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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院子里的木棉、紫荆和火焰花
早已竞相绽放。西海岸的习习海风不时
将缕缕花香送进窗口。在这花香浮动，
却难以分辨是春天还是夏季的时节我走
进了良谷镇，走进一个鲜有花香却充斥
着由各色人等上演的一幕幕或悲或喜、
五味杂陈的人生大戏的纷繁世界。

仅就文学地理的层面而言，良谷镇
不似汪曾祺的高邮，福克纳的奥克斯福
小镇，抑或贾平凹的商州以及梭罗的瓦
尔登湖，它们均名不虚传地真实存在
着。而良谷镇则是作家刘宏笔下一个虚
拟的世界。可我坚信，如果你读了刘宏
的小说集《风雪托木斯克》你会真切感受
到，发生在良谷镇的一个个动人心魄的
故事以及故事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就
活在你身边。良谷镇坐落在这个世界的
各个角落，它正是这个时而风雪弥漫、时
而凄风苦雨的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是
与作家血脉相连的精神原乡。

纵观刘宏小说创作的轨迹，《风雪托
木斯克》中的 19篇作品依然保持着他始
终如一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主张。如同他
低调、踏实的性情，在创作上刘宏不随波
逐流，不矜奇立异。他深谙出身“稗官”

的小说，其生存的根之所在。他对自己
的创作始终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诚
如刘宏本人所言，“与其让人猜谜一样不
知你写的什么意思，倒不如通俗易懂来
得好些。”这里的俗当然不是低俗，刘宏
追求的大众化其前提是要写出“好看易
懂且有回味的小说”，这是他的艺术主
张。本书中的《1941年的豆腐》《地下600
米》《秘方》《此情可待》《积肥》《老兵索班
朝》等篇什就为我们提供了“好看易懂且
有回味”的典型文本。好看易懂是前提，
言及“有回味”就不同了，它关乎作品的
品质和思想内涵，不触及读者灵魂的作
品岂能有回味？所以刘宏这句后缀的

“有回味”又为自己的“好看易懂”文本提

升了至关重要的艺术价值，刘宏做到
了。以上几部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
富有精湛的传奇色彩，巧妙的结构设置，
一波三折、出其不意的人物命运走向，使
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小说原初的形态
和特质。然而，与通常的通俗文学不同
的是，刘宏作品中不仅有好看的故事，更
在故事中融入了对平民百姓生存困境的
揭示。《地下 600米》中，当灾难陡然降临
时，人们的各种心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
作家的笔下，那里有作家对生命绝境中
人的灵魂的拷问和对高尚人性的呼唤，
动人心魄。

品鉴刘宏的小说你会发现，他的作
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又植入了浪漫主
义的元素，如《此情可待》和《北有南
岛》。良谷镇上，一个是饱受七年之痒，
渴望越轨的中年男士，一个是穷困潦倒
却诗心不改，心里始终驻留一个虚无缥
缈的远方的落魄诗人。他们的人生际
遇，在看似潇洒浪漫的背后，却隐含着丝
丝缕缕的苦楚和沉重。

由此可见，刘宏的小说兼顾了“大众
文学”的“好看易懂”又不失所谓“纯文
学”的深刻内涵。我以为刘宏是在二者
间找到了一个“黄金契合点”，再有浪漫
主义元素的加持，使他的作品在当下的
小说园地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貌。这
种雅俗共赏的作品无疑大大拓展了读者
对小说的接受边界，这是在小说园地里
深耕有年的刘宏一个可贵的尝试。

对一部小说的价值判断，其仅有曲折
好看的故事和优美华丽的语言是远远不
够的，好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有没有
戳得起、立得住的人物。不言而喻，人物
是一部小说的灵魂，人物塑造成功与否，

关乎小说的品质和段位。读《风雪托木斯
克》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塑造人物上，
刘宏在良谷镇那片土地上可谓精耕细作，
下足了功夫。这也是刘宏小说味道醇厚、
余味绵长的关键所在。

刘宏的人物谱系中汇聚了良谷镇五
行八作里的各色人物。可无论是其貌不
扬且窝囊却义薄云天的挖煤工，浪荡不
羁、穷困潦倒却心地透明的诗人，还是身
怀绝技、几里地外能听出拖拉机毛病、扔
把镰刀就能测出小麦产量的老军垦……
均塑造得扎实、饱满，个性鲜明，让人过
目难忘。毫无疑问，刘宏是把人物塑造
作为小说创作第一要旨的，这种艺术自
觉为其小说能够抵达读者的期待高度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刘宏是“杀手作家”。书中的
19篇作品中有 16篇的主人公非死即伤。
比如为救工友葬身井下的挖煤工老滕、被
飞转的油锯削掉一只脚的诗人南岛……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深切地领悟了
生命的无常后，对生命本质的揭示，更是
对崇高人性的呼唤。作家刘宏不媚俗，不
粉饰，用手中的笔划开生活的层层面纱，
将现实社会的肌理和百姓真实的生存状
态展示给读者，可谓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悲
悯和慈爱，这也正是刘宏小说的艺术价值
和精神重量之所在。

刘宏是一位不事张扬、只顾埋头做
事的作家。多年来，在良谷镇那片鲜有
花香却生长着一个个或苦涩或神秘的故
事的土地上默默耕耘，已有了可喜的收
获。愿刘宏深耕不辍，不断将埋藏那里
的宝藏挖掘出来，诉诸笔端，以更加饱满
的成色以飨读者。以刘宏的实力，那个
金色的收获季节指日可待。

时节，走进如梦的良谷镇
小说集《风雪托木斯克》读后

□李凤臣

日前，读了由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主编、四
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瓷器改变世界》一书，感觉对瓷器有
了更深的认识。该书共有八章，全书以朝代为经，地理位
置为纬，依次陈述散落在近至朝鲜半岛、远至非洲的中国
瓷器，再现波澜壮阔的“瓷器之路”，展现中国瓷器对世界
文明进程的特殊贡献，让人从中感受到作为中华文明载体
之一的瓷器所散发的无穷魅力。

《瓷器改变世界》一书以中西方历史遗存为线索，结合
国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考古发现、私人收藏和专业研究
的成果，按图索骥，旁征博引，以史证瓷，溯源穷流，深入挖
掘中国外销瓷的发展历史，勾勒出中国瓷器外销的波澜壮
阔之路，再现中国瓷器走向全球的光辉历程。作者在“考
古：世界范围的中国瓷器遗存”一章中指出：瓷器是中华文
明孕育的瑰宝之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瓷器制作技术
的国家，不仅受到国人的普遍喜爱与广泛使用，也受到外
国人的欢迎，在古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
地位。中国瓷器走向世界持续了一千多年。中国瓷器最
早的外销，肇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一
个高峰，出现在隋唐五代时期；而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
期，则出现在宋元时期。考古发现，中国瓷器不仅出现在
亚洲各国，也出现在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凡人类
行迹所到之处，几乎都有中国瓷器的身影。

《瓷器改变世界》一书以青花瓷、德化白瓷为例，看中
国瓷器是如何成为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全
球性商品”。在“那一阵蓝白相间的中国风”这一章中，作

者首先列举青花瓷加以佐证。作者指出，中国自唐代以
来，就有青花瓷销往海外，但青花瓷批量走向海外，是在
元代。从存世的元青花瓷看，国内只有 100多件，而海外
却有 200 多件。16 世纪末，中国瓷器开始大规模进入欧
洲。欧洲收藏的瓷器中约 80%是青花瓷；仅在葡萄牙里
斯本桑托斯宫的金字塔式天花板上就镶嵌了 261件中国
青花瓷。明代隆庆元年（公元 1567年）解除海禁以后，青
花瓷的出口迅速攀升。据不完全统计，仅公元 1602年至
1682年的这 80年间，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到欧洲的
瓷器有 1600万件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青花瓷。青花瓷
以它的神秘美感与实用性，折服了欧洲上层社会和中产
阶层，在寓所陈设、使用中国青花瓷，成为社会地位与富
裕程度的标志与象征。接着，作者在“那一片纯洁的中国
白”一章中，又以福建德化白瓷作为例证，看中国瓷器如
何改变世界。作者说，德化从宋代起，便开始生产白瓷，
元代德化白瓷观音成为朝廷供品。但德化白瓷真正走向
世界，则与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据说马可·波罗看到呈半透明状的德化白瓷后，以为
是贝壳磨粉后烧制的，称其为贝壳瓷，并向欧洲人推荐德
化白瓷；而德化白瓷得名“中国白”，是由法国人普拉德取
其名的，并沿袭使用至今。从 17 世纪开始，德化白瓷开
始大量销往欧洲，很快吸引了欧洲皇室、文学家、艺术家
的关注，渐渐风靡欧洲。可以说，中国的青花瓷、德化白
瓷等“土特产”，如同一张精美的中国名片，乘风破浪、漂
洋过海，给世界带去了精致、典雅的东方印象，也让东方

文明征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
《瓷器改变世界》一书通过梳理中国瓷器被模仿、复制

的过程，展现了中国瓷器的世界影响力和对世界文明进程
的推动力。在“中国瓷器引领的世界瓷器潮流”一章中，作
者指出，中国瓷器的外销，同时带动了制瓷技术的传播与
交流，在世界各国迅速掀起一股中国瓷器热。

闪亮的中国瓷器
读《瓷器改变世界》

□贾登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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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月亮的小孩》
李学武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23年1月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
个月亮村。那里的人昼伏夜
出，以月为生。太阳世界的小
女孩月嘤通过水月间的联结闯
入月亮村，自此展开一段充满
想象力的、奇幻的冒险之旅。

《对话：走向网络文学经
典之路》

李玮 主编
南京出版社
2023年2月

本书收录天下归元、蒋胜
男等 15 位网络文学名家的访
谈，系统梳理了他们的创作历
程及作品特色，关注了网络文
学的最新发展。

《霞满天》
王蒙 著
花城出版社
2023年3月

《霞满天》是王蒙的最新小
说作品：76岁的蔡霞教授在漫
长一生中接连遭遇人生不幸，
却依旧保持着高贵的人格，在
晚年重拾行李，毅然前行。本
书同时收录王蒙另一部中篇作
品《生死恋》。

《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
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

张莉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2月

本书是由评论家、北师大
教授张莉主持编选的一部中短
篇小说选。本书延续以爱、秘
密、远方为辑的传统，收录2022
年度二十位不同代际的中国女
性写作者的作品，既代表了对
当下文学现场的一种凝视，也
代表了对女性文学未来的长远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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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熊卡罗》是一部长篇动物童话，作品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述了人与动
物的一场“奇幻”之旅。在书里，卡罗是一头
十岁的棕熊，它刚刚成熟，却身材巨大，天生
神力。它有着与生俱来的野性，却又单纯善
良。它原本只是对朋友口中的“魔鬼”好奇，
带着无畏的心态踏上了寻找“魔鬼”之旅，闯
入了人类的世界。

这是一部语言优美而生动的童话，在作
者的笔下，大自然犹如美丽的画卷，高大的红
松、清冽的河水、洄游的鲑鱼，以及从天空深
处滑落的雁鸣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充满灵性，超级巨星卡罗、聪明的火狐狸丹
妮，还有很多天真善良的月亮熊……它们的
形象生动可爱，呼之欲出。这本书让我们获
得重返大自然的惊喜。作品寓意深刻，以全
新的视角，展示动物与人类的矛盾和冲突，和
谐与共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使
我们沉浸其中，不知不觉地跟着故事的主人
公卡罗，走过一段曲折又离奇、温暖又感动的
生活。这样奇妙的故事，带给我们的阅读体
验新鲜又难忘。

孩子们通过阅读这部作品能够进入野
生动物的内心世界，在感受它们灵动可爱的
同时，也了解到它们窘迫的生存现状，从而
理解人与生态环境的相处之道，保护野生动
物对生态环境永续发展的重要。

这样一部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原创

力作，来自于实力派作家王左泓，他不仅是
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是导演和编
剧，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在关注儿童成
长的同时，还会了解儿童心理，其创作的文
学作品屡获大奖，其中短篇小说《危险的夏
天》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或许，正是
因为他的多重身份，让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
时，常常会有“入戏”感。在优秀的原创作
品匮乏的今天，王左泓先生推出这样一部
作品，实属难得。他用这样一个温暖又耐人
寻味的故事使我们反思：我们应该怎样去
爱？怎样去保护地球母亲？怎样才能做一
个更好的人？

近三百年的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创造
了极度丰富的物质文明、亘古未有的科技
成果、传世不朽的艺术成就。然而，人类
也为之付出了空前沉重的代价，比如全球
气候变暖，水、土壤等生态环境遭到系统
性破坏等。

由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严重失调，从而威胁人类生存
和发展。

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人类就应
该保持对大自然的足够敬重、对野生动物有
足够的敬畏之心。人们都知道“没有买卖就
没有杀害”，这不单单是创建生态文明社会
的共同认识，同时应该作为人类一直固守的
道德底线。若站在野生动物和人类之间存

在的关系与生物多样
性的角度来观之，保护
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人
类自己。

希望在遥远北方的冻土
地带，在那个有苍茫森林和辽
阔海洋的地方，克迪亚克棕熊
可以自由地追逐着海浪玩耍；小
棕熊可以跟妈妈一起去看大海，
一起在海里游泳，跟妈妈去森林中
学习捕食。

希望月亮熊可以自由地在亚洲
丛林里生活，那里有美丽的草原，月光
下起伏的草浪闪着银色的光波，远处是
高墙般的原始森林，河水静静地流着，黝
黑的河面不时跃出一条银色的鱼，像美丽
的精灵在水面跳舞，它们不再被关在狭
小冰冷的铁笼子里……

希望人与动物可以和平共处，人们
不再追捕和猎杀野生动物，希望大家不
要破坏环境，因为在破坏自然环境的
同时，也在伤害我们自己！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
发 展 ，应 当 从 每 个 人 做 起 ，希
望人人提高环保意识，人人树
立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观 念 ，保 护
好野生动物，保护好我们的
家园。

《巨熊卡罗》/
左泓著 阿达 绘 /
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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