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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细读《大沙河笔记》，不禁深深感叹。这是用人生的
血泪悲欢、用世间的苦辣酸甜写下的文字，这是一幅恒久地留
存人们心间的美丽画卷，这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命运交响曲。

作者的笔，始终追逐着人物命运的足迹奔走呼号。他坦
言，书中的许多情节都是人物命运自述的记录，许多话是人
物自己在说，作者只是遵命而为。

书中景物的描绘，也是内心情感的外溢。整部作品，大都
是情亦景、景亦情、情景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乡土细节，丝丝
入扣；字字清新，句句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并想方构建
艺术形式的华美，设法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对家乡的眷眷
恋情，写得神态毕肖、缠缠绵绵。同时，还融漾着作者挥之不
去的美好的回忆、快乐的年华、宽阔的胸襟、悒郁的情怀。

曾经，这里由于久被黄河夺道，积沙淤绝。狂风起处，沙
砾飞扬，龙卷成阜，连绵逶迤；晴阳斜照，金星闪烁。如今，在人
们的精心呵护和辛勤耕耘下，大沙河从水面到水底，以及广袤
的两岸都焕发着新的生机。历史的眼睛总是穿越古今，现在
这里已是生活的福地、投资的热土、创业的乐园。

大沙河是一幅随意泼墨的写意画，抒发的是一种豪迈、
热烈、奔放，展示的是一种喜悦、浪漫、豁达，昭示的是一派
原始生命的律动与内涵——春华秋实！是啊，收获的不仅仅
是美妙的景色，释放的也不仅仅是千钧重负，更有一种激情
在升华里沉淀、在沉淀里升华。感恩生
活，感恩自然。于是，美妙便成了永恒，
惊奇便成了寻常。进而，你对“苏北果
都”大沙河的理解便更深邃、更灵透了。
人们穿行于此，仿若身在俗世，心却在
世外桃源。

在大地充满透亮的阳光和淡雅花
香的季节里，我的心情像蓝天般宁静，
恰是陶然怡然的读书良辰。读书是一场
静静的领悟，让人生的碎片映出山清水
秀、柳暗花明。其实，群英本身就是一部
书，一部蕴蓄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脚
踏实地、孜孜不倦工作精神的典籍。在
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大沙
河或稠或稀的浪花，触摸到大沙河博大
心脏的强劲律动……年复一年，他在大
沙河两岸苦苦寻找历史演进的足迹，追
问民族兴衰的根源。他在大沙河两岸开
掘生活的宝藏，捕捉创作的灵感，寻找
灵魂的知音。他用独特的视角、细腻的
笔触、缜密的思辨，为我们呈献了饕餮大餐，给我们以深刻的视角冲击和心灵
碰撞，让我们一起享受着艺术与美景的魂魄震撼。

作者以浓厚、凝重、深情的笔调，史诗般地记录了深刻感悟，将人文、历
史、信仰、景物有机结合，大气磅礴。他用隽永优美的文字、深情饱满的忧患意
识、悲天悯人的怜悯情怀，揭示了大沙河两岸百姓的心路历程，以及顽强的生命
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作者对扑怀入心的种种景物，无不倾注才情、细细品味，
力求搜索其亮点乃至神奇绝妙之处，发现常人所难见、难闻、难述的形态神韵，
让那些深切感染或震撼了自己的真景真美真情形诸文字，既清新明丽又婉约细
腻，激荡的心海浪花泛起的是岁月酿造的醇浓老酒，伴着豁达，掺着创见，和着
绵绵的柔情，时而如涓涓细流，时而如大河奔腾，博学庞杂，入耳听似极淡，回味
却是老辣。家乡的月、家乡的雨、家乡的人，都被表现得那么富有情韵，富有光
彩，富有新内涵和时代感。仅寥寥几句，即写尽沧桑；他笔下的旧事旧物如同
串起的一粒粒遗失在岁月长河的明珠，有时看似习以为常微不足道，字里行
间却扣人心弦暗含天机。

从一部作品，可以看出作家的人生起伏和心路历程。群英的作品大都有
情有义、开明开放，大视野、大意象，气度恢宏。这足以看出作家容天地、含古
今的胸怀和炽热的赤子之心，这不正是延绵着黄河大度豪放的风格吗？

在当代文坛众多的作家中，能如此优雅安静地对待写作的人越来越少，
而群英总是保持着这种态度。他面世的每篇文字都能经得起品咂，能嗅出柴米油
盐酱醋茶中的烟火味，不经意间就会被某种味道呛出眼泪来。他的写作常常以新
闻视觉撷取生活中的素材，而后采取酿造工艺，将搜集的素材慢慢搭配、打磨，
仿佛一个玉雕大师，能使材料中的不同色块大放异彩。他从事新闻工作，每天
都会用心仔细甄别那奔波忙碌采写的稿件价值，使其发挥导向作用。

有人说：乡音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符咒，只要轻轻
吐出，就能托出一片淹没的土地，开启一道生命的闸门。《大沙河笔记》是一部
风云跌宕、意蕴深远的书，是一部启迪心智、激荡热血的书，读来令人感叹、令
人振奋、令人激动。

也许正如人们所说，人生最美的风景就是回家的路，每条路都是孤独的。
但群英时刻提醒自己，一定不要丢了初心，更不能忘记来时路。黄河沧桑风雨，
吹洒在人心上是苍茫的，倾泻在土地上是浑朴的。黄河是奔流的实体，是给世界
带来体积、重量、原始力度和民族精神框架的诗与歌。

怀抱忠心，不愧过去与现在；充满信心，不负众望向未来。一片丹心，指点
锦绣长空；书写华章，便是雄鹰之姿。

群英感受着这片热土的博大与自信，凸显着这片热土的刚毅与执着，掂
量着这片热土的厚重与深沉，抒写着这片热土恢宏壮阔的绚丽篇章。祝愿群
英以自己的多元文化蕴蓄及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艺术特色，吸引越来越多
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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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雷

我在学生时代就知道阎纲老师，但
与阎纲老师相识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尽
管短暂，但从文到人，阎纲老师对我构
成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也给了我一
种鼓舞。因为他让我看到了作为评论
家的精神品格和强大生命力。无论从
年龄还是从文学评论专业来说，阎纲老
师都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更是我的
楷模。

这段时间一直断断续续地拜读阎纲
老师的《我还活着》《礼泉作家记盛》以及
其他一些评论文章，学到了很多，也悟出
了阎纲老师文学评论的部分机理。这里
简要概括几点。

真情入之，真理出之

一般来说，评论是说理的，而阎纲老
师的评论却多是从情感进入的。与《三十
八朵荷花》《我吻女儿的额头》等散文中
纯真而炽烈的情感书写一以贯之，阎纲
老师的评论写作感动我的首先是他真挚
的情感。我感到他是一个对文学、对美、
对作者、对作品、对作品中所讲述的人和
事，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怀有纯真的赤子
情怀的人。他以这种情怀对待作家和作
品，投入与作家的交往和对作品的阅读。
他以纯真和崇敬的情感进入阅读和写
作，并因此会认真负责地写每一个字，说
每一句话，阐发每一个观点。由此，他与
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构成了三方交互
的情感体验过程，形成了一种三方对话
格局。譬如他与作家张一弓、与其作品中
的人物形象李铜钟及其所代表的河南信
阳农民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切的情感联
系。尽管他评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
时候，可能还不认识张一弓，更没有在张
一弓书写的信阳事件的现场，但他基于
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深入到了李铜钟故
事的情境之中，并与作者和作品中的人
物形象建立了情感上的深度关切，构成
了他对这部作品做出理性判断的基础。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他才如老评
论家朱寨所说“拍案而起，仗义执言”，
并经过缜密论证，辅之以马克思对普罗
米修斯的论述，得出了李铜钟是一位马
克思称颂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是
一个时代的悲剧英雄的结论。我不敢说

这是当时置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但
这一定是符合现实逻辑和时代发展的真
知灼见。

这样的文学批评就已经不是一种事
不关己的大道理了，而是一种被注入了主
体情感，有着切肤之痛的理性思考了。这
种以真情入之，以真理出之的批评逻辑，
是我对阎纲老师文学评论的第一印象。

系乎百姓，关乎国族

有人说，文艺批评应该是及物的，所
及之物就是文艺作品。这句话对于那些
连作品都不读就妄加评论的评论家来
说，当然是对的。但对于真正的评论家来
说，只对了一半。文艺批评所及之物，首
先是作家作品，然后是百姓、国族和与作
家们一起共处的这个世界。这也是在阎
纲老师的评论里又一次被证实了的。

阎纲老师在对作家作品关切的背
后，是对百姓苍生和国家民族的更深的
关切。还以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例，
他之所以“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直接原
因是他对千百位被饿死的信阳农民的同
情和悲悯，是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
担忧。近年来，他年近九旬回归故里，为
家乡的文化发展无私奉献，无数次上门
家访比他小几十岁的礼泉青年作家们，
并为他们作评作序，同样是出于对家乡、
对国族和子孙后代的关切和热爱。这是
一个有爱、有责任、有担当的大批评家的
风范。由此，我悟出了文艺批评不仅要及
物、及作家作品之物，更要及百姓和民族
之物，及天下之物，而且要以仁爱之心去
及所及之物。心中无天下，料不会成为大
批评家。

才源胆识，气出风骨

清代批评家叶燮在《原诗》中用“才
胆识力”四要素来概括诗人的创造力。我
以为此四要素更适合来评价或要求一位

文艺批评家。我在阎纲老师的评论文字中
真切地感受到了“才胆识力”的光芒四射。

叶燮在《原诗》中对“才胆识力”及其
作用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大凡人无才，
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
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而我
认为，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应该略有不
同的解释。才，当然是指才能、才华和才
情，是出自天赋；胆，则是指魄力、勇气和
胸襟，是由先天和后天多种因素合成的；
识，是指知识、见识和视野，来自后天的
学习和实践。此三者无论对于古人还是
今人，也无论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都无
差别。只有“力”，在叶燮那里是“坚”的意
思，指经久不衰的力量。对于今天的评论
家来说，我认为应该是指“风骨”。

具体对于阎纲老师来说，他的才，来
自“胆”和“识”，来自先天的禀赋和后天
的学习与实践。这一点，我们能够在他的
评论文章中真切地感受到，譬如他的文
字的简约、凌睿；譬如他将评论文章写得
栩栩如生、才情四溢；再譬如他对《白鹿
原》和《创业史》这两部伟大作品及其承
继和超越关系的颖悟，等等。而他的文章
的这种才气和胆气，最终构成了他作为
一个批评家的风骨。这种风骨，正是叶燮
所说的“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
言”“言人之所能言而不敢言”者，正是叶
燮所说的“力”。

阎纲老师的这种风骨，应该是一种
陕西文人的先天禀赋，可能来自太史公
司马迁身受强权残害，却依然发奋著书，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精神；来自关学大师张载的横渠四句
的四为精神；来自另一位关学大师李二
曲独自在关中开坛讲学，拼死拒绝天子
诏见、入朝为官的精神。

散文血肉，论文骨骼

阅读阎纲老师的评论文章，多次都

出现了被诱导的感受。他的开篇会以一
种散文的笔法，很生动、很形象地将读者
带入到所评作品的情景之中，让你觉得
他在与你闲谈，在抒发一种散文式的情
致，让你留恋于他对作品的感悟之中，然
而你跟着他，走着走着就会踩响一连串
他早就埋下的观点的地雷，直至把你炸
清醒，炸明白。

这种笔法得益于阎纲老师的散文
作家身份。我在来看望阎纲老师前，试
图在网上查一下他的近况，结果发现好
几家网站对他的介绍都明确说他是作
家，没有一家说他是评论家的，都是在最
后介绍成就的时候才说他还出版过多部
评论集。

散文作家身份决定了他的评论笔法
和文风，也决定了他从事文学评论时始终
是从自我切身体验出发的。因为只有散
文，才将作者自己当作书写的题材。散文
的笔法和文风也决定了阎纲老师文学评
论强烈的主体性和个性化色彩。

而在这种散文化的丰满血肉背后，
却又是作为一个评论家的理性逻辑，
是一个躯体所赖以矗立的坚挺的骨骼
框架。

以上感悟和感言，绝非仅仅出自对
一位九旬前辈的敬重，而是对阎纲老师
文学评论的粗浅认知和理性判断。

今年是阎纲老师90大寿，这里，我
用一段《老子》中的话表达我的祝福。老
子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
其私。”

阎纲老师所以健康长寿，是因为
他忘我地爱着别人，爱着这个世界，并
且不断地为之阅读着、思想着、书写着、
行动着、忙碌着，是因为他超越了自我。
而能超越自我者，就应该是古人所说的
圣人。

才情才情··胆识胆识··风骨风骨
——作为评论家的阎纲 □李 震

小小说由于体量小，常被误认为是一种无法深入的
文体，其对日常生活的呈现，似乎难以达到相对的高
度。认识来源于阅读的实践，笔者在日常审稿中，确也
见到一定数量的不理想创作，不过与之相对的是作家戴
希的创作，他以至简的文本处理方式，在书写世俗的较
量中，获得了位置，令其小小说与生活构成一种均衡的
对话关系。

戴希小小说集《柳暗花明》一书中，多数作品摒弃了
传统的氛围、情态烘托，聚焦一件事，或描摹一个群体的
横切面，并不贪多，靠着精准的着力点，例如以对话推动
情节演进，进而抵达他想带你去到的思想深处。语言的
精准，决定着人物的行动，也亮出人物的底色。《特殊警
务》中，老太太、儿子、小伙儿、民警四人展开环环相扣的
对话，洗练、直接，以大道直行的推进，让阅读者直观地
感受到对话的力量。当一定数量的作家还沉浸在氛围
营造中，不断旁敲侧击，戴希已放弃了渐进式的迂回，他
意识到在紧凑的篇章中，该如何彰显语言的力度。

螺蛳壳里做道场，小小说的美学格调便显得格外重
要。戴希在构架的故事中以温暖而明亮的色调为基石，
可以说向上的情感场域是其作品的另一个异质性。《每
个人都幸福》中，盲童看不到花鸟，失去双腿的孩子无法
走出局限看世界，而苏老师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们
扭结阴郁的心境。《装修》中，瓦匠、漆匠、木匠的歌声在
毛坯房里飘荡，三个人在做工间不断交流着俗世故事。
这令“我”产生疑问，“干嘛这样快乐？”“老板请咱，咱能
赚钱！”“老板尽管放心，我们不是做一家生意就金盆洗
手的！快乐着精神就好，精神一好做事就有劲儿！”提取
这样烟火蒸腾的日常瞬间，戴希笔下的主人公“不仅把

房子装修得好好的”，还装修了阅读者的心灵。
以情节为主要推进器的小小说，成功演进的关键在

于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驾驭处置情节，需要在纷繁的
线头中找到直抵内核与本质的那一根。戴希显然懂得
编织故事的复杂与多面，置换角度，俯身或抽离，在叙述
的转圜中，令其创作具备了鲜明的个人化特征。他较早
关注到机器与人类的情感扭结，《儿女》中，身边尽孝的

“人”始终无法满足老者，行文至尾，原来老者在等待一
份真正的亲情。智慧生活带来的多重障碍，通过悬念手
法进行到底，展示出生活的多棱镜像。而《因为母亲》
《其实很简单》中，左冲右突的罪犯、勇抓歹徒的父亲，各
自因亲情的触发间隙，或认罪伏法，或从胆小怕事者演
变为伟岸的形象。情感的触发是复杂与多面的来源，戴
希很好地抓住这根线，为笔下的叙述寻找到鲜活而有力
的出口。

不同于其他耕耘小小说创作园地的作家，近十年

间，戴希以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关注聚焦社会问题，
将寻求解决矛盾的扭结作为自身的使命，在微小篇幅
中，不断上演着精彩绝伦的人间故事。书写现实层面，
展示选定群体的心理活动，《挂号》中戴希把目光投向医
者的父亲，其默默出入诊室的举动，原是为提醒子女注
意身体。通过不断观察、探寻新的角度，为同题写作带
来全新启迪与延展的可能。而在《开道》一篇中，学术交
流活动以警车开道，聚焦不良风气，同样取得了理想的
写作效果。作为一门浓缩的艺术，小小说以其纯文学的
边界，不断冲击世俗的藩篱，让我们看到一种文体更多
的现实可能。

思考的深度决定抵达的深度，思辨的力量推动创作
主题不断前行。戴希笔力干净，克制，精准，犹如手术刀
一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提炼、抓取。面对抗疫这一主
题，他同样贡献了上乘之作《柳暗花明》。他的创作未因
单一事件忽视人物所处的其他现实本源，将人物置身的
生活图谱一一融入作品之中。主题先行未尝不可，但丢
掉生活的细枝末节与真实感受，只会让创作充满枯燥和
局限，反噬并背离主题所蕴含的初衷。戴希选取的书写
角度，正视现实中的分歧、矛盾与差异化，有差异才有书
写的必要，不割裂开来，反而迎来了主题的升华，且令人
信服。

戴希的作品转载率很高，不论权威专业的报刊，还
是通俗阅读的载体，均对他的书写青睐有加。可以说这
是对一位写作者最大的褒奖。在戴希笔下，“热爱生活、
书写生活”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他以闪烁着哲思光芒
的表达，将文体的价值与意义传递给编者、评论者，以及
通过他的视角审视多棱现实的阅读者。

小小说创作的小小说创作的
另一重抵达另一重抵达

——简评戴希小小说集《柳暗花明》

□王 瑜

网络文学如何面向现实？近两年，对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
作的提倡和鼓励，促使网络文学发展具有现实性转向的特点。
不过，诸多网络文学作家并不能很好地平衡网文特色和现实取
向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骁骑校的《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番茄小说签约作品）为融合现实题材和网文元素开辟了新路。
自写作《橙红年代》《匹夫的逆袭》开始，骁骑校就表现出细致描
摹底层人物、刻画卑微生活的艺术才能。延续着作者骁骑校重
生活的创作特征，在都市中开辟幻想空间，通过对历史两端的
折叠与互照，涌动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大众情感，汇聚成了这部
《长乐里》。

在弄堂29号两端的世纪景观

“《长乐里》最初是由一幅画勾起的。那幅画左边是1937年
的断壁残垣，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小女孩，赤着脚，右边是
2017年南京的高楼大厦，有一个穿着漂亮雪地靴、羽绒服的小
女孩，两个人面向画中央的分界线，相当于握手但又没有握到
一起。我当时就想，如果能够穿越，能够让1937年的一个人看
到现在的中国，那对他、对读者是一个多大的心灵震撼。”《长
乐里：盛世如我愿》是骁骑校2021年连载于番茄小说的一部
都市题材小说。作品按照时间线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发生在
1940年代，沦陷三年后的上海，四乡难民涌入乱世孤岛，十户
人家挤在长乐里29号的一栋石库门房子里。电工赵殿元偶遇
身份成谜的女侠杨蔻蔻，两人毗邻而居，日久生情，共同刺杀
潘家花园的主人潘克复，历经九死一生。六芒星项链的神秘力
量开启了下半部的故事，赵殿元从潘家花园喋血案中被暴雨
携至当下的新世纪上海，再遇神似杨蔻蔻的少女，在寻找蔻蔻
身世与往日邻居的过程中，目睹了新时代的盛世景象。

作品的地域性鲜明，不仅刻画了鱼龙混杂的沪西，租界巡
捕、沪西警察和76号特工之间势力交错的冲突，更是用大量的
方言对白、薄物细故，呈现了旧上海的风土人情，一砖一瓦、一
饭一饮之间都是地地道道的“沪风”。骁骑校立体地展现了长乐

里29号的生活图景，塑造了充满质感的1942年上海弄堂，除
却对于生活细微处的观察与留意之能，作品的翔实丰满显然
得益于骁骑校创作前对于大量上海沦陷时期的史料翻看与认
真考据，同时借鉴各类书写上海的文学创作，如骁骑校所提及
的王安忆的《长恨歌》对他理解上海性的影响。作品在字里行
间，准确还原了1942年上海的时代背景、语言及生活方式，在
追忆上海、记录上海时也映射了民族历史80年间都市底层的
沧桑剧变。

当人们试图理解和表达民族复兴的精神诉求时，总免不了
追溯丧权辱国的历史。历史长河的转折和新变随着一代代人的
更替变得断续，而《长乐里》巧妙地使用了向后穿越的结构，让
主人公赵殿元由1942年穿越到21世纪“剧本杀”流行的今天。
通过一种对21世纪中国“陌生化”的呈现，折叠时间，实现了表
达惊叹盛世的强烈效果。“这是赵殿元从没来过的地方，透过雨
水斑驳的车窗，外面高楼大厦林立，并不是外滩那种花岗岩建
造的大楼，而是玻璃造的，高耸入云，马路上车流汹涌，尽是些
稀奇古怪的车型。一群年轻人涌进车厢，叽叽喳喳，欢快无比，
他们有男有女，装束奇怪，面色红润，不像是吃不饱饭的样子，
赵殿元内心的震撼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当电车再次停下的时
候，他下了车，站在十字街头茫然四顾。这是上海，路人说的是
上海话，没错，但这又不是他熟悉的上海，这是另一个上海，人
潮人海中，赵殿元恍如隔世。”平行蒙太奇与交叉蒙太奇的镜头
若隐若现，对于新时代有关民族复兴的大众心理的精准把握与
出众展示，让《长乐里》成为一部极为出色的新中国献礼之作与
IP改编潜力作品，登上中国作协2020年度网络文学影响力榜

与首届“扬子江网络文学最具IP潜力榜”。

小人物的年代生活画

让人热血沸腾的《橙红年代》曾掀起了阅读狂潮，是第一部
点击过亿的都市类作品。《匹夫的逆袭》获第一届“网络文学双
年奖”铜奖。骁骑校是都市类型写作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开创
了都市“逆袭”的类型范式，点燃主角升级开挂的人生激情，
还塑造了一个奇谲浪漫又黯然深沉的“橙红宇宙”。《长乐里》
作为骁骑校的一部现实题材转向之作，弱化倚重动作、对话的
戏剧化叙事方式，趋向偏重“生活画”式的场景化叙事。没有
强化升级打怪的过程，也不刻意凸显潘家花园悬案的惊险诡
异，主人公赵殿元只是起到了一个线索的作用，串联起29号
弄堂“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生活画。吴家小囡被绑
票，夫妇心急如焚，邻里凑钱赎人；梅英一片真心，被拆白党
骗走全部身家，以致重操旧业；章樹斋被害入狱，妻子杜剑秋
奔走求告，渐渐陷入旧式婚姻与新派恋爱共存的尴尬；“户口
米”掺沙混土，仍旧长队如龙；鑫鑫造纸厂本分经营，却屡屡
面临被巧取豪夺的危机；一房难求，瘸阿宝却要赶走住户，开
浴室赌场。“生逢乱世，升斗小民只求苟活。”作品通过“生活
画”讲述1942年上海沦陷后弄堂的底层生活，却对这种“艰
难”的讲述十分克制，其间虽穿插各种传奇的点缀，如洗手做
羹汤的吴太太竟然是当年太湖上叱咤风云的女水匪“胭脂
豹”，霞飞路白俄旧货铺出售的六芒星挂件身披犹太人的古
老传说，看似平常的弄堂日子背后犹存波澜壮阔，却能够在
旁逸斜出后及时收刹，回到生活，让若有若无的“苦涩”叹息

回环其中。在作品中，我们看到，曹先生推荐给赵殿元阅读
的是萧红的《生死场》，29号弄堂里“人像动物一起忙着生，
忙着死”。田先生借给杨蔻蔻《啼笑因缘》，并未借《金粉世
家》，影射了武侠锄强扶弱的传奇色彩……

《长乐里》在年代感中探索底层表现的新意，虽然人物走
出了“城乡接合部”，不再是喧嚣混乱又生龙活虎的存在，但
拥挤着叠了十户的石库门房子里，仍存在着小人物们如此艰
难又无比坚韧的生活。旧报纸和废木片生煤球炉的青烟在天
空中弥漫，从老虎窗眺望弄堂东侧潘家花园里冬日的郁郁葱
葱，1940年代的底层生活被全方位塑造。平日里相互攀比，各
有心思，因鸡毛蒜皮的事发生摩擦，而困难关头总能守望相
助。煤球劣质，便想办法集中供暖，紧挨着做饭；购米卡被撕，
不开火的单身汉贡献出自己的份额。29号的全体住户面临露
宿街头的危机，赵殿元跌跌撞撞地走出阁楼，准备再次前往险
象环生的潘家花园时，吴家、孙家、章家各人沉默地站在家门
口，接连递出珍藏物品，添上自己的一份力量，为赵殿元壮
行。上下两部结尾相似的定格镜头意味着这仍旧是“一场普通
人奋起反抗的故事”。鑫鑫造纸厂被恶霸盯上，连夜搬迁，是
平日不起眼的黄包车夫阿贵鼎力相助，“夜幕下的闸北街头，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黄包车组成的长龙向苏州河进发，车
上坐的不是乘客，而是一包包货物。”整个闸北地面上夜班车
夫的一呼百应与《匹夫的逆袭》中出租车车队汇聚成洪流的万
丈豪情遥相呼应。群像丰富，各个角色都参与其中，连贯呼应的
事件既有幻梦般的色彩，也是“最现实”的生命体验，由此在骁
骑校的创作中呈现一脉相承的踪迹。

《长乐里》中骁骑校最着重的是上部的年代故事，下部在
解开诸多谜团的同时，以镜面翻转的奇效完成了对于主题的构
建。精到地书写了新时代有关民族复兴的大众心理，同时卓越
地表达了地域特色与都市经验，恰到好处地把网文元素和现实
取向相结合，可以说《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在网文书写时代方
面具有典范性价值，也是网络文学现实化转向的代表性创作。

折叠世纪与小人物生活画折叠世纪与小人物生活画
——评骁骑校《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邢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