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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入殓师”
———读王树兴新著《咏而归》

□戎 平

王树兴，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25期高研班学

员。出版和发表作品180多万字，近

年以小说创作为主，作品以风趣的故

事讲述和传神的人物刻画著称。其长

篇小说《国戏》《裙带关系》在国外翻译

出版，短篇小说曾获“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

著名作家邓一光推荐王树兴的新著时说：《咏而归》探寻

人在现实世界里渺小、短暂，超越可变的经验世界，追寻人的

神性，亦即人之于人的那部分最重要的内容，成为人理解自

己、生命和宇宙的过程，告诉人们生和死的非世俗意义。

《咏而归》是王树兴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讲叙中年的荀西

宁接任高沙市大旺殡仪馆长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和变化。

《咏而归》出版后在北京西单书城、王府井新华书店等国内书

店作为畅销书上架，当当网和亚马逊等众多网上书店有售。

引发中国新闻网、中国艺术网、中国作家网、中国台湾网等三

十多家中外媒体的关注。被媒体誉为中国的小说版《入殓

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长篇小说选刊》在“新作推介”栏

目登载评论家对该小说的两篇评论和对王树兴的介绍。

殡仪馆被人称为人生的终点站，在这样一个流转的舞

台，各色人等上演着悲喜剧甚至闹剧。深受妻子车祸离世巨痛

的荀西宁，在这里重新认识了自己这份新的职业的意义，他选

择像日本经典电影《入殓师》社长佐佐木、琴师大悟那样的所

作所为，让每一位死者得到人生最后的尊严。在被世人忌讳

和又不可或缺的位置，演奏一曲成熟壮美的“中年之歌”。

在这首“中年之歌”里，荀西宁与妇产科医生朱蕴，在人

生起点站和终点站互为关照，两个中年人的婚恋平静中蕴

藏波澜，共同面对人生变故，互为支撑。

《咏而归》是一部叙述了一个特殊行业在新时期的各种

转变，人物和故事很是新鲜独特的小说，它到达了著名小说

家纳博科夫提倡的“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

的境界，写出一个个令人感动的“中国版的入殓师故事”。

作为小说家，王树兴对平凡的人和平常人的生活观察是

深刻和细致入微的，他用极质朴的文字和若干细节，描叙寻

常百姓、下岗女工内心世界的善良、人性和道德光辉，殡仪馆

里荀西宁、陈副馆长、窦亚、伊春娜（大学生殡葬美容师），目

睹一个个以各种方式告别世界的人，选择“给死者尊严，庄重

从事这项工作”，他们组建殡葬服务公司提供“灵车、告别仪

式和电子讣告服务”，高尚的成全和庄重的体恤，体现在对丧

户服务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让生者、家人得到心灵慰藉……

在长篇小说叙事中，细节和故事的生动性与丰富性是

其所拥有艺术生命的价值所在，《咏而归》以细节和故事的

新鲜引人入胜，呈现现代人对生命、

爱情和人性的深刻反思。在《咏而

归》里，对人性的观察是双向的，作家

在探索殡葬从业人员心灵世界的同

时，也透析众多死者生前和他们家人

的复杂内心，反映人性的善与丑。下

岗女工项敏为了“诚实”二字，不顾压力探寻见义勇为的儿子

董小鲁死亡真相，最终把儿子溺水身亡后市里给的奖金、捐款

计100万交慈善总会设“高沙市下岗工人救助基金”，让儿子

保有诚实的品德和真正的安乐；“西番莲”父母对女儿畸形的

爱，致使女儿在21岁花季凋谢，父亲在女儿死后刻骨铭心的

思念和希望，在生死之间让爱有了一种非世俗意义的升华与

警醒。“富二代”窦亚应聘殡葬工，他年轻、前卫和富有激情，不

轻易苟同周围的人与事。他在工作中体验到生命的脆弱与顽

强、微小与尊严，逐渐成长。他与神秘女孩“西番莲”淡淡的清

纯的爱，留给世间不忍面对的结局，让人唏嘘，让人重新思索

生命的意义和爱的代价。《咏而归》故事叙述正是这样带动读

者，使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做思考，热爱生命和珍惜当下。

王树兴在《咏而归》里所表达的人性、伦理和道德的观念

是深刻和让人触动的，符合现代人的理念与价值观。这部长

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把深邃和富有人生哲理的思想用质

朴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细节表达出来，让普通文

化层面的读者和高知读者都能够开卷有益。在《咏而归》这部

作品里，故事和细节代替了主旋律作品通常的那种苍白无趣

的说教，小说的节奏由此流畅而具有诱人的阅读吸吸力。读

起来“爽”。

王树兴是一名具有强烈批判主义精神的作家，在《咏而

归》这部作品里，他把生与死之间的考量揉进“批判意识”，体

现艺术的幽默、思想的深刻。最典型的是借助除夕夜殡仪馆

的“火花”，诠释人生最终的宿命，巨大的批判主义精神推力，

点石成“金”。诚如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光芒评价《咏而归》所言，“该小说既提出了死者

也应有尊严的社会问题，也揭示了人面对死亡时应有的‘咏

而归’的姿态。其中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敬畏，对于人的终极关

怀这一维度的恢复，既深入于人的存在的哲学层面与形而上

层面，又扎根于时代文化肌体的内在真实之中，毫无空洞之

感，给人以无尽的灵魂启悟。”

《咏而归》的结尾，主人公荀西宁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

后，理性对待、泰然处之，他收到了人生最为珍贵的礼物、爱

情的果实———婚姻，和漂亮善良的妇产科女医生朱蕴领证结

婚。正如作品所言，即使是最后，生命也可以如沐春风。这样

的结局酷、美和温暖，闪耀着人性至美的光辉。

游黄山
□张永锋

清晨五点从酒店出发，到达黄

山景区北大门时已近七点，本想早

早上黄山，却在等索道时花费了大

约三个半小时，遭遇了今年以来景

区客流最多的一次，后来听导游说

这一天景区内至少有四万人。黄山就在脚下，却迟迟上不去，让人心里

不免有些烦躁。等坐索道上山后，已经十一点多，黄山尚未开始爬，体力

已消耗不少，让人兴致大减。

上山后，先看了飞来石，据说为《红楼梦》中所提到的那块大石头。

又走了几里路，来到光明顶，黄山第二高峰，不禁想到《倚天屠龙记》中

的光明顶，山顶游人如织，人山人海，而对面的天都峰风景颇为秀丽。到

达光明顶时，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等从光明顶下来，到达白云宾馆

时，雨渐渐变大，有的游客找地方避雨，也有不少人冒雨游玩，兴致不

减。我先在白云宾馆休息了一下，然后跟着大家往迎客松走去。一路上

道路崎岖，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林沟壑。山顶上，峭壁上，奇松千

姿百态，怪石嶙峋。黄山处于烟雨笼罩之中，仿佛笼上了一层轻纱，又像

是一幅水墨画，显得朦胧、梦幻。

等到达莲花峰时，雨霁天晴。薄薄轻雾从山谷中升起，随风飘移，渐

渐又汇在一起变成浓雾，而对面的山峰，群峰争奇竞秀，时而清晰可见，

时而若隐若现，时而浓雾弥漫。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对面的莲蕊峰近在

咫尺，清晰可见，峰顶巨石耸立，山顶上零星分布着青松，四周悬崖峭

壁，悬崖石缝里长着一些杂草。过了一会儿，又被浓雾笼罩，只能看清山

的轮廓。又过了一会儿，浓雾渐渐散去，只剩一层薄薄的轻雾，仿佛一个

娇羞的少女，又如一个超凡脱俗的山中隐士。放眼远望，刚才还清晰可

见的天都峰，如今已完全被浓雾笼罩，云天一色。如果不是看到身边的

游人，还以为不是在人间呢。过了一小会儿，天都峰的左边露出了一小

部分。又过了一小会儿，山顶旁边有了亮光，可以隐约看到山顶。渐渐

地，浓雾散去，可以隐约看见山的轮廓。又过了一会儿，山渐渐清晰，山

谷间的云雾也散去了许多，但依然云雾缭绕。又过了一会儿，山顶上雾

已散去，天都峰又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显得挺拔、秀伟，而整个过程不过

持续了七八分钟。最让人称奇的是，天都峰左边依然阴云密布，右边却

是蓝天、白云，再加上绿树、青松、奇峰、怪石、流动的云雾，让人惊叹不

已。清人吴应莲《黄山云海歌》云：“望中汹涌如惊涛，天风震撼大海潮。

有峰高出惊涛上，宛然舟揖随波漾。风渐起兮波渐涌，一望无涯心震恐。

山尖小露如垒石，高处如何同泽国。”黄山云海，现在才大饱眼福。

到达迎客松时，已经快下午五点。当年徐霞客游览至此，曾写道：

“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擥。四顾奇峰错列，众
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自小就听说过迎客松，如今近距离观察，心里

颇有几分激动。迎客松在玉屏楼左侧，至今树龄已有1300余年。其一侧

枝桠伸出，上部枝叶平密，树冠如盖，下部有两大侧枝展向前方，犹如一

位好客的主人张开双臂欢迎八方来客，姿态雍容俊美，苍劲挺拔。黄宾虹

曾有诗赞曰：“今古几游客，劳劳管送迎。苍官不知老，披拂自多情。”旁边

青狮石上刻有“一览众山小”“风景如画”“不险不奇”“胜景”等字，有篆、

隶、楷、行四种书体，与迎客松相映成趣。迎客松前游人众多，设有栏杆，

游客拍照需排队。一开始时景区只在出口处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后来

又在入口处安排了一个，但仍不时有人翻过栏杆。当我从入口排队，走到

工作人员身边时，正好又有几名游客翻过栏杆，工作人员一边摇着头，一

边无奈地说：“素质啊！素质啊！”我想，文明旅游光靠游客的自觉是不够

的，还应有一整套的措施，应让文明旅游成为每个人的习惯。

离迎客松不远的玉屏峰壁上有一个摩崖石刻群，刻有“江山如此多

娇”“黄山第一处”“云海奇观”“奇松怪石”“云海大千”等字，有楷、行、隶

等书体，大多没有落款，有的写得雄浑大气，有的瘦劲挺拔，有的圆融厚

重，有的潇洒飘逸，风格多变，为黄山增添了文化气息和历史的厚重感。

天渐渐暗了，虽意犹未尽，却不得不下山。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仿

佛在诉说着我心中的不舍。等从玉屏索道坐缆车下山后，回望黄山，山

顶云雾缭绕，感觉从仙界回到了人间，又仿佛做了一场梦。我是多么希

望这个梦能够做得长一点啊！

温暖之行
□李凤琴

当车队从送桥敬老院南大门进去

时，我感觉就像是走进了风景区。一排排

整齐的房屋掩映在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

间。车再往里开，映入脸帘的是清澈见底

的荷花池。虽已初秋，荷花已凋谢，但仍

可想象夏日荷花池里荷花的妩媚多姿。老人们红瓦白墙

的宿舍在阳光照射下异常耀眼。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

那么闲适。我不禁为敬老院的老人们感到高兴。在这样

一个温馨的环境里，一定很幸福吧。

我们一下车，大家就开始忙碌起来。到处都闪现着

“红马甲”志愿者活跃的身影。前面的舞台各种节目表演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欢笑声、掌声络绎不绝。顶不住秋日

阳光的炙热，老人们都撑着伞在观看，舍不得离开给他们

带来欢乐的舞台。后面食堂里，包饺子的包饺子，负责运

送饺子的也一刻不闲。人多力量大，真的不假。一个小时

工夫，已经包好了满满的4大桌饺子。下饺子也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志愿者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停地忙碌着，

不分彼此。空闲一点的时间，大家也见缝插针地拍照留

念。用手机拍下开心的一刻，珍惜相聚一起的缘分。红通

通的红马甲红红火火，跳跃着一颗颗火热的心，一颗颗奉

献的心，一颗颗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的心。

更让我觉得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

人，被我们一群志愿者围着，老人家非常开心，不停地说

着，介绍自己的经历。老人名叫李长江，是一名抗美援朝

志愿军战士。如今虽已85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神

态安详。老人家还拿出很多证件和勋章给我们看。那些

虽已陈旧，但仍然熠熠发光的勋章，见证了老人戎马一

生，传奇一生。看着眼前的耄耋老人，我忍不住伸出手去

握住他那略有点凉意的手。老人家把我

带到一幅画前。那幅画端端正正挂在老

人床边的墙上。那上面是毛主席、朱德等

伟人。老人家向我描述时，眉飞色舞还略

带激动。我知道，那幅画在他老人家心里

的分量，那是他一生敬重的伟人，是他一生的信仰，是支撑

他去战场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面对一位志愿者带来的孩

子，老人家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挎背饭盒送给这位小朋

友。那位志愿者心里过意不去，硬要塞给老人家一百元，可

他执意不肯收。老人的慷慨无私可见一斑。见老人家一个

人呆在宿舍里，我建议带他去看演出。老人欣然同意。我挽

着老人的手，就像女儿去搀扶自己的父亲一样。我们边走

边谈，虽然老人的耳朵不是太好，在我提高声音的情况下，

他还是能听懂。当我问他有没有儿女时，老人家没有显露

出沮丧的神情，反而有点兴奋地告诉我，他有侄子侄女，都

是送桥人，对他很好，经常来看他。老人的乐观开朗、积极

面对生活的态度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

夕阳西下，我只能去与老人道别。我嘱咐他多保重身

体，老人不停地点头，拉着我的手，有点依依不舍。其实，我

又何尝舍得离开老人家啊。我好想一直握住他的手。

因为，握住老人的手，我感觉握住了一个世纪的温暖。

挣工分
□王如祥

挣工分是改革开放前农村集体化

劳动时的用语，那时流行这样一句话：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是生

产队社员每个人劳动量的计算单位，生

产队收获粮食后，首先是完成国家缴公

粮任务，再是留足种子，然后分给社员

当口粮。分配是按人头分的，即不管大

人小孩，都算一份。然后统计工分，计算

分值。再把每家所获得的工分扣除粮食

的价格，如果某个家庭的工分折算后还

有结余，那么生产队就会再支付人民币

给这个家庭。如果某个家庭的工分折算

后不足口粮的价格，则这个家庭超支，

生产队要求这个家庭补足这个亏空，当

年还不了，在来年的工分里扣除。所以

当某个家庭里劳动力多，挣的工分多的

时候，日子就好过一些。而缺少挣工分

的劳动力，吃饭的人口又多的家庭，则

难免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况。上世纪七十

年代我在家乡上小学和初中，虽尚未成

年，在家我是老大，妹妹弟弟还很小，就

利用周末、寒暑假时间我和生产队的社

员们一起参加了集体劳动，挣得了属于

自己的收入，补贴了家用，改善了生活

条件，这一段经历至今难以忘怀。

我上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参加生产

队的集体劳动了，那时候学习任务少，

学校的劳动课却不少，老师还要求我们

利用周末、寒暑假时间参加农业生产。

许多与我年龄相当的小伙伴参加生产

队的劳动。生产队派专人负责安排和管

理我们的劳动，这个“头”被称为“儿童

团长”。生产队安排我们的农活很多，如

种植、收获大豆、棉花、山芋、瓜果等；在

水田“放渣”（撒厩肥、草肥）；“打水线”

（栽大行秧）；在田里拾麦、稻穗；在场头

搬运麦把、稻把等等，不过以副业活为

主（当时把种植水稻、小麦等称为主业，

其它的种植业、养殖业称为副业）。一大

早队长就把生产队劳力的分工榜挂在

队部，各人干什么，一目了然。上工前队

长吹着哨子，挨家挨户催促。上工的时

间因季节、农活的类型而不同，一般上

午8：00－12：00，下午春秋14：00－18：

00，夏季 14：30－18：30，冬季 13：30－

17：30，如遇突发情况，时间随时调整。

夏季雷阵雨抢场（打谷场收粮食）随叫

随到，也不按规定时间上班或收工。

我们劳动也计工分报酬，各人的劳

动表现、工分的多少由领班和生产队长

核定，通常在每日5－8工分，对于我们

来说工分高的工种是跟船出去割草。过

去化肥用得极少，绝大部分靠厩肥、

草肥等有机肥，是典型的有机农业。

田块的四周挖有沤制草肥的草粪

塘，由泥浆和草混合制成，需要绿肥

植物和大量的青草。社员们割草非

常厉害，田埂、地头附近的草几乎清

光了，就得到外面寻找青草，生产队

安排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外地去割

草，晚上将草拖到岸上，第二天拌河

泥沤制草粪。那时割100斤草6工

分，每天可割300斤左右，可得20

工分左右，1天相当于在家干好几

天，对我的诱惑很大，我绝不放过这

样的机会。一大早我们准备一只大

篮子、镰刀、铲锹等工具，自带中饭，

通常用搪瓷罐子装上粥，粥面铺上

咸菜或咸萝卜干等，用布或报纸包

上煎饼等干的食物，跟上生产队的

船外出。在本公社范围内，一条船由

一个男劳力撑出去，每个人割草的

量称重并负责记账。如果距离远，生

产队就用挂桨船牵引后面几条木

船，浩浩荡荡地开拔。较远的地方我

去过本县的司徒、横泾，兴化的舜

生、李健等地。在高温天气野外割

草，细嫩的脸被太阳晒得像煤球似

的，嫩手掌结满了茧子。有时还遭遇

暴雨，衣服湿透了。割草的镰刀是锋

利的，割草时稍不留神就会割伤手

指，遇到这种情况用事先准备好的布条

包扎，如没有布条，就地取青草，嚼烂后

敷在伤口上，血流很快被止住了。每天

大早空船出去，晚上满载青草而归，看

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所有的苦和累都抛

之云霄。当时我父母是大劳力，还有我

这个小劳力，扣除口粮的开支，还有不

少结余，过年的时候有新衣服，隔一段

时间我还能吃上一次猪肉，觉得生活挺

滋润的。

人生之初艰难困苦的生活锻炼了

我吃苦耐劳的毅力和勤俭节约的美德，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

财富，它让我受益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