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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市图书馆协助）

剧 院 之 声

向高山流水奔去
——— 读《夏日走过山间》有感

◎薛静

  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这是看完
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之后的感受。
小说以其细腻的人物刻画和丰富的情
感表达，展现了城市中普通小人物的
奋斗与坚守。掩卷数日，一份感同身受
的心情澎湃不已。
  装台，顾名思义就是搭建演出的
舞台场地，既是苦力活，又有些与艺
术沾边。主人公刁顺子带领十几个
弟兄就从事这一行业，装台已经成
为他们的招牌，其他人想跻身这个
行当门都没有，这是因为其他装台
的既受不了苦，也受不了气，不能坚
持到最后。
  刁顺子虽“贵”为老板，但任何事
都亲历亲为，与工友们一起干着最累
的活，认为唯有“舍得一身剐”才能
服众。“下苦”成了他的口头禅。从业
多年，积累下来的两个字就是“下
苦”，“啥事自己都带头下苦，就没有
装不起来的台。”亲兄弟明算账，不
是亲兄弟，他也把账算在明处。活儿
都是他低三下四讨要来的，连工友们
都觉得即便他多分点也正常，可他从
不多贪多占。他不是不缺钱，但是他更
看重与工友们的感情，这在当下社会
尤其难得。
  人前活得卑微，人后更是遭罪。挑
灯夜战，几宿不睡，是家常便饭。为
“金秋田野颂歌”演出搭建舞台，是
在空旷的田野，凭空添上许多麻烦，
辛苦十几天，最后为人所骗，折本搭
上吆喝。
  顺子老实、本分、善良、重情重义。
大哥刁大军赌博发家，情场得意，晚
年却赔个精光，客死他乡。发达时没
有帮衬顺子，死后却给顺子留下一
屁股饥荒。伙计们谁家里有灾有难，
他都慷慨解囊。最后又义无反顾，挑
起了照顾周桂荣和丽丽母女生活的
重担。
  工作上苦，婚姻更不顺。第一任妻
子田苗跟商人私奔，丢下了六岁的菊
花。第二任妻子带着女儿韩梅嫁过来，
五六年之后得癌症去世。当他把第三
任妻子蔡素芬娶回家的时候，菊花的
愤怒、歇斯底里达到极致。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菊花和他们之间爆发了旷
日持久的战争。顺子和蔡素芬、韩梅
想夹着尾巴做人，都不可能。家庭不
再是温暖的港湾，成了菊花的出气
筒，成了顺子和素芬的苦难所，成了
韩梅的伤心地。蔡素芬本想忍气吞
声、隐忍苟活，面对菊花的以死相挟，
她最终还是于年夜选择离家出走，从
此隐姓埋名。
  作品中数次写到搬家的蚂蚁，
“唉，都可怜，还不都是为一口吃的，在
世上奔命哩。”“蚂蚁们，是托举着比自
己身体还沉重几倍的东西，在有条不
紊地行进的。”蚂蚁们是世界上最没
有防御能力的小小生灵，它们的命
运在作品中或许是一种隐喻，象征
着活得卑微而又顽强抗争的顺子们。
苦难不是炫耀的财富，面对苦难能够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才是要弘扬的
精神。
  主题还不止于此。装台既是一项
苦力活，又是一项与艺术沾边的活计。
大浪淘沙，只剩顺子一家，“别人想插
手都插不进去”。他们在长时间的工作
积累中，也悟出了一些事半功倍的门
道。任何一项工作，当用心去做的时
候，就做到了极致，就成了一项事业，
就成了一门艺术。“顺子和大吊用各种
办法，智慧地解决了景的错换、升降，
尤其是承重问题。顺子的‘眼秤’‘手
秤’‘头秤’就那么准，他说哪道景有
多重，用眼一量，用手一掂，用头一
支，几乎斤两不差，这种特殊的技能，
让剧场管理人员大开眼界。他们还从
来没见过对舞台装置技术如此谙熟的
队伍，所有的装台作业过程，都有了艺
术创造的含量。”
  作品的成功还体现在对其他人
物形象的塑造上。瞿团长为人正派、
秉持公心、清廉为官，致力于传承戏
曲文化。他是顺子的贵人，多次为他
破解生活难题。作品构思独具匠心，
避免了情节发展的平铺直叙。小说
一开始，就是顺子与第三任老婆蔡
素芬的家庭生活，这样就留下创作
空间，能够比较从容地插叙与第一
任、第二任的情感发展历程。小说还
以顺子为轴心向外辐射，穿插进他
大哥刁大军扑朔迷离的人生经历，
还有顺子与其他社会层面、各色人
物的交往，做到了情节丰富而叙事
线索清晰。艺术要留白，小说留下了
一个开放的结尾。比如周桂荣和顺
子能否走到一起？丽丽的烧伤能否
治愈？当然，隐遁红尘的蔡素芬更是
扑朔迷离，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念想。
不妨设想，如果作者要写第二部，戛
然而止的结尾无疑会成为很好的创
作端点。
  总之，活成别人眼里的一束光，温
暖别人，照亮别人，顺子做到了。

普通劳动者的

奋斗与坚守

◎璩存峰

  20多年前，笔者曾和志伟在一个
厂。那时的他对小说、散文、诗歌、报告
文学创作均有涉猎。后来，他将全部的
精力投入到了小说创作上面，并取得了
较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他丰
富的生活阅历、深厚的文学功底割舍
不开。
  2016年，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父亲
的木偶》得以面世，作品章章充满着生
活的气息。生活是什么？对于这个简单
而又复杂、平凡而又特殊的问题，人们
有着各不相同的解说。不同的人对生活
有不同看法，不同的人生观，对生活的
感悟也不同。
  志伟的小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情景仿佛就在身边。生活是什么？
生活就是金子。需要作者去做的，就是
把这些金子从沙中淘出来，把它加工成
首饰之类的艺术品。学校、农村、工厂等
是作者深入生活掘金的好地方，这里的
一切都充满着神奇的魅力，时常让人产
生创作的冲动。我们两个人那段经历不
是到工厂深入生活，是几乎每天都在那
里工作、生活。那时我们工作的维修车
间紧挨着锻造车间，飞溅的火花伴着震
天动地的声响，时常从车间工棚里传出

来，每每看到那种火热的场景，都会让
人感到无比振奋。志伟的许多作品如
《阳光作伴》《一把沙子》《贪官识别器》
《1970年的火车》《落叶》等，均取材于工
厂，读罢这些文字，再回想一下，故事情
节似曾相识，仿佛就在昨天，就在自己
身边。
  文学语言十分丰富。志伟写过诗
歌，这种经历是一般小说作者缺少的并
且是很重要的东西。通篇小说运用精炼
的语言，与诗歌创作不无关联，其小说
构思也注定与众不同。一部没有文学性
的文学作品，读起来缺少吸引力，就像
吃的饭菜一样，里面如果缺了佐料，会
让人产生难以下咽的感觉。志伟的作品
文学语言十分丰富，在他文字的河流
中，处处泛着文学语言的浪花，让人百
读不厌，回味无穷。
  能与读者产生共鸣。一位出色的作
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必须有真切的感
情投入，才能使读者在思想上与之产生
共鸣，这样的作品才具有顽强的生命
力。曾有一位作家这样说：“作者的感
情、哭声、泪水，读者都能读到、听到、看
到的。作者感动了，读者才会感动；作者
流泪了，读者才会流泪。”这的确值得我

们深思。志伟的作品文字干净利落，从
不拖泥带水。作品都是直切主体，一下
子就能把读者带到故事里面去。随便翻
开一篇，如《一地饺子》，开篇“早上七
点，六子买肉回来了。买了二十斤，是做
饺子馅用的。”这就为“一地饺子”埋下
了伏笔。这篇小说章节虽然短小，却有
着十分丰厚的内容和很深的哲理蕴藏
在字里行间，因此能与读者产生强有力
的共鸣。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父亲的木偶》的创作跨越了作者
从20岁出头至40多岁的时光。这段时
期，是作者踏入社会，勇敢追逐梦想的
历程。每一个字符，都凝聚着流金岁月
里无数美好的回忆。志伟以小说的形
式，将那些刻骨铭心、值得铭记一辈子
的经历书写了下来。这些文字，不只是
简单的记录，更是作者内心世界的深度
展现。
  它给予读者深刻的启迪，让大家在
阅读中感悟人生的真谛，思考自己的
梦想与追求。同时，字里行间充满力
量，催人奋进，激励着每一位读者在自
己的人生旅途中，无惧困难与挑战，勇
敢地去追梦，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篇章。

追梦流金岁月
◎张雯

  书名：看不见的孩子
  作者：安德里亚·埃利奥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源于作者2013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系
列文章，后经扩展成书，于2021年出版。书中讲述
黑人女孩达萨尼·科茨在纽约布鲁克林流浪者收
容所的成长故事，涉及她复杂的家庭。其父母无大
学文凭，靠公共援助维持生活，还时有入狱情况。
书中不仅展现这个贫困家庭的艰难生活，也深刻
反映出美国社会的贫困、种族歧视、阶层固化等
问题。

三 味 书 屋

  从《将进酒》到《满江红》，从《春晓》到《梅花》，三百首唐诗宋词都能从剧中找到。成都造梦未
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儿童剧《从长安到临安》将于7月21日在潍坊大剧院上演，带领观
众穿越千年，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唐诗宋词里的中国式浪漫。  记者 付东升 整理

书 海 拾 贝

  书名：宇宙的另一种真相
  作者：严伯钧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复杂
的物理概念，并探讨了宇宙的本质与未来科学的
发展方向。书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诸如相
对论、量子力学等深奥的理论，使普通读者也能理
解这些复杂知识点。此外，该书还提出了一个重要
的观点：尽管个体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整个宇宙
却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有序运行的。这种认识有助
于人们接受自身的局限性，并找到内心的平衡点，
从而缓解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内耗问题。

  书名：渔童
  作者：赵丽宏
  出版社：天天出版社
  内容简介
  小说通过一个十二岁男孩的视角，展现了中
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人间温情。故事围绕男孩与一
位教授在危难中结成的生死之交展开，通过不同
家庭、不同人物之间互相关怀的动人故事，展现了
师生情、同学情、祖孙情、父子情、兄弟情、朋友情
等真挚情感。在保护一尊珍贵明代德化瓷雕渔童
的惊险历程中，这些人性中最美好的情感历经考
验，依然如明珠般熠熠生辉，照亮了那个特殊的
年代。

  每一年夏天，我都会重新翻阅一
遍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这
是一位发明家、探险家和自然科学家，
在1869年6月3日至9月22日间，带着一
只聪明的狗，跟着牧羊人赶着2050只
羊，翻越了优胜美地(Yosemite)区域。
他深深地陶醉在大自然中，用极其优
美的文字 ，描述下了行程中的所见
所闻。
  初读这本书，无人不会被作者那种
对自然澎湃的激情所打动。在作者眼
里，大自然的一切皆为奇迹。他用细致
的笔触，记录下了几乎见到的每一种
植物、每一种动物。他写营地周边寻常
可见的花花草草，各有各的可爱：“高
高的燕草如同竹子般摇曳，繁星般的
各种菊科花、香蜂草、蝴蝶百合、羽扇
豆、吉莉草属植物、紫罗兰，都是光的
快乐儿女。每一片蕨类的叶子都舒展开
来……熊蓿在糖松下面铺开了一片黄
绿色的斗篷。”他详细地描写那些高大
的树木，如糖松、金杯栎、白冷杉、红冷
杉、双叶松，从树的高度开始，一直到树

干、树枝、树叶、果实，几乎能让人沿着
文字将这些高大的树画出来。所有的树
都在自由生长，最终构成了一种极致的
美丽壮观。他观察着身边出现的动物
们，蜥蜴、蚂蚁、林鼠、美洲河乌、黑尾
鹿、北美鼠兔、道格拉斯松鼠，记录它们
觅食、打架、玩耍的种种行为，想象它们
在柔软的窝里，过着怎样舒坦惬意的日
子。以及山里的灌木丛、草甸、瀑布、河
流、悬崖和天上的云层，他安静地凝视
着所有的自然现象，将这片山间的色
彩、线条和风貌长久地镌刻在脑中。
  与其说这是一篇篇日记，不如说这
是大自然借着作者的笔尖，在人间写下
的十四行诗。日月转换，四时更替，已
经造就的、正在造就的，万古千秋，生
生不息。约翰·缪尔说：“你要让阳光
洒在心上而非身上，溪流穿躯而过，而
非从旁流过。”读着他的文章，时不时
总让我想起李娟，想起李娟笔下辽阔
悠远的阿勒泰，她也怀着同样虔诚的
心，记录下了嶙峋的山石，跳动的溪
流，不知名的野花，和像绿野边上镶嵌
的白边一样的羊群。喜欢自然的人，身
处时代不同，阅历不同，但对自然的感
悟，虽然跨越百年时光，都有着惊人的
相似。
  当然，复读此书次数越多，也越能
感受出优美文字背后隐藏的现实。作者
进山的时候，除了牧羊人，还有一个中
国人和掘食族印第安人同行，这两人要
帮牧羊人和作者在灌木丛生的山麓丘
陵里赶羊前行。但是在作者的眼中和笔

下，两人几乎是透明的，没有名字，没有
交谈，没有了解。“那个中国人，那个印
第安人”是作者对两人的唯一称呼，他
们的重要性，甚至不如那群羊。而这背
后，是无数华工们背井离乡来到美国
修建铁路的累累血泪，是无数印第安
人被从自己的家乡驱逐杀害的残酷命
运。作者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忽视了自
己所在的社会群体对其他社会群体的
压迫，但作为今天的读者，如果能从灵
动的字里行间得到启发，进行更深层
次、更加客观的思考，也不失为一种阅
读收获。
  刨去对作者的社会性评判，这本书
依然是最值得阅读的自然笔记之一。因
为在缪尔的笔下，牧场的月光、傍晚的
苹果和酒，辽阔的空地，宁静的途中，
闪烁的瀑布之光和久违的山间阵雨，
都在眼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凭借此
次游历以及之后的积极行动，推动了
美国国家自然保护公园的建立，唤醒
了社会广泛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他
所建立的环保理论体系，提醒着所有
人，自然不仅是人类的自然，也是所有
生物的自然，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全
世界。
  不管上山还是下山，踩在这神圣大
山上的每一步都有着实在的意义。这
个夏天，带上这本书，向着身边的高山
流水奔过去吧，去记录下每一株遇到
的植物，每一个跃动的生灵，每一缕
风，每一片云，找寻属于自己的优胜
美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