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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作家出版社出品的《起舞》，共
收集了《黄鸡白酒》《起舞》《第三地晚
餐》《鬼魅丹青》四篇中篇小说。该书
作者，是出生在东北漠河的女作家迟
子建。

迟子建的身后，有一个默默滋养
她的故乡，赐予她生命，赐予她敏感
善良的心，赐予她创作的源泉。就像
风筝无论飞得多远，那根绳总被故乡
攥着。她关注故乡朴素的生活场景，
给予持久的热情。在《黄鸡白酒》中，
如此描写：玉门街算是哈尔滨最短的
一条街吧，二三百米的样子，被两条
长街夹峙着，一左一右是铁路局的老
房子。这些米黄色的平房，是俄国人
建的中东铁路管理局高级职员的宿
舍，有上百年历史了。那一座座砖木
结构的小洋房，厚墙体，高举架，坡屋
顶，庄重气派，高门狭窗均有妖娆的
木纹装饰。在《起舞》中，用很多笔墨
来描写老八杂：这是一带狭长的房

屋，有三十多座，住百余户人家，房子
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大约有
七八十年的历史。老八杂是“暗淡、破
败的”，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
绿，好像插着五彩的翎毛。即使老八
杂是哈尔滨一截不得不切的“盲
肠”，作者依旧不厌其烦地展示老八
杂油画般的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
强烈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以
文字为媒介，作者引领读者领略老东
北的风土人情。在对故乡地域文化充
分的了解和尊重下，去讲述发生在这
块土地上的故事，正是对故乡的另一
种热爱。

迟子建曾自言，“我的作品是东
北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故事”。她关注
民间，擅长表现底层普通百姓的生存
状态。这个小说集，不见波澜壮阔的
历史洪流，不见惊世骇俗的生死决
斗，有的只是日常琐碎。《黄鸡白酒》
讲述春婆婆在分户供暖后遭遇的邻
里纠纷。《起舞》讲述半月楼将要拆迁
之际，丢丢最后一次起舞。《第三地晚
餐》写都市爱情，夫妻各自到第三地
过周末，最后还是两个人回家一起吃
晚餐。《鬼魅丹青》以蔡雪岚坠楼的悬
案为线索，拉扯出几对男女的情爱纠
葛。当社会、家庭等原因引发的矛盾
将要激化时，迟子建用温和的态度，
化险为夷，用良知呵护小人物对生活
的美好期待。《第三地晚餐》中，马每
文和陈青每个周末都要私自去往异
地，日子看似过不下去了，作者很高
明地安排了一个小意外，宕开一笔，
马每文得病，要截去四分之三的胃。

陈青重新为丈夫煲一锅香浓的鲫鱼
豆腐汤来修复破碎的日子。《鬼魅丹
青》中，蔡雪岚坠楼身亡，更工谢福图
悬赏的重金，指证是其丈夫推窗致人
坠地。结果，邻家的小男孩的相机拍
摄证实是黑鸽子惊吓了正在擦窗的
蔡雪岚，属于意外坠亡。小说如果一
味展示人性的黑暗或生活的苦难，势
必会遮盖温暖的柔软的光影浮动。故
事中，邪恶与善良并存，伤害与宽容
共生。迟子建对现实的披露，不是依
靠质问、批评或讽刺，而是在幽暗中
露出一抹光亮。

迟子建重视对人物精神世界在
广度和深度上的挖掘。《起舞》中的四
部小说，弥漫着人性的温暖，蕴藏着
温情的力量。春婆婆是市井陌巷中
的老女人，原本是个弃婴，被丢弃在
张铁匠家门口，因为是个不带把的，
又被转送给彭裁缝。12岁跟着养父
学习手艺，而且敢于尝试新式西服
和神甫的长袍。17岁，拒绝张铁匠和
彭裁缝的安排，自作主张，嫁给了放
马人马奔。马奔和女儿染疫早亡之
后，春婆婆用认真吃饭来对待生活，
时不时到澡堂去搓澡，打扮光鲜地
去祭悼丈夫。她最喜欢的是，每天到

“黄鸡白酒”小饭馆享受一顿美味。
春婆婆是烟火街上最年长的乐天
派，她就像“一座石头垒砌的老城
堡，苍苍貌，铁骨身”，折射出老东北
人民特有的豁达、乐观、隐忍脾性。
在暖气分户改造工程中，因不识字，
春婆婆无法及时获知具体信息，受
邻居家暖气开栓的影响，她的房间

被淹，只能到商场去蹭暖气，结果屡
遭白眼。原本以为不开栓，就可以少
交一笔费用，与燃气公司交涉无果
后，她请律师打官司。微不足道的小
人物，以90岁的年龄，懂得该谦让的
时候，宁可自己吃点亏；该维权的时
候，要讨个说法。春婆婆的正义感，体
现了生命价值。

一部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语言的成色。迟子建用智慧和诗
情，描摹生活场面。她写：两侧顶天立
地的老榆树，是两道天赐的流苏，为
乱糟糟的玉门街平添了妖娆之气。她
写：半月楼前有一片高大的丁香树，
春季暖风裹挟着花香，给老八杂的人
带来蜜月般的气息。情景交融，虚实
相生，令人沉醉。借用蒋子丹的话说，

“迟子建小说留给人的印象，总如同
一幅幅风景。在鸡犬相闻的人间烟火
中，氤氲着恒定的温婉的浪漫气质”。
迟子建语言上的造诣，还表现在信手
拈来的比喻。她写卓霞的外貌：她的
皮肤特别白，那种白不是干涩的苍
白，而是滋润的粉白，青生生的，热腾
腾的，好像从里面溢出光和水来；她
的五官，真的不很出众，眼睛是细长
的，眉毛倒很威武，好像她的一双眼
是圣湖，需要这样强悍的眉毛护卫
着。喻体没见得有多新颖，但是，变抽
象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把静态化的物
向动态化、情态化推进，带来全新的
审美体验。

阅读《起舞》，温情贯穿始终，心
里从头到尾浮漾着愉悦与轻松，并被
吸引得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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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格之道》
作者：[美] 查理·芒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查理·芒格1987
年—2010 年在西科金融、2014 年—
2022年在每日期刊股东会上的讲话。

书中芒格的讲话跨度长达35年，
涉及大量当年国际或全美大事件，比
如美国储贷行业危机、日本泡沫破
裂、互联网泡沫、2008年次贷危机、比
特币及加密货币兴起、新冠疫情等。
讲话还包含了巴芒思想发展和投资
生涯中的重要动向，如格雷厄姆和费
雪的影响、跨学科的多模型思维、所
罗门事件、投资可口可乐、投资中国
尤其是比亚迪等。细读这些讲话，我
们得以用年鉴回顾的视角，更加全面
地领略到他的所思所想。

微评：查理·芒格，这位传奇的投资家
和思想家，以其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智
慧的崇尚而闻名。他的生活哲学和投
资智慧在《芒格之道》一书中展现得
淋漓尽致。这本书不仅是对芒格个人
投资哲学的深刻剖析，更是对其人生
智慧和商业洞察力的全面展示。

书中收录了芒格在过去 35年股
东大会上的讲话精华，通过这些内
容，我们得以一窥这位投资大师的思
想世界，理解他如何将深厚的学识和
实践经验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

书中，芒格先生的每次讲话都充
满了对复杂问题的深刻洞察和对简
单真理的坚持。他鼓励读者不仅要追
求物质上的成功，更要追求智慧上的
卓越。在一次演讲中，他以“我的剑，
留给能挥舞它的人”作为结束语，这
不仅是对继承者的期望，也是对所有
追求卓越的人的挑战。

《芒格之道》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理
性的光辉，成为了一本值得所有追求
智慧和成功的读者反复研读的宝典。

《小狗钱钱》
作者：[德] 博多·舍费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吉娅是一个普通的 12岁女
孩，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救助了一只
受伤的小狗，并给它取名叫“钱钱”。
没想到，钱钱居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
理财高手，它改变了吉娅一家人的财
富命运……

“欧洲理财大师”博多·舍费尔用
生动的理财童话，教会你如何从小学
会支配金钱，而不是受金钱的支配；如
何像富人那样思考，正确地认识和使
用金钱；如何进行理财投资，找到积累
资产的方法，早日实现财务自由！

微评：博多·舍费尔，被誉为“欧洲巴菲
特”和“欧洲金钱教练”，是一位在个人
财务管理领域具有卓越成就的专家。
在其 26岁遭遇经济困境后，舍费尔先
生不仅在短短四年内成功摆脱债务，
更通过理财智慧实现了财务自由，仅
依靠投资收益便维持了富裕的生活。
他的理财哲学和实践经验在《小狗钱
钱》一书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本书
不仅面向儿童，也适合成人阅读，旨在
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成长和金钱
观念的塑造。

在书中，小狗“钱钱”与小主人吉
娅的互动，不仅是一段关于金钱教育
的童话故事，更是一次深刻的理财启
蒙。“鹅”与“金蛋”的比喻，形象地阐释
了储蓄与投资的基本原理：资金的积
累（“鹅”）能够通过投资产生收益（“金
蛋”）。吉娅在故事中的成长历程，不仅
是对金钱管理技能的掌握，更是对个
人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

《小狗钱钱》深刻地指出，金钱本身
并无善恶之分，其对个人的影响完全取
决于使用者的态度和行为。书中强调，
从小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不仅能够提
升个人对财务的掌控力，更能促进个体
在生活各方面的自律与成长。

台
州
市
图
书
馆

普
通
文
献
借
阅
室

F 830. 91/M
322

台
州
市
图
书
馆

普
通
文
献
借
阅
室

T
S 976 .15 /S 354

中秋前夕，捧读我市作家黄吉鸿
的《却顾所来径》一书，我读到的不仅
是一个个丰盈厚实的教育故事，更是
一种精彩的教师人生。

该书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分
《在热爱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在感恩
的心灵中不断精进》《在责仼的担负
下倾情付出》《在教育的大地上静静
思考》四辑。

在这本书里，作者既写教育生
活，也写自己的成长经历。平实质朴
的语言、力透纸背的文字，让人感受
到真诚和温暖。叙事风格上，书内大
多文章采用第一人称讲述，亲切自
然；表达上颇具智慧，情真意切而不
乏风趣，作者毫无遮拦地展现自己的

率直个性和温润品格，以及对教育教
学、学校师生的一片真挚情怀。

《春天的故事》这篇文章，在作者
的教学成长中，具有很大的意义。机
缘巧合的一次，他被推至台前发言，
而且“一战成名”。一个教师在成长过
程中，机会是多么重要，这个机会就
是“见”。作者现在写这件事，其实带
有某种反思。如同那句话所说的，“机
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为什么那天
这个机会会给作者呢？原因有三：其
一，平时他在言行中，表现出一定的
学识涵养，被大家所认可；其二，他平
日里的读书、修为，都是在积聚能量，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其三，如
果说平日阅读是输入的话，那天的发

言是输出。他能够在输入和输出之
间，合理地平衡和思考，并能将之巧
妙转化，这得益于他在学生时代练就
的表达素养。这还是一个积淀的问题。

最后，作者想告诉读者的是，一
个教师或者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
中，必须有被认可和被欣赏的机会。
惟有这样，才能促使自身不断充满信
心，鼓起勇气，坚持精进，勤勉向上。

《幸运遇严师》《无穷的力量》《幸
福的闪电》等多篇文章，记录的都是
作者在其成长路上，遇见的多位好老
师的故事。在这些“重要他人”的唤
醒、激励和鼓舞下，他的教学技术日
渐精进，教学风格逐渐形成。更重要
的一点是，他教学的信心和勇气，不

断得以巩固和升腾。一个人的成长，
离不开好老师的点拨、引导和帮助。

还有像《难忘新昌城》《教学四阶
段》这类文章，记叙作者青春岁月的
心路历程，以及在语文教学领域的精
进发展。书很接地气，读来很有滋味。
叙事，如画山水；写人，深情如涌。对
家国时代的认同、对领导同事的感
恩，还有对学生和教育的热爱，都如
细流涌动，散发真情，感人至深。

生活便是如此，人生的每一个阶
段过去，蓦然回首，来时经历的路程，
确如隐入暮色的山景般苍茫、模糊。
而用心回味，过往的日子，却清晰依
旧。想必这就是《却顾所来径》这本
书，带给读者的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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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读过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当我再次捧起他的《霍
乱时期的爱情》，心头充满期待。作者
没让人失望，如果说前者是魔幻现实
主义杰作，那么后者是他回归传统现
实主义的巨著。《霍乱时期的爱情》讲
述的是霍乱疫情影响下的一场跨越
半个世纪的恋情。男主阿里萨年轻时
与女主费尔明娜一见钟情，但由于种
种原因，费尔明娜选择了与地位财富
优越的乌尔比诺医生结婚，阿里萨默
默等待，直到乌尔比诺医生死亡，才
得与费尔明娜重续前缘。缘起、缘灭、
缘续，在这段不一般的爱情里，我们
既能读到爱情的峰回路转，也能读到
其中的曲折孤苦辛酸，以及永恒的爱
与有限生命间的冲突与无奈。

缘起于一见钟情的美好，那是一
段懵懂少年的懵懂爱。那一年，她 13
岁，家庭优渥，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朵；他18岁，聪明伶俐，是“他那个圈
子里最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当然，他
们并不匹配，他是一个被母亲单独养
大的私生子，那么卑微、忧郁、渺小。
他们见面是在一个下午，阿里萨送一
封电报时邂逅了收件人的女儿费尔
明娜。“正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

半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
情的源头。”在女孩姑妈的帮助下，他
们在紧张与期待中通了几年的信，尽
管并未单独见过面。后来，恋情被女
孩父亲洛伦索发现，遭到强烈反对。
洛伦索找到阿里萨，想要阻止其与女
儿的交往，在遭到拒绝后，他威胁要
给阿里萨一枪，阿里萨没有退缩和害
怕，“他的声音没有颤抖，因为他觉得
自己此刻被神圣的光照亮了”。他把
手放在胸膛上，让对方朝他开枪，“没
有什么比为爱而死更光荣的了”。后
来，费尔明娜被父亲强行带着一起外
出旅行。尽管如此，阿里萨还是费尽
心思与费尔明娜通电报，互相倾诉各
自的生活。

缘灭于世俗婚姻观的羁绊，各自
消磨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后来当洛
伦索认为外出时间足够，就带着女儿
返乡。许是外出的历练让费尔明娜成
熟，许是父亲的长久“教诲”让她产生
了转变，当费尔明娜无意中遇见阿里
萨时，发现现实中的阿里萨与自己想
象中的差距太大，“突然坠入了失望
的深渊”，断然拒绝了眼前这个瘦削
的男人，并给他回了封两行字的信：

“今天，见到你时，我发现我们之间不

过是一场幻觉。”后来，乌尔比诺医生
出现了，他风度翩翩，身手矫健，是

“制止本省最后一次霍乱流行”的功
臣，兼具地位、才干、外貌、财富，无疑
是丈夫好人选。费尔明娜开始时并未
动心，但最终同意了乌尔比诺的求
婚。他们随之开启了一段庸常的婚
姻：没有轰轰烈烈的相恋，经历了普
通夫妻都会经历的婚姻生活中，甚至
还有丈夫的出轨……从青年、中年，
直到暮年。而另一边，阿里萨在孤独
和痛苦中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发誓
为费尔明娜保持童贞，尽管他与异性
开始了近乎夸张的交往，他等待着合
适的时机，相信重新相爱的那一天的
到来。“作为一个仍处在孤独中的灵
魂，他坚信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都默默爱得更深。”

缘续于男主矢志不渝的一生等
待，老年的爱情味更隽永。在乌尔比
诺医生爬上树捉鹦鹉时不幸坠死后，
费尔明娜已年迈。阿里萨也已达七十
六岁的高龄，但他对费尔明娜的爱五
十余年没有变过。“在他们漫长一生
的几次相遇中，也再没有单独和她说
过话，直到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之
后，她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才

再一次向她重申自己对她的忠诚和
不渝的爱情。”此后，阿里萨开始写信
给她，却从不提及过去，而是谈论生
活、爱情、老年和死亡的思考。他慢慢
地向她靠近。费尔明娜的高傲终于在
爱情面前妥协，最终与阿里萨踏上了
远行的航船。“他们之间的感觉并不
像新婚燕尔的夫妇，更不像相聚恨晚
的情人。他们仿佛一举越过了漫长艰
辛的夫妻生活，义无反顾地直达爱情
的核心。他们像一对经历了生活磨炼
的老夫老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
陷阱，超越了幻想的无情嘲弄和醒悟
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

马尔克斯曾说过：“有些人说死
亡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主题，我不
这样认为。我认为爱才是，因为万物
都与爱有关。”或许，《霍乱时期的爱
情》这部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
的爱情小说”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小说在探索世俗之爱与浪漫之爱交集
的同时，也向人们表明，爱情并不仅仅
属于年轻人，它还属于注视着时间流
逝的老人。“爱情就是爱情，只不过距
离死亡越近，爱就越浓郁。”那是一种
超越平常想法和经验的全新的爱，它
战胜了死亡，因为爱是永恒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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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茅盾曾说：“在世
界古典文学中，契诃夫是中国人民和
中国作家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伟
大的名字很早就已经为中国人民所
知道。”确实，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
人》《变色龙》《苦恼》《万卡》等，分别入
选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为我们耳熟
能详。笔者从事文学创作后，对他的作
品情有独钟，几乎阅读了他所有的中
短篇小说，并深受其文风影响。

而在契诃夫的众多小说中，最令
笔者感到震撼的是《第六病室》。该小
说讲述了在偏僻小城的一家医院里，

院内有一幢名为“第六病室”的厢房，
里面关着五个被当作疯子的病人，其
中一位是出身贵族的伊万·德米特里
奇，他因对社会不满和对现实的清醒
认识而精神崩溃。医生安德烈·叶菲
梅奇是这家医院的管理者，他想为医
院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秩序却无能
为力，于是开始逃避现实，但内心充
满苦闷和矛盾。后来，他在跟伊万·德
米特里奇的争论中，渐渐觉悟和清
醒，可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进了第六
病室，最终遭迫害至死。

应该说，这部中篇小说没有离奇
曲折的故事线索，没有大起大落的跌
宕情节，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没
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它像契诃夫之前
创作的小说一样，以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为题材，通过一个“典型环境”和一
群“典型人物”，凭借巧妙的艺术手
法，对现实生活和人物心理进行真实
细致地描绘，勾勒出一个“时代背
景”，反映一个“中心思想”，让读者认
知并体会其含义。然而，这部小说有
些不同，它除了“继承”上述的那种

“固定模式”外，作者在创作时改变了
之前不问政治的心态，开始揭露沙俄
专制制度下的内幕。

关于这一点，只要了解一下它的

创作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这部
小说发表前两年的“1890年 4月，契
诃夫从莫斯科起程赴库页岛旅行，7
月抵达，调查囚犯生活，10月回程，12
月抵达莫斯科”。据传，那次旅行，让
契诃夫见识了库页岛的惨状和西伯
利亚那些城市的贫穷，使他对黑暗的
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他在给好
友、当时沙俄最大的民营报业主苏沃
林的信中这样写道：“除了绞刑以外，
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知道了许多
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
座地狱。”

正因为这种心态的驱使，让契诃
夫在创作《第六病室》时，一改之前所
持有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深度
融入了自己的“政见”，描绘出一个

“黑暗、腐朽、令人窒息”，并“像监狱
一般阴森可怕”的社会，无情地揭露
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和社会的丑恶现象。1892年冬天，这
部小说在《俄罗斯思想》一经发表，便
震动了整个俄罗斯，被称之为“整个
俄国文学中最可怕的小说”。据说，年
轻的列宁读完后说自己害怕得“好像
也被关在六号病房里了”。

可以这么认为，《第六病室》是契
诃夫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不仅

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熟，也是
他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集中体现。随
后，他的作品日臻完善，并进入了创
作高峰。1904年，年仅44岁的契诃夫
因病离世，同时代的俄国批判现实主
义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动情地评
价道：“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形式，因
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
技巧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20世
纪最杰出的德国作家之一托马斯·曼
更是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
在整个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
秀的一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俄国
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
大师”，尽管契诃夫猛烈地抨击沙皇
专制暴政，不过并未像斯大林时期的
苏联作家那样被封禁、流放、驱逐出
境，甚至于枪决。尤其是在《第六病
室》问世后，他还于 1900年被选为科
学院文学部荣誉院士。究其原因，虽
然他身处沙俄最黑暗时期，可鉴于当
时的沙皇对西方文明的羡慕和追求，
知识分子面临的处境相对较为宽松，
从而使得契诃夫免受数十年后布尔
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
巴别尔等人的那般遭遇，这不能不说
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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