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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术新书《不再让你孤单》

让你找到自己的影子

继《没有梦想，何必远方》畅销之后，80
后实力作家易术再发新书。易术携其新作《不
再让你孤单》做客中关村言几又书店。

据介绍，在这本深情故事集里，易术写了
10个关于孤单的故事：有他和三个发小年少
冒险和 20年后重逢的秘密；有他在做《人家
喜剧》主播背后疼痛的、不被人知的悲剧；有
燕公子热烈浪漫却残酷的青春，也有追梦少年
与上帝的角逐故事……红尘恋事的璀璨，四面
楚歌的充盈，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而
每个人都能在此找到自己的影子。

据悉，易术已签约磨铁经纪，与南派三
叔、当年明月、流潋紫、周云蓬等人成同门。
对此，易术坦言自己会与磨铁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而本书里的故事也将搬上大银幕，作为电
影跟观众见面。他同时表示，书里的每个故事
都是完整的，也都有很好的电影元素，但要考
虑哪个故事适合哪个导演，目前项目正在接洽
中。

从涂色书《秘密花园》

看现代人精神的贫瘠

近期，有一本名为《秘密花园》的书大为
热销。网络店如亚马逊、京东、当当据说已经
断货良久，令后想买而不得的人恨得牙痒痒。
当然也有乐得合不拢嘴的，比如经销商，比如
卖彩色铅笔的。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需
要读者来一起完成的，而完成的方式，就是用
彩色铅笔来填充书页上图案。在我看来，此书
的热销从一个侧面揭开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
隐秘一角。注意，我说的是现代人，而不是现
代中国人。因为此书据说是从欧美开始热销
的，可见其中包含着某种超越了国界的普遍性
问题。

但在不同的人看来，人们会很快将《秘密
花园》弃之如敝屣。因为它只是现代人填充空
虚的精神世界的一个选项。这个选项的地位，
如同人们其他的娱乐，如足浴，如精油开背，
如电影，如电玩，如旅游……但在某些方面又
不及后者。比如对肉体痛觉的触摸，对人性暧
昧处可能的涉及，对高峰的追求……

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荒芜一片倒也不至于。
但它果然是一个“秘密花园”，难以名状。

周周读

蒋方舟谈文学写作：

“打怪升级”的过程

从《打开天窗》到《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
桑》，再到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
已写在开头》，蒋方舟不少作品都写到人际关
系与代际关系，并被认为颇具批判精神，也有
人称其言辞过于犀利。她说，这可能跟自己一
开始从写杂文入手有关，“我会考虑一件事情
的好坏，并得出明确的是非观”。

蒋方舟说，“现在内心会有一个文学体系
建立起来，并从中找准自己的目标，拥有了更
多的追求和乐趣，对于名利，真的就不在乎
了。我只是个文学领域的学徒和新手，处在这
么一个交界点上。”

所以，“新手”蒋方舟会对自己的写作做
出规划，比如严格列出创作提纲、寻找合适的
文体等等。她把这种规划比喻为游戏中“打怪
升级”的过程，“最初我写杂文好多年。驾轻
就熟之后，我开始写小说，有了这本《故事的
结局早已写在开头》；接下来，我还准备写长
篇小说”。

提起时下热络的各类文学奖，蒋方舟说，
自己只有一篇散文得过奖，“那也是因为当时
我在一本刊物上连载，作品自动纳入评审体
系。我不会主动送自己的作品参选文学奖之
类。能得奖当然好，但硬要靠一个奖去证明什
么，似乎也没太大必要。”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后土

作者：叶炜

2013年9月出版

青年作家叶炜的长篇小说 《后
土》是最近一个时期在文坛上颇有影
响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次在枣庄市榴
花文艺奖评选中，获文学创作类文艺
类图书一等奖。今年三月下旬，中国
作协鲁迅文学院、《作家》 杂志社
等，曾为《乡土》在北京召开了学术
研讨会。《后土》是枣庄籍作家叶炜
近年来倾心创作的《山乡三部曲》的
第二部 （第一部长篇为 《富矿》）。
这部小说以“麻庄”为背景，写了近
三十年的变迁中，一批敢担当、有作
为的农村干部刘青松、曹东风、李
强、刘东方、刘非平、刘秋明、季楠
等。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用智慧、汗
水，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奋斗
和追求的目标，团结组织广大村民，
与天斗，与地斗，与阻碍社会进步的
思想意识和行为斗，始终不渝，让农
民过上富裕、文明、和谐的生活，成
为农民的贴心干部；他们有信仰、有
理想、心系百姓，为早日实现农民的

“中国梦”而呕心沥血、矢志不遗。
他们是新时期鲁南地区干部、农民形
象的代表，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后土》 是一部弘扬主旋律，
提供正能量的上佳作品。

在文学创作上，《后土》体现的
是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叶炜

从 2003年至 2013年，五易其稿，反
复加工，表现了熟练驾驭文字的能
力。尤其他能敏感地感知社会发展的
趋势和阻抑社会前进的矛盾，对眼下
农村生活的特殊规律及时代精神作出
文学的回应，同时又饱含激情地关注
民生，关注改革，对现实生活中的丑
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所以，作品能
以深刻的理性力量，对现实达到了一
种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由于作者生活根底的扎实，使作
品从若干方面又自然地表现了农村典
型环境和书中人物鲜明的个性，突出
了“麻庄”的“这一个”和人物的

“这一些”。“麻庄”的“土地庙”是
书中许多人物生活环境的象征：从明
末清初的盖成，捻军起义的失败，写
民国时期的重修到日军的侵扰，土地
庙作为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见证，成了
作品故事和作品人物离不开、绕不过
去的“文物”，它又像位“历史老
人”经历着“麻庄”的沧桑巨变。每
当“麻庄”发生变革的重要时刻，作
者把农民关切的焦点转移到土地庙
上，因为农民们认为“土地爷是我们
先人的信仰”，是“麻庄世世代代信
奉的神仙”。然而，现实又与土地庙
开了个玩笑，“麻庄”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的经历证明，人民群众才是改造

社会，改造自然的主体，惟有坚定的
信仰，扎实的劳动，才能改变社会和
人生，土地庙既是作者和农民的精神
寄托，又反证了创造历史的动力归根
结底还是人民，因为命运是人掌握
的，是劳动创造的，没有正确的道
路、正确的制度，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只
是泡影。

乡土气息浓烈是这部作品的一大
特色。“麻庄”地处苏北鲁南地区，
历史悠久，文化沉淀深厚，群众语言
丰富多彩，乡风民俗影响深远，因此
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这些得天独厚的财
富，当做一种“元素”，恰如其分地
让作品和各种人物予以充分地表现。
除人物语言外，作者还用了大量的民
谣、农谚，从婚丧习俗到伏里土陶、
优美的拉魄腔、西集羊肉汤这些特指
的文化遗产，使鲁南文化精华在作品
中发挥着点缀和催化作用。另外，作
品的篇章结构，以农村的二十四节气
为引领，让故事的起伏、发展，与时
令巧妙配合，表现了故事情节迭岩的
变化和延伸，让这部以“三农”（农
村、农民、农业） 为题材的现实小
说，更具有旺盛的“地气”、生命的
活力。

弘扬主旋律，提供正能量 ■ 沈国栋

精彩评论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叶炜，本名刘业伟。1977年出

生。枣庄山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
心在读博士。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
研班、首届青年作家英语班学员。

出版长篇小说《富矿》以及文学
专著《叶圣陶家族的文脉传奇》等著
作 10 余部。在《作家》、《小说月
报》等各类文学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
说及其他文字200余万。获紫金山文

学奖等多个奖项。曾率中国作协青年
作家代表团访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
作计划青年项目的交流。

《后土》用饱蘸深情的细腻笔
触，通过精心锤炼的乡土语言、强烈
冲突的故事情节、生动真实的细节描
写，再现了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农
村、农民的沧桑巨变，塑造了一批有
信仰、有追求、敢爱敢恨、勇于担当

的新时代农民群体形象，展现了他们
为实现自己的财富梦、公平梦、幸福
梦而苦苦奋斗的艰辛历程。

《后土》在勾勒中国乡村世界近
三十年来自然情态和政治生态变革的
基础上，透过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巨大

变化，直面农业现代化冲击下农村的
情感、人伦和精神蜕变，还原出中华
民族所特有的土地信仰和图腾崇拜，
氤氲着乡土中国的百年乡愁，对于重
构当代乡土中国文明与文化有着深远
的意义。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桃花井》是蒋晓云复归文
坛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的
第一本长篇小说。一九四九年随
国民党到台湾的李谨洲老先生经
历大半生离乱颠沛后，晚年回到
家乡。老人寻回了失散的长子，
更进一步找了个桃花井的寡妇董
婆续弦，打算在老家重新找到自
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城乡的差
距、父子的代沟、个性的冲突、
利益的挤压等问题交相上演。且
看老人如何智慧布局，在命运荒
谬却又见真情的人生过程中，遂
其所愿，落叶归根。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桃花井

作者：蒋晓云

2014年10月出版

精彩摘要

呛呛呛，咚咚咚，呛呛呛，咚咚咚
……扭秧歌的队伍像洞庭里一个浑浊的
浪头：退进进退退进进进，黄黑面皮蓝色
列宁装的外乡人，踏着简单的步子，舞在
这湖畔第一大城的市街上。

不管是怎样的世局，锣鼓对中国百
姓仍然有绝对的号召力；远远听见，就有
人探头张望，等着游行的队伍走近，小孩
子更是从家里奔出，迎了过去。

其实从解放军进城以来，这样子的游
行几乎天天有。南津港大桥炸毁，粤汉
铁路还未通车，货运不便，许多铺子借这
个名目上了门板，免得收进当不得用的
货币。可是不两天会有人来敲开门，建
议立即照常营业，就不用担心扰乱新社
会秩序。于是街上的大小店铺又都重新
开张，伙计也上工，只是柜台、架上却都
空荡荡，表示原来所言不虚。连两家照
相馆都能见机，早先橱窗里陈列的本城
名人富绅玉照，都已悄悄取下，把三两张

大幅风景照排到中间，填充场面，岳阳
楼、洞庭湖、君山就这样无言地被关进了
玻璃橱子里，浅墨深灰的楼宇山水又把
玻璃衬成了镜子，里头可以看见秧歌队
伍的映像正走过来，只是比真的模糊了
一些。

游行的队伍就舞在这样一个既热闹
又萧条的街上，街两旁挤满了人，像从前
看游神的人一样多，可是没人评论喧笑；
也许因为没有炮仗硝烟，所以气氛不对，
也许因为大家都还记得前两天就在这条
街上开公审大会，枪毙了五个人。

一眼望过去，那挤着的重重叠叠的
路人面孔，好像都是一号表情，仿佛他们
眼前蓝色列宁装的队伍只是戏台上的过
场龙套，不值得发表一点意见。只有那
边，那边一个店铺伙计站得高，人头堆里
就看见他一嘴包不拢的龅牙，很开心似
的笑着，他右手斜斜向上扶住一截断垣，
是鬼子轰炸后未修复房子的余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