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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60多年前，年轻的王蒙写出第一部长篇小
说，取名“青春万岁”。现在，我才明白，他这是
为自己许下的诺言呀！他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
诺言。60多年来，在王蒙的内心始终鼓动着青
春的风帆，在王蒙的笔端也始终跳跃着青春的
音符，他通过文学的方式让“青春万岁”在自己
的身上成为了现实。当他86高龄之后，青春的
再一次证明便是他酣畅淋漓地写起了爱情故
事，继《生死恋》之后，他的又一部爱情小说《笑
的风》很快完稿，这一路上，王蒙情绪饱满，发
力了又再发力，他说他“每一粒细胞，都在跳
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我尊敬王蒙，我
叹服他是不老的王蒙，但我很快就修正了我的
想法，我不能将“不老”这样的词汇用在王蒙身
上，因为他的每一颗细胞和每一根神经都洋溢
着青春，他是青春的王蒙！

《笑的风》以农民子弟傅大成的爱情故事
为主线，讲述了他六七十年来如何在时代大潮
的推动、席卷和裹挟下成长为一名著名作家，
并经历婚姻、情感的各种波折和变故的。故事
线索简单明晰，但讲述这个故事只是王蒙写作
的由头，一旦下笔（亦指敲击键盘），他大脑所
有神经的闸门全部打开，才思从各个闸门不可
遏制地喷涌而出，创造出一个由语言狂欢和想
象盛宴构建的恢弘文本。我阅读这样的文本，
有一种银河倾泄、飞瀑流泉、酣畅淋漓的痛快
感受。这是典型的王蒙风格，过去我读王蒙作
品时都会领略到，但在《笑的风》中，这种感受
是如此强烈，它密不透风，它让人喘不过气来，
见证了王蒙风格的无穷魅力。进入80高龄后
的王蒙在文学写作上丝毫没有衰退的迹象，而
是进入到出神入化的自由境界。因此他的特有
风格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这种表现不仅来自他
的语言天赋和想象力，而且也来自他丰富的人
生阅历和人生智慧。

傅大成的爱情来得很突然。当他还在读高
中时，就被家长包办婚姻娶了农村姑娘白甜
美，他与白甜美说得上是“先结婚后恋爱”的一
对儿，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女，生活很幸福。但傅
大成成为著名作家后，与作家杜小鹃有了自由
恋爱的机会和愿望。经过一番周折，傅大成与
白甜美离婚，与杜小鹃结婚了。但与杜小鹃生
活了十余年后，傅大成还是与她办了离婚手
续。最后傅大成来到白甜美的墓地，感慨良多。
王蒙并没有孤立地写傅大成的爱情故事，他把
傅大成的爱情之旅贯穿在共和国之旅之中。既
有个人情感的“小我”，也有国家民族和时代的

“大我”。王蒙也借助这一巧妙的构思，尽情地
抒写了自己对于历史的认知和人生的感悟。而
王蒙对于历史的认知和人生的感悟可以概括
为一点，即乐观的人道主义。

有学者认为，“王蒙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
义者”，“人道主义是贯穿王蒙整个创作过程的
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温奉
桥语）。我非常认同这一评价，同时我还认为，王
蒙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人道主义，这种独特性在他晚年的创作中更
加突出和鲜明，我把它称为“乐观的人道主义”。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起，重视人
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就成为王蒙小说的基
本主题。但同时我也发现，王蒙的人道主义具
有明显的乐观性。他是以一种积极和乐观的态
度去观察世界、历史和人生的，乐观性也是他
坚定的理想主义在人道主义精神上的具体呈
现，相信理想终将成为现实，光明一定会取代
黑暗。他在文学中热情张扬和讴歌人道主义精
神，他善于发现人世间那些人道主义光芒，人
道主义光芒也让王蒙的文字变得格外的明亮。

“笑的风”，就是乐观人道主义带来的风。
王蒙以乐观的人道主义回望新中国70年

的历史，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小说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起，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民当家做主人，王蒙写出了这一时期朝气蓬
勃的时代特征。主人公傅大成也因为得到资助
农家子弟的扩大招生助学金而重入校园，他迎
着疾风一路高歌，考上外语学校，毕业后又到Z
城成为一名边事译员。白甜美同样感受到朝气
蓬勃的时代气息，她以一双贤惠的手和高超的
厨艺将一个家庭操持得温暖如春，让一直不满
意包办婚姻的傅大成在听到儿子出口成章朗
诵出“穿棉袄”的诗歌时，也心生愧意。对于“文
革”十年的叙述，更显出乐观人道主义的独到
眼光。王蒙写傅大成与白甜美一家成为Z城广
交朋友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品尝白甜美精心做
的美食，大家又相互帮衬，互通有无。王蒙赞叹
道：“他们是真正的成功者，他们是能干的老百
姓。”王蒙是将傅大成和白甜美看成是“文革”
中的逍遥派来描写的。王蒙写道：“为什么出现
了逍遥派，出现了那么多自由与任意、靠边站
的不甘与靠边后的轻松如意，还普遍有了度假
感娱乐感自主感……中国人民的顺水推舟的智
慧哪个能比呢？”在王蒙看来，逍遥派就是人民
应对那个动荡、荒诞年代的智慧方式，有了人民
性的逍遥派，才有了社会“平实平稳平衡的三
平”。傅大成和白甜美也就是在逍遥派的生活方
式下“平安幸福地度过了动荡的年代”。80年代
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发
生了变化，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明显
体现在傅大成与白甜美的身上。白甜美发挥自
己的优势，开办了Z城第一家棋牌茶室，“小地
方小人物小茶室随着历史的节拍而摇曳多
趣”。傅大成的文学才华得到充分发挥，他融入
文坛，感受着文学观念变化的风起云涌。王蒙
还用详细笔墨描写傅大成的出国之旅，这既可
以尽情展现傅大成与杜小鹃爱情的孕育和酝
酿，也能直接反映国门打开后国人在外来文化
的浸润下开启心智的时代之风。当然观念更新
的结果不仅是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也使傅大成
与白甜美离了婚。90年代中国全面推行市场经
济，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生活的节
奏也越来越快。“速成，所以，速灭。生活的发
展，快得你眼花缭乱。”这时傅大成已与杜小鹃

正式结婚，王蒙写他们的婚姻和爱情也卷入到
快节奏之中，“随着全球化信息科技的进化而
进化”，可是“大众化的同时还有肤浅化与闹剧
化”，王蒙便感叹道：“发展的飞速使他头晕目
眩了哟。”进入21世纪，傅大成的爱情也进入
了沉着期，他为了让杜小鹃更好地与她早年遗
弃的儿子一起生活，主动和杜小鹃办理了离婚
手续。他有了更多机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
思。傅大成也像王蒙一样具有乐观人道主义精
神，他在反思自己一生时显得十分潇洒，他觉
得与古人和前辈们比，“我们就算活得有声有
色的了，我们比古人差的不是环境也不是运
气，是自己的本事、智慧和品质”。总之，王蒙为
我们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信息密集的长篇小
说，它既是傅大成从一个农家子弟到著名作家
的成长史和爱情史，也是新中国70年成长壮
大辉煌历史的一种充满明快和谑趣的变奏曲。

王蒙的乐观人道主义并非盲目乐观，并非
只看到光明面看不到黑暗面，更不是说他因为
乐观就放弃了文学应有的批判功能，而是说他
从乐观人道主义出发会有另外一种处理黑暗
和批判的方式。这种方式又与王蒙独特的文学
风格构成了最佳状态的无缝对接。在共和国的
历史进程中，我们遇到过问题，经受过挫折，这
些问题和挫折也影响到傅大成的人生命运。王
蒙写到这些问题和挫折时，采取了一种自我解
嘲和戏谑的方式。如傅大成在20世纪60年代
被批为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这种
大环境下只能停止写作。但这倒是促成他在修
理自行车上自学成才，靠为大家修自行车密切
了与各方的关系。王蒙以自我解嘲的口吻说：

“家有图书腹有读书万卷，不如红尘俗艺随身，
他就是‘劳动创造世界’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
本原理的样板与形象代言人。”又如写到80年
代初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被禁止和压抑
的各种文艺样式都能够充分展现时，王蒙又捎
上一句：“20世纪后半世纪的中国，出来多少赤
脚医生、赤脚作家，还有赤脚政治家啊，呵呵，
而20世纪80年代后，也不知怎么的，赤脚诸
君，都穿戴起靴鞋来了，或者悄悄蔫蔫地告退
了呢。”短短一句话，却蕴含着非常丰富和深刻

的历史反思性，看似戏谑的文字却透出一种思
想的严肃。

王蒙一贯的、在80高龄后愈演愈烈的乐
观人道主义有力地证明了王蒙是永葆青春的。
也就是说，乐观人道主义是王蒙青春焕发的直
接结果，乐观人道主义也最充分阐释了王蒙的
青春内涵。我想就王蒙的青春内涵多说几句。
王蒙是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开始写作的，当时他
还不满20岁，一个是青春的王蒙，一个是青春
的共和国，两个青春重叠在一起，王蒙内在生
命的青春力在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的
灌注下获得了自然生理向社会心理的升华，使
他的青春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涵，它意味着信
仰、信念和理想，意味着为理想而永不放弃地
向前进。他于是写下了《青春万岁》，他写新中
国成立后的中学生，心情是那么的阳光，青春
是那么的飞扬，他们就是共和国和时代象征。
这种代表一个时代本质的青春内涵就凝聚在
王蒙内心，哪怕命运不断遭遇挫折，思想困惑
不断生成，但青春内涵难以从他内心抹去，只
会变得越来越沉稳和成熟。新时期之初，王蒙
的青春重新焕发，当时文学“解冻”，各种思潮
各种观点纷至沓来，但王蒙以一个庄重的布尔
什维克的“布礼”，再次擦亮青春的信念和信仰
底色。在《活动变人形》中，王蒙揭示民族性格
的痼疾，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青春则像
一股潜流涌动在叙述背后，他由此撇去了青春
表面的飞沫，让青春紧贴着大地。如今王蒙86
高龄，青春更加轻盈，更加飞扬。因为在他的内
心，信念、信仰和理想更加坚定，更加明晰，这
一切在《笑的风》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为自
己的青春而骄傲，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一生坚守
的理想而骄傲。他因为骄傲才变得如此地乐
观，为文学而乐观，为未来而乐观。王蒙喜欢普
希金的诗歌，他在小说中多次引用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想起普希金的另一首
诗《预感》，诗中说：“是否让我骄傲的青春/以
坚强的耐力/迎接它的来临？”这诗句用在王蒙
身上再贴切不过了。王蒙的青春就是一种“骄
傲的青春”，他以骄傲的姿态再一次扬起了青
春的风帆。

“住在信箱里的人”的深情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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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长篇小说《笑的风》： ■创作谈

沈国凡的《情系大三线》是一部情深意重的
非虚构作品，很值得我们一读。

这里存录了一个曾经“住在‘信箱’里的人”
的记忆。作者细微丰富的深情讲述回放着那激情
燃烧岁月里的青春、理想、荒野、奋斗、创造、爱情
等。历史正在渐行渐远，沈国凡的记写存活了一
个时代的侧影和“大三线”人的生活和心路，那些
随风而逝的人物和事件，在作品中又有了灿然的
生命和跃然的气象。

“三线”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指我国的内陆腹
地。“大三线”建设是起自20世纪60年代国家所
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
内已有的经济布局，党中央决定在中西部地区四
川、贵州、陕西等10多个省和自治区进行大规模
的工业、国防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大三线”建
设的历史，是当代中国浓墨重彩的篇章，也是中
国由站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一环。时过境迁，岁月
尘封。年长如我者，对于“大三线”建设也知之甚
少，年轻的晚生代则大多闻所未闻。“我们必须研
究政治和战争，那么我们的儿子们也许才会拥有
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学、自然史、军舰建造、航
海术、商业和农业的自由，以便给他们的孩子们
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陶瓷的权利。”
约翰·亚当斯的这一言说，恰好是对“大三线”建
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的贴切解释。在新时代的站
台上，打开“大三线”建设的历史，回望那段非常
的岁月，在走近它的时候，我们心底会油然地升
腾起一种深深的敬意。这正是《情系大三线》价值
的根本所在。

“大三线”建设当时是一项保密工程，外人无
法知晓，因而曾经笼罩着某种神秘的色彩。作者
沈国凡是“大三线”的建设者、见证者，在“大三
线”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攀枝花钢铁企业工作长达
23年。“青春的热血总是在我的心中沸腾着，喧
嚣着”。“我和伙伴们进入‘大三线’后就‘失踪’
了”。根据保密纪律，通信一律不准用具体地名，
要用指定的信箱号码，信箱号码也是单位的代

码。而事实上，迎接沈国凡他们的是“野狼出没的
山谷”，本初就没有地名。“妈妈接到信后一头雾
水，来信问我到底在哪里工作，为什么不说实话，
难道你们是住在信箱里的吗？”作品叙写的种种
故事，尤其是其中具有戏剧性、传奇性的人和事，
不是亲历者无法想象，以为可能是小说中的“小
说”。因为作者亲历者的身份，作品某种自叙传的
意蕴，使“一个充满神话的民族，一个创造奇迹的
民族”的“大三线”叙事显得更为真切可信而愈加
感动人心。

但《情系大三线》又不是只限于作者生活的
写作，而是广泛涉及题材所包含的许多方面，作
者有机地融合了第一人称的自叙事和第三人称
的“他”叙事。自叙事因为所写是自身的生活，所
以能更真切、更细致入微地还原过往的存在。如
作品第一章“肩负国家机密的行动”、第二章“一
块神秘的国土”等，写建设者应招报名的情形与
心理、初到“大三线”的工作和生活等，具体而生
动，具有珍贵的原生态的史料价值。而作品更多
的是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他”叙事突破了自叙
事的局限，在更大的面向上尽可能多地展示了

“大三线”建设的大全景：“高路入云端”，回响的
是成昆铁路建设中的“英雄交响曲”；“‘一百零
八将’的特殊使命”，叙写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
矿这“大三线”建设重中之重的技术攻关；“太阳
石的光芒”，记写宝鼎煤矿大会战的争分夺秒；

“神秘的地下核基地”，揭秘的是重庆“816工
程”，等等。两种叙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情
系大三线》内存多质厚重、信息丰富饱满。

《情系大三线》由“情”字领起，大要也归于
“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有言：“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部
作品最能打动读者的是其中的深情和大义。“大
三线”是国家大工程，建设这一工程的成千上万
的工人、战士、科技工作者等怀揣革命理想高于
天的激情，在创业中奋斗和奉献。在都市与蛮荒
中，他们选择开拓；在小家与祖国中，他们听从

召唤。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
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
活。作品中的深情和大义源自建设者自在的本
真，也得之于作者富有表现力的抒唱。《情系大
三线》感动我们的首先是人物那种真实而深厚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创业者的豪迈之情。“什么是
青春、生命、事业和荣耀？”那就是“面对着祖国
飞奔的列车，他能自豪地说这里有我铺下的钢
轨；面对着明天灿烂的霞光，他能无愧地说那
里有我鲜红的血液”。这里有诗情画意的浪漫，
更是非虚构的人生价值写真。作品将这种情怀
和精神落实在人物群像谱的具体描写中。

作者自己刚10岁父亲就去世，一个家中的
独子，与母亲依依惜别，带着青春的憧憬，奔向艰
苦而火热的“大三线”。当时还是未来岳父的曹
国宽的心“一半在故乡——那里有他的妻子和
三个儿女；一半在‘山沟’”，还有三个儿女参
加“大三线”的建设。“他和妻子如同两个领
队，各自带着儿女，天各一方地生活着”。更多
的平凡者“用牙齿咬碎困难，用肩头担起重托”，
还有“将钢铁嚼出味道的女人们”，在“大三线”大
写下一个个“女人的名字”。最令读者动容的是那
些“生命的雕像”：成昆铁路“修筑1083千米的铁
道线，共牺牲了2100多人，平均每500米就留
下一名烈士”。“用他们的身躯在告诉我们什么
是大写的人的精神，什么是民族的灵魂，什么是
国家的脊梁！”除了讲述人物奉献、牺牲等大爱情
怀的故事外，作品中也有“我们播种爱情”的小叙
事。“大三线”的爱情有着“大三线”的纯真、凄美
和崇高。不只是爱情的咏唱，也是对美好人性的
致敬。作为建设者，沈国凡写自己和自己熟悉的

“大三线”生活，情动于中，不可止抑；同时，他又
是一个深具文学素养的作者，这样情词兼胜就很
自然地成为了《情系大三线》一个显见的亮点。作
品中有清新的托物言情，寄寓着母与子深深的爱
意，也有蕴含深意的及物象征，隐喻着青春在生
活的泥土里茁壮成长。

笑看历史笑看历史 依旧青春依旧青春
□贺绍俊

■第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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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活了85年多了，经历
了那么多，历史、时代、社
会、家国、人类、家庭、饮
食、男女、风习、潮流，大事
小事，辉煌渺微，青云直上，向隅而泣，喜怒哀
乐，生离死别，爱怨情仇，否极泰来，乐极生悲，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冷锅里冒热气，躺着岂止中
枪。一帆风顺带来的是更大苦恼，走投无路说不定
造就了一往情深，如鱼得水。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
江湖？忘大发了会不会得抑郁症？发达大发了也会
有后患，磨磨唧唧起来您反而踏实？历史带来的故
事可能是云山雾罩，也可能是一步一个脚印，越舒
服您越危险，越胜利您越困难，新进展必有新挑
战，新名词必有新做作。写起故事来只觉俯拾皆
是，再问问有没有更多更大更妙的可能，既有如
实，岂无如意？有没有更精彩的如果，有没有更动
人的梦境，有没有更稀奇的平淡与更风光的大摇大
摆，更深沉的回忆与更淋漓尽致的滥情？山那边老
农的话，迸出火星子了没有？更疼痛的按摩与更甜
蜜的伤口，更不能拒绝的召唤……你要写写写，不
写出来，岂不是白活了？

信天游里唱道：“你妈妈打你，你和你哥哥我
说，为什么要把洋烟 （鸦片） 喝？”回答之一是，
她要会写小说就好了。挨打有挨打的活法，哥哥有
哥哥的道行，中枪有中枪的后续，撞彩有撞彩的理
由。我们赶上了到处都有故事、天天都有情节，有
人物、有抒情、有思考、有戏的小说黄金时代。

你是写作人吗？你是小说人吗？你的记忆与回
味，你的感动与清醒，你的糊涂与幽默，你的泪水
与怀念，你的哭哭笑笑、笑出的眼泪与哭出的段
子，总而言之，你写小说的生活资源、经验积累，
读者期待，人民青睐，对手酸涩忌妒，你的那点大
神的功夫，大仙的灵气，大嗓门的不管不顾，你的
思维功逻辑功逆逻辑功计算功制图功鬼马功想象功
毯子功腰功臀功足尖功街舞功唱念做打还有阴阳五
行金木水火土之功，你眼力笔力拽力抡力生杀予夺
之力，你的满腹经纶，满身妙悟妙计妙词儿，用足
了没有？你用完了没有？你用火了没有？你起风了
没有？你沸腾了没有？你的小说对得起你的时代
吗？对得起你的师长领导吗？对得起你的主编与责
编，对得起你的历史你的教育，你的机遇与际遇，
你的学习你的考验，你的苦难与你的幸运以及你的
版税，还有刊物与各大出版社的器重了没有？

如果还不能说全够了，十足了，那就发力吧，
再发力吧，用你的魂灵肉体生命耄耋加饕餮之力，
给我写下去！

如今王蒙如今王蒙8686高龄高龄，，青春更加轻盈青春更加轻盈，，更加飞扬更加飞扬。。因为因为

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内心，，信念信念、、信仰和理想更加坚定信仰和理想更加坚定，，更加明晰更加明晰，，这这

一切在一切在《《笑的风笑的风》》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为自己的青他为自己的青

春而骄傲春而骄傲，，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一生坚守的理想而骄傲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一生坚守的理想而骄傲。。

他因为骄傲才变得如此地乐观他因为骄傲才变得如此地乐观，，为文学而乐观为文学而乐观，，为未来为未来

而乐观而乐观。。

以前的农家，无不想有一
块“私留地”，小心侍弄，细致
打理，种上喜欢的菜蔬和花
卉，甚至墙根也有一围的向日
葵，让一片阳光，灿灿地黄。那
个小天地，一进入就感觉春风
拂面，欣然无比。

冻凤秋也有一块自己的
私留地，她一颗颗种下的，是
她的字，那些字都过箩过筛
精心经意，带有着温暖与馨
香。散文集《心田种字》中收
录的篇目：《当我行走，触到
灵魂的颤动》《当我回首，听
见花落的声音》《如果云知
道》《心经过的地方》《在春色
和月色之间》《在时间的无涯
荒野里》《踮起脚尖，就能碰
到阳光》，光是这些叮当有声
的题目，就像一首诗在歌唱，
顺着这些路标的指引，必然
有一个好去处。

小城生活的过往，被瓦
的世界唤回，当她在瓦上写
下“听见瓦的心跳，它在呼唤
我”的时候，就有了一连串的

思绪：“它呼唤我，从紧张疲惫的状态离开，到
一方清凉幽雅的世界来，哪怕只是浮生半日
闲；它呼唤我，从眼前的琐屑芜杂抬头，与光影
中的浮尘交换心事，哪怕只是讲给自己听；它
呼唤我，从冷漠麻木的惯性逃逸，看见青箬笠
绿蓑衣的诗意，哪怕只是田园的幻梦。”（《当时
的月亮》）去萧红的家乡，一个女子联想到了另
一位女子，有些地方，她们相通相知：“那文字
里有最深情的眷恋和最冷静的审视，最灿烂的
刹那和最渺远的永恒。她的灵魂是一只无所羁
绊的飞鸟，带着神奇的光，照彻这世界的根
本。”（《河流带我去远方》）在开化一个“根宫佛
国”，穿过时间与自然的云雾，面对梦一般的艺
术品，她会引发深切的迷想：“我们曾以为随着

科学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人们将有更多的闲
暇发展兴趣和天赋，过一种更有雅兴、更艺术
的人生。结果却相反。世界如一张网，我们挤得
如此紧密，内心的空间也变得逼仄。如钱穆先
生说的，古代人受外面刺激少，现代人受外面
刺激多，一支烛点在静庭，一支烛点在风里，光
辉照耀，自然不同。”（《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
这些风雨浇灌的饱满鲜活的文字，既有智性，
也有哲性。温善与热情的冻凤秋，是与竹、瓦和
茶相应的女子，她对事物有着细微的观察与敏
锐，对文字有着透彻的理解与敏感。

当然还要说说天赋，天赋是一个人的天
分，就如一块田，本来就质肥土沃，加上好的种
子，必蓬勃旺盛、生机无限。一个人的天赋很重
要，重要的还有生活与知识的滋养，这个滋养，
要加上一个自觉。也就是说天赋与自觉，合成
独特的自己、心田的自己、文字的自己。

也许，离乡间越近的孩子对于生活的认识
越深刻一些，其一开始接触的，就是鲜活的大
地，所有感知皆来自生活一线。那么这样的孩子
走出去会格外不同。冻凤秋一走入樱花弥漫的
殿堂，便让她有了一种芬芳的升华。小城女孩
同武大女孩叠在一起，自身特质同水和阳光
叠在一起，一颗种子必然获得新生。

在《学者之道》中有一段话，见出作者深沉
的内心：“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
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侵蚀。性情使然，
选择使然，或是命运使然。无论如何，但愿我
们都能真正抱持胡适说的‘性之所近而力之所
能勉’的态度，做我们适合做的，擅长做的，然
后矢志不渝。”冻凤秋是一位有禅意的女子，一
个人身上带有了那种禅意，文字也就带有了温
软、清纯和智慧。这些文字中，有她自己的生
活、工作、亲情、友情，也有关于社会、关于人
生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她的所有感情都有
着现实的种子，有些种子瞬间发芽，有些要深
埋多年。那些生命简史，那些喧哗骚动，那些
命运奋争，那些精神裸呈，无不构成纷繁的视
觉画面和思想景深，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与
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