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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

将军寺村的时代叙事
◇胡平

“将军寺村” 是孙全鹏小说中稳定的地理坐标，几
乎所有人物都与这座村庄相关。 将军寺也的确是个不
同凡响的村名，给人带来不少遐想。 《幸福的种子》一书
中写到，村头有处土堆古冢，曾被人盗挖，后证实为汉
墓，据说是刘秀为纪念保护他的将军所建，被列入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 这正映衬出中原地区一个普通村落可
能深藏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古老的将军寺村被赋予
民族传统村落的典型特质， 让作者生发出许多文学联
想。生活中，全鹏的老家，被唤作将军寺沟。他已离开老
家多年，而离开得愈久，积聚的乡情愈重，这终使他一
直把书写这座村庄视为圭臬。 我想这是值得肯定的，一
个作家要有自己的根脉， 要有自己区别于其他作家的
写作资源，他都切实占有了。

这关系到小说中的大量细节，譬如，翻开书页，我
们读到早年河生和珍珍两家人的交往。 河生娘常给珍
珍家送去有些毛病的鸡蛋，其中有碎了皮的、被鸡啄过
的、在鸡笼铁架上碰坏的，有时候还送去死鸡，那鸡一
定不是病死的，是下蛋时啄鸡屁股流血死的。 送这些东
西，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穷，珍珍家绝不会嫌弃。 其实
从这些叙述中正可以看出，两家都不把对方当外人。 这
些描写很生动，都属于将军寺式，颇具中原气息和乡土
气息，使小说别具韵味。

“幸福”是全鹏作品中的关键词之一，从中可以看
出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并非不写悲伤、 挫折与失
望，只是，他认为人生是一个奋斗过程，幸福是可以通
过奋斗换取的。 这种观念无可非议，也形成他创作的一
种格调。 在《幸福的种子》结尾，将军寺村迎来让人欢腾
的幸福，道路修通了，天然气马上输进，阿霞为村里黄
花菜销售开辟的直播大获成功， 将军寺桥成为文物受
到重视，小玲和珍珍投资的服装厂要开业了，坐老鲜的
渔船也成为旅游活动中的亮点……重要的是， 我们从
这里能读出作者由衷的喜悦，这就够了。 他传达出自己
的愿望，发自肺腑，也就能够感染读者。

小说着力讲述了村里一批年轻人， 包括麦子、河
生、珍珍、小玲等的奋斗经历。 他们曾经穷困，但赶上了
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是改革开放为他们带来了新的
生机。 他们走上与父辈不同的道路， 也有着不同的遭
遇。 麦子考上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很难，后就职燃气公

司，受到重用，后来又主动返回村里，成为第一书记。 河
生进城打工受了伤，做起了售鸡粪的生意，能赚钱但一
直没有赚到大钱。 珍珍本守在奶奶身边， 经过再三思
量，也终于进城，当过保姆，干过餐馆，后来转向他地创
业。 小玲很早便奔向南方大城市，回村时带回当老板的
男人，为家里盖起楼房，受人羡慕，后来被男人抛弃，一
度陷于绝望，又重新爬起。 显然，他们各具代表性，代表
了乡村年轻人的不同选择与经历。 最初，他们得到去外
地见世面的机会，纷纷离开老家，各谋生路，各闯前途，
吃过各种各样的苦，受过各种各样的教训，逐步成长起
来，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人生经验。 而当新农村建
设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项要务、部分社会投资转向乡村，
给乡村带来发展的契机时， 这批人目光回望， 纷纷返
乡，为改变家乡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因为乡情未
改。 《幸福的种子》真实写照了这个过程，记录了时代变

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长篇小说的优势之一，在于有
容量展现历史的宏大进程。 全鹏抓住了这个优势，写出
了史诗的架构。

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别具一格。 河生和麦子是兄弟，
哥哥先对珍珍表达爱慕之情， 而弟弟也暗自喜欢上珍
珍， 这三人的关系便成为作品吸引读者眼球的一大悬
念。 但作者并非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而是想通过爱情写
出人生的努力和奋斗。 麦子考上大学后，和河生明显拉
开差距。 河生自觉不如人，不敢再一味追求珍珍。 珍珍
进城后，增多了与麦子接触的机会，麦子便对她依依不
舍。 应该说，兄弟情的涉入复杂了这种三角关系，使其
间的感情纠葛更加缠绵， 这也体现了全鹏构思上的缜
密。 有些地方，作者用笔细腻，如通过一副手套传递出
微妙的气息。 麦子放假回家时，送给珍珍一副手套，珍
珍接受了，觉得这礼物“比太阳都温暖”，又赶快织了一
副手套送给河生。 河生喜欢得不舍得戴。 后来，麦子发
现珍珍给河生织了手套，不免伤心了一阵子。 其间，作
者在细节的拿捏上颇为精准， 浸透了对人间男女之情
的深入体味。 不仅如此，我们在这里还看到爱情与亲情
的兼容：河生为能见到珍珍，下决心进城打拼，当他看
到弟弟和珍珍一起吃饭时，既难过，又为他们祝福。 而
麦子也曾对自己有所责备，希望珍珍和哥哥走到一起。
最后，麦子与田慧的结合，应该包含了为哥哥考虑的用
意。 这些情节有些另类，却能体现出将军寺青年的某种
道德理念， 也可以视为将军寺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延
续。

还应该提到，这部作品在叙事上有打破常规之处，
那就是文本中常插入作者的创作自白，告诉读者，他为
什么要这样写和写这些。 如作者交代，他曾想把小玲的
结局处理为自杀，而“朋友不同意，生活中可不是这样，
小玲这种人不缺少生活的勇气，相反，珍珍那样的人适
应不了社会。 我听了，感觉也有点道理，就重新梳理了
小玲的命运”。 按常理，有时打断读者的注意力，和读者
谈起写作构想，是容易出力不讨好的，但再想，如果作
者的旁议插得好，能帮助读者换个视角解读作品，也许
会带来意外的裨益。 不管怎么说，全鹏在这里展露了他
不受既定规则约束、 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 值得赞
赏。

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四十三章

【原文】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

以知无为之有益。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译文】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 腾越穿行于最坚硬的东西

中。 无形的力量，能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 因此，我才
知道无为的益处。 但是，像这样的道理———不言的教

导、无为的益处，天下很少有人懂得，也很少有人做
到。

【解读】
在老子《道德经》中，柔弱、不言、无为的思想贯穿

始终。老子认为，柔弱的东西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如绳
锯木断、滴水穿石、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等。

如何发挥柔弱的能量呢？ 那就得通过不言和无
为。多少年来，有许多人曲解老子，就是因为对不言和
无为的不了解或一知半解， 认为不言就是不说话、不
发表意见，无为就是什么也不干、无所作为。 其实，不
言是不说多余的话、无用的话，强调的是以实际行动
去做引导和引领；无为则是不妄为、不乱为，无为是为

了有所为、无不为。不言之教和无为之益，更是一种精
神境界，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
老子的良苦用心。

这里我想说说韬光养晦。 韬光，字面意思是收敛
光芒，引申意义为避免抛头露面，最早出现在南朝梁
国太子萧统所写的《靖节先生集序》，“圣人韬光，贤人
遁世”；养晦，字面意思是隐形遁迹，修身养性，引申之
意为隐退待时。 韬光养晦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风度，是
一种修缮人格的方法。 只有胸怀博大、长于内省的人
才能够看清自身的不足之处， 油然生发谦虚之情、守
柔之意，是对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完美诠释。

从古至今，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经典事例。
无论是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 卧薪尝胆消灭吴国，还
是三国时期的皇叔刘备， 忍辱负重终成三国鼎立之
势；无论是名将韩信的胯下之辱，还是谋臣张良给素
不相识的黄石公穿鞋，都是在未成功之时，运用了韬
光养晦的策略。学会韬光养晦，就有了稳扎稳打、越战
越勇、不断成功的资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一介布衣能登上皇位，实
在是有许多高人之处， 但总的来说是他能明实力、识
实务，在相对较弱时能够韬光养晦，不称王、不出头，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断扩大地盘。 另一方面，他又
积极招兵买马，严格训练，不断壮大队伍；在后方鼓励

百姓，开荒种粮，不断加强储备，巩固实力。最后，万事
俱备，朱元璋把握良机，凭借雄厚实力推翻了元朝的
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成就了一番伟业，实现了心中
的夙愿。

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说， 放低姿态不失为一种美
德、一种风度。做人要圆融通达，而不是摆着架子高高
在上；功成名就时更要低调一些，自觉地在名利场中
做一名看客，免除无谓的伤害。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用在这里就是智慧的“水”总是往低处
流，而汲取了“智慧”之水的人才能越走越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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