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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民·阅读

■ 新书速递

《冬与狮》

本书是兰晓龙新作。《士兵突

击》前传！讲述朝鲜战场上，让七

连几乎全员阵亡的长津湖战役！

伍千里、伍万里、梅生、雷公、谈子

为、余从戎、平河⋯⋯以人物群像，

铭记志愿军战士的伟大牺牲！礼

赞“最可爱的人”！狮子是不属于

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

子。为了我们的和平，他们选择了

牺牲：以身体为炮弹，用肉身护国

门。兰晓龙，生于湖南邵阳。1997
年毕业于戏剧学院，后进入北京军

区战友话剧团成为职业编剧。现

居北京。话剧《爱尔纳·突击》获得

2002 年全军新剧目展演编剧一等

奖。2005年 2月《爱尔纳·突击》获

得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奖。

兰晓龙代表作有：《士兵突击》

《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好家

伙》。

《魏晋美男志》

你一睁眼便发现自己已经在

系统的世界里了，可你还没收到

任务卡。 算了，系统的这种操作

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你本着既

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观察起所处

的环境来。还没等你把环境察看

个大概，却发觉身上臭气熏天。

与竹林七贤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

造梦之旅，当魏晋举办选秀会是

什么样？

古人很潮，网红作者、实力派

作者明戈，《唐风美人志》作者顾

闪闪，古潮明星作者白斩鸡携手

打造魏晋世界，更有古风插画师

莫小沫倾心绘制插图。

在书店里看到杜拉斯的书《外面的世

界》。一个以文字为生命只顾将自己的内

心记录的女子，关心起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将会得到别样风情还是矫柔造作的结果

呢？答案不一，这要看某个人对待文字的

看法了。

豪放的太男人，婉约的太女人，来点生

硬的又太自不量力。干脆三下五除二，来

锅大的杂烩。豪放婉约生硬，让自己能完

好地接受各个流派的文字性质并从其人其

语中得到阅读的放生，不是瞟一眼扔到一

边。

然后像阅读《情人》一样阅读《外面的

世界》。开篇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阿尔

及利亚人在街上游荡着以卖花为生，他没

有卖花的证件，他不属于这里。两个警察，

其中的一个追上前一把将他的花推倒在

地，花散落一地。一旁的妇人幸灾乐祸。

如果每次都这么干，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

把这些渣滓给清除了。没有其他人像她这

样。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的眼睛里充满惶

恐。

故事并未这样完结。一个太太走过来

拾起散落一地的花，掏出钱，默默地把钱给

了那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接着一个又

一个太太照样这样做着，一共有十五个。

杜拉斯这样写道，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两

位先生狂怒了。可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这些花就是卖的，他们总不能抑制人们买

花的欲望。一切不过十分钟不到，地上再

也没有一朵花。不过无论如何，这两位先

生最后总算得了空，把年轻的阿尔及利亚

人带到警察署去了。

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我们不得而

知的是，那些太太把买下来的花如何呢？

故事没有说明，我们可大致猜想一下。插

在自家的花瓶里，送给先生友人，赠予父母

孩子。或者，又或者，在行走的某一个街角

处看到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沿街乞讨的

老人。你不由得心生一份怜悯，你蹲下身，

看着他的眼睛，伸手抚摸着他软弱无力的

手，递上手里的花，不无婉转地说，给你。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

■ 阅读沙龙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
寤寐初凡（庆元）

一个以文
字为生命只顾
将自己的内心
记录的女子，关
心起外面的世
界的时候，将会
得到别样风情
还是矫柔造作
的结果呢？

和练云伟是多年老朋友了，老到可以

称兄道弟的那种。

除了我们彼此的共同爱好文字之外，

他还独爱一样——钓鱼。这也没办法，谁

让他是云和人呢？在丽水这个藏在深山

中的地方，大部分县城周边都是绵延不绝

的群山，唯有云和，拥有一面堪比海面般

宽广深邃的仙宫湖。这种坐山望“海”的

地势，不去玩一玩钓鱼，实在是太可惜，太

暴殄天物了。尤其是平日爱舞文弄墨的

风雅之人，把作文章和垂钓放在一起，气

质上就天然契合。所以，我认识的云和文

友，大都喜欢钓鱼。而练云伟尤甚。为了

方便钓鱼，他甚至置办了一条小船，周末

假日往往出湖垂钓，动不动就晒一张悠闲

地泛舟湖上的照片，让我们羡慕嫉妒得要

死。

他对钓鱼如此痴迷，简直让人以为要

玩物丧志，以至于将文字都荒废了！有一

段时间，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并曾经为此

暗暗窃喜，以为找到了一个作品产量和我

一样稳定（稳定地稀少）的同道。事实证

明我想错了，这家伙不声不响地，不知什

么时候突然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集《纸上还

乡》。

打开书本，我发现很多文章写的是我

们共同走过的旅程——可是，为什么到现

在我文件夹中的文章还寥寥无几，在他这

里就变成了一篇篇沉甸甸地印在纸上的

文字呢？要怪只能怪自己太偷懒，对采风

的文章采取能赖则赖，不能赖就拖的政

策。可见，时间总是厚待勤劳者，惩罚对

它吝啬的人。

可以看出，练云伟对待文章有一种庄

重的态度，他从旅途和风景开始，但又不

仅停留在对旅途和风景的描绘上，而是试

图探寻出背后更多的东西。在龙泉宝溪，

他看到了披云山下千年不灭的青瓷窑火；

在遂昌举淤口村，他从版画大师杨可扬的

作品中读到了“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一

丝不苟、黑白分明”；走过景宁的山间村

落，他从古道尽头探访杨氏后人的足迹、

从峰峦之中追寻民间女神的仙踪⋯⋯即

便是松阳箬寮这个以猴头杜鹃出名的景

区，他看到的不是五月里在深山盛放的花

朵，而是山脚下小村里周敦颐后人，古法

造纸以及代代传承的文脉——这些遍及

丽水各县的文字，串联叠加在一起，让看

起来轻松愉悦的采风之旅，有了别样的意

义。

更多的时候，练云伟将关注的目光放

置到了家乡云和。他看到了瓯江船帮的千

年兴衰历史；看到了大明矿脉背后的世事

诡谲及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看到了战火纷

飞时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悲壮的抗战历

史。他的文字沉而不浮，不疾不徐，娓娓道

来。他笔端下的云和，不是我们所熟知的

玩具、小县大城、山里看海，不是云淡风轻、

岁月静好、鲜花摇曳。而是试图在日常表

象之下，挖掘出深藏时间之中的另一面，带

领我们沉入、思考，然后若有所悟。

我不懂钓鱼，无法真切体会他们的乐

趣。但我想，一个垂钓爱好者，一定是胸

怀山水的，他将自己长时间静默于山水自

然之间，体会天地的孤独冷清。那种感

觉，一定和写作者面对广袤无边的文字世

界有类似之处吧！漫漫的旅途，气候、水

温、方位，渔船、钓竿、诱饵，这一切不过前

奏而已。真正的功夫，在于下竿之后的观

察、酝酿、等待。待到鱼儿打破水面的平

静，垂钓者胸有成竹地甩竿而起，已是水

到渠成的事情了。这个过程，与文字在作

者心中长时间酝酿，最终流露笔端、落在

纸上那一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中关

键的一环，无疑蕴藏在一份匠心之中。

在练云伟看来，纸不仅是物质的，更

是精神的、人文的。从这个角度看，《纸上

还乡》中的这个“乡”，也不能简单地从地

理意义角度去理解。虽然书中的文章，所

写的题材均来自家乡，但他更多地想借助

这些文字，来完成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回

望。这些文字深扎于浙西南深厚的土地，

连着繁茂的历史根系，从时间源头绵延而

来，让我们仿佛与作者一起聆听到了来自

大地深处的回响。

乡音如斯，婉婉深情。

■ 读后有感

三分垂钓，七分匠心
——练云伟和他的《纸上还乡》

他他（市直）

这些文字
深扎于浙西南
深厚的土地，
连着繁茂的历
史根系，从时
间源头绵延而
来，让我们仿
佛与作者一起
聆听到了来自
大地深处的回
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