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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大师谈灵感散文大师谈灵感
所谓灵感，是一种突然而生的

觉悟，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看法，需要
对人性的深刻体察、对百态的广泛
接纳，以及对人生的深情投入。这
本书是散文大师王鼎钧先生四十年
来的灵感手记，慢锻闲敲之语，蕴含
丰富的哲思；信手拈来之笔，饱藏生
活的启示。 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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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之美紫砂之美
《做壶》由著名作家、江南文化

学者、紫砂文化研究者徐风先生历
时数年记录、考察与创作的匠心文
本，由顾景舟先生的衣钵弟子葛陶
中先生生动还原其制壶技艺，是著
名作家与制壶大师的四手联弹。
《做壶》全面展现中国紫砂古法制
壶的技法与心法、精神与内涵，彰
显了文学之美与紫砂之美。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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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中的棋事科幻中的棋事
《棋门幻影》是一部联结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科幻小说，描写了小
主人公海丹为了寻找失踪的姐姐，
循着线索参加了“春秋棋事”，这是
一条贯穿小说始终的情感线索；小
说的另一条线索“春秋棋事”，充满
了探险色彩的“揭秘”之路。两条
线索因主人公海丹交融在一处，姐
姐海小荷的处境与“春秋棋事”之
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姐姐的行踪
与境况越发清晰，意味着“春秋棋
事”背后的迷雾逐渐散去。作品结
构精巧，内涵丰厚。 青岛

新书快递

致谢那年高考 激励当代学子
——评徐伏武长篇小说《1978高考之路》

《1978高考之路》
作者：徐伏武
版本：南京出版社

一

2022 年 1 月 20 日，盐城作家
徐伏武创作的、由南京出版社出
版的长篇小说《1978高考之路》问
世。

徐伏武先生是江苏建湖人，
1978 年考入江苏师范学院盐城分
院（今盐城师范学院），毕业后曾
长期担任高三年级文科班班主任
和 语 文 教 学 工 作 ，后 转 任 公 务
员。《1978 高考之路》是一部激励
当代青少年奋发向上、积极进取、
健康成长的励志小说，展现了共
和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
艰辛岁月，是对当代青少年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小说
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尹翰飞在20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童年、少年时期
的生活：尹翰飞从盐西县城随家

“下放”到鹤林公社首东大队，在
这里完成了小学、初中学业，在奉
璋中学读了几天高中后，回到盐
西县城读完高中，在国家恢复高
考后的第二年（1978），他以高中
应届生身份考上了盐海师范学
院，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作者将书中主人公的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生活的追叙与40
多年前的社会，特别是与里下河
地区原始封闭的农村生活画面和
江淮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的变迁，
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校生活联
系在一起，进行细腻的描述。该书
表现了在艰辛的人生道路上，主人
公凭借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不屈
不挠的毅力和乐观向上的奋斗精
神，克服困难、挣脱环境、赢得光
明、实现自我理想的历程。

二

《1978 高考之路》是一部现实
主义的作品。她与《创业史》《人
世间》《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现
实主义写作手法是一脉相承的。
现实主义是指通过典型人物、典
型环境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本
质的一种创作方法。是按照生活
的本来面目精确地进行描写，真
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它正视现实、忠于现实，反映

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了人生。
路遥说，“作家的劳动不仅是为了
取悦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
个深厚的交待”，为了这“一个深
厚的交待”，《1978高考之路》的作
者付出了五年的心血和汗水。

作品细腻流畅地再现历史，
使这段历史成为永恒。《1978高考
之路》描写了 1969 年到 1981 年苏
北里下河地区一个原始封闭的村
庄和苏北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的
变迁，展现了一幅在上个世纪改
革开放前奏曲时的城乡全景式画
卷，描绘了一部当代人的生活史
记。少年尹翰飞的奋斗有波澜、
共和国的转折有激荡，奋斗激荡
使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都变
得风生水起、风起云涌，这就给小
说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和看点。特
别是党率领人民跨过险滩、拨乱
反正，逐步走上改革开放康庄大
道，更是给人民以鼓舞，给人民以
希望。广大读者在这样波澜壮阔
的历史回忆中，找到了自己的影
子，解开了远去的乡愁，从而能够
感悟生活、热情地把握今天、积极
地拥抱明天，倍感如今繁荣富强
的共和国来之不易。

生生不息的耕读精神，震撼
着当今青少年的灵魂。《1978高考
之路》是一部励志的经典教材。
精神是作品的灵魂。读者往往是
被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所感动着、
吸引着，由此喜欢上这些人物。
小说描写了少年尹翰飞自强不
息、同命运进行顽强抗争的过程，
直至最后终于征服苦难，实现自
我理想。尹翰飞随家下放到农
村，喝的是稀粥，吃的是大麦粉做
的乌黑而又难以下咽的膨面饼，
穿的是用日本尿素袋子改拼成的
褂裤，住的是裂有小指宽缝隙的
夯土墙，他没有埋怨。在简陋的
教育环境中，他学习成绩依然在
班级名列前茅。后来，全公社最
好的高中没有录取尹翰飞，他没
有气馁。在高考的前一年暑假
里，尹翰飞还在做着童工，拌沙
灰、卖棒冰、晒药材，甚至在高考
前的一个星期天，还在打着短工，
他没有自暴自弃。艰难的生活，
繁重而又枯燥的劳动，没有泯灭
主人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他
如饥似渴地自学着没有老师教
的文科教材，为了积累语汇，更
好地写好作文，他在树上、吊桶
里、麦棵中阅读长篇小说。就这
样，他顽强拼搏，终于以一名应
届 生 身 份 ，跟“ 文 革 ”期 间 停 考
了 11 届 的 高 、初 中 生 同 场 比
拼，成功考取院校。这些当今青
少年们闻所未闻的奋斗故事，应
该得到他们的真心点赞。特别
是在今天的南来北往的打工者
身上，在创业者身上，在莘莘学
子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
上，都应该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和
震撼，广大读者似乎从中能看到
自己的影子。人生就是永无休
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
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
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身心也
才会永远保持年轻。

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魅力，
使小说历久弥新。《1978 高考之
路》历经数年创作完成，题材容量
丰，时空跨度大，刻画人物多。既
抒写了上个世纪70年代苏北里下
河地区社会发展的光辉历程，也
反映了这一进程的艰难和复杂。
小说分上中下三篇，主要围绕主
人公的小学、中学、大学这三个阶
段的学习和劳动进行创作，表现
出作者驾驭庞杂题材的匠心独具
和功力。小说没有扣人心弦的悬
念设计，没有一波三折的情节安
排，没有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作
者通过自己的生活积累和人生阅
历，平实而真切地描写了普通百
姓的“人世间”，从百姓生活中去
体现社会时代的巨大变化。

魅力之一：小说是作者用温暖
的现实主义方法来讴歌时代、讴歌
平凡人生的文学力作，具有一定的
人性高度。作者把苦难转化为一
种前行的精神动力。在展示普通
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极
力抒写了他克服困难的美好心灵
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小翰飞
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小小少年，
但他依靠自己顽强的毅力与命运
抗争，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这正
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自觉继
承。这部“痛并快乐着的”小说对
如今的底层奋斗者及青少年学生
而言，无疑具有“灯塔效应”。

魅力之二：形象的典型性。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
提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
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
地 再 现 典 型 环 境 中 的 典 型 人
物”。因此，一般的典型人物都是
孕育在典型环境当中。就像《人
世间》中的那个稳重踏实、憨厚纯
朴、兢兢业业的周秉坤是近 50 年
来中国基层社会的典型代表；像
《平凡的世界》中的那个生在农
村、学习相当艰苦，然而始终不放
弃追求美好生活的孙少平是中国
改革年代的杰出青年一样，尹翰
飞就是代表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
中国伟大的历史变革孕育期这一
典型环境中，成千上万的农村青
少年为了改变个人命运挣脱恶劣
的生存环境和封闭落后的社会环
境而不断奋斗的真实缩影。

魅力之三：作者在写作中追
求了细节的真实，对生活进行了
精细的描写。小说具有强烈的生
活气息和高度的逼真感受。无论
是对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农事、农
活、农具的介绍和刻画，还是对苏
北平原上一个小县城的街容街貌
的素描，乃至对运河镇所在的小
岛风光的细腻描绘、拨乱反正时
期的大学生活的细心勾勒，都有
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读者
仿佛可以穿越时空，又回到了那
个 年 代 、那 种 生 活 的 场 景 中 去
了。平实的美、舒缓的节奏，让读
者像吃着儿时难得的家乡美味一
样，回味无穷。

完全有理由相信：这部带着
泥土清香的鸿篇力作，将会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夏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