。由于选题距离现
实较近，社会记忆正有温度，甚至小说里写到的生活
还在延续，因此这类作品非常容易将读者代入情节
中形成沉浸感，作品可以融通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与
身处现实中的两种感受，从而起到抚慰大众情感的
作用。在这方面，传统小说确实有所不及。《樱花依
旧开》创作于我国抗疫工作取得重大成效、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之后，无论从主题还是写法上来看，该书都
是此类题材中一部极有特色的作品。

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是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写
作伦理。小说与其他同类主题的作品一道，彰显了
网络文学对现实的责任担当，客观上起到了为网络
文学正名的作用。

小说中详写的故事都发生在武汉发现新冠肺炎
疫情之后的一段较短时间内，其余时段则略写。作
品集中描写了生活在同一个小区的来自不同地方、
从事不同职业的居民。面对疫情的到来，他们由不
解、恐惧再到行动起来互帮互助，积极投身到社会抗
疫的洪流中，为武汉抗疫作出了贡献。故事发生地

“桃源小区”是武汉乃至中国无数个普通居民小区的
缩影。尽管现实中不一定实有其地（或许有现实的
原型也未可知），但其间发生的故事无疑是从我们所
熟悉的生活中采集而来的，并成为了对现实生活进
行剖析的“样本”。小说里如科研人员何杰及其妻子
何清淼、三甲医院胸外科主任路医生、瑜伽私教郑
婷、快递员李毅、酒店总监杨斌、社区网格管理员陈
潘等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个性、处世方式与道德水平
千差万别。他们的居家生活中既有欢爱浪漫也有一地鸡毛，亦如我们
周围常见的普通人，甚至折射出读者自己的影子。小说将这芸芸众生
中的一群人放置在疫情期间有限的时间段内加以观察描写，通过他们
在疫情期间的所见、所感和所做，写出了疫情之下社会整体性的生活情
状以及幽微的心理和情感变化，其作为“修辞”的意义不言而喻。

一个写作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进行创作，往往体现在作品对题材
的选择、对想象世界的建构和赋予人物的“三观”及命运中。文学可以
表达人在细腻感受中的反思，也同样可以体现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搏
斗中达成自我愿望并以此来改变命运、襄助社会进步的情节和主题，这
两种艺术表现手法并不矛盾。在鲜活而饱满的现实之上，这部小说写
出了人物因为抗疫而发生的思想转变并将此作用于行动中，从而表现
了人物在奉献社会中实现了其人生价值的过程。

小说中，何清淼是个会“发嗲”卖萌的年轻女性，她安享着老公何杰
宠溺的甜蜜，但当她从外地回到武汉后，却能顶着巨大压力纾解身患感
冒的母亲遇到的困难，并慷慨向陌生人让出自己购买的口罩和消毒液，
还主动报名参加志愿服务工作。那个不久前还柔弱隐秘的“小我”在疫
情到来后瞬间成长为坚韧勇敢的无私“大我”。陈潘作为一名从事社会
管理工作的社区“网格员”，性格有些“粗线条”，曾因简单粗暴的工作方
法与包括何氏小夫妻在内的多位邻里发生过口角，但疫情发生后，她忠
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辞辛劳地帮助他人。快递员李毅先是给医务人
员送饭，后瞒着妻子冒着危险承担起了接送医务人员的重任……这些
人物中变化最大的当属郑婷，她不幸的爱情和生活遭遇让人同情，但她
也有着自私狭隘的心理。为了方便自己，她曾试图挑动大家抵制路医
生的科学建议；但当她的直播课获得成功、凭借瑜伽教材有了收入后，
却只留下了必要的生活费而将钱全部捐赠了出去。

这些人物身上不仅凸显出人性在严酷环境中迸发出的温暖慰藉之
力和抗疫精神的强大感召，实际上也揭示了我们之所以能够控制疫情、
取得阶段性胜利并将最终战胜疫情的“终极奥秘”：正是有千千万万个
何清淼、路医生、李毅和陈潘们的积极行动，才凝聚起了抗击疫情“人民
战争”的伟大力量。这部作品也借“樱花”这个意象，将疫情期间现实的
沉重感抬升起来，寓意人们心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坚定向往，增强了读
者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显现了小说的社会意义。这似乎是
一个最浅显、平常的技法选择，但小说却具有一个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并
不寻常的特质，那就是对结构的匠心独运。

由于网络小说有着较长的篇幅，因此结构往往很难把握，并不容易
形成“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小说或按照故事发展的线性方向顺时、顺
势而为，或自由散漫甚至毫无章法的结构方式也极为常见，这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网络文学的表现力和艺术水准，使网络文学叙事流于平淡
甚至平庸。这虽然与网络小说采用连载更新的方式“在线”发表有
关，因为线性故事最易于阅读和理解，但也反映出网络写作者普遍缺乏
足够的结构意识之现象。毕竟，各种不同的题材不可能只适宜一种结
构方式。在《樱花依旧开》中，就使用了极为少见的网状结构，这显示了
作者的精心考量。尽管这一结构的处理并非尽善尽美，但其独特的结
构方式清晰可辨。全文看似围绕同一居民小区内不同人的抗疫行动建
立起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在内部，却是以每个不同人的主体视角进入其
疫情期间的生活和抗疫行动中的。尽管人物之间发生着相互关联，但
每个人物的经历及其感受都被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来讲述，依次
为：何清淼的忧惧、郑婷的直播与困境、李毅的信念、网格员的日常。作
者选择以四个人物在武汉疫情期间生活的讲述，从而多角度、多侧面、
立体化地呈现了对现实的表达，通过独特的叙述结构强化我们对历史
的记忆和理解。

在作品的现实关怀、价值导向和形式要素等方面，尽管这部作品有
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从文本自身来看，其完成度仍有待提高。例如，
一些情节的设置艺术真实感较弱。小说中郑婷的情感和生活遭遇偏离
了常理，因此其性格形象亦显得虚假，成为四个主要人物中价值光环最
弱的角色。作者似乎已无力将其从命运的歧路上拉回来，没有办法让
人物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不得不将其安排为一个捐款人草草结束关
于她的故事。此外，作者虽采取了在网状结构之中分述不同人物对同
一事件所见所闻的方式，但却没有从主体的视角出发写出差别来，反而
多处直接复制相同的场景描写，例如陈潘与何氏小夫妻之间的对话等，
有注水之嫌，是不可取的。

无论对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现实题材创作都是有难度的。因为
读者会下意识地用“像不像”客观的现实来评判作品的优劣。而在信息
时代，读者对现实更为熟悉，像传统文学那样处理、沉淀生活经验，是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创作难度的。对于《樱花依旧开》这类从当下
的现实中直接取材的网络小说，我们固然需要为作者对时代的敏感和直
面现实的勇气鼓掌，但也应该看到，漫卷的日常烟火虽然增加了作品的
温度和读者的熟悉感，但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作品对精神的瞩目与
守望。这与作品距离现实太近、客观逻辑拖累了文学对现实的再造和升
华有一定关系，这也是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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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脑洞大开”的网络文学领域多的是幻想类作品。
虽然天马行空的想象最终也都隐喻着现实的际遇思考，
但“现实类”的网文在数量上还是相对较少，而以体育竞
技为题材的更是其中的“稀有”品种，正因如此，《冰刃之
上》才显得更加特别。

乐观、成长与伤痛

小说中关于花样滑冰的描写既激动人心又具有专业
性。在一系列鲁卜跳、菲利甫跳、阿克谢尔跳、捻转、抛
跳、落冰、长节目、短节目等与花样滑冰相关的专业术语
和技术解读背后，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有着青春小说常见的“伤痛与成长”的主题。

倔强的简冰与温暖的陈辞是小说的主人公，故事就
在他们的纠葛间展开。陈辞曾经是一位双人滑“天才”选
手，他的搭档就是简冰的姐姐舒雪。一对本来极有前途
的选手却因为一次抛跳意外，导致舒雪脑部受伤成为植
物人，陈辞也因此沉寂很久，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女伴，幸
好最后改项男单，才凭着优越的个人能力再次大放光
芒。简冰，一个在哥哥姐姐呵护下快乐成长的“小胖妞”，
11岁那年姐姐发生意外，父母从此分居。母亲疯狂抱怨、
放弃一切，执著于唤醒女儿；父亲一蹶不振甚至想卖掉自
家的小冰场；她曾经亲密如家人的陈辞哥哥也从此再未
现身。

“人在被宠爱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会有些有恃无恐，
乃至肆意妄为。只有在遭逢突变，见识过命运的无常和
残酷之后，才懂得珍惜和争取。”面对成为植物人的姐姐、
分崩离析的父母，简冰“一夜长大”。她选择了姐姐不能
再继续的花样滑冰之路，想从摔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
而两条因为变故而成“平行线”的人生，也因7年后简冰北
上求学再次有了交集。简冰、陈辞两个同样有着伤痕的
年轻人，怀着对花样滑冰的共同热爱，在经历了由怨恨、
理解再到释然的过程后，携手双人花样滑冰，一路披荆斩
棘，朝着理想的方向奔去，同时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友
情和师长亲人的祝福。

虽然有着冰上事故这样沉重的前情设计，但《冰刃之
上》在风格走向上却刻意打造积极阳光的氛围。幽默轻
松的日常、清新欢快的情感表达与励志的故事相得益彰，
并没有过分渲染伤痛而走向无谓的感伤呻吟，这一点让
小说富于质感。故事中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即使涉
及体育竞技，也表现的是光明正大的良性竞争。简冰、陈
辞的竞争对手单言、容诗卉等人物都没有怀有真正的恶
意，大家因为对花样滑冰的热爱成为对手也成为朋友，即
便有意气之争也带着年轻人特有的鲁莽与轻松。简冰的
父母虽然分居，爸爸和教练却很支持她。陈辞的教练文
非凡虽然霸道，父母也很古板，但对孩子都有着最基本的
尊重和关爱，也让其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没有那么难以逾
越。简冰最初对陈辞满怀抵触排斥情绪，乍看起来颇有

隐秘复仇者的姿态，但随着剧情演进，我们发现她也无非
是一个希望通过滑冰维系家庭完整进而逐渐爱上滑冰的
少女，她最大的“恶意”不过是照相时会把陈辞最上镜的
照片删掉。陈辞陪伴简冰度过了整个童年阶段，每每闪
回的童年回忆都充满温馨俏皮的调子，让读者对于人物
内心的情绪一目了然。

这样的世界有着理想化的纯粹美好，虽为作者的主
观刻意使然，不过程度把握还算适当，并不会让读者出
戏，反而颇有治愈的力量。

热爱、梦想与信念

从简冰单打独斗式“保八争十”的ISU考级，到其与
陈辞亦敌亦友地组合训练参赛；从霸道的文非凡到老谋
深算的霍斌、坚定的云珊以及商业运作下各有特色的俱
乐部“凛风”“等温线”“北极星”还有“泰加林”，我们都可
以从中看到一代代“花滑人”薪火相传的力量，看到他们
对这项运动真诚的赞美与热爱。虽然挑战“更高、更快、
更强”是竞技体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能让一代代花滑人
投入热血甚至生命去追逐，其意义远不止如此。正像书
中好几位选手所说的那样，这项运动为他们插上了翅膀，
实现了在冰上自由飞翔的梦想，“归根结底，这项运动最
初的模样，应该就是类似古籍中描述的‘流行冰上，如星
驰电掣’的生活与嬉戏吧”。

在遇到简冰后，有着大好前程的“男单”选手陈辞固
执地要求改项“双人滑”，即使教练阻拦、父母不理解，甚
至简冰也一再拒绝，他依然执著坚持。究其根本原因，不
是因为对舒雪、简冰姐妹的愧疚，不是因为伤病的拖累，
更不是为了谈恋爱，而是在于他的“初心”，在于他最初对
双人滑的喜欢：“喜欢和同伴一起上冰比赛的感觉”，如此
而已。云珊教练因为训练刻苦常年伤病缠身，退役后只
能靠轮椅拐杖代步，但她从不后悔，表示如果再来一次还
会做同样选择。舒雪因为意外而躺在病床7年，在小说的
番外中，她苏醒后又重回冰场，成为了一位眼神热切充满
野心的教练。因为热爱，所有的付出和磨砺都是值得的，
只为了成就冰上最美的样子。

简冰最初对滑冰也许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在日复
一日的练习中她也真切地体会到花滑的乐趣并喜爱上这
项运动。考过8级并正式步入成年运动员行列后她才发
现，所有人的付出和努力远远超出她的想象。女运动员
为了减重减脂，甚至可以只闻味道不吃饭，还要承受高强
度的训练。优雅飘逸的动作背后都是难以想象的代价。
第一次正式上冰比赛时，简冰的脚不慎扭伤，带伤上阵的
结果就是一路摔倒，一段短节目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摔，最
后冰上甚至留下了她的血迹。这时候，不放弃是坚毅、是
热爱，也是每个运动员都会经历的过程。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将花样滑冰这项优美而艰
辛的冰上运动与热爱这项运动的少男少女的故事融合在

一起，有笑有泪，有成功有挫败，体育项目特有的挑战考
验与成长故事积极向上的基调非常契合，正应了小说中
那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推
而广之，人生中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这样的精神，也许我们
并不追求在冰上“飞翔”的高难度技能，但在我们彷徨、犹
豫，或享受安逸缩在舒适圈的时候，确实需要这样的故事
来振奋精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葆有心中执著的信念，
无畏地追逐梦想，在风摧雨折中前进，这是珍贵美好的事
情，也是体育竞技题材小说的价值所在。

细节、类型与逻辑

因为小说题材的现实感较强，作者非常注意对日常
生活的细腻描写。简冰与陈辞的日常训练和比赛是小说
的主体部分。那些关于陪伴、默契，关于信任的一件件小
事，让读者深深动容，感佩于双人滑选手的艰辛。双人滑
无论是跳跃、同步还是捻转、抛跳，都需要两个人互相支
撑、心意相通。“对于女伴来说，要交给搭档的不只有后背
那么简单。一旦失误，极有可能赔上性命。”简冰与陈辞
组合之初，因为改项的不适应，因为姐姐的事故，她久久
无法放下心防。为了克服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搭档的未知
恐惧，简冰甚至一遍遍蹦极直到全身颤抖，通过如此极端
的方式努力调试心理。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中，两个
人更深刻地体会到双人滑的意义。小说最后，二人在比
赛中成功完成了“四周抛跳”，跨越了横亘在心中最大的
障碍。也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磨合中，简冰逐渐对当年
的意外释怀。竞技体育本身就存在风险，而姐姐当年又
身处发育关导致竞技水平下降，当局者的苦楚不足为外
人道，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够体会和理解。人物微妙的
心理变化通过细腻的处理，润物无声地展现出来，显得自
然合理。

在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冲突方面，小说表现得也颇为
平和自然。老教练霍斌本来不支持陈辞与简冰组合，但
是他“老谋深算”，认为堵不如疏，一直持观望态度，“容
忍”两个孩子组对，希望他们在失败中知难而退。直到听
到两个孩子选取的参赛动漫音乐，霍斌才敞开心扉去接
受他们的独特表达并为之深深感动，态度逐渐转变。简
冰与父母之间的分歧，尤其是简冰与妈妈简欣之间的隔
阂，戏剧冲突感则更强烈一些。妈妈发现简冰偷练滑冰
甚至与陈辞配对后十分愤怒，此时，作为年轻一代的女儿
简冰反而成为退让宽容的一方。她回到故乡，隐忍陪伴
了母亲和姐姐两个月，用默默的行动换来了妈妈的默
许。正如那部连接了两代人心意的动漫《钢之炼金术师》
所表达的那样：“人生如行路，到处都是相逢，也随时要准
备离别。但不走到尽头，永远也不知道路将延伸到哪
里。虽然坎坷，也总有风景相伴。”长辈的开明与年轻人
的迅速成长，在这些细节中一点点表现出来，更接近于生
活本来的样子。

石以砥焉石以砥焉，，化钝为利化钝为利
————评何堪长篇小说评何堪长篇小说《《冰刃之上冰刃之上》》 □□胡胡 晴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