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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每天挖地不止每天挖地不止》》带给我们的不是某个主题带给我们的不是某个主题

或某个观念或某个观念，，是由人生和生活的隆重现场所构筑是由人生和生活的隆重现场所构筑

的的““文学空间文学空间””，，它让果肉和果汁回到人生和生活它让果肉和果汁回到人生和生活

的干果里的干果里，，重新成为汁液饱满重新成为汁液饱满、、颜色鲜亮的果实颜色鲜亮的果实，，

品尝这枚果实等于品味品尝这枚果实等于品味““时间不在场时间不在场””的过去的过去。。

■创作谈

漆
性
与
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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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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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熟人，他有非常强烈的表达

欲，因为成分不好，那时不能对别人充分表

达，对我则可以。都是家族一些隐秘的疼

痛，父亲 20 世纪 30 年代下南洋，在马来西

亚槟城另娶，生出一堆儿女。因为心里有

愧，父亲持续不断寄钱回来，而留在家里的

母亲性情刚烈，用这些钱报复性地疯狂建

房购地，把自己弄得极其风光体面。说这些

时，他常常会把手一伸，在腹前划出一个大

圈，然后猛地提高嗓音，说村里哪里哪里的

地以前是他家的，都是他母亲用槟城寄回

的钱购下的。接着他还会抬眼往对面的房

子看去，说房子原先也是，整幢庞大的老厝

都是，后来才分掉，有外人搬进来。他姓赵，

他全村都姓赵，按他的说法，赵氏天下时，

他们祖上住在汴京皇城，北宋覆灭，四下逃

散，于是南逃到这里，开枝散叶至今。有次

他孙女从旁跑过，他指着说：“她本来是皇宫里的公主！”

从前有一本小人书，翻到它时我可能还在读小学，里面画

了一个瘦高猥琐的老男人，他拄着锄头，已经吓得蜷起身子，

面部狰狞，而把他围住的则是一群戴红袖章的半大孩子。“变

天账”，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词。那个瘦高的男人把金银财宝和

田契、账薄之类装罐埋入地下，以逃过斗争，并试图秋后算账。

十几年前我向一位朋友学习漆画，当初仅仅是好奇，想粗

浅了解一下大漆这个古老的技艺，不想却迷了进去，欲罢不

能。一种从树上下来的物质，它本来只是植物体内的乳白色汁

液，加工后却涅槃出谜一样的另一种物质。河姆渡出土的 7000

多年前的朱漆碗向世人昭示，它不惧日月腐蚀的坚强；可以把

珍贵的珠宝和粗陋的瓦灰同时掺在漆中，又表明它有何等兼

容并蓄的胸襟。它非常挑剔，对环境洁净性的苛刻、对气候温

湿度和时间长度的执拗，似乎都在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完成后

的漆盘漆碗漆筷却成为最日常的器皿，供人安全享用。

几年前我为了给一部台湾历史系列纪录片撰写脚本，曾

一头钻进两岸明末至1945年光复这段近400年历史中，仔细触

摸过丝丝缕缕错综复杂的史料，受益匪浅，感慨良多。

有了以上四者，《每天挖地不止》的地基就打下了。当能够

越来越顺手地完成一幅漆画时，我对漆的敬意也越来越深了。

冥冥中，它像个挺拔的女性，聪明过人，嫉恶如仇，胸有汪洋，

目不斜视。这个世界究竟得多好，才能配得上如此冰清玉洁的

灵魂？而世事却总是鸡零狗碎地不堪，伤害接踵而至，眼泪在

飞，伤口在痛，围绕着她的故事于是徐徐铺陈开来：那个手在

腹前比画出家族田产的赵姓熟人，那个拄着锄头战战兢兢的

高瘦男人次第浮起，而远方的槟城、对岸的海岛，在近代中国

历史上闪过夺目光芒的马尾船政学堂以及令福州人唇齿生津

的鱼丸、线面、茉莉花茶等，也都纷纷挤了进来，它们一起竭

力，试图赋予小说以更广阔厚实的空间和时间。

《每天挖地不止》写了四年，这是我写作生涯中历时最久

的一部小说，中途虽然还写了若干其他，但魂一直留在这里。

据说在这之前，大漆从未进入过小说，这当然不是我慎重的唯

一原因。一个小村庄、一户普通人家，在时代的汹涌大潮里微

如草芥，但他们的每一口呼吸、每一个祈望，甚至连便秘拉稀

这样最平凡的痛苦，都有具体可感的沉甸甸的人生重量。如何

把这个家族的悲欢嵌入更宽阔浩瀚的社会背景，使之休戚与

共、沉浮同当？我慢慢意识到自己对“漆性”的深爱与偏执，无

论人还是世道，如果都能像大漆一样高洁，永远从骨子里散发

着骄傲，活得不苟且、不卑贱、不脏，那该是一派多么风清气朗

的景象啊！

这部小说最难的其实是结构，不想重复传统的启承转合，

不愿一如既往地铺陈桥段，有摒弃就意味着必须寻找另一条

复杂的路去走。一个故事套另一个故事，正常情节被打碎后拼

接重组成另一种面目，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隐隐约约。写作时

脑中浮现过俄罗斯套娃，也联想到《一千零一夜》。每天挖地不

止，无论付出多少艰辛，这个过程都是快乐的，它首先是写作

者对自己智力的挑战，宛若一场缤纷游戏，每一个转角都意趣

盎然别有洞天。这份快乐，就是文学对写作者最仁慈的回报。

林那北长篇小说《每天挖地不止》：

家族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有两类故事对人们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一类是个人发

家史、成名史。这类故事因其隐私消遣、励志功用以及“心

灵补偿”的白日梦慰藉而大受读者欢迎。功利性的阅读本

无可厚非，不过功利的阅读催生功利的书写，未免就会流俗

了。另一类是家族衰落史、颓败史。这类故事多以悲剧面

目示人，总是弥漫着令人慨叹的人生命运感和巨大的感伤

气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衰落、颓败容易制造矛盾冲突和

情感落差，由此诞生了许多经典作品。

小说家林那北的最新长篇小说《每天挖地不止》大致可

以归为家族衰落史讲述系列。小说沿两条叙事线索展开，

背向而行，耐心细致而又节奏铿锵地将故事向两个相反方

向交错推进，一种是往前的正面强攻的现实叙事（赵定力每

天在家后院挖地不止，谎称在挖祖上埋下的一个装满宝贝

的铁罐，于是各色人等登场，宝贝争夺大戏上演）；一种是往

后的迂回漫长的回忆叙事（与其说赵定力在挖那个宝贝铁

罐，不如说他在挖深埋在时间尘土中的家族往事，回忆祖母

祖父父亲母亲的故事），两者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每天挖地不止》中寻宝、夺宝的现实故事尽管与家族

漫长的回忆故事在叙事方向上相反，但谁又能说它不是家

族衰落史的延长和大终结呢？诸多家族史总被一种过于遥

远的陈旧和陌生气息笼罩，读者往往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每天挖地不止》也写了那种陈旧和陌生，但更写了迎向未

来的当下生活的鲜活和热闹，这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

写法为家族史小说注入了新的表现活力和阅读吸引力。

法国著名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在他的《文学空间》一

书中触摸到了写作的某些本质，他说，写作“就是投身于时

间不在场的冒险中去”，是“在文学空间的体验中沉入生存

的渊薮里边，展示生存空间的幽深境界”。的确，一部小说

所应展示的是布朗肖所说的“时间不在场”的“生存空间的

幽深境界”。《每天挖地不止》带给我们的不是某个主题或某

个观念，是由人生和生活的隆重现场所构筑的“文学空间”，

它让果肉和果汁回到人生和生活的干果里，重新成为汁液

饱满、颜色鲜亮的果实，品尝这枚果实等于品味“时间不在

场”的过去；它营造和再现“生存空间的幽深境界”，这里充

满着人生和生活的各种声音、气息、温度和悸动，这一切是

如此的惊心动魄又理所当然。

赵定力：漫长的回忆与告别

小说的讲述者赵定力是一位乡村里的“富三代”。“富不

过三代”是一句箴言，也如一个魔咒，少有人能逃脱这一命

数，“富一代”“富二代”的故事如上文所说容易演化成畅销

热闹的通俗小说，而“富三代”的庸常颓败却最受艺术青睐，

容易演化成经典的悲剧之作。回望小说人物画廊，著名的

“富三代”（或富四代）形象要数《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宝

玉出家为僧，一下子将贾氏家族从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和腐

朽颓败变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从这点来说，贾宝

玉是一个终结者，是一个幻灭的“富三代”。《每天挖地不止》

也倾尽笔力塑造了一个“富三代”形象：赵定力。在经历了

母亲毒死祖母、父亲病故和两段失败、一段老来伴的婚姻之

后，赵定力成为一个平庸、沉默、顺从、麻木的“富三代”。但

他并没有如贾宝玉那般遁入空门和陷入幻灭之中，赵定力

不是家族物质上的终结者和精神上的幻灭者，他“要活得更

有意思一点”，他是生活的觉醒者、希望者。从这一点来说，

赵定力身上更具有一种现实的亲切感和亲和力。

赵定力“奔波”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回忆的虚幻世界，

一个是守护祖产的现实世界。在回忆的世界里，赵定力如

同“抵达了一片看不见的岸”（卡夫卡语），他拥有了百年间

的整个家族，他的人生有了一种虚幻的片刻踏实；而在现实

的世界里，赵定力失去了一切，只剩下自己一人和存储家族

记忆的大宅和漆器，他如纸片人一样活着，轻飘无力，孤寂

无助。当一种回忆中的“拥有”和现实中的“失去”纠缠在一

个“富三代”身上时，文学空间所营造的艺术张力便会触动

我们的身心，读者可以从这里生发诸多人生慨叹和丰富的

情感表达：一个家族兴衰的转折点究竟由什么主宰？时代、

性格，抑或偶然？“祖上曾阔过”的光环映照的可能是人生的

荣耀，也可能是人生的悲凉。对赵定力来说，他的人生是一

场漫长的回忆与告别，他一辈子活丢了自己，直到故事最后

一刻他才捡回了自己……

作者写出了赵定力身上那种令人心酸的无助的沉默，

以及沉默背后深深的孤独感。照理说，小说里有很多冲突

性的细节，比如赵定力看到谢氏当年费尽心思修出来的路

被挖得乱七八糟，比如赵定力从城里回来时发现自己家精

美无比的大漆门丢了，很多作家会用冲突性和对抗性的激

情叙事来处理这些细节，但林那北没有，她处理得脱俗而艺

术，她用平静来写对抗，用松弛来写紧迫，突出人物和故事

的内在紧迫感，这是小说打动人心之处，同时也把赵定力这

个人物的内心之魂刻画出来了。

谢氏：把拧巴的生活过成灿烂的人生

谢氏是《每天挖地不止》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另一个中

心人物。

谢氏是赵定力的奶奶。谢氏这一人物形象是在赵定力

的回忆中塑造完成的。在赵定力的讲述里，谢氏成为家族

的灵魂人物，她在小说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谢赵家族的

命运转换、赵定力的人生轨迹等种种结局都可以从谢氏那

里找到缘由，她是这个家族的发动机和方向盘。

我们可以用一个北方词语——“拧巴”——来形容南方

人谢氏的生活遭遇。谢氏的一生都是拧巴的：她喜欢上了

青江村来坊巷学漆艺的赵礼成，父亲谢瑞林反对；丈夫赵礼

成答应她一辈子不纳妾，下南洋后却娶了三个乌度婆；她在

最需要情感滋养和寄托的漫长岁月中，孤独煎熬……但是，

谢氏硬是把这种拧巴过成了灿烂，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执

著：她下嫁青江村；她伤心地决定一辈子不原谅赵礼成，也

有过与外国男人的身心交流；她独自抚养孩子、为老人送

终、扩大家业、潜心漆艺创作。谢氏身上浓缩了互相矛盾的

两种身份，一是对抗者，一是同流者。她遵循着她母亲的教

导，为这份喜欢而下嫁，同时她也走着与母亲悲哀命运相反

的另一条路，她按自己的价值观念活出了自我，活成了自

己，偏偏走出了一条“天下属于女人”的路。这条路是与陈

旧时代和观念相对抗着的。但是，谢氏最终也成了陈旧的

同流者，她把孙子过继看成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忽略了母

亲的爱和感受，酿成悲剧。而谢氏的悲剧也终究导致了家

族传奇的结束。

在今天，我们重新与谢氏这样一个旧式传奇人物相遇，

她身上为追求爱情表现出来的执拗、以一己之力支撑家族

兴盛的生命韧性以及对某项技艺的投入和专注，都深深地

打动我们、启迪我们。时代永远在变化，但人性是相通的，

只要一部作品的表现力触及了这些人性的光亮部分，就有

了洞穿时空的能力，就有了历久弥新的可能。

在林那北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剑问》中，作者把女人写

得有男人气，把男人写得有女人气。《每天挖地不止》里的

人物仍然葆有这一特征，谢氏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女人，而

赵定力则是一个有着女人般谨小慎微、内敛内秀的男人，这

种人物身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感，让小说具有强大的艺术

力量。

此外，小说将福州文化符号（漆器、花茶、鱼丸等）写得

精彩、深刻，这些文化符号不是像打补丁一样粘贴在故事和

人物身上，而是如肉一样长在人物身上，成为小说故事推进

和人物命运转折的动力。比如，谢氏是一个漆艺家，她的作

品既是市场的宠儿，也受收藏家青睐，甚至流传到海外而身

价倍增，成为家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比如，赵定力是做

鱼丸的高手，也是制作花茶的高手，他每天都离不开茶，坐在

百年茶盘前，高兴了喝，痛苦了喝，不高兴不痛苦时也喝，这

个如石雕般的喝茶形象贯穿整个小说。小说家林那北也是一

位漆艺家，创作过很多艺术性强的精美作品，如没有这般经

历，是很难在小说中写出漆艺的独特魅力和生命感来的。

《每天挖地不止》是林那北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故事

设置独到，开辟了一种家族故事新的讲述方法，小说叙事元

气十足，每个人物、细节写得均匀而饱满，更重要的是，小说

不仅写出了人物命运的跌宕感，还写出了命运选择和生存

至暗时刻的力量和光亮。

对一位写作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

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题材领域。在散文写作

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种文体崇尚充

分自由，鲜有拘囿，这当然是其优长之处，

但也可能导致一种情形，就是选材上容易

浮泛汗漫，造成同质化的弊端。这种情况

下，具备个性、易于辨识的内容表达，就更

容易吸引阅读者的目光。张金凤的散文

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品质，她的新作

《汉字有张人类的脸》仿佛众声喧哗中一

个独特的调门，一群模糊的身影里一个清

晰的面孔。

在收入这部书里的数十篇散文中，作

者聚焦一个个最为常见的汉字。这些生活

中不可或缺无法避开的符号，对平常人可

能是工具，但对于一个习惯于沉浸在精神

生活中的人来说，则更多是滋养心灵的营

养品，是每一天的空气和阳光。每一篇作

品，都是立足于一个或者几个具体的汉

字，它们被作者仔细地辨识、从容地品匝，

从字形结构入手分析其意义和蕴含，揭示

其深意和玄妙。所有的情感抒发、思绪驰

骋，都是以这一个个不起眼的方块字作为

原点而展开，演化铺陈出满天云霓，一地

风絮。

书中首篇《点横撇捺》有一种总括的

意味，仿佛一双眼睛自高空俯瞰在下方田

野上排列的士兵方阵，而每一个士兵便是

一个汉字。在作者眼里，汉字的几种最为

基本的笔画是“汉字的经络”，偏旁是“汉

字的骨架”，部首是“汉字的血肉”，而音韵

平仄是“汉字的气韵灵魂”。它们的组合

构成了一个汉字血肉丰满的生命，它们是

支撑起意义空间的底座，是一座房子牢固

的地基。

在这样一种视野下观看某个具体的汉

字，就好像一个人走到眼前，被近距离地端

详打量，眉目清晰。它们都被赋予了作者

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带着温度的、打上了自

己的灵魂印记的。如在《简与淡》一文中，

“‘简’的构字‘门内有日，门前有竹’”，“门

厅内旭日升，所以阳光祥和，心境开朗，所

以简必不贫；门前有千竿竹，青翠窈窕，淡

泊高雅，所以简必不陋”，而“‘淡’就是‘三

水’携‘二火’，是中国字里最矛盾也最具哲

学意味的字”，“火属阳，水属阴，阴阳调和

共生才是大势。人生，悟透一个‘淡’字，境

界就大了”。经由作者的表达，这两个字仿

佛一对姐妹，彼此呼应唱和，引领读者走向

一处远离浮华喧嚣、平和宁静的胜境。而

在《贪与贫》《拿与舍》《进与退》等文章中，

题目上的同义或近义变作了反义，进一步

宕开了思考的空间，蓄积了表达的张力，相

反相成，对立互补，辩证思维的特征也更为

明显。

作者对于被自己选中的每一个汉字，

都是剥茧抽丝般一层层地考察辨识，鞭辟

入里。每篇文章的展开都遵循了这样的路

径，每个字的解读都体现出某种试图穷尽

的努力，小中见大，见微知著。在这样的追

寻中，对象的意涵在不断地显露、扩展和延

伸，最终构建出了一个个独特的小天地，通

向的是纷纭而深邃的启发。这种目光注视

下的一个个汉字，精微而宏大，言近而旨

远，藏着生命的脉动、生活的玄奥、天地的

道理，恰如作者所言，“一字藏天机”。

这种解析不是程式化的机械的拆卸，

而是融入了作者的心性趣味。如一个“小”

字，从字体上看，“这个字的字形有些娇憨

的憨态，中间的‘竖钩’就像一个初入学堂

的小学生一样，笔直地站着，等待先生交代

事宜。但他的幼小顽皮之态无法限制得

住，他‘勾起’了脚尖，显示出他的不安和好

动的本性。”对于这样的解说，是作者的性

灵和胸怀的投射，反映了她的想象、情调和

美学。这使探颐索隐变得趣味盎然，仿佛

道路两旁摇曳生姿的杂花野卉，能够让一

个孤独的旅人感觉到情志畅达。

所有这些对汉字的解析、阐释和想象，

都有一个共同的旨归，一条贯穿其间的脉

络，就是揭示或者建构它们与现实人生的

关联，诉说自己对生命和生活的感悟，表达

令其心仪的美学观念和价值追求。通览之

下，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这样的人生境界

的认同：静默、沉潜、淡泊、洒脱，心无挂碍，

神驰天地，过一种审美的、智性的人生。在

表达情感诉求和人生姿态的背后，是作者

对于自己赖以行止歌哭、安身立命的优秀

传统文化的致敬。某一个或几个具体而微

的汉字，是每篇作品中的主角，但全部作品

背后一个共同的隐形主角，是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那些或简单或繁复的字，就是

一脉脉儒家经纶，道家智慧，佛家禅意，更

是一脉华夏的文明圣泉。”了解一种物质的

特性需要从分子层面入手，这部散文集也

是从汉字这个最基本的文化单元开始，踏

上了追溯一种悠久而灿烂的文明的途程，

从极小极微迈向至广至大。

对一个醉心写作的人来说，所有意义

与价值，首先是在文字中获得寄寓和衍生

的。作为文学的最基本构件，一个个汉字

就如同一块块方砖，垒砌成了历代文学杰

作的房舍和楼阁。诚如书名所言，“汉字有

张人类的脸”，表情流露出的是心思。在形

形色色的文字中，我们能够读到有关天地

人生的种种消息。因此，对于它们持久而

专注的凝视，以及将获得的种种感悟诉诸

表达，自然也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从点横撇捺到天地人生
——读《汉字有张人类的脸》 □彭 程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回忆与告别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回忆与告别
□□石华鹏石华鹏

■评 论 格风的写作很容易唤起人们对诗歌形式

的重新思考，他脱离了不少诗人在遣词或布局

时难以消除的紧张感，在他的诗中，语意的自

由流淌令语言获得了随意增生的活力，令语言

在与现实交锋时具备了一种肆意冲撞的能力。

语意即话语所包含的意义，之所以从语意

的角度来谈论格风的诗，原因是它对格风诗歌

的语言、内容和形式三个方面均有指涉。如前

所述，格风诗歌在话语意义上时常显示出强烈

的任意性，在语言自由滑行时又给它装上随时

可拆卸的刹片，靠突然中断或又复生的语意令

语言获得一种风格化的行动力，其间有时也蕴

藏着视角的转换。如“突然有雨落下/雨在他

们的讲述中/散发奇异的花香”（《雨在他们的

讲述中》），在这个三行短句中，“雨”的出场看

似是背景化的，实际上到了第二句“雨”却处在

主语的位置，而从语意上讲，“讲述”一词的施

动者则是“他们”，令主语获得了巧妙的被动

性，到了末句，“雨”又旋回到了作为对象的主

体身份。格风擅长极其自然甚至漫不经心地

呈现出事物，却不对它接续上描述性的话语，

而是将其悬置在那里，转而开启由语言波及的

文本内容的新一轮流动。这种写法似乎有点

像意象派，但他在意象的并置间呈现出的是非

常具有动态感的画面，这也加强了语意氛围中

那种自在漫溢的感觉，如这样的句子：“煲汤。

翻译。开门释放人质/秋天的甘蔗林/废弃的铁轨与火

车/经过那里/你会遇见自己/潮水的声音很轻”（《阅

读》）。这些诗的话语意义虽然首先是在微观层面上

启动，但是经过在形式意味方面有意识的整合，令诗

歌获得了一种看似松沓实则浑然一体的结构感。格风

将生存的境遇搭建在如呼吸般通畅的诗句中，尽管其

间充斥着对事件的描述，但他总能从事件中获得对生

命的自我教育，这一方面带来了修辞上的轻松和愉

悦，另一方面则指向某种颇为从容的生存姿态及生命

经验。

正如勃洛克在纪念普希金时所谈到的，普希金是

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肩负起悲剧性的事业，对格风来

说，文本层面尤其是形式上的放松无法遮掩他诗中所

隐含的悲剧意味。如他对已逝文化的追忆，“吴宫花

草埋在一堆旧书里”（《貔貅》），“突然怀念古老唱腔中

的仓皇年代”（《窑湾》），那些消逝的事物便

“填满回忆者的空镜头”（《我们在看同一部电

影》），这种填满的方式，内在地维持着诗人对

故都神话的眷恋，而当眷恋侵入到现实里，生

活和记忆的版图重合了，不由得加深了如“我

们坐在雨中/其实是坐在明孝陵神道旁边”

（《可是》）般哀婉的幻觉。此外，格风诗中的

战争元素也值得注意。《平安夜》一诗里似乎

有抗战时访华的英国诗人奥登的影子，长诗

《大海与空枪》中变幻的画面和多重的视角则

让人想起杜拉斯的小说《副领事》，这些诗篇

在重现历史场景的同时，又被赋予剧烈的虚

幻感。此外，战争的相关构成也经常被用来

譬喻现代生活，如“每一幢写字楼里都有一个

狙击手/走廊上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像一

颗子弹”（《暗物质》），“玄武湖巨大的冰裂声/

如同空袭/更多的人惊跑起来”（《在玄武湖跑

步》）等。该如何理解格风诗歌对战争元素的

大规模使用？在《在比战争更遥远的地方》一

诗中，他先是写到，“下雪的时候。我在他们

口述实录中/在比战争更遥远的地方/看见轻

机枪的枪口/从黑色树篱间伸出来/我在雪地

上回忆/并确认自己/和他们相同的遭遇/不

同的是我已不再是我/但如果不是我/我会是

谁”，回忆者的主体身份具有了沉痛的恍惚

感，随后又将纪实与想象互相熔铸，令这首诗

超越了一般的战争叙述，获得了存在主义的深度。格

风诗中的战争元素是与人的生存处境紧密相关的，不

论是历史场景的再现还是现代生活的比拟，都指向了

对生存困境的隐喻。在格风诗中，还有不少与莎士比

亚、卡夫卡、庄子、孟子等文学、文化传统互文的成

分。他或者引用、化用相关诗句，或者借用一些已经

被刻入文化记忆的形象和事物，并将其嵌套进超现实

主义色彩的语境中，如《梦都大街》中“找不着北的/土

地测量员 K”，感到“城堡近在眼前/怎么走也走不进

去”，《大雪的日子》里写到“我向甲虫打听他妹妹/记

忆的链条卡在卡夫卡的齿轮上”。这些文学传统、文

化记忆，这些诗句及形象，是作为鲜活的生命形态加

入到他的写作里的，格风借此从均质化的日常生活中

提取出异质的因素，正如在他《箴言》中所说的，“拾到种

子的人/自己变成了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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