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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我收到了老友赵国武所赠
的《苍苔岁痕》一书。原本是出于友谊和尊
重，我才戴着550度的老花镜去读它。可
是一读便再也放不下了。因为我被小说曲
折的故事情节和优美的语言所吸引了。可
以说这么多年来，由于年岁的关系，我很
少一口气能把一本厚厚的书读完，但这次
算是例外啦。

通读全篇后，我坐在那里沉思良久，
总想说点什么，于是我便又翻开了已故著
名作家张笑天所写的“总序”看了起来。他
说：“梦和信的运用是赵国武长篇小说《苍
苔岁痕》的一大创作特色，这是一部充满
着正能量的情感小说，浓厚的生活气息耐
人寻味，传统的中华美德和善良的人性构
架了小说的主线。”我情不自禁地点了点
头，深表信服。是呀！这真是一部充满着正
能量的作品。无论从素材的选取、情节的
展开，还是语言的运用都紧紧围绕突出正
能量，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善良人性展开。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是当今现实
社会里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经历了计划
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经历了由贫
穷、饥饿向温饱、富裕的转变，他们同样经
历了读书、择业、结婚、养子、奋斗、立业的
人生过程。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
经历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污染，经历了
非传统思想的侵蚀和挑战，这是不争的事
实。然而，怎样确立这一代人的主流价值
观、怎样弘扬人生为梦而奋斗的主流精
神、怎样凸显时代的正能量和主旋律，这
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选择了出生在农村的女孩高三
胖为主人公和典型人物，诠释了时代精神
和圆梦过程。她有着童年的悲苦，有着被
继母威逼而辍学和险些轻生的无奈，有打
工妹生涯的饱经艰辛，有为照顾不能自理
的王姥姥而舍弃国企工作的义举，有对嘴
给王姥姥吸痰的善良人性，有在商场中叱
咤风云的身影，也有后院起火的悲凉，更
有爱子如虎的既得利益舍弃，并终于圆梦
的坚韧和奋斗精神……在高三胖的身上

集中了善良、勤劳、坚忍、包容等等劳动人
民的几乎所有优秀传统美德。

作者一开篇便引用了两句古诗“甘瓜
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和“好事从来天生
俭，自古瓜儿苦后甜”统领全篇，紧紧抓住
小说的主线。巧妙地把几百个小故事和精
彩片段像抖包袱皮一样一环接一环地展
现出来，从而展开了主人公高三胖的苦难
多舛的青少年生活和穷则思变思想的萌
生，继而展开了高三胖成年的奋斗与成
功，展开了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各种
思想的碰撞、矛盾、人生百态、世态炎
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以凸显出
主人公的勤劳、善良、淳朴、要强的典
型而传统的中国妇女的形象和美德，揭
示出中国那句古话“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千古道理，像
一面镜子悬在众人面前，体现出作者鲜
明的憎爱观、人生观、价值观。

善良和同情弱者是人性的本质，即使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它也是人性的主
流，这在小说中处处都能得到体现。农村
的大姨、老组长夫妇，城里的李老师、孙厂
长、王姥姥，食品厂的大姐和救命的商店
老板……这些善良的人们不但救三胖于
水火，也为高三胖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土
壤和社会环境，耳濡目染地塑造了她善
良的性格，所以作者高呼“商业、商
品、市场经济，但这也有真情包括在内
吧！……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吧，
三胖从此更加爱帮助别人和同情弱者。”
所以当高三胖贫穷时，她也能用自身的
行动去帮助和关照别人，发达起来后，
她更像这些人一样愿意助人。她帮助邻
人甚至受骗后还帮人安葬老人、帮助村
人治病、资助求学有困难的学生、做公
益事业、赡养公婆，令人费解的是放弃
前嫌而赡养从没把她当人的继母……在
这些人和事上，高三胖处处闪耀着人性
的光辉，又传递着时代的温度。我想，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正能量吧！

小说是一门艺术，它要借助写作的艺
术表达一种真实的情境和情感，以增强感

染力，这是小说的生命。梦和信这是再
平常不过的事了，但作者却巧妙地将这
两个事物融入于小说中，并把难于启齿
的事、内心活动的事和难于当面表达的
事通过梦和信说得清清楚楚，有效地增
强了故事的悬念性、趣味性、情感性，
令故事的情节高潮迭起，增加可读性，
引起人们的共鸣，调动人们的情感因
素，让人融入故事的情节中，同悲同喜
同愤怒，为小说的主格调和中心服务，
这不愧为是一种高超的写作方法。

说起梦，作品里也暗喻着一种精神
层面的梦，这也是融入现实的巧妙吧！
高三胖的人生有梦，她要脱离家庭的束
缚，她想走出农村，她想报恩于她的亲
人、恩人，她想摆脱贫穷，过上好日
子，她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忍受、耐
劳、智慧实现这些梦，并把她的理想和
梦融入时代的发展中与时俱进，这就是
她有梦、圆梦的原动力。但这些梦并不
是一卢生虚幻的黄粱美梦，这是很现实
的梦，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作品中没
有大篇幅的政治说教和大道理，没有写
超人的高瞻远瞩和时代精英的丰功伟
绩，写的都是一些生活在最底层的极普
通的小人物，却极富大众性和时代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融入中国人的梦、现
实的梦吧。而且就是这些梦和信把一些
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搅在了一起，把该发
生和不该发生的事聚拢在一起，把现实
的和虚无的梦巧妙地汇在一起，这是作
者写作的一大创新和特色。

小说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所以时
代的语言最难把控。小说中的人物组成复
杂，有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教师、市民、
流氓痞子和骗子……对话较多，但作者都
处理得非常得当。农民说农村话，城里人
说城里话，学生说学生话，教师说教育的
话，流氓骗子说混话，商人说商话，老人说
老话，年轻人和孩子各说属于自己年龄的
话。而且孩子有孩子的幽默，大人有大人
的幽默，痞子有痞子的幽默，同学间有同
学的幽默……让人捧腹大笑，体味生活的

真实况味，增加生活的情趣。所以能让人
一看就有熟悉感、亲切感、信服感，每一个
角色都似曾相识，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生
活中。而且语言平实、通顺、流畅，一看其
字几乎能闻其声。

小说中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一些家长
里短的故事，叫人并不陌生，几乎高三胖
走到哪里故事就讲到哪里，就会引发人们
的热议和关注。这里有悲，挤压着人们的
泪囊，让读者同落泪，引起同情；有恨，让
人恨得咬牙切齿；有爱，让人同样感到温
暖和温馨；有喜，让人喜上眉梢；有奇，让
人展开不同结果的猜测。亦有各个层面的
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小心眼、小伎俩、小
道消息、闲言碎语、无事生非、居心叵测等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形形色色的人
生百态，令人叫绝，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
理，仿佛读者就生活在其中，以增强对读
者的吸引力。

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把生活中
千奇百怪的故事都集中在主人公一个人
身上，这需要作者展开丰富的想象。但
展现的必须是一种现实，具有可信性、
连续性、可读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由此选材尤为重要。纵观小说的30个章
节，不但组织得非常严密，一环紧扣一环，
水到渠成，而且每个故事都具有典型性、
大众性，都紧紧围绕着主题展开，为一
个中心服务，这是最难得的。这里有农
村生活、城里生活，有商业活动、教育
活动……林林总总，我们也从这里不难
看出，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是这部小说
写作的基础，这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
活的创作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

婚姻、爱情、孩子这是小说的永远主
题，小说中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现实婚姻、
爱情以及归宿。有青梅竹马的婚姻，有同
窗婚姻，有世俗的婚姻，有畸形的婚姻，有
懵懂的婚姻，有明知不是伴儿事急且相随
的婚姻，有见异思迁的婚姻，有幸福的婚
姻，也有酿成悲剧的婚姻……有刻骨铭心
的爱，有同床异梦的爱，有柴米夫妻的爱，
有一厢情愿的爱……这真是婚姻、爱情、
孩子的集萃小说，真是耐人寻味，从中吸
取宝贵的启示和警示。这也许就是小说的
功效和正能量吧！

现在我有时还沉浸在这部小说的意
境中，这确实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一本
大众的书，一本让人深思的书，一本回味
无穷的书，一本充满正能量的书。愿读者
喜欢它，还是去读原著吧！

让正能量在生活中闪光
——读赵国武的长篇小说《苍苔岁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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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期末作业，国外大学也
不少，例如让学生扮演员工与老板
的角色完成写作任务，让学生确认
墓碑下是否埋着尸体，甚至还有的
作业是为自己写份墓志铭……

墓地惊魂之旅
加拿大国王大学学院的调查

性新闻报道方法课，被琼斯教授从
教室挪到了营地山墓园。教授在一
个高大的墓碑前宣布了考核作业：
学生分为两组，想办法证明，坟墓
主人的确埋骨于此。

逝者是谁？墓碑上赫然写着：
约瑟夫豪生于1804年12月13日，
卒于1873年6月1日。但没有人知
道他的身份。最关键的是，死者去
世的年代没有电脑，记录系统不完
善，一切以纸质材料为主。两组成
员首先通过维基百科简要了解了
逝者：约瑟夫豪，加拿大著名记者、
政治家，曾经是当地政界的传奇人
物。看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松了
口气——既然是大人物，历史记录

就不会少。于是同学从不同角度下
手，在几天之内带回了逝者在医院
的就医和死亡记录副本、墓园缴费
资料副本、市政厅保留的非公开资
料等等。但这些只能证明，此人已
死。正当调查陷入僵局时，有同学
找到了一本约瑟夫豪的传记，传记
中有一段引用了在逝者去世后3
天出版的旧报纸，一名记者在现场
悼念并亲眼目睹约瑟夫豪盖棺下
葬的情景。在公共档案馆的微缩胶
片中调出了报道原文，这成为证明
逝者埋葬于此的最有利证据。

写份悼词给自己
美国堪萨斯大学大一写作课

上，老师要求学生为自己写一篇悼

词。任课老师认为悼词其实是最难
写的，因为要在有限的篇幅内高度
概括出自己生前的各种经历，充分
展现个人的品性。

不过，学生对这种“死亡”作业
却心存顾虑。因为一般悼词的开头
便要交代当事人的“死因”和时间，
谁会愿意为自己订上一个“死法”
和“日期”呢？部分学生不满，担心
这将给自己带来坏运气。后来在老
师的“安抚”下，大家才渐渐释怀。
虽然“为自己书写悼词”不免有些
晦气，但这份作业让学生们提前

“反思”了目前的人生，激励他们努
力做好未来规划。

（据《北京日报》）

盘点国外奇葩大学作业：

为自己写份墓志铭

“弟子”与“门生”，在古代，都是指老师
的学生，看似完全一样，实则不尽相同。

《后汉书·马融传》记载，东汉大儒马
融在扶风授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
他“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
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由
于古代的老师坐在设有“绛帐”的高堂上
讲课，还有女子乐团演奏，所以后世常用

“绛帐”指代老师或者老师讲学之所。但这
么多的学生，不可能都进来听课，只有那
些出类拔萃者才有资格亲耳聆听。这些能
够进来亲耳聆听的学生才叫“弟子”，也叫

“入室弟子”。
“入室弟子”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旁

无杂人”，上完课出来后，要教那些无缘亲聆
老师教诲的学生，“递相宣授”（也称“转相传
授”）。这些被“转相传授”的人就是“门生”。

到了唐宋时期，考生考中进士后，对主
考官也自称门生。明代考中举人或进士，也
要拜本科的主考官为座主，座主也称这些弟
子为门生。不过，这些“门生”虽仍有投靠援
引之意，但已没有依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
学术上的师承关系罢了。（据《中国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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