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读书笔记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经理、《青年文学》杂志
社社长李师东：

《花鼓》通过对江汉平原上一个乡村的生活

细节及物质文化的描写，运用口语方言，为读者

展示一幅水乡特色的生活画卷，以此地民间流行

的花鼓戏为经纬，贯穿始终，建立起一座特色鲜

明的文学地标。小说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以

史家笔法、精致而谨慎地再现了乡村百姓生活的

方方面面，堪称一部荆楚大地百姓的生活史。小

说成功塑造了形形色色、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

生动表现出荆楚人民那种“不屈从、不放弃、不小

气”的性格特征，为中国小说人物长廊增添了一

组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

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李晓东：
蒋彩虹的长篇小说《花鼓》能在湖北省众多

作品中脱颖而出，足见其水平。小说以江汉平原

上一座村庄 90 年发展的历史脉络贯穿主人公的

一生，人生和历史纠缠在一起，人生即历史，历史

即人生，生动再现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百年变迁

和主人公在历史的跌宕中荣辱浮沉、悲欢离合，

使整部作品拥有了史诗般的恢宏气度。小说的

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塑造了一个融多种性格于一

身的、随小说情节发展不断发展的有血有肉、情

感丰富的主人公形象。江汉平原方言的运用，让

小说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别具一格。

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坤斗：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故乡，如高密

对于莫言、商洛对于贾平凹、阿坝州对于阿来、

湘西对于沈从文、保康油菜坡对于晓苏等。蒋

彩虹出生、生活、工作在江汉平原，对这块 4 万

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文化、习俗、方言、风物等

都十分熟悉，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所具有的

家国情怀、重情尚义、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有着

深刻的体悟，因此《花鼓》的叙述具有浓郁的荆

楚地域特色，小说展现了江汉平原近百年的历

史变迁，铺陈了以花鼓戏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

江汉平原传统文化、民俗风情。读过这部作品

后，我们看得见江汉平原的乡景，听得见江汉平

原的乡音。

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樊星：

长篇小说《花鼓》是一部充满江汉平原文化

气息的厚重之作。《花鼓》一书讲述了两个家族百

年兴衰的恩恩怨怨的沧桑往事，在一个女人的坎

坷人生经历中，着力渲染乡间平民百姓对花鼓戏

的热爱与传承，写出了花鼓与人生的不解之缘，

写出了江汉平原的人们在坎坎坷坷的人生道路

上靠花鼓解忧，也记录人生五味、命运感悟的乡

土文化。作家对花鼓戏的门道了如指掌，因此，

这本书也成为记录花鼓戏往事、具有浓郁地域文

化色彩的乡土小说。

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联
文学艺术院院长蔡家园：

小说《花鼓》生动记录了江汉平原的年俗、节

庆、冲喜等民间风俗，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民俗画

卷；通过描写清河湾乔戴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

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小说表现了中国

人勇于直面苦难、不屈不挠、坚韧乐观、向善向美

的品格，奏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生生不息的生命

长歌。作为一部典型的乡土小说，《花鼓》作者抓

住平原水乡的特点，建构出一个人物活动和事件

发展的特有时空，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小说笼

罩着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让读者身临其境。这

部小说堪称中国乡村百年发展的缩影，家族的巨

变人世浮沉令人唏嘘，浓郁的悲情色彩，增添了

小说感人的力量。

湖北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鄢青：
在几十年的业余写作生涯中，蒋彩虹始终坚

持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文艺创作“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的思想，深入水利基层、深入群众、深

入生活。她的作品总能以生动的笔触、鲜活的文

字，把工作生活中的灵感和领悟描绘得淋漓尽

致，给人一种希冀，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从她的系列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内容上纵横广

博，艺术上丰富多姿，长篇小说《花鼓》的创作成

功，不仅为她的文学创作之路开辟了新的领域，

更能说明她在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等

方面又有了新的飞跃。十年磨一剑，一朝铸辉

煌。《花鼓》创作中的精耕细作，折射出了她孜孜

以求、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
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彬：

长 篇 小 说《花 鼓》通 过 林 静 芝 和 花 鼓 的 纠

葛，描写江汉平原女性在一个世纪中的生活变

迁和精神追求。细节描写的情致韵味带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耐人寻味。特别是荆州花鼓戏围

绕主人公命运的全程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折

射出全景式乡村生活，呈现出一幅荆楚乡村的

史诗画卷。该作品采用明暗两条线索，小说主

线是人物性格发展和命运变化，暗线是花鼓戏

在时代背景、人物命运中的紧密联系和丰厚展

示，既拓宽了作品的文化厚度，又突破了一般小

说人物传记式的单一结构，在人物命运中承载

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花鼓》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曲折新

颖、主题深刻丰厚，细节描写耐人寻味、语言文字

朴实灵动，尤其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戏的演

变和人物命运紧密联系，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大

力弘扬荆楚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作家、著名编剧李斌：
长篇小说《花鼓》是一部难得的好小说，独

特的视觉，优美的语言，苦难的超越，将读者带

入到了那个特定的年代。《花鼓》不是在写某个

地方的花鼓，而是在写人，人的命运，人的爱情，

人的悲欢离合，尽情地展现花鼓之乡那么一群

人的思想脉搏。厚重深沉中读来令人震撼，令

人唏嘘，令人抚卷沉思。历史并没有远去，《花

鼓》中那些鲜活的人物，以他们的人生演绎着苦

难与超越。

叙事时皆存本真，读如见悉所历。《花鼓》情

节起伏跌宕，但小说并没有刻意地追求环环相

扣，追求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在提炼中丰富人

物的个性化，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这样一部优秀小说，通过影视的手段进行广

泛传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将积极为

《花鼓》的影视化作出努力。

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评论家王朝军：
文学贵在发现、创造、探索，如果只是拘囿于

前人的观念、定见，或者只是重复前人的经验，那

是不成功的。蒋彩虹的小说《花鼓》通过对两大

家族百年沧桑巨变的描述，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多

舛，写出整个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进而延伸至

家国情怀，小中见大，从文本写作上是一种新的

发现和创造，是与众不同的个性存在，从这一点

上看，《花鼓》是成功的。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原院长、长江大学文学院
荣休教授沈光明：

在长篇小说《花鼓》出版之前，还没有一部文

学作品有意识且全景式地来描写和表现广袤富

饶的江汉平原，来展示这最具楚文化特色和水乡

风情的地域文学作品。仅此一项，《花鼓》就可以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何况，作

品所展示出来的是壮阔的历史画卷，浓郁的地域

特色，鲜活的人物形象，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是一

种值得称道的叙事策略、审美价值取向和极为成

功的人物形象刻画。

《花鼓》史诗般的历史跨度和高超的叙事手

段令人赞叹，这部作品最耀眼、最令人拍案叫绝

的是浓郁的地域文化描写与展示，它是有意识

的，又是全景式的，既是小说的魂，更是作品价

值之所在。从表现内容和审美价值来看，《花

鼓》是一部深刻而又真实地展示了江汉平原所

蕴含的水乡风味与楚文化韵味的扛鼎力作，丝

毫不逊色于当代系列文学名著！

荆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齐家银：
《花鼓》以广袤的江汉平原为背景，以我们平

原上妇孺皆知的花鼓戏为主线，全方位多层次多

角度地描述了平原上的人们真实生存状态。反

映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翔实的史料，丰富的

人文历史，贯穿全书的花鼓戏知识，耳熟能详的

乡风民俗，优美的田园牧歌，为我们勾勒出一个

大平原的背影，一片土地的热切，一座城池崛起

苏醒的轮廓，一群勤劳朴实的乡民，一个有血有

肉的烟火人间。打开书本，一种沧桑厚重的历史

风尘和责任使命扑面而来。

通过花鼓看荆州，彩虹笔下的江汉平原，如

一幅幅水墨画。既描述了历史的沧桑，又刻上了

时代的印记。小说真实地还原了平原上的人们

过去现在的生活，记载了大荆州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日新月异的发展。掩卷细思，让我们回味历

史，展望未来，倍加珍惜今天。

（记者 曹歌 根据录音整理）

文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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菡萏是位虔敬的表达者，经年累月的
阅读和书写，文字成了她最信赖的伙伴，也
成了她沟通外界最可靠最畅快的方式，她
的所思所想，无论是波涛汹涌还是灵光乍
现，都能即刻化为一段准确生动的文字，不
端不捏，朴实优美，充满了气息与张力；不
死不结，精巧简洁，充满了空灵和智慧。这
些文字在她读书的思考、出游的观感、人物
的感念之中，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抑或是
对微信的回复与点评，对一帧照片说明和
记叙，她都会呈现大段的文字，驾轻就熟，
一气呵成，文字的功力可见一斑。

近年来，她在写作间隙师从庚口先生
习书画，临摹工笔仕女图，无论是轻摇罗
扇，临窗梳妆，还是放马骑射，那种闭月羞
花文静雅致的意境，与习画者的心境和修
为极为契合，像清清浅浅里淌出的一股细
流，优雅高贵。人如此，文亦然。

菡萏的修炼是全方位的，并不是指琴
棋书画或为人与才艺，单在文学创作上，
她就有多方面的表现。除了散文，小说诗
歌也有不俗的成绩。对于她的写作，我看
得多的是她的散文，和她交流深的是她的
小说。因为她长于散文，所以在尝试小说
写作时，总会谦虚主动地发给我这个“写
小说”朋友，于是我们就有了较深的交
流。按照大散文的概念，除了按照格律和
音韵写作的文体外，其他都应在散文范围
之内。那么小说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只
不过散文是围绕内核呈辐射的散状，小说
是围绕线索呈逐步递进的线状。她的小
说在找到一条“力线”之后，运用散文的手
法，往往显得十分成功，而她写人物的散
文，伴随有时间和故事递进关系（也就是
情节）时，往往是篇不错的小说。比如《空
翅》中收录的《丝线街的好好姑娘》原来是
以散文来写的，《荆江》发稿时，散文稿太
多，我即刻把它作为小说发了出来，后来
发《朔方》时也是作为小说。

现在从我所理解的散文角度，来谈谈
她的散文特点。

语言风致，也可以说是风韵。也就是
风格，风度和韵味。她的散文文词考究，
惜字如金，上下不重复字眼，能省的主语
尽量省去；注重字词节奏，行文铺排，句式
搭配，加上字词的准确，机巧，给人一种音
韵之美，读起来往往产生“人人心中有，他
人笔下无”的感觉。她的语言既耽于文字
的精巧又无辞藻的炫弄，简短之中渐显情
境，意绪弥漫。比如《绘事》中的开头：天
很阴，约了先生去笔庄取画，再把新临的
画裱成片，这是我的功课，每月都得往返
几道。几个短句即把复杂的事情交代清
楚了。她从不追求语言快感，写出媚而无
骨，拖沓罗唣的文字，《绘事》中还有后面
写先生复杂心境时，“唯独不绘红楼，说高
手如云，难以刷新，民间又成定式，袭蹈前
人，终是不堪。”这样的句式朴实而具古
风，雅致而赋韵味，于干净明快，不动声色
里达到了雅俗共赏效果。

语言具有张力。说到散文似乎更应
多些割不断理还乱的柔绵才好，实则不
然，散文要想立得起、戳得住，除了意境深
邃，形散神聚外，空灵不泛，言之有物也很
重要，具体而言，就是把握好语言表达的

“意象”与客观“物象”之间的距离和联
系。好散文的“言”与“物”往往不会存在
于同一个层面上，“物”隐藏在“言”的后
面，是需要体会领悟才能发现的。既有两
者之间的距离，又可顺利地联系彼此，这
样的语言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语言，
在潜在的暗示、引导里产生顿悟和激动，
这就是我所说的张力。

菡萏的许多文本表面上风平浪静，内
在却波涛汹涌。字面冲淡平和，充满闲适
之意，却能在不知不觉间，把你引领到另
外一种情绪之中，进入到一个广阔深邃的
情感空间。如《婆婆纳》《庚口先生》《苏州
女》等篇什，在看似平常的文字里，都隐匿
着深邃的精神秘密和思想火花。

题材广泛，手法纯熟。正如她在序中
所说，有远处的声音，身边的事物，心灵的

碰撞，外物的共鸣与延伸。有真人真事，
也有虚构加工，不论是写人、事、物、景，她
喜欢从一粒沙中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
情，她似乎不喜欢那种纵深宏阔、峰回路
转、曲径通幽的题材和写法，即使平常不
过的一个场面、一个片断、一个镜头，都能
激起她思想的火花，感情的波澜。她把个
人生活感受、生命体验和人生经验上升为
社会经验，对人生、人性、人的灵魂以及人
间苦难既有关爱、悲悯情怀，又有积极的
考量及灵魂拷问。通过镜像化、细节化的
手法，他把细微平常的事物表现得极富魅
力，加以既不堵塞也不稀薄、简而不柴、肥
而不腻的流畅感，以及层次清楚、衔接自
然、布局合理、起承转合的圆润完整，都构
成了较强的表现力、感染力，从而使题旨
和蕴意得以生发和开掘，饱含了思想含量
和情感浓度。她在《岁月长赊》《抽身离去
的光阴》《雪落之地》等篇章中都有如此这
般的极佳表现。

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引人入胜的故
事，也不像戏剧那样有扣人心弦的冲突，
它的艺术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语言
的表现和情感的传达，决不可拉长面孔说
教，故意炫耀文采。菡萏的散文在选材上
不拘一格，不落俗套，布局散得开，收得
拢,分合自如，语言上凝练优美，质朴清
新，使无形具体可感,无声音绕于耳,这些
或许正是她的散文给人以艺术美感的原
因吧。

《空翅》不空
□ 彭定旺

编者按
春暖古城，大地芳菲。4月 10

日上午，我市知名作家蒋彩虹长篇
小说《花鼓》研讨会在荆州举行。
研讨会上，来自中、省、市的文学名
家就《花鼓》的意蕴内涵、表现手
法、艺术风格及创作历程等方面进
行了认真研讨。大家认为，蒋彩虹
的小说内蕴丰富，涵盖面广，既有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又有纷繁变
幻的时代风云；既有对人生哲理的
思辨，又有对人性之善的讴歌。大
家结合地域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
度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本报撷
取部分专家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文学名家评《花鼓》
十年一剑响荆楚

《树下》是迟子建的长篇处女作，书中
讲述了小女孩七斗在漂泊中被人救赎的
故事。七斗冰封的内心被很多人的善举
融化，她黑暗的生活中燃起了一抹亮光。
这样的亮光，也深深温暖着我。

鄂伦春人的小伙子，像一抹柔情的
光，照亮七斗寂然的日子。七斗母亲去世
后，父亲把她过继到姨妈家。在寄人篱下
的生活中，姨父对她百般侮辱，让她一次
次想要逃离。这时，鄂伦春人马队里，出
现一个骑着白马的年轻小伙子，他与七斗
唠着家常，要给她买肉干，要带她去骑马，
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子。夕阳下的村
边大路上，七斗踮脚望着，满心期待着马
蹄声。小伙子是她的光，让她有挣脱痛苦
生活的勇气，带她进入到光明世界里。

七斗唯一一次感受到的亲情，是姥爷对
她的宠爱。那些时光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
将她冰凉的心又一次照亮。姥爷在去世前，
提出将年轻时采到的沙金分给孩子们。分金
时，七斗要开灯，姥爷不让。分完后，屋里只
剩下墙角站着的七斗，姥爷忽然说道：“七斗，
展开你的纸包。”只见这双大手在纸包上方停
住，将十个指甲里隐藏的沙金悄无声息抖在
纸包上。这份特殊的优待，对不曾有人疼爱
的七斗来说是奢侈的，这宠爱一直温暖着
她，让她在姥爷的灵前一遍遍地回味。姥爷
这份迟来的爱，像是一抹暖洋洋的光，让她
内心温软，坚持在世间走下去。

说七斗笑起来好看的，是她儿时的玩
伴火塘，火塘像她前行路上的灯，照亮她
的路。书中七斗在教室生炉子，姨父突然

闯进，又想凌辱七斗，七斗挣脱跑出去，碰
到了火塘，大声呼救。姨父为了掩盖他的
丑行，在后面岔开话题大骂着，埋怨七斗
没有烧好炉子。火塘机智地沿用姨父的
话题，稳定姨父的情绪，同时告知姨父，他
会帮七斗生好炉子的。没得逞的姨父拿
着他的狗皮帽子，愤愤地转身离去。后来
火塘当了兵，在信中关心地询问着七斗的
近况，直到他去世，始终记挂着七斗。火
塘是七斗黑暗生活中的一盏明灯，总在她
迷茫无助时为她探路，指引她不断前行。

七斗被温暖的光照耀着，这让她心向
暖阳，坚定地前行。漫漫长路上，我们会
遇到很多坎坷艰难，但总有人像光一样温
暖着我们，有了这份暖，我们便不再孤单，
勇敢地走好每一步。

黑暗中的一抹亮光
□ 高 娜

《生如一条河》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
集，汪老在书中追念故人、回忆往事、体悟
人生。他的文字干净朴实、清澈通透，言
语中的悠闲充满了情味。读罢全书，我依
旧沉浸在汪老娓娓道来的文字中，在慢时
光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汪曾祺的慢，是在昆明的雨中，避雨
赏景慢慢小酌。汪曾祺在书中提到，他在
昆明避雨的小酒店被雨中的木香花遮得
严严的，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
骨朵，而被雨打湿的感觉，仿佛是接受了
一场大自然的洗涤，让他感到愉悦。在雨
中，木香花湿雨沉沉，汪老听着雨声，闻着
花香，慢慢地喝着小酒，从早晨一直待到
午后，安逸悠闲。这被木香花过滤的淅沥
雨声，和小酒店慢慢小酌的悠闲温馨，让
人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安逸。

若是觉得汪老只在悠闲的日子里慢
慢悠悠，那就小瞧他了。汪曾祺在昆明
教书的日子里，也留下不少趣事。那段
时期，昆明经常遭受轰炸，警报声一响，
大家就往郊外跑。气氛本是非常紧张，
汪老却打趣说，跑警报是谈恋爱的好机
会。原来联大同学跑警报时，男生常手
提一袋零食，等在新校舍的路边，而女同
学也乐于有人照顾，危险感让两方的关
系愈发亲近了。跑警报，原本在战火纷
飞中是十分紧张危急的，可汪曾祺在跑
警报时，竟然“不在乎”。也只有像他一
样旷达的人才没有一丝畏惧，还充满了
对细节的洞察和绝佳的幽默感，可谓是
慢中有趣。

汪曾祺更善于从闹中取静，慢品生活
滋味。汪曾祺的外祖父家有间房，墙上挂

着一条横幅，写着“无事此静坐”。小时候
的汪曾祺，常常拿一本书，在这间房里一
待就是一整天。在农业科研所劳动时，汪
曾祺在震耳的马锣声中，依然能够心静如
水，读书如常、写作如常。世界是喧闹的，
我们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
中取静。静下来，慢慢地喝一杯香茶，读
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享受慢时光的美好生
活。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让自己远
离喧嚣。“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
养。”在自己的内心修篱种菊，倾心于读书
写作，品味静中的恬淡悠闲，享受这美好
的慢时光。

书中的慢，是安逸悠然、心境旷达、静
中恬淡。如果困了累了，不妨歇下来，泡
一盏淡淡的清茶，读一读汪曾祺的文字，
品味慢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让生命回归单纯
□ 张 苗

《我喜欢生命根底里的宁静》是周国
平围绕自我认知、价值观等方面自我剖析
的哲理散文集。全书围绕“让生命回归单
纯”展开，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书中给出了
塑造准确自我认知的意义，帮助我们重新
思考人生的方向。

对自己的认知清醒一些，可以让我们
在纷扰的生活中摆脱焦躁和拧巴，更加专
注于内心。周国平在书中说：“世间一切
生命中，唯有人有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是
一个‘我’。”他还列举了关于塑造自我价
值观的具体建议，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要什
么以及能够要什么，如果连这都不知道，
那必然永远不可能让自己满意。我也曾
经看到别人早起读书，便跟风早起，却并
未想过这样的行为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最终陷入犹豫和自我否定之中。若能体
察内心后寻得前路方向，定能更专注于梦

想、慢慢走向成功。
看透生活的本质，回归本心，是周国

平对自我认知的另一层思考。书中最核
心的一句话就是：“生命，原本是单纯的。
可是，人却活得越来越复杂了。”他在文中
解释道，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作为生命在
活，而是作为欲望、野心、身份、财富等等
在活，我们把它们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便
不去听也不去看生命本身传递的声音
了。书中古今生活的对比也让我印象深
刻，古代简单落后却不乏诗意，李白当年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可
如今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却也成为
了回归生命本质的阻碍。关注生命和心
灵，回归单纯并守护好它，我想，这便是我
们能找回本心的勇气和力量。

拥有清醒的自我认知，不仅让我们摆
脱焦虑、找回本心，还可以让我们坚定地

做自己。书中有一篇答《青年心理》杂志
问题的文章，在文章最后，面对“如果你有
机会可以做另外一种人，你想做什么样的
人”的问题，周国平讲述了他和一个五岁
男孩谈话的经历。他告诉男孩他会变魔
术，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苍蝇，男孩听了
十分惊奇，也想让自己变成苍蝇，当周国
平对男孩说你再也变不回来了时，男孩便
失去了转变的兴趣。通过这个例子，周国
平表示他愿意变成任何一种人，但前提是
能够变回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不同
的位置和存在的意义，给自己一份坚定，
才能在平凡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

老子曾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
者有力，自胜者强。正确认识自己，找到
属于自己的位置，才能让远离外在喧嚣的
宁静和智慧根植于心，带我们走向正确的
人生方向。

在慢生活中享受美好时光
□ 刘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