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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疼痛与细腻的情感陈述
———读邵丽长篇小说《黄河故事》

◇马银良

������当今小说，在融合了西方现代派技
巧之后，有现实感的作品又一次进入人
们的视域。 无疑，邵丽的小说《黄河故
事》，就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

《黄河故事》是一部精致的小长篇。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 它以黄河为依托，
描摹了一个中国式的小家庭的情感纠

葛。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
式，这样的叙述方式，非常有利于作家
展开自我精神世界的刻画。 小说以“我”
为父亲寻买墓地为线索， 以母亲为圆
心，以母亲的子女为散点，讲述以平行
和穿插的方式进行。 故事是从“我”为父
亲寻买墓地写起的，就在为父亲寻买墓
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展开了对于母
亲、父亲、姐妹等人生历程的回顾与追
述。

小说中的母亲是作者重点刻画与

挖掘的人物。 小说通篇集中描写展示
的，正是母亲与她的子女之间的情感关
系，包括“我”在内。 在我看来，母亲强硬
的性格，是桀骜不驯的黄河水滋润锻打
出来的。 不幸的命运遭际，却使一个没
有多少文化的底层女性，有着足够强大
的精神世界。 说她有自己足够强大的情
感世界，是因为她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
所作所为， 哪怕总是为子女所不齿，却
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而实行的。 正如作
者所描述的：“她像一架根雕。 她很瘦，
干而硬，又爱穿黑衣服。 ”此句白描式的
勾勒，把一个不甘屈服于命运的坚韧不
拔的母亲形象， 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
前。

当然， 小说中的母亲又是善良的，

但她太过于强势， 无视父亲的存在，干
涉子女的婚姻，特别是对父亲形象的损
毁，读来让人心悸。 令母亲最为难堪的
是父亲的贪吃和无所事事，以至于她把
父亲的尊严打压得一毫也不剩，把父亲
彻底否定。 因为父亲贪吃，她把父亲带
回的馒头 ，用脚踩 ，然后踢飞 ；因为贪
吃，她把水瓢都摔碎了；因为贪吃，她把
碎肉劈头盖脸砸向父亲。 读到这里，我
为母亲的行为所不齿，心中增强了对如
此一位母亲的批判意识，一个泼辣的母
老虎形象，在我心灵上烙印。 最终，被逼
无奈的父亲投向黄河。 对于父亲的结
局，我内心有一种撕裂感，充满了无限
悲悯和辛酸。

母亲的强势 、母亲的所作所为 ，使
自己的子女都无法理解她的精神与情

感世界。 面对来自于子女的冷漠，母亲
坚持着自己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以
一种坚韧的姿态生存着。 母亲对“我”
的专横，对姐妹婚姻的独断，尤其是二
姐的自毁前程， 加深了子女与母亲的
隔阂。 再加上子女围绕着“吃”开起了
饭店，这种承袭了父亲习性的做法，更
是阻隔了母亲与子女之间本该有的亲

密关系。 直到小说最后，“我”才觉悟，
对母亲的做法有所理解、有所宽恕，也
包括“我”的姐妹。

小说中的“我”，也是一个倔强的女
性，这一点和母亲相似。 那时的“我”，对
母亲充满了怨恨，所以，虽然可以用自
己的拼搏所得颐养母亲，但却总觉得和
母亲之间隔着什么。 只是在为父亲寻买
墓地的过程中、从母亲的言行中，才逐

渐理解了母亲， 消解了与母亲的隔阂。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黄河故事》的写
作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我”与母亲的和
解过程。 在《黄河故事》中，作家邵丽把
批判反思的矛头悄悄蕴含其中，把矛头
指向了“我”和姐妹弟弟。 子女没有资格
指责母亲，该向母亲表示感激，她给了
子女生命，养育了子女长大。 小说用一
股强大的情感力量，给读者心灵世界带
来了强烈冲击，这是《黄河故事》最突出
的艺术感染力之所在。

邵丽小说没有背离现实主义的客

观性与真实性，她没有囿于某种叙事模
式。 她关注的不是抽象的底层，刻画的
是活生生的人，是中国普通家庭的喜怒
哀乐。 她不但揭示了普通老百姓内心世
界的挣扎，更重要的是挖掘了这些疼痛
这些苦涩产生的根源。 小说中的姚水
芹，是刻画的个性比较鲜明的人物。 她
心气高， 不能忍受困顿的农村生活，不
能忍受长日漫漫的无望和凄苦。她的心
里有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焦虑。 所以，她
选择了城市，选择了深圳。 作家笔下的
深圳，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凝聚
了现代化色彩的时尚都市。 它的繁华，
不仅吸引了姚水芹的到来 ， 还吸引了
像姚水芹一样千千万万的异乡人 。 姚
水芹孤身一人在城里打拼 ， 与人合住
在出租屋内。 她羡慕梦金子的时尚，最
终 ，她抛弃了自尊自爱 ，接纳了钱色 ，
并和丈夫离了婚， 过起了城里人的日
子。 还好，她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找
到了农村丈夫不能给她的精神慰藉 。
读书的过程中， 不得不佩服作家邵丽

的细腻笔法， 她对小人物的内心活动，
特别是对姚水芹情感世界的波澜起伏，
描述得生动鲜活，挖掘出了姚水芹内心
深处的不安与躁动，挖掘出了人物极为
幽暗隐秘的内心世界。 作者写她的焦
虑、恐惧、不安、孤独、希望，听到她以及
她们隐藏着的稀微的声音，作者把她的
善良、单纯和向往，都描摹得生动逼真，
而且连叙事节奏都把握得张弛有度，如
行云流水般温婉悠长，让人读后唇齿留
香。

邵丽小说关照的是底层人物生活

的艰难，更多的是对人物精神状况的考
察。她的小说既有感伤的气氛笼罩，也
不乏温情力量的召唤， 书写苦难的同
时，又满溢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从作品
中不难看出， 邵丽是一个对文学特别
执着的写作者。她的语言干净纯净，无
一毫市侩气。 她把某些中国文学的西
方化，很现实地重新摆在读者面前，也
把网络时代文学的虚拟化拆解， 告知
读者， 这是一个精神稀缺与复兴的时
代。

阅读邵丽的小说，不是很轻松。 不
得不承认，读《黄河故事》，我流了几次
泪。 一次是为父亲投河，一次是读到姚
水芹的经历，一次是读到对“我”和二姨
在傍晚一段安静时光的描述，最后一次
是为末尾母女的对话及“我”震颤的心
理。 正是邵丽作品中强大的情感磁场征
服了我。 她具有个性的语言天赋和非凡
的想象力，以及她作品中蕴含的情感魅
力，都值得探寻。

愿邵丽的小说越写越好！ ③22

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七章

【原文】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
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
邪！ 故能成其私。

【译文】
天地永远都存在。 天地之所以能

够长久存在， 是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
而生。 圣人学习天地，把自己置于众人
之后，却得到大家的推崇而占先，把自
己置之度外却能保存自己。 因为他无
私，所以能够成就自己。

【解读】
本章对私心较重的人尤其具有启

迪意义。 一味地自私自利，只会舍本逐

末，一无所获。 只有顺应天道，公而忘
私，最终才会“成其私”。 老子认为，天
地是永恒存在的。 它之所以能够永远
存在，是因为它的一切运作、变化都不
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天地生养万物而
不独为自己，反而能够得到长生。

老子歌颂天道，从而推己及人，希
望人们能从中悟出这个道理， 效法天
道。 文中的“不自生”与“长生”，“后其
身”与“身先”，“外其身”与“身存”，“无
私 ”与 “成其私 ”，表面上是相互矛盾
的，其实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它
们是相互转换的对立统一关系， 是事
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果能“自生”，就
必然不长久；要想“身先”，必须“后其
身”；要想“身存”，必须“外其身”；要想
“成其私”，必须无私。

一个干一番事业的人， 必须没有

贪心和私念。 有了贪心和私念，甚至私
欲无限膨胀， 最终只会遭人非议和鄙
视， 甚至身败名裂， 反而失去了许多
“成其私”的机会。 而真正聪明的人却
“后其身”“外其身”， 不把自己的私利
摆在前面，不从自己的私利考虑问题。
这是一种先人后己的谦下精神， 有了
这种精神的人， 自然会得到大家的拥
戴， 从而顺利地实现其生命的价值。
“以无私”是也！

历史验证了老子处世修身的合理

性。 大到历史名人，小到我们身边的成
功人士，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历数古
今中外的千古伟人， 哪一个不是大公
无私、 先天下之忧而忧， 最终流芳百
世，受人敬仰。 毛泽东带领一批共产党
人，一生为革命，舍身忘利，身边亲人
牺牲很多，也没有给子孙留下财产，而

他却永远被人们铭记在心中。 仔细观
察我们身边的成功人士， 又有哪一个
会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先己后人的
小人？ 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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