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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淖新事》序
□汪 政

青年作家周荣池工作生活

在里下河小城高邮，小城虽无大

事，但小人物的小事情也常给人

大感动。这位细心的写作者做了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以身边的

好人好事为原型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这就是呈现

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大淖新事》。

近年来高邮连续组织了多届高邮好人评选活动，

这些好人的事迹不仅感动了邮城也感动了中国，管霞、

王坤、耿高鹏、冯红英、杨文华、王瑞华等多人入选“中

国好人榜”。如何进一步放大这些基层人物的形象，发

挥他们在社会建设中的效应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探讨的

问题，用文艺的形式演绎好人形象无疑是找到了一条

切实可行的路径。荣池的《大淖新事》用小说的形式给

高邮好人塑造了一个“群像”。作品虽然采用了小说的

虚构手法，但是细细读进去，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些

生活中熟悉的好人，如《杨大眼造梦记》中为无名烈士

筹款建碑的杨文华，《写心》中热心公益的基层写作者

吕立中，《守候》中十多年如一日照顾瘫痪邻居的翁国

英，《唱唱》中拾金不昧的管霞，《大淖新事》中为爱守候

女友的王坤等等。小说与纪实作品各有其优势，这本书

中，许多人物就是融入了多位好人而塑造出来的，比如

《一路春风》中爱岗敬业的徐善兰、见义勇为的耿高鹏、

扶起跌倒老人的管仲培，再如《上门女婿》中扎根基层

数十年爱岗敬业的高金斌、孝顺丈母娘的上门女婿钱

寿江等等，这就使人物形象不再是生活中的那一个，而

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具有了更高的概括性。

小说集写的是高邮人，自然也就离不开高邮城和

高邮事。作品在推进故事的叙述中穿插了大量的高邮

文化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高邮民歌文化的传

扬。在《唱唱》《寻找乡音》《哪儿来的锣鼓声》等作品

中，大量的高邮原生态民歌的展示，在为小说本身的

艺术性增添亮色的同时，也把民歌这种高邮文化的要

素传播了出去。这样的艺术尝试值得肯定。文学的色

彩不应该单一而要丰富杂色，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向兄

弟艺术形式多借鉴，多借用。何况，小说写的就是高邮

的人与故事，借助地方的民间文化无疑有助于渲染地

方的文化环境，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本土文化因素，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当这两者有机融合在作品

中时，它所展现的既是高邮好人的风貌，也是一座城

市的人文精神。

说到高邮，人们会想到她的“邮”文化，想到宋代的

秦观，想到清代的二王绝学，想到现代的文学大家汪曾

祺，以及美丽的高邮湖和闻名遐迩的双黄蛋。特别是汪

曾祺，他对故乡高邮的叙述与描写是他作品的主要内

容，他的许多小说与散文作品对这座苏北里下河小城

的生活进行了诗意的表现，所传

达出的风情之美与民俗之美已

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成为

高邮这座小城的文化名片。荣池

对这位同乡文学前辈显然是非

常崇敬和景仰的，汪曾祺有名篇《大淖记事》，荣池为自

己的小说集选名《大淖新事》，其中的心事可见一斑。不

管是内容上还是艺术上，荣池都在向汪老致敬。汪曾祺

说，写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荣池是做到了。

这里，我要着重说说荣池这次写作的价值取向和

意义。说实话，我是非常佩服这位青年作家的勇气的，

因为这是一部歌颂与赞美的作品。不可否认，我们的社

会存在许多的问题，因此，批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批判已经成为人们首选的甚至

是本能的和唯一的动作，这就需要反思了。一个社会永

远不可能缺少批判，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批判这样一

种动作那可能也是一种畸形甚至灾难。怀疑、质疑、批

判，如果缺乏理性的规约，如果总是弥漫着非理性的愤

怒，它所酿成的社会情绪会遮蔽甚至伤害许多善良与

美好的事物。大概谁都不会想到，现如今，本来与勇气

和孤独为伴的批判会成为哗众取宠的媚俗。以文学而

言，我们正在丧失正面书写的能力。也许，人们早已忘

记了古典时代的写作经验，即从写作的难度上说，描写

苦难与愤怒固然不易，但歌颂正面，传达美好更难。古

人说，穷苦之辞易好，而欢愉之辞难工，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我说周荣池有勇气，就在于他在批判成风时选择

了赞美并且挑战赞美的难度。这种挑战表现在作家的

真实与本色上，整部小说集平实、家常，丝毫没有一惊

一乍的哗众取宠，没有拔高与夸饰，他让人物说话，让

故事说话，他不将评价置于叙述的前面，更不试图让读

者接受本来已经预设在那里的观点，他追求的是自然

的感动，是读者面对人物与事件时自然的反应。在这方

面，周荣池确实显示了一定的小说功底。细节的力量，

气氛的感染，戏剧化的叙述，将人物真实、完整、生动地

推到读者面前。正面的写作与赞美的力量还来自作家

内心的认同与充实的情感。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周荣池

首先被感动了，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感动中进行的。要

别人感动，自己就要感动在先。这一点周荣池做到了，

因为这些人物就在他的身边，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一个

写作者的幸运。

这是这本小说集在当下特别的意义，也是青年作家

应该好好思考的地方，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如何去发

现和表达美好的人与事，给人们温暖和希望。所以，我愿

意为它说几句话，并作郑重的推荐。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

长）

老家
□张永锋

几天前，母亲给我

打电话，问我：“五一回

不回家？”我一开始有

些犹豫，回家也没什么

事做，就跟母亲说：“还

没想好，看情况吧。”后来母亲又说：“五

一回来看看吧，回家玩两天，我们时间

长不见你也想啊！”

母亲的话触动了我，儿行千里母担

忧，古人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

亲不待”，这是怎样的伤痛啊，这样的事

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要常回家看看。

常年在外，我已经记不清有几年没在五

一时回过老家了，对老家春天的印象已

经渐渐模糊，也正好可以借五一放假回

老家看看。于是，就跟母亲说：“五一没

什么事的话就回去。”

下午到老家后，先跟父亲到果园转

了一下。果园中的苹果树刚开完花，枝

头结满了小苹果，青翠的叶子中间零星

地点缀着几朵白花，正袅娜地开着，一

阵风吹过，风移花动，珊珊可爱。远处山

上的杨树、栗树、松树等郁郁葱葱，绿意

盎然。天上的燕子悠闲地飞着，田间的

喜鹊自在地觅食，果园的几只小狗嬉闹

着，林中不时传来鸟儿的啼叫声。

我跟父亲说：“如果再在果树下种

上几棵西瓜就好了。”

父亲笑了笑，说了句：“嗯。”

接着带我来到果园中的小屋，我发

现里面有几十个小盆，但不知种的是什

么，父亲说：“种的西瓜，先让它在这长，

大一些再挪到果树下。”

我不禁一笑，说道：“原来早有准备

啊！”

“那是！”父亲笑道。

我在果园悠闲地转着，发现果园中

又种了一棵杏树、一棵石榴，就跟父亲

说：“再种上棵枣树、樱桃就全了。”

父亲回道：“有这打算。”

在果园待了一会儿，就跟父亲回家

吃晚饭，路上又看到了驴奶子花，只是

已记不清名字，问了父亲才知道。小时

候，常与小伙伴摘一朵驴奶子花含在嘴

里，味道香甜。如今，花依旧，年年怒放，

而人却已长大，天各一方，再摘一朵花，

含在嘴里，里面多了些沧桑的味道。

吃过晚饭后，早早睡下了。第二天

早上醒来，发现下雨了，吃过早饭，拿上

一把伞，去田间散步。雨中的田间十分

迷人，麦田里的小麦绿油油的，正尽情

地生长着，比平日里多了几分清爽，像

是一块块绿地毯。地里种的花生也吐出

了嫩芽，在尽情地享受着春雨的滋润。

平日里清晰可见的山，雨中则藏了起

来，有些娇羞，远远望去，云雾缭绕，如

梦似幻，仿佛仙气弥

漫。路边杂草丛生，开

着各种小花。暮春三

月，北方草长，杂花生

树，群鸟啼鸣。雨中的

田间不见一个农人，只有风声、雨声、鸟

啼声声声入耳。

我就慢慢地走着、看着、听着，不一

会儿，来到了东沟水库。东沟水库由三

条小河汇集而成，小时候，常与小伙伴

到河中捉蟹、捞虾、摸鱼。如今，曾经的

小河已不复见，不仅被埋入了库底，也

埋进了记忆深处，成为遥远的回忆。从

家里到东沟水库，最多也不过二里路。

二十几年来，有些东西从未改变，青山

依旧，绿树依旧，流水依旧。未离家前，

对这些景物早已习以为常。后来外出求

学、工作，每次回老家，总要去田间地头

转一转，看一看青山、绿树、流水，听一

听蛙声、鸟啼、虫鸣，而且百看不厌、百

听不烦，有时甚至让人热泪盈眶。一开

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到后

来才渐渐明白。

下午雨停后，跟父母去地里种花

生。我虽生长在农村，然而从小就没干

过几次农活。一开始，母亲让我点种，

她先给我示范了一下，要弯腰，每次点

两个花生，两次之间相距二十厘米左

右，然后让我自己点种，她在后面撒化

肥，结果发现我太慢，但也没多说什

么。后来，父亲看不下去了，就让我跟

母亲换了一下，她点种，我撒化肥。就

这样，父亲在前面犁沟，母亲中间点

种，我在后面撒化肥。一家三口，一边

干着活，一边聊着家常，一块地没多会

儿就种完了。我想人只有离开父母才

能体会到亲情的可贵吧，而一家人在

一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生活也是

一种幸福。

小时候，坐在山上的岩石上，望着

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总想知道山外是

什么样子，总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长

大后，发现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不

知从何时起，家慢慢成了老家，很多曾

经熟悉的东西已渐渐模糊。可是，不管

走到哪，离家多久，心中总有一个地方

在呼唤着自己，总会时时想起自己生长

的地方。

我渐渐明白，老家是一个人的根，

是一个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那里有自

己大学以前的全部记忆，那里有父母的

牵挂，那里有自己的兄弟姐妹，那里的

山山水水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拥有老家

的人是幸福的，不管走到哪里，身在何

方，依然心有所属，这就是一种莫大的

幸福。

关于考试
□张兆珍

每年的这个季节是孩子们中

考、高考月，考前刻苦地准备，考

试那几天的煎熬，考试结束后焦

急地等待，无不牵动着孩子和家

长的心。

一路走来，回想自己人生中经历的一次次考

试，可以用“考运不济”一词来总结。所谓考运好，

我理解为能较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或者超常

发挥。所以我有点羡慕嫉妒有些同学，平时不怎么

用功，成绩也不怎么突出，而重要的考试成绩却特

别理想，那可以算是“考试幸运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当年的高考必须

是要经过预考，而预考也是很残酷的，一般经过

预考后，班上也只有一小半的同学有资格参加高

考。我是有资格参加高考的那一小半之一，且预

考成绩还不错，可是高考还是时运不济，最终名

落孙山。当别的同学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走

向辉煌人生的时候，我却极其低落地重回教室，

重拾书本，整个人和整个心再次埋入茫茫题海，

经过灰色的一年复习班，经过第二次预考，我再

次成为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而当我看到高考的

成绩单时，伤心不已，泪流满面，那段日子是多么

灰暗，我再次与大学无缘，考运不佳的我最终仅

以高于录取线一分的成绩，被北方一所中专学校

录取。也许是高考给我留下的阴影太深，乃至多

年了还经常梦见考试，都是梦见自己，还有许多

书没看完或者有许多习题还未做等等之类不好

的境遇，一梦醒来暗自庆幸那只是一场梦而已。

再后来工作了，中专学历终究不能满足时代

发展的需要，我报名参加了两次成人高考，一次

是大专，一次是本科。备考的日子也是难忘的，白

天工作，晚上复习，那时女儿还小。有的晚上，参

加完单位组织的培训班后，又马不停蹄地参加市

财校的培训班，那学习的劲头不亚于当年的高

考，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最终还能如愿考上大专和

本科，也许是经历过高考又经历过复读，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吧。

自认为拿到了本科学历，不会再有什么考试

了，可是系统内对业务学习抓得很紧，经常是小考

不断，大考常有。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

个学习不认真的人，每次考试都会认

真地对待，可是考运不济，每逢竞赛之

类的考试，我成绩也就是处于中上水

平，不怎么突出，终究成不了系统内竞

赛型的选手、考试型的能人。

前几年，系统内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又提到重要位

置，我也报名加入了考试的行列。这种高难度的资格考

试，可谓“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连续四年，

每年的六月份是考季，每年春末夏初

是备考最紧张的日子，平时上班工作

任务也不少，只有在无数个夜晚挑灯

夜战，只有放弃无数个假期静心学

习，有时看书累了，看着窗外已是花

红柳绿，女人们已尽情地展示美丽的

裙衫，而这一切都无心顾及。记得最后

一次考试前一段日子，母亲生病住院，

我夜晚在医院陪护，母亲睡着了，我睡

不着，躺在医院看护的躺椅上，听病房

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我只有用耳机

听考试课件来打发漫漫长夜。经过几

年的煎熬，五门课程终因财务会计一

门未能通过，最终与注册税务师资格

无缘。我曾跟同事们笑谈，虽然我未能

取得证书，但是我做到了反复学、学反

复，也为提高业务水平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最近单位又要组织全员考试，45

岁以上的人可以开卷考试，心中不免

窃喜，终于熬到考试可以开卷了的年

龄了！但关于考试不免有所思、有所

悟，用“考运不济”四个字，开解自己一

路走过来的场场考试，算是一种释然。

其实几次考试失利又如何？而一次次

拼搏、一次次努力、一次次不轻言放弃

的过程才难能可贵。人生何尝不是一

场考试呢，只要认真地对待工作生活，

真诚地对待家人朋友，只要努力过、历

练过，就无悔。

舞而不轨
□朱延庆

X今年40多岁了，是小镇

上喜欢出头露面并有点名气的

人物。之所以说他有点名气是

有原因的。

X在镇上读到初中毕业，在

校学习不大用功，较调皮，有时候也捣蛋。初中毕

业后便到镇上的一家企业做工。他的兴趣很广泛。

镇政府请来几位书法家，他在一旁认真观看，但回

家并不认真临摹书家的法帖，而是龙飞凤舞地乱

写一通，他在报纸上看到日本书法家就是那样写

的，说这是现代先锋派的书法。镇文化站倘若搞什

么活动，他丝毫不怯场，会胡乱地大写一阵，有几

个好事之徒在旁边叫好，X将辱谲当恭维了，写得

更加起劲，有点昏昏然了。

X见到画家作画，他也学，但不是从基本功

学，譬如画山，有斧劈皴、披麻皴、解索皴、卷云骏

皴、荷叶皴等，而他画起山来，外形尚可，什么“？”

就不管了，或花花斑斑，或实实在在。作画不是还

有苔点么，他的苔点如散豆，或如铁丝穿豆，在大

庭广众之中，X照样能表演一番。

X喜欢玩乐器，譬如拉二胡，小镇上有些人

喜欢唱扬剧、淮剧，什么大陆板、大悲调，他都可

以拉，得意时摇头摆尾，如入无人之境，但什么弓

法、指法那就不管了。镇上小学有架风琴，他利用

星期日常去学弹。小学音乐老师家有架钢琴，小

孩每星期日要到扬州拜师，有时那小孩会表演弹

一曲，X见此情状，也要上台弹上一小段，不过他

是按弹风琴的技法弹的，听的人哄堂大笑，他全

然不顾。

X喜欢写文章，有时在县报

上会见到他的豆腐块文章，此

时他会吹嘘一番，兴高采烈地

向别人介绍写作经验，什么一

要热爱生活，细心观察生活，捕

捉生活；二要多读书（他自己家藏书不少，大都没

有读过，或者浅尝辄止，与别人谈起来，只懂点皮

毛而已）；三要多动笔（可一年只能在县报上见到

他写的几篇小文章）。X介绍的这三点“经验”确实

不错，但他自己却不能踏踏实实践行。

X还喜欢演戏，一度时期小镇上流行几出革

命样板戏，他要演《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智取威

虎山》中的杨子荣，他唱起来虽然是有板有眼，但

唱腔像是唱歌，更是缺少京剧的那种韵味；至于道

白、做、打真是有些随心所欲了。

像X这样的人，似乎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

会一点，什么都能“舞”两下，但都“舞”得不合规

矩，不上轨道，江淮一带的人私下里自然而然地会

说：这个人舞而不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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