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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超

《三国演义》 描摹的时代虽短暂，却
波澜壮阔，写尽历史之妙、演义之神，其
间有说不完的哲理、道不尽的情思，以至
形成一脉强劲的“三国学”。古往今来不
乏对 《三国演义》 的评点，《沈伯俊评点

〈三国演义〉》（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8月
出版） 一书是一部值得赞许的用心之作。

民国时期，亚东书局以新式标点推出
毛本 《三国演义》 排印版，自此 《三国演
义》 小说评点本淡出公众的阅读视野。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 沈 伯 俊 长 期
研 究 明 清 文 学 ，
尤 对 《 三 国 演
义》 颇 为 倾 心 ，
著 有 《三 国 演 义
新 探》《图 说 三
国 》 等 著 作 15
部 。 他 有 “ 朱 墨
灿 然 ， 敷 演 天 下
大 势 ； 青 梅 煮
酒 ， 评 点 三 国 英
雄 ” 用 情 之 语 ，
作 者 从 当 代 视 角
回 望 历 史 ， 以 家

国情怀释读经典，评点文字逾 20 万，被
学界誉为“毛本”之后唯一形式完备的

“三国”评点本。
沈伯俊先生毕身沉潜 《三国演义》，

不仅对其版本进行精心校理，而且对其中
丰厚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以及三国文化
等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丰硕，
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
家”。沈伯俊先生肯定了 《三国演义》 对

《三国志》 的史书探源，从史据和人物塑
造上追根溯源，一一指出历史原型与变
异，认为 《三国演义》 成功地将 《三国
志》 的主题意蕴具体化、生动化、形
象化。

沈先生判断罗贯中著的长篇小说不止
一部，而 《三国演义》 未必是第一部，将
其表述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
长篇小说”，以求严谨准确。全书校、评
相结合，以毛本 《三国演义》 评点为中
心，在每回插入总评、尾评和眉批。沈先
生的“校”重在校正 《三国演义》 毛本的

“技术性错误”，从人物错误、地理错误、
职官错误、历法错误、其他错误等五个方
面入手，细数达九百余处。辨伪匡误，是
沈先生校理的精髓，此种艰苦努力非一日
之功，他已积 40 年心血，做到了创造性
与科学性的统一。

此书中不乏抽象的理性分析，但更
多用的是印象批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

“品评”，强调涵咏浸渍和整体直观。他
铺展的是阅读时派生的感知印象，若风
起于青萍之末，这些品评随意起兴，注
重审美感受，有时三言两语，但言简意
丰，直达根源。评点者有意放纵目光，
探入历史之幽，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历
史、现实做同一生命的律动。注重接受
者和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直观领悟。评
点时比一般人更为敏锐，观察也更显精
微。不完全用直觉思维观照批评对象，
也注重批评的清明理性，竭力突破自身
个性体验的藩篱，追求“批评的公正”。
沈先生的评点文字，似“理性的直觉”，
又似“直觉的理性”。

沈先生吟咏历史的视角较为普通，祛
除了遥望者的批判与高傲，不断寻找新的
聚焦点，从众人忽视的事件中见到奇迹，
在残垣断壁中汲取灵感，自故纸典籍里叩
问本相，这一切离不开写作主体的丰富想
象力和情感投射。“曹操仍可算刘备的平
生知己”，此语充满纠正式的书写，不是
以建构大的理论框架见长，而是注重自我
情感的抒发，对历史进行为我所用的剪
裁、拼接。

在史实的钩沉、梳理中，沈伯俊小心
谨慎地给出结论。他细心观照助推历史发
展的重要人物，尽量公允客观、不带偏爱
和挟私地展开评说，好处说好，坏处说
坏，努力将我们带入历史人物的本真心
理，揭示了历史发展轨迹的偶然性，这在
历史人物曹操、诸葛亮身上表现得尤为突
出。如曹操向王允借七宝刀以图刺杀董卓
一事，沈先生评点道：“欲刺董卓，先借
宝刀，预留后路。虑事之老练周密，又非
常人可及。”这样的评点可谓客观公允。
他对曹操的政治智慧、吸纳人才、发展生
产等举，笔端颇多赞誉。

最难能可贵的是，沈先生指摘 《三国
演义》 存在的多处疏漏，比如：“这十五
年占了整个蜀汉历史 （221-263） 的三分
之一强，其间蜀汉政局有什么发展变化，
几任执政大臣有什么功过得失，后主是怎
样逐步由庸主变成昏君的，作品完全没有
描写，这不能不说是 《三国演义》 后半部
内容的一大缺陷。”这无疑准确命中了

《三国演义》 前半部分精彩而后半部分相
对稀松的艺术缺憾。类似的评点还有对孙
权“嘱讫而薨”的评点：“仅就立嗣问题
而言，便拖延多年，败着不断，弄得父子
反目，大臣凋零，朝纲不振。当他临终之
时，不知有多少悔恨，多少担心，《三国
演义》 却都没有写，实在可惜！”沈先生
不迷信古人，且追思不断，所以能在评点
时接连提出新知新见。

□兰善清

大 型 文 学 期 刊 《长 城 文 论 丛
刊》 2018 年第 3 期推出“梅洁研
究”专辑，由六位专家学者撰写的
近 8 万字研究论文组成，全方位纵
论了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梅洁的
文学创作成就。如此不同寻常的关
注和介入，堪称是 2015 年七卷本

《梅洁文学作品典藏》 出版以来，最
权威的一次梅洁创作研究，亦是自
梅洁步入文坛 38 年来学界给予的最
为倾情的一次学术解读。对于一个
创作持久丰硕、为新时期文学作出
较大贡献的作家，这种集体回响似
乎来得迟了些。但好饭不怕晚，更
何况如此站在辽阔的丰收田野进行

“心连心”式的专场慰问，对耕耘
者、收割者都是一个酣畅时刻。

其实，梅洁从步入文坛之初便
不缺少欢呼声，“梅文”（梅洁文
章，以下同） 一经问世便是美文，
其稳健高格、风姿绰约与日俱增、
与年俱丰。从普通读者到创作界、
学界都有无数铁杆粉丝，他们纯情
热爱，由衷赞赏。文学批评界如雷
达、白烨、李炳银、李晓虹、龚举善、王
兆胜、范川凤、鲍风、蔡江珍等，创作
界如铁凝、林非、陈建功、尧山壁、刘
向东、王剑冰、陈冲、王宏甲等，伴
随“梅文”一路掌声，一路喝彩，
与梅洁的文学创作形成最美和弦，
成为文坛绮丽一景。此次创作界与
学界集体发声，乃梅洁创作持续发
力的自然效应，是数十年如一日好
评的大荟萃。

本期论辑中，评论家封秋昌洋

洋三万言的 《梅洁论》，深切地论
述了梅洁创作的最大可贵之处：持
续葆有“行走”特色。这种“行
走”非常可贵，令人起敬。当创作
时风趋向于在宾馆、茶室侃故事的
潮流下，她依然恪守创作的底线。
她总是背上行囊，千里万里地行
走，把作品植根在现实的真实土壤
中。其笔路之正，为文品行之端，
是极其罕见的。这种“行走”决定
了“梅文”无论诗歌、散文还是报
告文学，都是当代文学创作中响亮
的“这一个”：诗歌里有坚实的人
间烟火味，美丽而不晦涩；散文注
重守住真心而超越一己之情，大别
于小女子散文而拥有言情的极大正
能量；报告文学则深刻地彰显出

“梅氏”反思精神和忧患意识，为
时代书写，为人民利益鼓呼，在人
类良知上抖擞着淋漓的笔墨。封秋
昌指出：“她不仅在行走中获得了
大量的写作素材，也扩大了眼界，
净化和提升了精神境界，因而思考
和写作既有家国意识又有人类意
识。”

作为长期关注梅洁散文创作的
《散文选刊》 原主编、散文家王剑
冰，在此次论述中对梅洁散文更是
情有独钟，故而写下 《梅洁散文述
评》 万言专论。对于梅洁其人及其
散文创作，他给出的最为掏心的论
定是：她力摒忸怩作态和脂粉气，
端端庄庄、潇潇洒洒亮相。大恨大
恸，一个自然率真的人，正是有了
这种个性，才有了刻骨铭心的文
字，成就了梅洁作为女性散文作家
代表的一个重要特色。王剑冰先生

不吝赞誉地表示，梅洁是女性作家
中超常规的写作者，迄今为止，她
还在高举大旗冲锋陷阵。她是大漠
中一汪涌动的泉，对着逆境较劲，
怀着热望奔跑，顶着困难挣扎，流
着泪水歌唱。她把一个柔弱的女子
做硬朗了，把一个多舛的命运掰直
溜了，她始终笑在年华里，笑在文
字中。

诗人刘向东激赏的是梅洁作品
典藏中的诗。同为诗坛的歌者，他
有着非比常人的共鸣与同怀。刘向
东称诗人梅洁“胸中有泪，言中有
物，文中有诗”，他说梅洁的本色是
诗人，是一个具有个人化历史想象
力的诗人，“她的诗打破主观和客
观、现实与意愿之间的界限，暗中
确立虚幻中的存在，提供主观、能
动的合理性，最终用具体超越了具
体”。同时，刘向东认为诗歌帮助了
梅洁，让她写下了抒情但又及物的
诗篇，即便是一些瞬间感受，也充
分呈现出她的灵魂。同时也使她在
匆忙的变动不居的世上得到慰藉，
使她找到了高于生存的东西，并借
着它塑造出自己诗意的生命。

慧 眼 识 珠 的 《十 月》 原 副 主
编、评论家田珍颖认为，她最看好
梅洁创作里具有骨感的审美气度。
她关注到“梅文”中极具草根性的
庞大人物群体。这些人群或因自然
环境的恶劣而生存艰困，或因国家
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他们的境遇
令人担忧。在梅洁充满良知的笔
下，他们被放在风口浪尖上，他们
众志成城，“祖国在上，我把故乡献
给你”。无与伦比的凛然大气构成了

“梅文”无与伦比的壮怀风格。对
此，田珍颖感慨地说：“梅洁融汇在
作品中的深情是一种灵魂的出行。”

学者范川凤的 《解读梅洁》 从
学者的层面充分关注梅洁创作的深
刻与独到，尤其是从梅洁的生命悖
论中洞悉了一个作家的博大胸襟，
这一剖析切中肯綮。所谓“生命悖
论”，亦即苦难遭逢与对苦难的回
敬，“以苦难的心为我们歌唱”。论
者由此探析了“梅文”的经脉：言
说了苦难，却将无与伦比的善良散
布人间；倾诉了一己之情怀，却将
一颗博大爱心剖白于世。对苦难记
忆的倾诉使她同时担起了关注人类
命运和人类精神的责任与使命。“梅
文”的旷世悲悯之心建筑其上，“梅
文”扣人心弦的诗意化倾诉建筑
其上。

学 者 王 超 从 文 学 史 的 历 史 形
态，高度赞誉了梅洁散文话语的文
学价值，称其艺术元素高蹈于时下
散文语言的三种形态之上，形成了

“梅文”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时代独
特性。王超的论述从三个维度纵深
开掘：一是从“梅文”走进历史、
回到当下的思想回归，感受她笔墨
中涵养人类文明的厚重力量；二是

“梅文”中的血脉初心始终不曾止
步，且不断扩散、放大、延伸、推
演，直抵一种超越性的情绪体验和
书写模式；三是执守博爱道义，由
苦难和大爱及其悲悯体验构筑了

“梅文”表达的圆融叙说。作为比较
文学的研究学者，王超更注重纵向
横向的纵横开掘，从而获得了许多
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见。

□刘小兵

《道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出版） 是著名京味作家刘
一 达 的 最 新 随 笔 集 。 全 书 分 为

“含英咀华”“悠悠岁月”“有典有
故”三部分，共 32 篇文章，体现
了刘一达对北京人文历史的独到
观察和解析力。书中，通过朴实
的讲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北京
的 人 文 历 史 ， 介 绍 了 古 都 的 风
貌、民俗和民情，表达了对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变迁的思考，彰显
出作家对京城和京味文化的无比
热爱。

在“含英咀华”这一辑中，
刘一达从北京的城门、大杂院的
演变、功能多样的会馆谈起，全
面回顾了老北京在城市建设中的
历史变迁。这些亭台楼阁和巍峨
大厦，于一砖一瓦中饱含着中国
人的建筑智慧，也满溢着浓郁的
人文底蕴。大到城区的布局，小

到城门的耸立，以及桥与塔的修
设、胡同的走向、古槐的保护，
无一不在述说着京城的沧桑与巨
变。那些古朴的亭楼、老旧的大
杂院、寂寥的会馆，或多或少都
蕴含着一段故事、一场优美的传
说。刘一达以其京味十足的独特
言说，钩沉历史，妙释典故，详
解深蕴其间的北京风韵，把城与
楼、楼与人之间的悠长渊源，鲜
活 地 融 入 到 时 代 的 更 迭 与 变 幻
中，构筑了一幅浓郁的京城生活
画卷。

在“悠悠岁月”这一辑中，
刘一达畅谈了北京众多老字号的
历史沿革，回溯了庙会、花会、
合作社的盛景，讲述了老北京人
独特的生活方式。作家徜徉于浩
如烟海的史料，打捞业已久远的
民 俗 记 忆 ， 从 寻 常 的 衣 食 住 行
里，还原了京城生活的繁华与恬
淡、洒脱与安适。那浓烈的烟火
味儿、俏皮的市井方言、高亢的

京腔京味，仿佛正穿越着不老的
时空，把我们带到那个风情万种
而 又 让 人 留 连 忘 返 的 京 都 。 如
今，漫步北京街头，同仁堂、全
聚德、六必居这些耳熟能详的老
字号，依然在老百姓的饮食起居
中占据着相当的分量。而由这些

老字号衍生出来的品牌文化，现
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受到大家的重视，老字号已当仁
不让地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 成 部 分 。 至 于 逛 庙 会 、 看 花
会、喝蛤蟆骨朵这些由来已久的
习俗，有的早已被摒弃，有的则
被传承下来，以更为多样的表现
形式，继续丰富着京城人们的日
常生活。

在“有典有故”这一辑中，
刘一达兴致盎然地聊起了北京的
一些老规矩和节日民俗。生动的
诠释，让这个六朝古都洋溢着浓
郁的文化气息，也在潜移默化间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位。从初次
登门拜访送什么见面礼，到熟客
串门应赠送什么小礼物；从按辈
分上桌吃饭，到进食中不能咂嘴
弄舌；从堂前屋后不宜栽植什么
树，到不能当着客人面数落孩子
等。这些事无巨细的老规矩，可
谓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的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有的
饱含着贤达的人生智慧；有的给
人以教益，有的增进个人修为。
比如，同桌吃饭要懂得谦让，晚
辈要等到长辈落座后方可入座。
这 不 仅 凸 现 出 一 个 人 的 个 性 修
养，也是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优良
传统的生动体现。书中，类似的
老规矩还有很多，无一不在诠释
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深刻
道理。刘一达把人文传统与繁文
缛节巧妙地区别开来，精心解析
蕴含在其间的处世之道，给人以
茅塞顿开之感。时至今日，有些
老 规 矩 还 被 京 城 人 们 沿 袭 了 下
来，成为许多人修身养性的道德
指南。

北京，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
地方。看罢 《道北京》，对北京的
认识和了解会更加立体而全面，
这不但能激发人们对首都、对祖
国的挚爱之情，也能进一步增强
人们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

□赵振杰

拆开快递包裹，映入眼帘的
是八九个少年的青春背影，以及
赫然在目的五个宋体加粗字“青
春正阳光”。杨智俊的 《青春正阳
光》（团结出版社 2018 年 5 月出
版） 这本新作一入手，看到“青
春”这个词，熟悉之余，更多的
是一丝隐隐的担忧。这种担心并
非毫无原因。“青春写作”基本已
被韩寒、郭敬明等一批 80 后作家
提前消费了，并且形成了两种模
式化的文本意识形态：要么一本
正经地“为赋新词强说愁”；要么
掰 着 指 头 细 数 “ 梦 里 花 落 知 多
少”。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加可
怕的是，青春文学在电影娱乐产
业和大众文化工业的包装与兜售
下，几乎被透支殆尽。在这种强
大的审美惯性和写作无意识的诱

导下，要想写出“青春”的独特
性和异质感是极具挑战意味的。

然而，读完小说集中的 《安
眠药》 和 《手》 之后，终于松了
一口气。必须承认，杨智俊的写
作着实为“青春文学”正了名。
随着阅读的深入，越发觉得原本
稀松平常的题目“青春正阳光”
耐人寻味起来。不管是作者本意
如此也好，还是笔者一厢情愿的
文本误读也罢，笔者更愿意将题
目解读成“青春正面是阳光”，它
的另一重意思就是“青春反面是
阴影”。正面照射的阳光越强烈，
背后的阴影就越是清晰可见。杨
智俊的小说集突出地呈现了这一
现象。小说的“沉沦与痛苦”篇
大体呈现的是青春的阴影面积，
而“希望与新生”篇则主要表现
了青春光照下的温暖与柔情。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小说集
的主题是“青春”，然而，其着力
点并非是“青春写作”，而是“有
关青春的写作”。在杨智俊的小说
中，很少会发现第一人称叙述，
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讲述别人的故
事，甚至有些故事乍一看似乎与

“青春”并没有太多关联，例如
《新法养鸡》《租羊》《夜色温柔》
《酸枣》 等篇什。正是这些非第一
人称的、看似与青春无关的小说
扩充了“青春”的内涵与外延，
即在杨智俊的笔下，“青春”并不
是 一 个 人 的 自 言 自 语 、 自 伤 自
悼、自怨自艾，而是被放大为不
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遭际的
无数个“他者”的集体无意识，
乃至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

精神青春期和社会症候群的深层
书写。

当然，杨智俊的小说并非没
有瑕疵。坦诚地讲，这些缺陷就
像小说的优点一样显而易见。其
中，最大也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作者的表达欲望和对话冲动过于
浓烈。他不仅为书中两个部分各
取了一个篇名，还分别用一段话
对篇名进行了充分注解。即便如
此，还是意犹未尽，甚至在每一
篇小说的开头都安排了一个由名
人名言构成的题记，似乎生怕读
者看不懂小说想要表达的主旨是
什么，而过分贴心地总结概括好
了中心思想或形而上内涵。这种
表达欲求反而给读者带来一种画
蛇添足的冗赘感，甚至还有些许
稚气未脱的程式化遗痕。

在笔者看来，产生这种缺陷
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来自
于 80 后作家群体的集体无意识。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市场的开放，
80 后作家为了在大众文化场域中
争取更大话语权，主动以“青年
亚文化”姿态向精英文化发起挑
衅。这一群体特征在 90 后作家身
上却几乎荡然无存，90 后发展了
另外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空间
和文化趣味，因此在阅读他们的
作 品 时 ， 会 时 常 遭 遇 “ 语 言 不
通”的尴尬。《青春正阳光》 之所
以会有如此强烈的表达欲求和对
话冲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作者
的代际特征和潜意识。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重要原
因在于，作者的写作动机和隐含
读者定位存在一定问题。显然，

作者在创作之初，希望读者群越
大越好，为了照顾普通读者的阅
读习惯，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供一
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同时为了获
得专业人士的青睐，作者又试图
让每个题记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属
性。其实，无论如何装点，一部
作品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此外，作者在文本中控制欲
过强，也不符合文学的创作属性。
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 （文学）
存在的理由，在于对未知的好奇
和对可能性的容留。在现代文学
创作伦理中，作家应自觉地建立
起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平等对话

关系。这不仅是出于对读者的尊
重，同时也是对作者自己叙事能
力的自信。毕飞宇在 《小说课》
中指出：“在文本中，叙事者的能
力越大，权力就越小；相反，叙事者
权力越大时，能力就越小。”这里的

“权力”指的是作者对于笔下人物
的钳制力，而“能力”指的是作者对
自身写作水准的自信程度。如果一
位作者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套到人
物身上，那么，笔下的人物势必无
法按照各自的行为逻辑自由发展。
由此，就容易出现“语言与人物不
符”“千人一面”“观念先行”等缺陷
和弊端。

一部校理精详
的心血之作
——读《沈伯俊评点〈三

国演义〉》

站在辽阔的丰收田野上
——“梅洁研究”述略

浓郁的京城生活画卷 ——评刘一达《道北京》

有关青春的写作 ——从杨智俊短篇小说集《青春正阳光》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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