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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访 谈谈

徐坤长篇小说徐坤长篇小说《《神圣婚姻神圣婚姻》：》：

我们的心满怀希望之歌我们的心满怀希望之歌
□□徐徐 坤坤 欧逸舟欧逸舟

向着辽阔天地和深邃人性敞开
——深圳纪实文学创作一瞥 □王国平

■关 注

欧逸舟：主编您好！请允许我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对您保

持这一称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能遇见您作为我的领路人，

我是深感幸运的，因此这样称呼您，对我来说有一种微妙而独

特的亲近感。但从您的经历来看，并不是一两个称谓能简单

定义的。从学者到作家，从作家到编辑，当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您作为“编辑家”的身份时，您却捧出新的长篇《神圣婚姻》，又

召唤出大家对“作家徐坤”的记忆和崭新认知。就像时下的流

行词“斜杠”“跨界”，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一直在求变？

徐 坤：小欧你好！我挺喜欢“斜杠”这个说法，但是“跨

界”我不太认同。我的人生经历确实是比较丰富，但无论是在

社科院做学术研究，还是小说创作，以及之后改行做编辑，我

都存有敬畏之心。在社科院做学术研究的经历给我打下了一

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到专业，做

到极致。对了，我还有一个“斜杠”身份，专业球迷（笑）。我做

球迷也是专业的。

一开始在很多人看来，在学术、写作与编辑工作之间游

走，可能是一种“玩票”性质，但对我来说，这三者之间的内核

是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这二十几年来，无论

我是以什么身份、什么面貌，都是深度地介入我们的文学现

场。而《神圣婚姻》也并不是一个意外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必

然的。我以编辑的身份在文学现场的最前沿已经有十年之

久了，这十年间，为曾经的作家同行们编稿、校对、出刊、宣

传，这是令我孜孜以求、笃行不怠的使命与追求。但同时，我

内心也涌动起一种熟悉的激情——那就是写作。与其说，是

我在等待一部作品的到来，莫若说，是文学和现实生活在召

唤它的到来。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与其说，是我一直在求变，莫若说，

是我拥有变化的能量与激情，它燃烧着、催促着我，一定要把

我所见证的、感知的、苦苦求索的生活记录下来。我想，这也

是我这个小说的内核所在。

欧逸舟：您说到“激情”这个词，确实，在日常的工作生活

中，我也总是在您身上感受到一种激情澎湃的动力，对文学的

激情，对生活的热情。但《神圣婚姻》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一

个惊喜，也是一种期待的落地。就像是阿根廷球迷看到阿根

廷队在2022年的世界杯决赛中取胜，梅西举起大力神杯一样，

是一个惊喜，但又是一种必然。我记得前不久在《神圣婚姻》

的研讨会上，吴俊教授谈到他对您小说的发现，“速度”。在一

部长篇小说中发现了“速度”，我以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长

篇小说因其体量之故，作家们往往采用一种延宕的策略，而您

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一种被类同于慢跑、马拉松的文体变成了

决赛场上的致胜进球。

徐 坤：其实我认为，任何文体，诗歌、散文、小说，中篇小

说、短篇小说、微小说、长篇小说，都可以选择它的叙事策略，

可以选择延宕，就可以选择速度与激情。这二者也并不冲突，

甚至可以并存。比如我写《狗日的足球》时，文本、语言无疑是

充满了激情的，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自己用半个月的工资买了

球票，只为了亲眼看到马拉多纳。但在写出这篇小说之前，我

已经爱了马拉多纳十年。又是一个十年（笑）。是的，《神圣婚

姻》也是如此，尽管我是这一两年才动笔，但这个长篇的起心

动念，以及我对生活的观察与记录，其实远不止十年。

十年是一个大的轮廓，小说聚焦的当然还是近处的人物，

因为只有置身在生活现场，贴近人物，才能写出那种真实感，

才能让读者们更直观地感受到生活的本质。对写作者来说，

勾勒轮廓是容易的，我们身处这么美好的时代，簇新、宏阔、伟

大的时代，一切都日新月异，充满活力，但要写出生活的肌理

是非常难的，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过渡、短暂、偶然，一不小心，

还会落入隙缝中，因小失大了。所以我很认真地打磨这个小

说，它不能过于光滑，但也绝不会是晦涩的、碎片化的。

好比说，足球比赛不是22个人的点球训练，也不是花式

颠球与传球表演，进球是最终的奥义。要进球，就需要速度。

《神圣婚姻》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跌跌撞撞，但

理想主义的光芒笼罩着他们，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努力的人，

最终都有比较美满的结局。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场酣畅淋漓

的球赛，无论是世界波还是头球攻门，努力去践行自己的信

念，就是他们用尽了力量，拼尽了速度，就是制胜进球。

欧逸舟：其实看到新书的时候我略有些惊讶，封面的设计

选用的是植物蓝染般的纹理拼接，而不是我想象中的“主编

红”。仔细一想，恰恰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速度与激情的故事，

才更需要作家的冷眼热肠。或许婚姻也是如此，需要有走进

婚姻的激情，也更需要冷静与敬畏之心。但是这又唤起我的

好奇，为什么是“神圣婚姻”？这里，“神圣”是我相对容易理解

的，您书中写到了很多充满理想主义的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哪

怕磕得头破血流，哪怕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神圣是信念与希

望的凝聚。但为什么是落脚在“婚姻”呢？

徐 坤：为什么不能是婚姻呢（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

说，婚姻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一对一关系。由这个最基础、最

简单的关系的延伸与扩散，就能映射出我们社会生活的宏大

图景。个人作为行动主体，是无法被抽离他/她的社会身份与

关系脉络而存在的，要想努力地去把握生活的总体性，就更需

要从最基础的关系中进行挖掘。

比如小说里开篇就写“90后”的程田田失恋，相当于是被

悔婚吧。前男友孙子洋跟她分手的原因，有经济层面的，两家

人对于购房的规划理念不同；也有精神层面的，孙子洋留学归

来在顶级事务所工作，却完全不能适应工作节奏，这不仅仅是

感情与现实的冲突，更是道德伦理与现实利益的短兵相接。

而这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又分别牵连出了程田田的大姨好友顾

薇薇和丈夫萨志山的婚姻，孙子洋的母亲于凤仙被设计假离

婚，假结婚却遇见真爱等等。这些人的婚姻关系发生了变化，

每段关系中的人，有被动改变的，也有主动求变的，既呼应了

时代的变迁，也是社会变革中的一环。

虽然你说“神圣”是更容易被理解的，但我还是想认真

谈一谈这个主题。我在小说中写到了“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

研究所”，一个研究所要如何改制转企、自负盈亏呢？我相

信很多人读到这里都会有深刻的共鸣。但是，事情难为，就

不去为了吗？我不是这么想的，小说中的带头大哥孔令健也

不是这么想的。在一个崭新的数字化世界里，我们不仅要改

变，要生存，还要去践行自己的使命，在万物微缈的宇宙中

继续探寻与追问。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坚定不懈地去做一

些可能不被当下的人所理解、但又有着深沉的价值与意义的

事情。

欧逸舟：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此。

徐 坤：知识分子也不等于搞文学。我之所以把这个研

究所设计命名为“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就是想致敬

更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关心的不仅仅是自身所学

的知识，知识分子关心宇宙，关心人之所以为人，追求的是一

种智慧的启迪。

欧逸舟：“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孔令健就是

一位充满理想与热血的典范。大家都对孔所长的原型人物感

到好奇。

徐 坤：孔所长的原型是我非常尊敬也非常信赖的前辈

大哥，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身上，集中了我对文

学同道们的感佩与致敬，这里我说的文学同道们，有大哥，有

小妹，有男同志，有女同志，欢迎大家自行认领。你刚才说的

“孤勇”“逆行”，其实恰恰是因为时代在变，在新的形势中，我

们更需要呼唤拥有理想主义的同道互相抱团取暖，团结进步。

欧逸舟：您还提到了王蒙老师的《青春万岁》。

徐 坤：是的，我希望《青春万岁》带给我们的感动与震

撼，那种激情燃烧的灿烂情怀能作为我的文学底色。《青春万

岁》照耀了我，我希望它继续照耀我的读者们。就像那首歌里

唱的那样，“我们的心满怀希望之歌”。

欧逸舟：每次读到这里我也是深感振奋。现在我可能要

插播一句题外话。自从您来到杂志社后，我们的工作流程中

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我们在作者简介的标注中实现了男女

平等。这也许是您出于多年的学术训练的习惯，对文字资料

要求比较严谨，但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我知道您是国

内最早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之一，而您的小说中的女性，比如

程田田，比如于凤仙，也都经历了一些愤懑、不甘、无助……的

情绪，但更多的是一种清醒的姿态，面对磨难和挫折，她们也

都切实地践行了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女性主义，是要向社

会要结局。”我从您身上获得的最大的鼓舞就是，女性主义，要

从不把自己视为他者开始。

徐 坤：时代是在进步发展的，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价

值观，但总的是趋向于更为文明包容的方向发展。小说里的

女性的际遇与奋斗，也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我的观点。女性

在社会生活、工作场域中不是弱者，不是受害者，为什么到了

爱情婚姻失败的时候，就成了弱者，成了失败者呢？扮演一个

受害者的角色，沉浸在痛苦之中无法自拔，对我们的生活有任

何益处吗？没有。你看孙子洋，他抛弃了程田田，他就是胜利

者了吗？婚姻是神圣的，但当人们在爱情和婚姻的道路上遭

遇了挫折，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努力振作起来，寻找自己在这

个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方式，自立自强，才能真正做到反败为

赢，也才可能遇见真爱。

欧逸舟：我读小说开篇您写到程田田的大姨毛榛去潘家

园探望老同志时的心情，想起了您在散文集《春天奏鸣曲》中

的序言。那是一篇有特别意义的序言，其中引用了您的一份

政协提案与朝阳区市政市容管委会的回复，请允许我引用它

们的标题《关于朝阳区华威北里小区48号楼垃圾楼整改的提

案》《北京市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205号提案办

理报告》。在我看来，您所做的不仅仅是向社会要说法，也不

仅仅是安身立命、自立自强，而是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以实

际行动去为大众谋福利，同时，又通过文学的方式去记录和表

达，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女性的关怀、文学的力量。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您小说里的地理空间。小说的空

间感非常宏阔，但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北京，以及东北，沈阳、铁

岭。北京毋庸置疑是故事的主场，而东北，在我的阅读感觉

里，它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故事发生地，而是一种很有

灵魂感的存在，一种心灵的连接。借用王蒙老爷子对《神圣婚

姻》的评语，您的小说又有真实，又有敬畏，还有坚定的珍惜，

更有幽默感与趣味感，而这能写出乐来的，是“东北人的强

项”。能请您聊聊，东北与北京，对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吗？

徐 坤：小说里的故事，确实都取材于我身边发生的真人

真事。写小说，归根结底还是要讲故事。这些年，在工作中，

读了那么多同道们写的小说，我也一直在苦苦思索，要如何讲

好故事，要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直到有一天我执起笔，开始写

下这部小说，我渐渐意识到，是故事在召唤讲故事的人。在当

下，要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东北，离不开北京。

为什么是东北呢？东北是我的乡愁，是作为写作者的我

的来处，也是诸多故事的缘起。长子情怀滋养着这方水土，侠

骨柔肠，出手成梦。

为什么是北京呢？北京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我在

北京30多年，亲眼见证了曾经的苍茫与今日的繁华，作为亲

历者和参与者，见证了2008年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

的冬季奥运会。2004年初，当我成为北京作协的驻会作家

时，就与奥运会结下了深深的缘分，从那时起到2008年8月

奥运会召开，我进行了密集的采访和艰苦的写作，交出了一份

50多万字的答卷，那就是我的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我试

图以自己的笔，记录下这风起云涌的时代与它的飞速发展，而

这座城市的发展，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梦想和拼搏是分不

开的。今日的北京，比起当年，又更多出几分国际大都市的气

概。每日在东三环与北五环之间奔走，望着鳞次栉比的高楼

和穿行其间的人们，我想要为这个城市留下些什么，更想要为

这些人带来些什么。因此有了《神圣婚姻》。天地悠悠，过客

匆匆，世事流变而真情不变，理想主义的光芒不减，我们永远

相信“青春万岁”，永远秉持敬畏之心，永远满怀希望之歌。

纵观深圳纪实文学的行进历程和发展脉络，可以发现

作家们善于在“本土”和“世界”之间来回穿梭。他们既立足

深圳，深情凝眸脚下的这片土地，深入挖掘、灵活运用这里

的历史资源和现实素材，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深圳、一个正在

成长中的深圳、一个具有典型样本意义的深圳；又将目光投

向更广阔的世界，对时代的社会性热点问题发出自己的声

音，同时善于探寻人性的秘密，倾听风云激荡在人心深处激

起的波澜，彰显身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作家的勇气与担当。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诞生奇迹的

地方。深圳故事天然具有传奇性、生动性和代表性。深圳

纪实作家身处这片创业热土和这座活力之城，日新月异的

变化、春潮的涌动、周边人的冲动与激情，都在构建一种强

劲的召唤——用笔记录周遭正在发生的一切。

林雨纯等人创作的《深圳飞鸿》，是深圳文学乃至中国

文学史上第一部报告深圳经济特区开发进展的作品集。陈

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再现 1950 年到 1979 年间发

生在深圳河边的“大逃港”事件，作品回到历史现场，记录人

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和心态，寻找创办“特区”改革试验

的现实逻辑和内在逻辑，为深圳的腾飞提供一份切实的背

景参考。1985年，段亚兵、吴启泰合写了《深圳，两万基建工建工

程兵的苦痛与尊严程兵的苦痛与尊严》，》，讲述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深圳特区期讲述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深圳特区期

间艰难的命运转折间艰难的命运转折，，他们有信仰他们有信仰、、有豪情有豪情，，也有苦衷和无奈也有苦衷和无奈，，

““尊严尊严””是这部作品诉求和捍卫的主题是这部作品诉求和捍卫的主题。。段亚兵的段亚兵的《《深圳拓深圳拓

荒人荒人：：基建工程兵创业纪实基建工程兵创业纪实》《》《深圳拓荒纪实深圳拓荒纪实》》等作品继续关等作品继续关

注基建工程兵拓荒深圳注基建工程兵拓荒深圳、、建设深圳的感人故事建设深圳的感人故事，，为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

进程存史进程存史，，为拓荒者和建设者画像为拓荒者和建设者画像。。这些作品从特定的角这些作品从特定的角

度给人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度给人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深圳速度深圳速度””是如何实现的是如何实现的，，

““深圳奇迹深圳奇迹””是如何造就的是如何造就的。。

有写群体艰辛付出的作品有写群体艰辛付出的作品，，也有写个人不懈奋进的作也有写个人不懈奋进的作

品品。。赵军的赵军的《《魂系中华魂系中华———记全塑汽车的发明者唐锦生—记全塑汽车的发明者唐锦生》》以以

简练的笔触描写了全塑汽车发明者和定型生产组织者简练的笔触描写了全塑汽车发明者和定型生产组织者、、深深

圳中华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唐锦生的坎坷之路圳中华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唐锦生的坎坷之路。。作品突出作品突出

了创业者在初创时期面临的艰辛和一往无前的气概了创业者在初创时期面临的艰辛和一往无前的气概。。涂俏涂俏

的纪实文学的纪实文学《《袁庚传袁庚传：：19781978——19841984改革现场改革现场》》重返当年深圳重返当年深圳

蛇口改革现场蛇口改革现场，，重现重现““改革开放马前卒改革开放马前卒””袁庚的生命印记袁庚的生命印记。。

作品细节鲜活作品细节鲜活，，内容翔实内容翔实，，一点一滴地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点一滴地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

千沟万壑填满千沟万壑填满。。

陈秉安陈秉安、、胡戈胡戈、、梁兆松的梁兆松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在报在报

告文学写作中融入经济理论的基础知识告文学写作中融入经济理论的基础知识，，以宏阔视野和思以宏阔视野和思

辨视角梳理了深圳经济特区从提出设想辨视角梳理了深圳经济特区从提出设想、、奠基创业到初步奠基创业到初步

繁荣的整个脉络繁荣的整个脉络。。这是一部全景式俯瞰深圳深刻变迁的作这是一部全景式俯瞰深圳深刻变迁的作

品品，，而林雨纯而林雨纯、、郭洪义的长篇报告文学郭洪义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男儿天地男儿———南岭—南岭

村纪事村纪事》》则是一部从个案观察全局的作品则是一部从个案观察全局的作品，，深刻细致地揭示深刻细致地揭示

往昔穷困地之所以成为往昔穷困地之所以成为““今日第一村今日第一村””的各种深刻的社会和的各种深刻的社会和

内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突出改革开放对于解放生产力突出改革开放对于解放生产力、、激发创造活力激发创造活力

的重大意义的重大意义。。

以深圳为支点观照整个时代以深圳为支点观照整个时代，，表达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表达对社会现实问题的

思考思考，，是深圳纪实作家选择的另一条是深圳纪实作家选择的另一条““赛道赛道””，，而且这条而且这条““赛赛

道道””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宽阔。。

滕叙兖的滕叙兖的《《哈军工传哈军工传》》全景式地再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全景式地再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

学院及其衍生六校所走过艰辛曲折学院及其衍生六校所走过艰辛曲折、、光荣辉煌的道路光荣辉煌的道路，，弘扬弘扬

精忠报国精忠报国、、自强不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刻苦钻研的精神境界刻苦钻研的精神境界，，笔墨笔墨

间充盈着丰沛的精神能量间充盈着丰沛的精神能量。。萧相风的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以词典的形式展示了打工生活的体验以词典的形式展示了打工生活的体验，，一个个词语一个个词语，，凝结着凝结着

作者的体温与情感作者的体温与情感，，凝结着打工生活的五味杂陈凝结着打工生活的五味杂陈，，让进城务让进城务

工者的生活形态和内心世界在字里行间流淌出来工者的生活形态和内心世界在字里行间流淌出来。。南翔的南翔的

《《手上春秋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中国手艺人》》为民间手艺人立传为民间手艺人立传。。作者足迹遍作者足迹遍

及东西南北及东西南北，，采集了五行八作的民间手艺人采集了五行八作的民间手艺人，，包括木匠包括木匠、、药药

师师、、制茶师制茶师、、捞纸工捞纸工、、八宝印泥传人八宝印泥传人、、蜀绣传人蜀绣传人、、锡伯族角弓锡伯族角弓

传人传人、、平乐郭氏正骨传人和当代工匠钢构建造师等平乐郭氏正骨传人和当代工匠钢构建造师等，，作品拥作品拥

有着留住手艺有着留住手艺、、留住人的历史留住人的历史、、留住融入日常生活的传统文留住融入日常生活的传统文

化的雄心化的雄心。。

李兰妮持续深入精神疾病领域李兰妮持续深入精神疾病领域，，探索并体验严峻的生探索并体验严峻的生

命课题命课题。《。《旷野无人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我因思我因思

爱成病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野地灵光野地灵光：：我住精神我住精神

病院的日子病院的日子》》作为作为““旷野三部曲旷野三部曲””，，具有具有““心灵传心灵传””的文学价值的文学价值

和社会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些作品这些作品，，有着知识性的普及有着知识性的普及，，也是生命教也是生命教

育育，，形成社会性的共情和理解形成社会性的共情和理解，，““有时是去治愈有时是去治愈，，常常是去帮常常是去帮

助助，，总是去安慰总是去安慰””，，属于触及灵魂和精神的写作属于触及灵魂和精神的写作，，饱含人文关饱含人文关

怀的温暖和善意怀的温暖和善意。。

杨黎光是深圳纪实文学创作的突出代表杨黎光是深圳纪实文学创作的突出代表。。他的他的《《没有没有

家园的灵魂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生死一线生死一线：：9898抗洪嫩抗洪嫩

江万名囚犯千里大营救江万名囚犯千里大营救》》和和《《瘟疫瘟疫，，人类的影子人类的影子：：““非典非典””溯溯

源源》》分别荣获前三届分别荣获前三届““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其中其中，《，《没有家园的灵没有家园的灵

魂魂》》讲述深圳市原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利用手中的权讲述深圳市原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利用手中的权

力力，，在半年多时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的特大案件在半年多时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的特大案件。。作品将作品将

笔触深入到案犯的心灵深处笔触深入到案犯的心灵深处，，深刻地剖析一个依靠个人奋深刻地剖析一个依靠个人奋

斗逐步走向成功斗逐步走向成功，，又在欲望的驱使下堕入深渊的灵魂轨又在欲望的驱使下堕入深渊的灵魂轨

迹迹。《。《瘟疫瘟疫，，人类的影子人类的影子》》记录了记录了““非典非典””的发生的发生、、发展和被扼发展和被扼

制的全过程制的全过程，，廓清一些社会误传和谣言廓清一些社会误传和谣言，，还原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的真实，，

用沉重而又朴实的语言剖析了用沉重而又朴实的语言剖析了““非典非典””、、瘟疫与文明的进程瘟疫与文明的进程

和人类的命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人类的命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他的《《脚印脚印：：人民英雄人民英雄

麦贤得麦贤得》》深情讲述深情讲述““人民英雄人民英雄””勋章获得者麦贤得的生命故勋章获得者麦贤得的生命故

事事，，描摹了英雄背后的英雄家庭的付出与守护描摹了英雄背后的英雄家庭的付出与守护，，尤其是老伴尤其是老伴

李玉枝用大爱铸造了麦贤得的生命奇迹李玉枝用大爱铸造了麦贤得的生命奇迹。。

《《中山路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横琴横琴：：对一个对一个

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大国商帮大国商帮：：承载近承载近

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是杨黎光用心创作的“长篇思

辨体报告文学三部曲”。《中山路》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与神

州大地上180多条中山路联结起来，将回顾历史的目光聚焦

在一条道路上，中山路既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道路，又是一条

象征性的精神之路，“既是一条新兴之路，又是一条革故鼎

新的改造之路、发展之路”。《横琴》展现出“横琴经验”正成

为中国“特区经验”的新风景，作品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区

经验”正通过区域引领，驶入快车道，推动社会深刻变革。

《大国商帮》以粤商为蓝本，以国际国内商业发展史为背景，

以商人、商业和国家命运为思辨维度，追寻中国社会现代化

转型的轨迹。

“站在深圳，眺望远方”是一个颇有韵味的意象，凸显了

作家的底气、视野和胸襟，也扩张了文学的意义空间。有立

足的地方，也就有了“家”，有了写作的倚靠。有朝着远方进

发的意念，文学也就有了飞翔的气度和收纳万物、进退自如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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