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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日常生存普通人的日常生存
《人间漂流》是一部私人性质的

新写实文本，它以贴近普通人的日
常生存状态为叙事核心，倾力回忆、
展示日常生活情境。当我们的视野
从宏大的书写欲望转向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我们发现了其中的丰富性
和情感度。在飞速前行的现代文明
里，如何留住一些记忆？每个普通
人的故事，都是社会面貌的切片，都
有可能成为一部充满象征和隐喻意
义的社会生活史。 林颐

挖掘名家的故事挖掘名家的故事
陈子善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

史料研究方面成绩卓越，《识小录》
可视作他长年研究的一个缩影。
本书合计 70 余篇，所谈为旧时版
本、手稿、书信等，皆围绕文学而进
行。《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
《戴望舒的小说》《巴金著作盗版
本》《陈梦家的投壶题跋》等，将一
些隐匿在尘埃里的名家故事挖掘
了出来。一系列的文人文事反映
出旧时名家之所以有名，并非靠
包装炒作，而是在为人为艺上确
有过人之处。 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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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的前世今生自行车的前世今生
中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自行车曾一度主宰了我国的街头
巷尾，街上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
令人叹为观止，也成为许多外国人
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行车的
诞生》从物质文化角度探究自行车
的前世今生，是一部集趣味性与传
奇性于一体的精彩著作。 戴骏华

新书快递

《细味人间》:发现生活之美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

间清流的小溪……”这首由齐豫演
唱的《橄榄树》曾经让我在青年时
代着迷。齐豫既柔美又具有内在
力度的歌喉把旋律和歌词的内涵
表现得恰如其分。有鸟雀、溪流的
地方是森林，加上远方辽阔的草原
和象征着顽强生命力的橄榄树，闭
上眼睛细细聆听，一股飘逸灵动、
淳朴自然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让
人不禁产生一种对流浪生活的怀
念和向往。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在
没有实现财富自由之前，妄谈诗和
远方都不过是一种奢望，毕竟我们
最要紧的还是在城市森林中活下
来，且要活出一番人样。

台湾散文名家徐国能谈到，多
年来他一直住在台北，“在其中开
学、考试、讲演、结业，默默地享有
一条街道的繁华，也淡淡地感受一
方公园的寂寞；苦的雨水、甜的声
音，我与台北像契合的大小齿轮，
终日旋转而成为时间，从原点到原
点而写完了生命。”徐国能认为，住
在台北已经成了个人的宿命，自己
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的脉动。但
是台北盆地潮湿、庸俗且略带沧
桑，那些从五湖四海来此寻梦的异
乡人，他们又能否习惯台北“温柔
的晨昏和迟疑的寒暑”呢？徐国能
希望这些来台北寻梦的异乡人，能
够迅速地在台北站稳足跟，乃至于

进取与征服。
写作者是社会的良心，就是划

火柴的人。徐国能继承丰子恺、汪
曾祺、木心等经典作家的衣钵，将文
字经营得又现代又古雅，其散文清
新隽永，富有哲思，善于用微小的视
角参透人间的广阔，处处彰显着对
生活的珍惜与感恩。徐国能最新出
版的《细味人间》（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22年11月）包括“一片祷告
一片恩宠”“花间一壶酒”等三辑，收
录了《饮食小记》《摩天楼》等五十四
篇文章，书中既有对人生过往的感
伤与怀念，也讲述了流行文化与大
众日常生活，兼谈对书籍和电影的
评论，堪称一本清新治愈的散文集，
一场发现生活之美的温情旅途。

世事嘈杂，纷纷扰扰，让人往往
如坠深渊。作者善于用文字慰藉
世事浮沉中疲惫的人。“和平东路
上的橄榄树只有短短一列，不知是
谁在何年所种下的，据说每年也有
累累的结实”，当作者看到台北街
头的橄榄树时，就一下子想起自己
在台北打拼的过往，想起齐豫演唱
的《橄榄树》，感叹异乡人在台北流
浪的艰辛。作者希望梦中的橄榄
树，“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了异乡人，
请为我在叶隙筛下晴空，引领我躺
在清溪旁，并给我一片雨季过后就
是旱季的草原……”在徐国能这些
充盈着烟火气息的文字里，读者和
作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之
间很容易引起共鸣，绝没有高高在
上、盛气凌人的压抑感。

此外，作者善于捕捉日常瞬间，
在日常小物、小事中发现诗意和乐
趣，并擅长以文字呈现心境。《饮食
小记》《咖啡匙舀走的生命》《给我
一块糕》《买菜》这几篇写的都是我
们每个普通人最多接触的东西，通
过买菜、下厨房、品咖啡，寻找日常
生活的乐趣，探知爱与真谛。人间
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这些文章
中无疑是最好的诠释。作者告诉
我们，生活固然荒诞，但只要我们
善于用眼睛和心灵发现生活之美，
就能享受生活的惬意与安详。

彭忠富

射阳河风扑面来
——序许如亮文学作品集《花儿满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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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许如亮文学作品集《花儿满
枝红》，一股射阳河的清风扑面而来。
这里的人和事是那么熟悉和亲切，细
摩慢品，都是生活在射阳河两岸的乡
里乡亲和发生在身边的趣闻轶事。

我与如亮相识交往已有近三十
年。1994年射阳报复刊，我任报社
编辑，如亮是乡镇报道员，工作的关
系使我们有了密切的交往。如亮写
稿勤奋，且新闻敏感特强，常有“令
人眼前一亮”的稿件见诸国家、省级
报端，当然首发都在《射阳报》。如
亮亦很有文学天赋，对小说、散文创
作情有独钟，作品不辍，精品迭出，
题材大多是发生在射阳河两岸的人
和事，乡土气息浓郁。

我十分了解许如亮的乡土情
结，他土生土长在射阳河畔，是从农
家孩子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他的
生活经历和创作精神，表现在他的
作品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

对深厚乡土的眷恋

贫穷的家庭出身和艰苦的生活
磨难，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个负
担，但对许如亮来说，却是一笔宝贵
财富，尤其在现代意识和艺术精神
的烛照下，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
本源泉。许如亮十分看重这份得天
独厚的财富，并将其作为创作的中
心和底色，作为对大地、对家庭、对
射阳河，对自然、对苦难、对奋斗路，
亦即对本土文化与情感的记忆、审
视、回味、探察、感悟以及评判。他
的文学作品就是根植在射阳河、黄
海滩这片土地上。散文《父亲的小
船》《梦中老屋》《又闻麦子飘香》等，

读到这些作品，眼前浮现的就是射
阳河两岸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民风民
俗画卷。这是许如亮对抚育、成长
的这片土地的深情眷恋和吟唱。

对当代生活的热爱

写文章，就是写自己的所闻所
见，所感所思。通过写文章，可以让
人发现美，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发现
生活的美，发现事物的美。发现了
美，发现了生活的美，就让人更热爱
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作者首先
要自己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我
们的国家和人民。改革开放前沿的
射阳，不能不说是一个当代生活中
的富有影响力的活跃因素，对生活
在这里嗅觉敏锐的作家，更有着特
殊的记忆和感悟。紧跟时代步伐，
切准社会脉搏，是许如亮作品的耀
眼之处。小说《风打桃花笑》，将遭受
龙卷风袭击后干群们奋起抗灾的激
情画面，以文学的形式再现在读者面
前，让人怦然心动；小说《花儿满枝
红》，将一个纯朴善良、自强不息的农
村妇女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可亲可
敬；《今生陪你一起走》、《秋风醉
美 似水流年》，将纯真美好、风雨同
舟的爱情演绎得感人肺腑，淋漓尽
致；而《重上井冈山》则刻录下了永
远鸣响在人们心中的红色情愫和英
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旋律。他对生
活的真情实感和衷心热爱，在作品
中进行了畅快淋漓的表达。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文学作品一般来讲是对现实生
活的某种写照，可以直接通过文学

来反映现实生活的种种，也可以间
接地通过文学的表述来侧面暗示现
实生活的某些不合情理或者某些有
悖常理的事情等等。但是通常来
讲，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现实或者
某一事件时，必定跟个人感性相关
的，通过个人感性的认知，从而通过
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这一社会现
实的认可，或者是不满、抨击等。而
这些在于作家的担当意识和民生情
怀。许如亮正是通过对身边的人和
事的深刻观察和深度理解，才写出
了“五令”小说那样的精品力作。“五
令”小说是对现实社会的把握，对真
善美的颂扬，对假丑恶的鞭挞，因而
被多家权威文学刊物刊出和转载。
阅读如亮的“五令”，让人拍案叫绝，
在捧腹的同时也会陷入深深的沉
思。这是存入历史的“档案”，也是
作者的功力所在。

我尤其欣赏如亮创作的小说，那人
物的灵动、语言的幽默、情节的曲折，非
拥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是难以把握的。

射阳河亘古流长，射阳河两岸
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或平淡
无奇，或跌宕起伏，这些故事正是作
家们的创作素材和源泉。希望如亮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出更多更好
的作品，正如本集的书名《花儿满枝
红》。愿如亮的文学之花姹紫嫣红，
璀璨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