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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峪川》是一本意境深邃、基调
凝重的长篇小说，它凝聚了作家王卫
民先生创作的满腔热情，在熬过了无
数个白天黑夜的辛苦创作，终于呈现
在广大读者面前。

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对社会、历
史的一种艺术再现，包含着作家对
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并用文学的笔
触来解读社会的发展变迁。翻开

《泥峪川》，随着阅读的深入，心情越
发沉重。我为人物的命运而哀叹，
不禁潸然泪下，不能自已。掩卷思
考，尝试从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方
面作一些赏析。

小说写作，其故事情节的展开、
人物及其命运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
典型环境。恩格斯在1888年4月《致
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典型环
境原指文艺作品中典型人物所生活
的、形成其性格并驱使其行动的特定
环境。”长篇小说《泥峪川》，是以地处
秦岭腹地、丹江发源地的泥峪川为原
型的，泥峪川正是以麻二、榛子、王汉
景为代表的一群生活在最底层、最受
压迫的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他们祖
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耕种、放牛、经
商……生于此，逝于此。《泥峪川》中，
作者对这一典型环境作了生动形象
的描述。

一是自然环境的描写。泥峪川
自然环境优美，那里在今天可谓是天
然氧吧，会让游玩者赏心悦目、流连
忘返。但是，作者所写的是民国时期
的家族故事，优美的自然环境似乎也
没有给世世代代生活在泥峪川人们
带来幸福。

小说一开篇，就是对鄂西北遭
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赤地千里、饿
殍遍野的白描。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榛子家仅有的几株苞米被漫天的蝗
虫扫荡一空，不得已一家四口开始
了西行逃荒。他们“所到之处无不
是残垣断壁”。小说主要人物一出
场，就将他们一家人置身于旧中国
农村衰败的天地里，这个典型环境
为榛子一家的逃荒铺上了悲伤的底
色，也为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命运
的起伏埋下伏笔。

第十二章几乎整章都描绘了狂

风横扫和暴雨倾盆下的泥峪川。
写风。“风从泥峪川道吼着、狂奔

着、愤怒着……少顷，风以雷霆万钧
之力在林子肆虐，把树叶儿欢迎的掌
声打断，继而是阔叶乔木纷纷被风扯
断的咔嚓声。阔叶树招风，招惹了
风，齐腰断的、齐根断的，还有被风撅
去了树梢儿的，河道里多以杨柳为
主，那些将枯的老树哪能经得起如此
的暴风狂虐，折了、劈了。”作家写出
了风的暴烈，狂野的风就像是一匹匹
脱缰的野马，或者是发疯在旷野上的
怪兽，横冲直撞，即将给泥峪川人的
平静生活带来灭顶之灾。

写雨。“暴雨来的时候，没有电
闪雷鸣，也没风稀里哗啦，如注的暴
雨倾盆而至，雨点子打在屋瓦上‘嘭
嘭’响……雨从川垴儿那个叫康河
的地方一路漫下来，像妖魔扭动腰
身，雨柱儿在空中摇摇摆摆，雨珠儿
连成线，从天上扯到地上，瞬时混在
一起……像这一条线的暴雨急促而
敷衍了事，雨水哪还有入地的机会，
前边的还没流走，后边跟着又来了，
横冲直撞，把坡塬地的泥土连裹带
挟，从高处往低处涌，把山林里的枯
叶败枝冲到一起，卷起一道梁，直泻
而下，沟壑、山涧里浑浊的山洪像愤
怒的猛兽，冲向泥峪河。”看吧！这
凶神恶煞般的暴雨铺天盖地，犹如
妖魔鬼怪，肆虐地倾泻到熟睡的泥
峪川人家。

写灾。“水灾的祸害超出人们的
预料，每个湾子里倒了的土房占一
半，而坡坝、地坎人家有几十处的滑
坡。蝎子沟、桑树沟、漆树洼，洪水绝
棱绝茬儿地把沟岸给冲了。这一冲，
自然将房子、物品冲走，经几辈人在
沟岸沙滩上刨出来、用石头挡出来的
叫作‘沟畔畔地’的地被冲没了，露出
被沙土掩埋了不知多少年的沟床，嶙
峋参差，碎石也罢，巨石也罢，一色的
青白色。不经意可见挂在沟边石头
上带索的犁，带绳的耙，沙地上有倒
扣的锅，被水冲死的牛、羊、猪。没有
漂走的就被留在了乱沙窝中，没被沙
埋完全的，几天后开始腐烂，招来一
大群一大群绿头苍蝇。”一场天灾，让
泥峪川、黄庄子的所有人家断壁残

垣，千里沃野一片狼藉，几辈辈人辛
苦积攒下的家业没了，等待他们的是
瘟疫和更大的苦难。

我想，作者在这里写出了一个个
典型环境，曾经美丽而又贫瘠的泥峪
川、黄庄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被无情的风雨横扫，人们在天灾面前
唯有恐惧、无奈、绝望，甚至是死亡。

二是社会环境的描写。社会环
境是现实的，就是泥峪川人们生活
下的社会，包括形形色色的人物、复
杂的社会风貌。让读者感受最深的
一个方面，就是小说里的社会环境
下，存在着蔡世珍、六娃、石柏树，还
有镇长、土匪等等的官绅恶霸人物，
他们先后粉墨登场，给泥峪川的贫
困百姓带来无尽的恐惧和灾祸，而
这些恐惧和灾祸，又集中地反映在
以麻二一家人为代表的普通百姓身
上。麻二乃至他的儿子麻林林，受
到了这些社会黑暗势力的欺压、敲
诈、诬陷、栽赃、陷害，让本是耕读世
家的麻二一家，也不得不走向了生
活的绝境，最后是家徒四壁，一无所
有。那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还有
比他家社会地位更低的千千万万的
村民，历经了官匪沆瀣一气的欺压，
还包括自然灾害的侵袭，人们该是
多么的痛苦与无助。

这样的社会环境，还以微观的
形式在榛子的逃难路上集中体现出
来。榛子在兵荒马乱中，和好心救
她的黑痣走散了。这一走散，她经
历了一段又一段地狱般的流浪。起
初，被一户人家当成还债的牲口售
卖时无人问津，不得已五个大洋卖
给了人贩子尖嘴猴腮。尖嘴猴腮欺
凌了榛子，又把她卖到了妓院。不
承想妓院生意冷清，老鸨把她领到
街上，头上插上一根稻草出卖，最后
以两个大洋的低价转卖给了大个子
女人。榛子不知道大个子女人带她
走向哪里，在一家开在小荒岭上的
客栈里，当从箍匠那里知道了这是
一个黑店时，求生的本能让她趁着
黑漆漆的夜色逃离了苦海。世间虽
好，但没有她的立足之地，她惊慌失
措趁着夜色不辨方向地跑进了深山
里。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的文字，淋

漓尽致地描写了榛子的逃难过程。
向死而生，生的勇气让她战胜了一
切困难，空寂的大山成了她逃离人
间后的一个天然避难所。渴了喝冰
冷的溪水，饿了吃地软、松子、酸枣、
核桃、五味子，一个十四五岁的姑
娘，竟然活脱脱地变成了一只流浪
的小猴子，从春到秋，从秋到冬，流
浪在山林里，直到有一天，就在她精
神恍惚、生命垂危时，侥幸碰到了一
个樵夫。她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她
又重回人间，最后自我贩卖，被黄子
寅带到家里做了二房。读到作家写
榛子逃离一个狼窝又落虎口的悲惨
经历，我想没有不心生怜悯之情的，
没有不感慨榛子生活时代的人间悲
凉、社会动荡。可以想象到，天下大
众流离失所，百姓命如草芥，没有生
活的希望，也没有生命的价值可言。

《泥峪川》所描写的典型环境，
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社会现实及
其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对于塑造
人物、渲染氛围、展示时代背景及深
化主题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鲁迅先生这样定义了悲剧：“真
正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
人看”。王卫民先生的长篇小说《泥
峪川》，大量的典型环境的描写，形
象逼真地演绎了人世间的悲苦史，
以麻二、榛子为代表的典型人物正
是在这样悲惨的环境中苦苦挣扎，
让读者哀其不幸。发生在泥峪川一
幕幕的人间悲剧里，好多人物的性
格被扭曲，人性被异化。

小说也写了另外一种社会环
境，忽隐忽现地穿插在字里行间，给
受尽各种黑暗势力欺压的穷苦百姓
一线生的希望。那就是以麻三、麻
养高、王汉景为代表的“红色”线索，
这是社会环境的另外一个方面，虽
然是在遥远的地方，但最终似星火
燎原，烧到了泥峪川，让泥峪川换了
人间。再次流浪的榛子终于在“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
与女儿一家团聚。

《泥峪川》让我们再次饱读了一
部凝重的艺术化的中国乡村现代
史，也让今天的读者感受到当下生
活的美好。

文学地理中的人物命运
——浅析王卫民长篇小说《泥峪川》

万发金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浓墨重
彩地反映了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
党人带领青海藏族人民艰苦奋斗，使青
藏高原发生沧桑巨变的壮阔历史。

小说以父亲到沁多草原蹲点起
笔，生动再现了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
三代草原建设者们，在雪域高原上办
起第一所学校、第一家贸易公司，规划
建设草原城市、控制平衡草原饲养量、
遏制草原退化沙化，最终，沁多草原入
选中国最美草原、沁多城被评为“高原
最佳景观城市”，草原牧民从自给自足
的原始生活状态，进步到与天下同频
共振的新时代。每一个变化，都是凤
凰涅槃般的重生，每一次进步，都伴有
分娩的阵痛，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小说笔墨生动，刻画塑造了众多
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了特定历史时
期人们思想观念的发展转折。

父亲“强巴”是整部小说中的核心
人物，他仗义、智慧、果敢。作为一名肩
负建设藏区、改变藏区牧民落后生活历
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他在任县政府科长
蹲点沁多时结识了藏民桑杰，从此与桑
杰结下了世代亲缘。当草原出现牛瘟、
公社主任角巴蒙受冤屈时，他仗义执
言，同官僚主义开展斗争，并冒着风险
营救角巴，最终却在“牛尸林”事件中作
为替罪羊被撤职。当上级为了安抚他，
给他预设了三个岗位时，他选择担任学
校校长。改变一个落后地方的最好办
法就是通过教育灌输新知识，培养优秀
人才，父亲的选择可谓明智之举。当县
委书记王石高原反应难以工作时，时任
副县长的父亲建议他去地势低洼、树木
茂密，氧气多的阿尼琼贡边休养边工
作。王石认为那里偏僻，不是沁多县
府，不愿去。父亲说：“牧民常去的地方
你怎么不能去？”在父亲的眼里，哪里有
牧民，工作就应该在哪里。才让本是一
个聪明的孩子，被人一巴掌打成聋子。
父亲去野马滩蹲点，才让的母亲赛毛从
洪水中救出了父亲，她自己却被洪水冲
走。从此，父亲就把赛毛要治好才让的愿望变成自己的责任。最终不仅
治好了才让，还供他读书，将这个草原才俊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州委
书记。父亲看到畜牧发展过快导致草原退化，想方设法把马群引入无人
区，并把无人区提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按照现代城市要求和水
准，建造一座生态城市，让牧民离开草原，进入城市生活，还原草原生态环
境。父亲从科长到行县长职责的副县长，再到校长、沁多贸易公司董事
长、阿尼玛卿州牧马场副厂长以及阿尼玛卿州副州长、州委副书记、州委
书记，几年后，在考察的路上，面对雪山大地平静地走完为了草原奉献自
己一切的人生之路。草原以及草原牧民生活的发展变化，无不浸润着父
亲的心血和汗水。这些，雪山大地可以为证。

角巴义气、果敢又有点自以为是。他原是沁多草原部落世袭头人，
新中国成立前同西北马家军有深仇大恨，曾经跪地发誓：“谁挡住马魔
王，我就给谁当牛做马；谁赶走马家兵，我就是谁的人，要什么给什么；
谁杀了麻团长，给沁多报仇雪恨，我就子子孙孙上香献贡。”新中国成立
后，他坚决拥护新政府，年年赠送一千只羊、两百头牛。听说政府想成
立国营牧马场，一时没有地方，就主动找到县委书记王石，把自己数百
万亩最好的草场沁多冈日献给公家。他在县上开会时，父亲让他坐在
身边，领他去食堂吃饭，父亲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他，这让角巴感念不
尽，从此和父亲肝胆相照。父亲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难以化解的
难题，最后几乎都是角巴援助，得以妥善处理。角巴就是在和父亲闹别
扭后，也是不遗余力暗暗支持父亲的工作。最终，在完成父亲劝说牧民
搬离草原住进沁多城市的路途上，为了营救牧民掉进雪窟牺牲。

母亲苗医生是个为事业而献身的典型女性。她本在西宁当外科医
生，响应毛主席“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放到父亲
工作的沁多草原，治好了许多病人，成了草原上的“神”。当她接诊丹巴
画师时，了解到草原上有大量麻风病人，被抛弃在一个叫生别离山的地
方自生自灭。母亲主动承担起医治麻风病患者的职责，拒绝去大医院
当院长，自愿留在生别离山，组建麻风病研究所。因为长期与病人接
触，染上了麻风病，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一边搞科研，一边当医生。数
十年里，她与父亲的联系交流全靠书信往来，最终死于麻风病。

梅朵天真无邪、赛毛隐忍善良、才让聪慧坚强、桑杰勤劳朴实、姥
爷姥姥宽厚仁慈，还有卓玛、洛洛、央金，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不仅个
性鲜明，就连日尕、藏獒这些动物也有非凡灵性。

在杨志军诗情洋溢的笔下，草原的每一次出场都是精彩绝伦的亮
相。“正是夏花盛放的季节，蕊红瓣白的点地梅左一片，右一摊，像铺满
了不规则的花地毯。一簇簇的红景天升起来，绿的花苞、白的花瓣，恣
意地烂漫着……”“阿尼琼贡到了，阳光把云雾豁开一道口子，艰难而吝
啬地洒下一丝珍贵的温暖，雪还在飘，拌和在阳光里，就像天上挂起了
一瀑一瀑的白糍粑……”“草原已是秋天的景致了，绿色显得老旧了许
多，没被牛羊吃掉茎秆的针茅草和早熟禾探出紫色和灰色的籽粒，一会
儿趴下一会儿起来，让风的存在变得有点邪恶。遍地都是正在失去美
丽的风毛菊，狗舌草的花朵却依然开得鲜艳。像是最后的挣扎，有点发
怒的样子……”如诗如画数不清的高原植物在杨志军笔下是信手拈来，
多姿又多情。当草原荒芜、草场退化时，大自然的美与颓败形成鲜明对
比，亦因此，父亲一次次倔强地挽救与重建草原的努力便格外动人。

《雪山大地》以青藏高原为背景，将人与自然、动物、生态和谐发展
主题贯穿始终，形象道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硬道理。父亲
与角巴的相遇不仅是两个人、两家人的相遇，也是两个民族命运的际
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青藏高原的发展变化
历历在目。小说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状景描物如诗如
画，民族风情多姿多彩，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汉藏一家亲的民族团结观念
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时代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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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需要土壤，对一名作家而
言，最好的文学土壤是自己的故
乡。周瑄璞是在陕西西安成长起来
的实力派作家，而她重要的几部作
品都是在讲述中原地区颍河流域的
故事。因为她的家乡是河南，那里
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她的根深扎在
豫中平原颍河岸边，把中原大地的
故事讲得荡气回肠。无论是被誉为

“女性视觉的《白鹿原》”的长篇小说
《多湾》、非虚构作品《像土地一样寂
静：回大周记》，还是最新出版的长
篇小说《芬芳》，她始终满怀真情，用
多彩、细腻、美善、诗意的笔触勾画
了一幅幅美丽画卷，书写颍河两岸
独具特色文化风情，塑造了季瓷、章
西芳（《多湾》），大妮（《回大周记》），
杨烈芳、杨素芬（《芬芳》）等一系列
文学形象，歌颂那片土地上坚韧、顽
强、不屈、奋进的精神，唱响了一曲
时代的赞歌，让我们感受到时代大
潮下中原大地的巨大变迁。用贾平
凹先生的话说——“写活了时光，诉
尽了乡情，描绘出中原厚土的无穷
魅力”，她用“一本书，留住了乡愁”，
展示了她作为陕西七零后作家领军
人物的尊严和荣光。

周瑄璞擅长讲家族故事，长篇小
说《芬芳》以杨烈芳兄妹的成长经历
作为主线、杨姓家族十多个人物命运

为辅线，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生活的
不断转变反映出时代发生的巨大变
革，由此歌颂勤劳勇敢的人们永不服
输、向美好生活顽强进发的精神品
质。杨烈芳是作家浓墨重彩塑造的
人物，也是作者最为关注的人物，她
无根无基无貌无财，她敢笑敢哭敢恨
敢怒；她有胆有识有情有义，她敢想
敢干敢做敢当。她本是一个抱养的
孩子，后来辍学回家，咬牙供养哥哥
上大学，稚嫩的肩膀扛起一个家，终
于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女老板，实现
她人生的华丽转身。

我最欣赏杨烈芳的一句话——
双手创造幸福生活。不仅杨烈芳是
这样做的，杨素芬、春棉，甚至自觉卑
微的罗巧芬、杨小蝶也是这样的，尽
管时乖运蹇，她们不屈从命运安排，
心有所想勇往直前。这一群极具个
性的女性人物，让读者感受到中原女
性真诚、善良、勤劳、厚道和坚强，她
们像土地一样包容温暖，像土地上的
庄稼一样质朴坚强。

前杨的女性如此，前杨的男性
也毫不逊色。杨引章实现梦想上了
大学，民办教师杨引庆上访途中发
现机遇改变一家的命运，就连“二混
子”杨引运也最终醒悟，到西安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他们用坚韧顽强、
不屈奋进的精神改变自身的命运，

他们用这种精神改变家庭生活，实
现山乡巨变，他们用这种精神推动
了社会进步。

《芬芳》是一部讴歌新时代乡村
建设的力作，书写了时代之美；《芬
芳》更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精品
佳作，写出了日常之美，为我们带来
多重的艺术享受。作家始终深爱故
乡的土地，敏锐地感知那里的一切
事物，优雅从容地推介给我们，于是
那些鲜活的人物就亲切地走进读者
心中。杨烈芳好像是我们的姐妹，
不漂亮却勤劳，既善良又泼蛮，有担
当知进退，敬她爱她想她怕她又离
不开她；杨引章是当代农村知识青
年的代表，生活中随处可见，具有

《人生》中高加林一样的典型性；二
奶奶就像我们的奶奶，饱经人间沧
桑，又极尽善良热心助人，对后辈充
满期待，对生活充满向往；杨茂渠的
霸道专横，像极了有些地方的村干
部……他们像我们身边的人物，又
不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作家有着超
强的描摹能力，书写独特的地方民
俗构成小说的个性特色，激发了读
者的阅读兴趣：在描写唱乡戏、婚
庆、赶集、丧葬等习俗中，让读者感
受到豫中平原不一样的文化氛围，
激发出读者想象与向往的空间；在
介绍芝麻叶面条、胡辣汤、菜馍、咸

食菜、蒜面条、红薯糊涂这些垂涎欲
滴的美食时，让读者感受生活的无
限美好；在有关亲情关系的描写中，
熟谙地方风情，吃透人情世故，精准
地把握各色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
让读者体会到人性的复杂。

作家十分在意语言的精致精美，
用绵密扎实的语言细微书写豫中平
原老百姓日常生活，平和又充满诗
意，冷静而不乏幽默，可见她驾驭语
言的能力。她熟练运用了大量方言
土语，使人物更具个性特点，也使作
品更加生动鲜活，更加富有浓郁的生
活气息，让读者感受到她小说语言的
美好与魅力。

《芬芳》书写了时代变化变迁，讴
歌了众多平凡人坚忍不拔的奋斗精
神，也给生活中的弱者送上一份哀挽
和叹息。白氏熬过那么多的苦愁终
究选择自杀，春棉熬过悲苦人生却又
进入暮年，真是让人叹息。尤其是罗
巧芬、杨小蝶母女，那是让人最为揪
心爱怜的人物，她们是最为脆弱、最
需要帮助的人，她们得到众人的善
待，她们也竭尽所能回报他人，那份
柔弱的坚强和真诚的善良让人有种
说不出的敬意。

悲悯温情的目光，精打细磨的语
言，构成光与影的巧妙映衬，使作品
更具深远的历史意义。

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读周—读周瑄瑄璞长篇小说璞长篇小说《《芬芳芬芳》》

刘立勤刘立勤

商 洛 山商 洛 山 （总第25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