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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
这是作家连谏写的一部关于故乡高

密的小说，由五个部分组成。它们既互

相独立，又可相互串联，合成一部有关李

老汉祖孙三代的长篇。这些高密乡起风

镇的故事，纵跨60年的光阴，是时代江河

图腾中的背景细节，幽微而生动，详实地

坦陈着生而为人的苦痛与酸甜。以“一

字千里”的功力，写不一样的高密故事，

莫言题写书名诚意推荐。

书中的五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现了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家庭的重要

性。这些看似平凡的故事中，涵盖了生老

病死、亲情友情、爱与责任等普遍的主题，

让读者产生共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

明，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他

们或面临挣扎，或经历变故，但内心都有

一份对家庭的热忱和真挚的情感。

《流年》是一部充满温暖和情感的小

说。通过真实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形象，

连谏让读者深入感受到高密的风土人情

和人性的美好，以独特的观察力和细腻的

笔触，让读者从中获得启发和感动。

善与恶的起源、表现、尺度等是哲

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都关心的问题，对

善与恶的哲学解释是基于自由和自决

的可能性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善

恶归于人。理想社会的乌托邦草案表

明，善的教育不能最终防止邪恶，只有

通过剥夺人的自由的生物技术操纵才

能成功。

《善与恶》是德国知名女性哲学家安

内马丽·彼珀关于善与恶问题的随想

录。在本书中，安内马丽·彼珀对这些问

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可以说，

本书是一部具有哲学伦理学通识性质

的、关于善恶问题研究的导论。全书从

日常生活、科学解释、哲学解释、文学作

品中对善与恶的思考等方面讨论了人类

的善恶问题，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可读性很强，是一本既具有思想性又具

有趣味性的小书。

《善与恶》

对于楹联，我的兴趣并不很浓，因

为作联太费脑筋，不论写和品都得花

一番功夫。然而，几年前随旅游团游

长江三峡，去了一趟丰都鬼城，看到那

里的一些楹联，却让我动心了。

鬼城多鬼。牌坊、亭榭、鬼宅全是

黑灰色的，鬼庙里塑的一个个都是披

头散发、面目狰狞的鬼。

我想，旅游景点是让人休闲娱乐

的场所，而鬼是阴间的，其貌丑陋不

说，见着都说晦气。不是吗？有人碰

到倒霉的事，常说的口头语就是“见

鬼”！世上多少美好的事物可策划，可

建设，可供人观赏、娱乐。而在这举世

闻名的长江边，却为何要建鬼城，要塑

那么多牛鬼蛇神呢？！

于是，我特别关注鬼城里的楹联，

想从中寻找鬼城的特色与出处。

鬼城入口处竖着高高的牌坊，两

旁石柱上刻的联是：

不惧地狱只因心中无鬼，为人公

正何须门上有神。上方是：地狱之

门。进了牌坊就是“下”地狱了。

小时常听老人说，人在阳间做过

缺德事，死后到阴间是要下地狱受大

刑的。十八层地狱里设有锯人肉板、

割舌头、反肚肠、上铁钉山等刑具，用

来惩罚在阳间做坏事的人。所以，这

楹联的前句意思是：在阳间做人正

派，做事光明磊落，是不怕地狱的。

如惧怕地狱，肯定心中有鬼，这“鬼”

字，在这里应理解为见不得人的坏事、

亏心事。

后一句与阳间很流行的“自己不

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的意思大

同小异。此联告诫人们，为人公正善

良，不论明暗都不做缺德事、亏心事，

那么就是半夜有人敲门心也不惊，所

以“何须门上有神”保护。

登上鬼城最高山顶，此处建有“望

乡台”。在这里远望长江，远望两岸重

重叠叠的山峦，头顶白云，身沐阳光，

不论活人，还是正在黄泉路上的死人，

都会留恋自己的故乡，会情不自禁地

回头望故乡。耐人寻味的是“望乡台”

两边的楹联却别有意思：“贪心造孽为

何不可早离阳世，秉公为善理所应当

久留人间。”

人生人死是自然规律，谁都不可

能万寿无疆。这楹联爱憎分明，诅咒

贪心造孽的人早死，祈祷秉公为善的

好人永留人间，让人世间充满正气平

和，洋溢吉祥快乐。这是千百年来多

少善良人们的愿望，多少走在黄泉路

上的好心人的遗愿。

想不到鬼城也有药王殿。殿内坐

着药王，农夫打扮，和蔼可亲，他两旁

的楹联是：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观察人间，有多少身患绝症的病

人在苦苦求医。富人依仗钱多，欲用

重金延续生命，只要医院会换心、换

肝、换肺、换肾，会割头换颈，他们会照

付巨资。对于穷人，生命照样可贵，

他们会到处乞讨求医，欲多活些日

子。然而，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鲁迅

先生就留下警语：“不给医药上无法

救治的病人开方，是世上最好的医

生。”可现在，多少医药上无法救治的

人 在 求 医 ，多 少 医 生 在 开 药 ，在 手

术，在为医药上无法救治的人竭力

服务。但严峻的现实是：一个人生

命的长短，不会与金钱投入多少成

正比。

药医不死病，给了我们深刻的启

迪。

路边一间小土地庙的楹联，让人

发笑，也画出了现实中一些贪得无

厌的为官者的嘴脸：“鸡公鸡母都不

论，猪头猪尾只要肥”——只要供奉

都收。它写得通俗幽默，让人忍俊

不禁。

阴司城楼阁两旁的楹联，把阴阳

两界的是非曲直，提到了“自己省”的

高度，其曰“地无狱天无堂形形色色好

坏自己省，前是因后是果善善恶恶真

假众人清”。这与朱柏庐先生的“善欲

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

恶”，与歌德的“无论是恶人，无论是善

人，他们的行为都会得到报应”有异曲

同工之妙。

鬼城原来是人城，在教人为善。

走出鬼城，满街的店摊，琳琅满

目，吃的、玩的、穿的、用的，样样都

有。几位游客在路边小店物色古董，

但愿他们不会买到赝品，因为卖假货

是要遭报应的。

Y 游遍天下

鬼城品联
□柯高军

D 读书札记

张泽宏先生用了三年心血和一

种爱的历史情怀浇铸成了一部大作

——《行担外传》。几天前，我拿到了

这本大著，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初

读了其中大部分篇章，有些感觉，谈

点儿想法。

《行担外传》的写作方式，既是小

说，也像传记。是小说化了的以自身

和亲人为人物主线的手工行业农耕

时期的一段历史传记。

这部大作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永康社会经济

阶层中，以五金工匠为主体的手工业

者（或称“手艺人”），外出谋生，闯荡

江湖，走街串巷，肩挑劳动工具，生产

生活往往是居轩间、祠堂、破庙，甚至

风餐露宿。这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萌

生了在这种个体生产经营和流浪式

生活中形成的自我保护作用的行规

行话和风俗。同时，映照出永康手工

艺行担人，所处那个时代面临的无

奈、彷徨、艰辛、苦楚和奋起抗争的身

心状态。

“府府县县不离康，离康不是好

地方”。手艺人干的是苦活、累活，睡

的是地板，稻草铺，吃的是霉干菜加

铜罐饭。走千条巷，问万家门,居无

定所，常年流浪，白天劳作，夜思妻

儿。这就是他们人生经历的真实写

照。同时，揭示了永康人的血脉中，

从老祖宗那儿遗传下来的敢闯、敢

想、敢干，不怕艰难困苦，奋勇抗争，

义利并举，敢为人先，思维灵活，大无

畏精神的基因元素；也揭示了社会变

革时期，敢于拼搏的永康人，从手工

艺行担人嬗变成五金工匠，完成了资

本的原始积累，从而逐渐创造了一个

辉煌的五金王国，成就了中国五金之

都的金字招牌。

这部小说有什么特色呢？首先，

在故事叙述的文字语言中，尽可能地

运用了许多永康方言。永康方言（土

话），是中国五大语言系中吴语的代

表之一。因此，小说所反映的地域性

很强。

其次，小说叙述的语言朴实，文

风恬淡清新，涵义隽永，语句平白流

畅，通俗易懂。故事是讲得好的，人

物的塑造也是基本成功的，揭示出

的 思 想 内 涵 是 比 较 深 刻 的 。 再 次

是，小说文本中有一些插图，文图相

兼，以图诠释一些故事的特写镜头，

很新颖，也增加了美感度，版本装帧

也不错，可以说是填补了永康境内

自 1949 年以来公开出版的，以手工

艺人素材为基础的传记式小说、乡

土文学图书的出版空白。《行担外

传》这部长篇小说，如今似一个婴

儿呱呱面世，他是张泽宏先生数十

年 岁 月 中 ，文 学 和 生 活 积 淀 的 成

果，也是历史社会和生活爱情历程

的深度结晶。

我接触张泽宏先生始于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真正认识他是九十年

代。我在担任市文联主席期间，由于

连续几年亲自主办文学创作笔会，请

省里名作家来永讲课和看稿，培育文

学中青年作者的写作热情和水平，使

一批文学作者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

表了许多好作品。

张泽宏是一个热情比较高，参

与 比 较 多 的 文 学 工 作 者 。 随 着 时

空递进，交往接触日增，他给我的

印象是：平时言语不多，但谦虚谨

慎，善于独立思考，有一定的思辨

见解水平，敢于抨击社会上的一些

丑 恶 事 象 。 为 人 随 和 好 相 处 ，生

活 朴 素 ，正 直 真 诚 ，工 作 脚 踏 实

地 ，责 任 心 很 强 ，且 不 善 张 扬 ，写

作勤奋不辍。

我们衷心期望张泽宏先生在今

后的岁月中，继续潜心创作出优秀作

品，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

封面

用爱与历史的责任浇铸而成
——读张泽宏先生的《行担外传》有感

□舒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