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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根留住
———读刘庆邦《堂叔堂》

◇孟永峰

我为什么一定要写这部小说的读后感呢？ 情感因
素。 我妻子读完这部小说泪流满面，这部小说的主要人
物之一刘本成，是她的亲爷爷。 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刘
庆邦老师是我妻子的堂叔， 这部小说中的刘本成也是
刘庆邦老师的堂叔。 刘庆邦老师这部长篇小说 《堂叔
堂》用十一章来写刘本成，其他的主要人物大都写了三
章或四章。 这部长篇小说是实写不是虚写，是回忆录，
也是历史，刘楼村的历史、时代的历史，更是祖辈的历
史。

刘本成是刘楼村第一个共产党员， 是刘楼村第一
任村长，也是乡里第一任乡长。 刘本成是个什么样的人
呢？ 我的妻子小时候只知道有这个爷爷，爷爷去世时妻
子还是小孩子，没和爷爷在一起生活过，更不知道爷爷
的过去还有这么多故事。 我本人也没见过这位爷爷，我
跟妻子谈恋爱的时候奶奶还在世， 奶奶也没讲过爷爷
的过去。

我和妻子读完爷爷的故事，感觉很悲伤、很凄凉。
爷爷的一生是悲壮的，十几岁没了爹，后来参加革命搞
土地改革，爷爷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相连。 爷爷是个大公
无私又非常正直的人，用我岳母的话讲，叫“傻”！ 三个
儿子都没沾光，还得罪了人。 当我们这些亲人读完《堂
叔堂》，当我们读完刘本成的故事 ，我们是伤心 、难过
的。

正如《堂叔堂》里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这位爷爷
刘本成是个很别的人，我们那里土话，别就是犟，就是
倔，爷爷对待命运，倔强、抗争、悲愤。

我把喜马拉雅上的《堂叔堂》放给岳父听，岳父听
完前四章就站了起来向外走去，岳父眼里闪着泪花，边
走边说：“你邦叔真是哩，写自己人干啥，还写那么真，
那么实在！ ”

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小说本身有“实”有“虚”，小
说的素材来自生活，故事是由艺术加工后的情节组成。
《堂书堂》是实打实的写实，真人真事，没有艺术加工成
分，白描手法加上乡土语言，刘庆邦老师是用对待历史

的态度来写这部小说的，用他书中的话讲，就是“不打
渣子”，拒绝虚构，全部写实。

刘庆邦老师的小说有三美，情感美、细节美、诗意
美，《堂叔堂》突出的是情感美，是带着感情写的，刘本
成、刘本德都是刘庆邦老师的亲人。 《堂叔堂》和他的另
一部作品《我就是我母亲》一样，都是纯粹的纪实，这两
部小说的语言都饱蘸情感，但情感又深埋于字里行间，
没有直抒胸臆，没有裸露的抒情迸发，而是带着感情去

叙述，用刘庆邦老师的话讲，叫“定调”。 我理解的这个
“定调”，就是感情的调子、韵律的调子，这部小说弹奏
的旋律是平直舒缓的，不激昂，情节冲突不激烈，如果
用乐器来演奏，就是萧的声音，低沉、委婉，娓娓道来，
又很有味，很有韵律。

《堂叔堂》 读后有种苍凉感， 写的是人物命运、亲
情、 利益等诸般交织下的一段沧桑过往， 是岁月的苦
味，读后更让人有对命运的凝视与思考。 《堂叔堂》里这
些小人物，都是作者的乡亲，他们出生在那个动荡的革
命年代，又历经斗争、运动，刘本成、刘本德这些典型人
物可悲又可敬，从生到死，一生有无奈、有抗争，他们又
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刘本德被拉壮丁时还是个孩子，
他是藏在飞机座位下去了台湾的， 他的父母在外面隐
藏了这个儿子的存在，在外面对外人就说他死了，没这
个儿子，亲情分离的痛苦是特殊年代特殊国情造成的，
他们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不过随时代起伏。 他们身上有
种不屈的精神，默默忍受、默默抗争，他们就是万千农
村人的缩影，他们身上的乡土味、他们身上的淳朴，就
是根。

刘庆邦老师的小说有两大来源，也是两条根，一个
是乡土，一个是煤矿。 两条根都来自生活，一个是亲情
故土的故事，一个是工作经历过的故事。 可以说，文学
的根就是生活，就是经历。 《堂叔堂》的根也是生活，根
在真实，根在现实。

我个人的观点 ，小说的 “实 ”是客观现实 ，小说的
“虚”更多是艺术。

梁晓声说，刘庆邦的文字属于朴素的一种，是浅白
的诗。 所谓浅白，我理解的这个浅是淡淡的美感，白指
白描。 在乡土小说和煤矿小说里， 他尽量用生活的语
言，现实中人物怎么说，小说中就怎么写。 小说非常注
重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质朴，文字很生动，很
有味，有美感，这是我读刘庆邦老师小说后的感觉。

我从《堂叔堂》里读出了根，觉得写小说，就先从根
开始吧。 ③22

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三十七章

【原文】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
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译文】
道永远是顺其自然而无所作为的 ， 却又没有什

么事情是它不能为的。 侯王若能坚守它，万物将会自
己成长、变化。成长变化过程中若有私欲产生，我将用
道的质朴来震慑它。 用道的质朴来震慑，就不会产生
私欲。没有私欲就会清静，清静无为了，天下就自然而
然安定下来。

【解读】
《道德经》中的《道经》共 37 章，主要讲述大道的

概念、形状、意义、价值和规律。人如果顺从大道，就会
无灾无害、永远平安；如果违背了大道，就会受到惩
罚。 本章是《道经》的最后一章，再次强调了治国之道
在于无为，在于使民虚静、恬淡。 如果人民出现私欲，
就必镇之以“无名之朴”，进行教化。

什么是“无名之朴”？我理解就是一种朴实无华的
价值观。当权者要懂得用一些朴实无华的观念去引导
世人、教化世人，以减少人们因为对财富奢华的无度

追求导致的众多社会乱象。 “无名之朴”绝对不是粗暴
简单的愚民政策，“镇”也不是武力手段的镇压。

商品经济时代，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的私欲，不是
坏事，恰恰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 但如果私欲
太重，就会引起不正当的、甚至是铤而走险的竞争，势
必会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出
面，宣传教育、制定政策、执行规则，维护正当的社会
经济发展秩序。这就要求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具有
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 特别是在我们一党执政的国
家，掌握公权力的人地位高、权力大、影响面宽，其思
想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平正义，影响着社
会风气的好坏。

当权者身处官场商海，被来自多方的种种诱惑包
围，如果不节制个人欲望，保持恬淡、清静无为的心
境，往往会被财欲、物欲、色欲、权势欲等迷住心窍，攫
求不已，终至纵欲成灾。然而，“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
流于滔天”“贪利者害己，纵欲者戕生”，是所有贪欲者
的必然下场。

因此，这无名之朴，首先应该震慑这些当权者。简
单的教化是不行的，在这里，我们情愿曲解老子的本
意，把“镇”字理解为镇压，也就是现在说的教育与惩
治相结合。当权者必须节制个人欲望，克制个人私欲，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这不仅仅是价值
观的考量，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上行下效。当权者如果恪守大道，首先“自化”，必

然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为民而不欺民，爱民
而不扰民。让万物不受干扰地自由生长，各适其性，各
得其所，各有所得，这样自然就会天人合一，天下太
平，一派祥和。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这是老子从圣人的高
度提出的理想人格要求。官也罢，民也罢，虽很难成为
圣人，但塑造完美的人格，还是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
人追求的目标，这是立身处世的根本。 “澹泊明志，肥
甘丧节”，这是被无数史实所证明了的真理。一个人的
志向要在物欲面前经受考验，而一个人的节操往往会
在贪图享乐中丧失，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遵循大道的无为，严守自然的规律，放弃我们无
畏的执着，顺其自然地工作和生活，这是成功和幸福
所在，也是人生的奥妙！ ③22

（未完待续）

··读书感悟··

������《堂叔堂》，2020 年 12 月出版，以十二个
篇章，讲述了作者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