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冷暖的哲思观照和呈现

□ 符浩勇

——邢贞乐小小说创作管窥

“我们只是打个工挣点钱的普通

人，所以有很多事情都不要太在意，

上班就好好工作，下班就好好休息。

有人说你好也好，说你坏也罢。时刻

提醒自己，在别人眼里，你什么都不

是。在家人面前，你就是半边天。”看

过近期热播电视剧《繁花》的观众，一

定会熟悉这是剧中爷叔的一段很通

透的话，听后让人感慨万千。

央视 30集热播剧《繁花》是根据

现任《上海文学》执行主编金宇澄的

同名长篇小说《繁花》改编而成。该

小说 2012年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年

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

2013年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

小说奖和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2015
年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繁花》聚焦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初，讲述了以阿宝为代表的一群小人

物在时代浪潮下抓住机遇，施展才

华，凭借迎难而上的不屈勇气、脚踏

实地的魄力，不断成长的人生故事。

该剧采用交叉缠绕叙事，灵动、鲜活、

信息密度高，环环相扣出大小高潮，

讲述了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爷

叔等人创业的风光与凶险，也回首如

今景观之源流。剧中的每一个角色

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命运交织在

一起，形成了一幅宏伟的画卷。而在

这个画卷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和黑暗，看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每

个角色都仿佛是一个缩影，反映了我

们生活中的各种情感和经历。

《繁花》中 90年代的上海，处处

是机遇，人人有盼头。从炒股到卖衣

服，从饭店老板到服务员，都有一股

不认输、不认命的劲头。正如剧中旁

白所说：“走在1993年的南京路上，你

会感到那是一个会飞起来的年代。

我们庆幸生逢其时，与时代紧紧相

连。一切尚未定义，一切皆有可能。”

其中的主人公阿宝在“高人”爷叔的

点拨下获得第一桶金后，又做起了外

贸生意。阿宝先后与四个女人有情

感交流，但他有情有义，对感情始终

忠贞不渝。身边虽然美女如云，唾手

可得，阿宝心里早有了一份承诺。一

诺千金，一等就是十年，即使初恋雪

芝已经不在人世了，阿宝1997年还是

来到香港，还那段生前约定。

阿宝是幸运的，他有爷叔的指点

也有真心的朋友帮他，他想赚钱，通

过知识、拼搏、人脉、运道与思考，站

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他的底色始

终是善良，赚钱只是他的附加值。后

成为“宝总”的阿宝为人也是他成功

的关键，每个和他接触的人都感受到

了他的温度。温度是一个人活着的

依靠，如果你似蜜糖让每个和你接触

的人都沾了一身的甜蜜，你来世界的

意义就达到了。“宝总”对于身边的每

个人，特别是小人物都是热心对待，

剧中他和开电梯的小门童的谈话，这

就是爱的传递，把爱传递到你身边的

每个人，这才是人间的真爱。

观看《繁花》，让我们仿佛置身于

那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时代，它不仅

是一段关于上海的回忆，更是一次心

灵的洗礼。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爱

情的执着，以及对事业的拼搏。

《繁花》主题思想深入人心，它不

仅展现了上海的繁华，更呈现了人们

在时代变迁中的成长与蜕变。它告

诉我们：在繁华的世界中，人们应该

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追求自己的梦

想，以及珍惜眼前的幸福。作家王小

波说：“人到了中年以后，会发现世界

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了。当你

看多了外界的勾心斗角，当你被工作

的苦、生活的难折腾得疲惫不堪，你

就会发现：家，就是你在这世上最后

的去处。”

繁华褪去，浮云飘散，我们拥有

的不过一个家，家人闲坐，灯火可

亲。收容疲惫不堪，疗愈心灵不安，

编织欢声笑语，弹奏优美夜曲，书写

儿女情长。人到中年，你就是家里的

定海神针，爱人心宽，孩子快乐，父母

安康，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成就。

“风轻轻吹起，时代起飞；风轻轻

落下，千帆竞流。”如今的新时代，一

路《繁花》陪伴侬。

邢贞乐，

海南乐东县

人，海南省作

协会员。现

居三亚。若

干篇目入选

《中国小小说

文库》《中国

当代文学选

本》。著有小

说集《让爱传

出去》，散文

集《清凌凌的

三亚河》《风

情万种的风

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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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世界在敞开的窗口

变化/那些小花悄悄对你说出

指令/于是可以长留，我心从你

那里得来的/你灵魂南方一种

浓郁的香。”当我的目光领受成

岳文字的指引，我的情感和心

思亦在他的语言所构建的世界

里漫游，那种美丽的感觉，我借

用保罗·策兰《花贼》一诗中美

妙的诗句来形容。读成岳散文

集《倾听阳光》，我流连在一篇

篇精彩篇什中，它们所呈现的

语言、情感、哲思、感悟等都是

一处处美妙的风景，让我怡情、

启智、增才。

这部冰心题写书名的《倾

听阳光》之集子是他初建的文学

王国，也是他的“壮丽的旅行”。

文学是成岳在世界的漫游和探

索，也是他向世界的敞开。他的

昔年往事、思想情感、巧心慧智，

以及他的想象风暴、词句海洋、

文笔风格都是葱茏的景致。他

笔下的那些童年往事如万花筒

一样尤其令我着迷。

然而，当我读到《冬日的暖

风》这篇散文时，我的心猛沉下

去：成岳的父亲在他七岁时辞

世了。九曲回肠里的哀痛令人

疼彻心扉，成岳大提琴复调式

的表现形式令人间大悲伤更加

催人泪下。而结尾之语——

“站台的北方有我的家，笛声在

畅鸣，南风在暖暖吹送”——的

柔中坚毅，让我联想到《苦秋》

一文中成岳对自己形貌的幽默

写生：“像我极耐热一样，我非

常的耐冷，即使薄袄单衣也从

不萧索。只是瘦得近乎凝固，

深沉而抑郁，加上面色的阴暗，

落落寡合而一脸的思想斗争

……”这篇散文中，还有一句是

这么写的：“冬眠尚不能把蛇冻

死，不死就是希望，就是一切的

种子。”而蛇是成岳的属相。成

岳是坚韧的，就像此篇文章结

尾所暗示的那样，他渴望在阳

光下舒展，流畅，并追求生活与

人生的无限韵味。

“开卷时看在眼里的都是

文字，浮现于周围天空的却极

像电视的屏幕了。那花花绿

绿，林林总总，是什么节目都肯

演，便也有了把世界关进自己

屋内的更广阔的想象”。（成岳

《想象力之二》）阅读文学作品

等让成岳感知和认识世界与人

生的各个方面，也激活成岳的

情思、智慧、语言及超越的精神

——他也要把世界纳入他的笔

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成岳

是一位航行者，那么真情与想

象是帆和楫，助航他“载满理想

的扁舟，驶向心中的岛屿”。

陈宝云先生在《倾听阳光》

的序言中指出了成岳散文中感

情的真和心灵的真之艺术价

值：“正是因为他的真诚，才使

我从他的作品中，不但看到了

生活的一鳞一爪一眉一目，更

看到了作者的生活阅历，作者

的志趣和追求，作者的感情世

界和心灵世界。”一方面，人格

仍然是重要的写作力量，另一

方面，对真诚的自觉和追求，推

动了成岳对细节的描写，从而

形成他独特的那一个文本，于

是他生命中的人、物、事、情、

理，都因为具有了他的个体性

而别具一格，脱颖而出。

《蛐蛐》一文中精美动情的

细节描写，让文章生动活泼，场

面真实感人，从而增加了文章

的情趣美感、意境韵致，令朴素

的小事散射出夺目的光彩，使

人读之身临其境，许多美好的

回忆被唤醒。这样细腻传神入

情的描写在成岳的散文中颇为

常见，比如《天虫》中对蚕的成

长的描写，《烛趣》中对点燃蜡

烛的技巧描写，《梦依故园》中

对自己回乡心境的描写，等

等。它们都是情感灌注的精雕

细刻，其中浸满的作家的热情

和热爱唤醒读者的生命力和精

气神。这样的写实使内容不空

洞，使岁月可掬可握，使情感有

的放矢。它要求作家深入生活

的内部，指着某一处、某一点告

诉我们：“瞧这里！”从而观赏者

感到自己的感觉被唤醒，感受

力被激活，使一个永远未完成

的感知主体被塑造。

观察生活时，成岳凝神细

看；感知岁月时，他贮藏情感、

淬炼思悟；情思萦绕中与词语

的搏斗时，他要推敲取舍。这

一切都会形成作家的孤独，而

孤独对于每一个创作生命都尤

为重要。华兹华斯在一首题为

《滑冰》的诗作中写道：“我常离

开这沸反盈天的喧嚣/来到偏

僻的角落；或自娱独乐/悄然旁

足……我注视着，直至/万物静

止，如酣眠无梦无思。”这样的

独处，是文学创作的佳境。散

文家海兹利特后来回忆华兹华

斯时说：“天地间仿佛只有他和

宇宙存在。他活在自心忙碌的

孤寂中。”此话也适用于成岳。

他是他那篇《我有我的世界》散

文中，“在暗处把握自己，运用

自己的个体”，他“认真地、系统

地、顽强地发掘自己，发现自己

独有的某种程度上丰富的宝

藏”，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且乐而忘返，那就是挖掘我的

智慧和无尽地挥霍它们”。

这团火的一支是成岳的想

象力。文学想象力给予人类心

灵以诗式的自由飞翔，它能超

越时空，超越历史，更超越物质

等限制。想象力让人类在超越

中进行精神的、道德的和人性

的思考，更真切地感知生命的

存在、自由和完整。作为一个

文学创作者，成岳在他 29岁时

就有对想象力的思索和颇生动

的认识：“想象大约来自头脑，

而思想依旧种植在生命的实体

内，尚有另一种物质的依托，才

算完整的过程。”“那想象多像

探索者的羽翼，类似的灵感，常

有无懈的实践紧随其后，宛若

一片汪洋托起了船。”

《壮丽的旅行》中，我看到

想象是他的欢愉、奇妙而神秘

的旅行，而在其他更多的散文

中，想象使他文笔隽永，使他的

文章充满诗画意象，使他的情

怀被笼上乐曲的迷幻氛围。而

《想象力》这篇散文中对高中时

《元宵夜观灯》之命题作文写作

的回忆，既说明想象力能使人

感到某种合目的性的愉快，能

为灵魂带来愉悦，也旁证了成

岳少年之写作天才、他的感恩

之心和念旧之情。

我也是念旧的人吧。在阅

读了成岳的很多新作后，我却

更加地珍爱他这部28年前的旧

著。那里有太多共同和相似的

人生经历，情感淬炼。还有一

个原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往昔时光的留恋和珍惜。在

《倾听阳光》的后记中，刚到而

立之年的成岳写道：

从 1982年到 1994年，这本

集子是对我所谓散文的概括，

但不是终结。在阳光下收获的

农夫，仅止播种、耕耘过我不敢

说这就是散文树上的果子。明

天的收获是怎样的情景，我没

有一种预料，只记得阳光下，我

在阡陌上负重地行走。

今天，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成

岳，还会说“明天的收获是怎样

的情景，我没有一种预料，只记

得阳光下，我在阡陌上负重地行

走。”成岳对未来永远满怀憧

憬。盼着于某一刻在某一地能

同成岳相遇。那天，阳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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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本书是在一位老师的朋友

圈里，她推荐了作家张丽钧的散文作

品集《玫瑰从来不慌张》。作者是一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语文特级

教师，这让我想起了从小学到高中的

这十二年间，教导过我的语文老师们，

于是毫不犹豫地订购了这本书。

《玫瑰从来不慌张》共七章，分别

是“学生”“花与树”“亲情”“感悟”“生

活”“读书”和“杂记”。第一章《那个叫

“勺”的女生》让人记忆深刻：一个单薄

家穷的小女生“勺”，被同学举报盗窃，

校长张丽钧给了她信任，无条件地为

她辩护。最终“勺”选择了坦白和道

歉，保证不再生出偷窃之心。可以想

象，在那样懵懂的一个年纪，能遇到一

位无条件为自己辩护、全然信任你的

人，是多么的幸运。她温柔地惊艳了

岁月，点燃了孩子心里的光。

《玫瑰从来不慌张》展示了作者日

常的点点滴滴，展现了她作为老师、母

亲、女儿等不同身份时不同的心情。

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加上作者那颗锦

绣心思，变得灿烂夺目。每一篇文章

都洋溢着满满当当的生命力，温暖而

治愈。

《玫瑰从来不慌张》表达了向上的

勇气。吟诵间，我仿佛看见自己的汗

毛孔里，开出了一万朵水灵灵的花。

（韩婷婷）

《玫瑰从来不慌张》
作者：张丽钧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将家训和日历结合起来，是一次

创举。

海口市家和文化研究会编纂出版

的这部《家训日历》可以说是开卷有

益。当人们翻阅这部《家训日历》，在

查阅日期的同时，也聆听着家训的教

诲，时时有所敬畏，事事有所旨归，谨

言慎行，终无咎矣。

其实，今天的我们比任何一个时

代都需要家训。“家”这个词我们都不

陌生，但是“家”的真意却离我们越来

越远。生活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那

个早出晚归的地方充其量不过是住处

罢了。而“住处”与“家”之间还有着很

远的距离，它容得下我们的躯壳，却容

不下我们的灵魂。

“家”是能让心灵得到休憩和充能

的地方，其动力的来源则在于“家

训”。有家训，虽为陋室而有德馨；没

家训，虽是豪宅却无静谧。一本《家训

日历》，汇天下家训之大成，无论是那

些被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还是那些

口传心授的，都是家族智慧的集中体

现。一年过去，当日历查阅完毕，则像

造访了三百余位朋友的家庭，聆听了

不同长者讲述自己家族的往事，令人

心入宝山，满载而归。

《家训日历》本子虽小，却蕴含着

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吴辰）

《家训日历》
编纂：海口市家和文化

研究会

出版社：四川师范大学

电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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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三亚，有个写小小说的作家

叫邢贞乐。他捕捉题材触角，善于透过

生活场景或是时代背景，将故事中的人

物言行置于抽象的环境中，折射出社会

的美丑，揭露时势的冷暖。近期不少作

品散见于《北方文学》《小小说选刊》《微

型小说月报》等刊物，颇具好评。

《牧童与白鹭》以接近童话故事的表

现手法，通过牧童与白鹭在河边、在湿地

的心灵对话，揭露出因过度的房地产开

发，人为地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人与鸟的

家园被蚕食，甚至无处安生的现实，向社

会发出停止无序开发、修复生态的呼吁。

《放生》写的是一对父子因参军演

绎出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儿子报

名参军的时候，父亲逮到一条特大甲

鱼。武装部长来了，体检医生来了，以

种种诱惑想得到那条甲鱼。父亲无奈

之下，与儿子把它带到县里要送给能说

了算的官。在县城又碰到许多掮客，他

们开出许多条件，不但想要鱼也想要

钱，儿子一怒之下把甲鱼放生到河里。

故事勾勒出一幅官场腐败与人世冷漠

的场景，同时展示出年青一代的自立

自强。

《溪麻》描写一个老实厚道的农民

流鼻四，与人合伙在村外挖塘养溪麻，

收获季节要使出许多招数，才能把鱼卖

出。同时，为防止偷盗，流鼻四每夜还

要守在塘上，致使在家的老婆不甘寂寞

而“红杏出墙”。故事道出了农民的艰

辛，充满了对弱者的同情与爱惜。

邢贞乐的小说既有张扬的人物对

话，又有内敛的情感交流，还有社会层

面的多棱镜透视。小说创作手法直接，

但又不显枯燥，以当下最鲜活的社会语

言来串起人文故事，在矛盾冲突中，引

入沉思与感悟，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获得

启迪，又引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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