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5 年 ，已 被 后 辈 作 家 称 为“ 大
师”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梦想以一
部戏剧征服伦敦。然而，他的第一部戏

《盖·多姆维尔》首演即告失败。《大师》
就从这里开始，一直写到 1899 年他的
兄长去拉伊小镇探望他。在这四年里，
亨利·詹姆斯的生活相对平静，心底却
波澜起伏。《大师》这部作品便展示了这
位心理写作大师的纤敏易感。

作者科尔姆·托宾，爱尔兰当代著
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黑水灯塔船》《大
师》《玛利亚的自白》等。

人们在本雅明死后多年才一拥而来
的那些赞誉和崇拜，要是能够分一点到
他生前，本雅明就不必如此狼狈一生，也
不用四十几岁就绝望自杀于法西边界的
比利牛斯山区。当然，能救援他的不直
接是声誉，而是声誉带来的可换得的东
西：一些钱，或一本护照。声誉仿佛一根
绳子，它本身也许毫无价值还带点做张
做智，但它系着很多有价值的人和东西。

作者唐诺，自称“专业读者”，著有
《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
《世间的名字》《尽头》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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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过往追过心宜的剧后感受一样，追
看完《斗罗大陆》这部网络玄幻小说后同样
意犹未尽，还有些怅然若失。追的时候酣
畅淋漓，且星夜不辍，凝神聚力，用极富现
场感的文字精彩了自己的一段生活后，终
于迎来大结局，终于放松下来，精神精力上
如释重负，内心大脑却难免阵阵空虚，虽是
部网络玄幻小说，倒是比那些几乎用对话
填满整本书的小说要强很多。

也许这种网络小说最知道人们的需
求，相较那些有些文艺的或者唯美的小说，
更有群众基础，更大众化，但是很明显，在
大众化这个层面上对比，它更是有高下之
分的，相较于漫天飞的色情、暴力或美女总
裁之类的荒诞低俗小说，这部《斗罗大陆》
显然要高级很多，也更容易为很多正常人
所接受。

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是系列的，很
佩服这些作者们的想象力，即便是闭门造
车，还能造得这么有模有样。有知名作家曾
说，现在好多写作者都不用深入生活，坐在
家里管窥蠡测，怎么能创作出群众喜欢的作
品？但是这些受欢迎的网络小说的写作者
们，生生是坐在家里创造出了许多人喜欢的
作品，是靠生活积淀，继而产生出的悟性？
还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无奈，而靠想
象，创造出一个理想世界，而又恰恰符合普
世大众的审美标准，总之，很容易让人沉浸
在一个那样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斗罗大陆》是唐家三少这个系列中的
第一部，虽说是一部玄幻小说，但其中传递
出的正能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价
值观，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的现身说法，
都告诉行进中的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容易二字；而所谓的尊严与尊重，也从
来都是靠自己赢得的。

和所有励志的故事脚本一样，作为小
说主人公的唐三，他的成功是靠着迥于常人
的努力、坚韧、坚持、毅力、责任感、意志力、
忍耐力取得的；然而和一般的励志故事又不
一样，玄幻的定位给了小说主人公离奇甚至
常常出乎读者意料的际遇，正是这些想不到
的新奇的经历，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让小说充满了魅力，无数读者在文字中很容
易“迷失”“沦陷”，与主人公一起承受每一次
进阶带来的切肤之痛，一同感受即将失去爱
人亲人带来的锥心之痛，一同并肩战斗出生
入死一同历险。每每置身于文字所营造出
的画面中，仿佛嗅到了星斗大森林中魂兽的
气息，感受到落日大森林中蓝银草的召唤，
浸泡在冰火两仪眼中接受冰火两极的碰撞
融合，目睹成千上百的魂兽们试图争抢各种
珍异植物的刺激场面。这一方面是文字的
魅力，另一方面是文字编织出的故事情节让
人身临其境的功能毕现。虽说在塑造主人
公唐三这个人物上，小说有些不遗余力到叫
人像听德云社的相声一样，多少次想“吁”出
声，甚至联想到作者唐家三少每每将自己作
为小说主人公原型来写，这作者是该多自恋
呀，但是就像作者自身回应的那样，长篇小
说的主角，不能设置太多的缺点，不然会流
失部分读者，所以唐三的设定只能是这样。
如果说一定要有缺点，唐三是个完美主义
者，太过强势就是最大的缺点。看来这完美
是刻意为之不假，却也是完美得理直气壮。
因为他代表着所有人对于完美的向往。

小说除了给读者以文字带来的快感，
在塑造人物、尤其是史莱克七怪时，显然将

理想中的年轻人的定势赋予了这些人物。
在团体方面，展示了极好的互助友爱的团队
精神；在个体方面，特别彰显了年轻人的向
上积极乐观正能量的方面。当然作者是尊
重个体成长差异这一客观事实的，所以在着
墨于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并没有一味地美
化，而是关注到个性的蜕变，这就让个体形
象丰富、灵动起来。比如宁蓉蓉这个人物，
在没有进入史莱克之前，她是上三宗之一的
七宝琉璃宗的继承人、大小姐，自然养尊处
优，唯我独尊，但是在进入史莱克后，就相当
于我们说的步于社会，独闯江湖，有各种的
不适应，最大的不适就是不能很好地融入集
体，最终是在一次次的磨砺涉险、被同伴们
提携照拂、与同伴们同进退共命运的过程
中，开始有了大局意识，开始收敛了小性子，
开始关注到别人的感受，从而被大家所接
纳。这种转变，作者仅用了几件事，聊聊几
笔便将一个鲜活的宁蓉蓉送到读者面前，包
括她的缺点，而这些正是读者想要的，读者
要的是立体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个完美的雕
塑。再比如身为老大的戴沐白和他的未婚
妻朱竹清，他们的关系也并非人们先前看到
的那样简单，直到身世之谜揭开，这种写法
无疑增加了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

小说其实是不缺故事性的，这也是为
什么说作者脑洞大开的原因。他可以让史
莱克七怪都各有所怪，当然灵魂人物永远
是唐三，包括他赋予七怪之首的唐三最不
寻常的出身，这些都不足以让人惊讶，显然
这样的出身设置应该是受童话故事的启
发，只是为我们看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一
个从小在困苦中长大的孩子未必没有令人
咋舌的背景，但是出身显赫之后的一连串

历劫、逆袭、崛起就像一个又一个波峰，席
卷而来，让人兴奋不已。事实上，有“料”的
小说从来都不会为读者厌倦，尤其这料又
不俗，更有甚者随着情节高潮的到来，不俗
的料再加上劲爆，就变成了一浪高过一浪
的汹涌大潮。

与影视剧一样，小说最揪心的部分同
样莫过于生死考验。《斗罗大陆》的后一百章
里，小舞的献祭，是为爱的人奋不顾身；大明
二明的献祭，是因为爱乌及乌；面对最先成
神的千仞雪，唐三险死还生；而在比比东和
千仞雪双神的夹击下，身为海神的唐三殒命
……心已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被悲伤填
满。为正义的一方落败叹惋，与年龄无关。
小时候我们看战斗片，为好人捏着一把汗，
生怕他们有什么闪失，到如今，依然如此，当
心目中好的一方被坏的一方战胜，还有性命
之虞，内心便再也无法淡定，终究在文字所
营造的浓浓悲意中沉沦……

就这样，跟着小说的喜而喜悲而悲，直
到退出最后一章节的浏览页，一下子感觉
内心被掏空，那一刻才意识到原来沉迷于
小说不只为它光怪陆离的斗罗大陆、脑洞
大开的魂力魂环之争、苦中作乐的插科打
诨以及精心编织的恩恩怨怨……留恋的是
小说创造出的理想世界，那里有无数人想
在现实中实现的“什么时候都能放心地将
后背交给对方”的友情、“随时随地相守不
寂寞并以命相许”的爱情以及来自大 boss
父母叔伯给予的亲情，为此我们可以不计
较那么多不合逻辑的巧合、那么多为了渲
染 的 无 厘 头 虚 构 ，甚 至 其 他 显 而 易 见 的
Bug，然而这一切都将过去，再精彩都将只
是回声而已，怎不叫人空落落的。兰子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一
批脱贫攻坚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了表
彰奖励，他们的英雄事迹也广为传颂。为
了生动展现广大扶贫干部扎根农村，团结
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昂扬精神风貌，
一本以国画加日记的形式，真实反映驻村
干部帮助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的非虚
构作品《驻村画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
该书图文结合，以文化产业扶贫为线索，
热忱描绘出一幅脱贫攻坚的时代画卷。

本书作者尚新周，系广西艺术学院人
文学院纪委干部。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被选派到广西德保县东凌镇多脉村
任驻村第一书记。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尚
新周通过文字和画笔，忠实记录下了广大
一线扶贫干部，如何舍小家顾大家，克服
艰难险阻，因地制宜，苦干加巧干，终于走
出了一条既扶贫又扶志的致富新路。

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叙写了尚新周
等一批党员干部任劳任怨，以多脉村为脱
贫攻坚主战场，充分落实国家相关扶贫政
策，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主动倾听他们
的诉求和心声，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
所想，在精准扶贫的大道上披荆斩棘，干
事创业，积极奋发有为。作者将自己的所
见、所闻，汇聚成一个个饱含深情的脱贫
故事，携着醉人的泥土芳芬，怀着不破楼
兰誓不还的高昂斗志，以阡陌为经，以理
想信念为纬，秉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把整个的身心都融入到脱贫攻坚的伟
大事业中，谱写了一曲敢为天下先的奋斗

之歌。透过这些饱沾地气的工作实录，不
但能深切地感受到尚新周对乡村的热爱、
对扶贫事业的忠诚；还能从他春风化雨润
心田似的讲述中，从广大扶贫干部默默无
闻的奉献中，一窥这些致富带头人，为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愿，甩开膀子加
油干的精气神。

翻开《驻村画记》，品读这些清新灵动
的用词，或铿锵有声，或诗意浪漫，于娓娓
道来中，宛如山涧一路逶迤的清泉，涤荡
心 尘 ，澄 澈 心 灵 ，予 人 以 向 上 向 善 的 力
量。特别是作者出发前一周，当时正值一
年一度的国庆“黄金周”，不巧女儿患上手
足口病，母亲又得了重感冒，尚新周在医
院陪护了七天后，不顾妻子的规劝，就毅
然踏上了扶贫的列车。作者对家的担当，
对国的挚爱，就在这些平凡的细枝末节
中一一展现。尤为令人感佩的是，来到穷
山恶水、地势偏远，交通又极不发达的多
脉村后，尚新周即刻投入到艰苦的工作
中。他在摸清全村基本状况的前提下，针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带着村两委干部一户
户上门做工作，把脉贫困根源，立求从提
振心智上，树立起他们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和决心。作者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对工作
了然于胸，对当地百姓爱得浓烈，不仅十
分关注多脉村的脱贫情况，还时常以全局
思维布局谋篇，主动把多脉村与邻村、与
社会爱心人土的扶危帮困结合起来，依托
全社会之力，真正实现了多脉村物质和精
神层面上的精准脱贫……一路读来，这些

情真意切的文字，既彰显了尚新周们乐观
向上的奉献情怀。同时，从他们“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心路历程中，亦鲜明地展现
出广大驻村干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崇高精神境界。

尚新周除用文字叙描扶贫工作的苦
乐之外，还通过手中的画笔，以一幅幅清新
隽永的国画，描绘攻坚路上的乡情乡貌。
从苦口婆心地给贫困户们讲解国家的扶贫
政策，到积极协调少数“钉子户”搬离大山，
实现全村易地搬迁再奔新程。从利用自身
专业所长，借助社会力量，以文化产业为指
针，带领全村百姓齐步走，小康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尚新周和他的同事们，集思广义，
在精准脱贫和文化扶贫的征程中，走出了
一条崭新的路途。当黑毛猪、土鸡、大果山
楂、山茶油这些当地的农副产品，被尚新周
一一画进国画中时；当远在外地的投资者
们，因此慕名一一走进多脉村，和全体村民
共同托举起致富梦想时，作者的这种“以文
搭台，以画为媒”的宣介形式，终于让我们
看到：文化扶贫的曙光，已然照亮了多脉村
的山山岭岭……

《驻村画记》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下了
扶贫路上的点点滴滴，小中见大地呈现出
一个普通乡村旧貌变新颜的历史蜕变，展
示了中国农村在精准脱贫上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作者新颖别致的表达，为新时代
讲好更多的小康故事，展现当代新农村建
设的历史性成就，引领出一条生机勃勃的
新文化诠释之道。 黄东光

——读《驻村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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