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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又一

次周游列国。他先去赵国，被奉阳君阻

挡，见不着赵肃侯。转而北上，去燕国蓟

城，求见燕文侯。

燕国的官员们害怕苏秦得势，谁都

不肯为他通报引荐。苏秦在燕国住了快

一年，也没有机会见到燕文侯。自己带

的钱都快花完了，幸亏一位客栈老板，借

了些银子给他，勉强能够维持日常开支。

苏秦这下也顾不上自己名士的派头

了，他准备自荐于燕文侯。有一天，燕文

侯出来游玩，苏秦早早托人打听好，预先

等在路旁，等燕文侯的车驾过来，他就大

声呼喊，说洛阳人苏秦求见。

燕文候听到苏秦二字，非常高兴，急忙

令人停车，对苏秦说：“几年前，先生曾上书

十万言于秦王，我很羡慕，一直想向先生求

教，却苦于没有机会。今日得见，实在高

兴。”燕文侯也没心思出去游

玩了，邀请苏秦一起回宫。

此时的苏秦，经过刻苦

研习，谋略之术已登峰造极，

他对天下大势更是熟稔于

心，对列国君主的经历、个

性、喜好等等，都揣摩得八九

不离十。所以这次，他出来

游说诸侯，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去讲什么大道理。

他把各国的地理山川、内

政军事、文臣武将等等这些客

观事实，都拿出来对比，其中

优劣历历在目，无需多言。对

比之后，他再分析国与国之间

的关系，提出各种不同的外交

策略，指出每种策略的优劣高

下。他与列国诸侯的对话，都

是根据对方的情况，采取不同

的话术，或者激将，或者恭维，

或者利诱，或者威逼等等，总

会说到对方的心坎上，让对方

喜欢听、愿意听。

他事实摆的清清楚楚，利弊分析的

明明白白，最后得出最佳的策略。那就

是：六国约为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对抗秦

国。所谓合纵是也！

在燕国宫殿中，燕文侯就是这样，听

到了自己想听的话，挑选了对自己最为

有利的谋划策略，成为苏秦合纵的第一

位赞同者。他现在只是担心，这个对燕

国非常有利的战略计划得不到执行。他

说：“只要先生能促成合纵，燕国上下，均

听从先生的号令。”

苏秦大包大揽，说：“这个君上不用

担心。此事，我来办。”

燕文侯大喜过望，当即拜苏秦为燕国

客卿，组建了一个使团，派出最华美的车

队，跟随苏秦出使列国，促成合纵大计。

苏秦首站就是去赵国。这次，作为

燕文候特使，苏秦的气派可就大了，燕国

使团的规格几乎可比燕文侯出巡。赵肃

侯亲自接见苏秦。

苏秦这次更是轻车熟路，各种话术、

沙盘推演，最后的结论呼之欲出，那就是

列国合纵，以抗强秦，这最符合赵国利

益。赵肃侯一听，鼓掌赞同。同样提出

疑虑，不知其他诸侯怎么想。苏秦拍着

胸脯，说这些都包在我身上。

恰好在此时，秦国攻打魏国获胜，又

准备移兵攻赵。赵肃侯说先生先把这事

处理一下。苏秦设法，帮助好友张仪入

秦，并获得秦王的信任，张仪感恩苏秦，

设法打消了秦王出兵的念头。

这下，赵肃侯对苏秦信心百倍，钦佩不

已。赠送了苏秦大量的黄金玉帛财宝，并仿

照燕国使团的规格，为苏秦组建使团，请苏

秦代表赵国去游说其余诸侯。就这样，苏秦

先后说服了韩、魏、齐、楚四国君主，大家一

致同意合纵，约好在恒水会盟。会盟大会

上，六国约为兄弟，互相照应，共抗秦国，有

背约者，共伐之。六国君主一

致推举苏秦为纵约长，同时挂

六国相印，总揽合纵大计。消

息传出，秦国为之震动，之后

十几年间，兵不出函谷关。

恒水会盟完毕，苏秦欲

归赵国，六国各派一支队伍

护送他。一路上旌旗林立，

富丽堂皇，排场之大，胜于诸

侯，即便是以前周王出巡，也

不过如此。

途径洛阳，周王听到消

息，早早就派人远迎，赏赐苏

秦珠玉黄金。苏秦的族人们

也早就拜服在路边等候。苏

秦的母亲拄着拐杖站在旁

边，啧啧称奇，赞叹不已；妻

子嫂嫂兄弟们都跪在路旁，

连头也不敢抬。

苏秦不由得意起来，他看

着嫂嫂，忍不住笑道：“嫂嫂，以

前我回家，你连一餐饭都不给我

做。这次，为何这么恭敬啊？”

嫂嫂低着头，回答道：“因为您现在位

高权重、富贵逼人，钱多得花都花不完啊！”

苏秦听了，长叹一声，说：“金银多贵

重，人情薄如纸。人若穷困，即便是父母

亲人都不想正眼看你，何况其他人！可

见人生在世，功名富贵岂能不取！”

苏秦让母亲和嫂嫂妻子兄弟等一起

登车。回到家中，他拿出财物交给家人，

嘱咐修建宅院。又取出黄金一百，派人去

燕国，送给帮助自己的那位客栈老板。而

后又给每一位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都赠送

百倍的金银财物，一个人都没有遗漏。

某日，以前的一个随从来找他，说：

“跟随过您的人，都有馈赠，为什么把我

忘掉呢？”

苏秦笑道：“我并没有忘掉你。当年

在燕国最艰难的时候，你舍我而去，拦都

拦不住。不能同患难，焉能共富贵。故

此不愿意酬谢于你。”

来人羞愧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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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快乐，是每个人的愿望。快

乐的意义在于把生活和幸福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我的快乐在写作之间。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生中，我能

把生活、工作和写作完美地结合在一

起，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几

十年里，我在写作中自我陶醉、自我

满足。我把对自然、人生、亲情、友

情、趣事、哲理的认识，都写成文字。

而且是边走边写，既记录了我的人生

历程，也道出了许多人生感悟。从大

学刚毕业自费印刷的第一本诗集《青

春的折光》算起，这些年我陆续出版

了《李峰文集》《白菜花》《湿热的风》

《一种比疼还痛的闷热》《窥艺小稿》

等五部著作，另有两本书《装在陶罐

里的春天》和《西河走笔》正在印刷

中。2018 年，我被汾阳市委、市政府

授予“汾阳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

令人很高兴的是，我的写作实践

和付出的劳动，持续不断地得到社会

和文友们的认可。我的老家办有一

本《汾州乡情》杂志，每期发行七、八

千册，主要是免费寄给全国各地的汾

阳人。我为这本杂志也写了很多文

章。从 2019年起，我写的《杂趣十章》

在《汾州乡情》开始连载，每期一篇。

有一天上午，我接到了著名晋剧表演

艺术家马玉楼老师的电话，她说：我

每期都在《汾州乡情》上看你写的文

章，写的有咱们家乡的味道，马老师

爱看。我听了很是激动了几日。我

与著名编剧、北京丰台区作协副主席

黄开健老师仅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

他在朋友圈看到我写的诗歌，便推荐

到由毕淑敏主编《卢沟月》发表，去

年，还在《卢沟月》第 3期上，又推荐发

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感觉幸福》。首

届吕梁文学季期间，许多文学大伽和

媒体人云集贾家庄。有一天，中央电

视台财经频道的贾继东先生，在《吕

梁文学》上发现了我发表在《中国作

家》上的诗歌《父亲的哲学》，便现场

朗诵起来，陪同的吕梁电视台总编辑

郭月秀，便用手机录了下来发给我。

随后，郭总编又向我要了这首诗的原

稿，并再次请贾继东先生配音，还附

上诗作者和朗诵者的人物简介，制作

成了精美的配乐诗朗诵，在掌上吕梁

上推送。汾阳，是中国厨师之乡。这

些年，我写了不少描述家乡饮食方面

的散文，投到省、市报刊。有一次，山

西日报的李建莉老师给我发来微信

说：每回看您笔下的种种美味，都是

流口水的感觉。文友田艳龙老师看

了我发表的《冬天的甜味》发微信说：

一边看，一边想的吃，口舌生津。去

年，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我先后

创作了《2020 年的春节》等二十二首

抗疫诗歌。其中三首在《吕梁日报》

发表，中国小诗在“以诗抗疫”中两次

收录了我的《盼春》《祖国，我不哭》两

首作品。诗歌《比豪言更金贵的是执

着》被推荐到北京海淀区进行配乐朗

诵，后又被北京电视台选中，在北京

电视台生活频道进行了配乐朗诵。

诗歌《2020 年的春节》发表在湖北文

联的《速读》杂志。大型文学刊物《延

河》也在 2020 年第 3 期上，发表了我

的抗疫诗歌《装在陶罐里的春天》。

还有一些抗疫诗歌分别被收入《“全

民抗疫，共克时艰”文艺作品集》和中

国诗歌报的《全国抗疫诗歌作品集》。

特别是我的《逛菜市》在《山西日

报》发表后，汾阳市“绿叶之声”朗诵团

的一个不认识的朋友，把这篇文章制

作成了配乐散文，在朋友圈里推送。

有时候，我走在菜市场，也有一些不熟

悉的老大妈，拦住我问：你就是写《逛

菜市》的李峰吧，写的好。还有一些邻

居，在清早碰到我，干脆就是一句口头

禅：又逛菜市哩。听到了这些认识的

不认识的朋友的夸赞，我很受用。便

相继又写出了《又见早市》《憨憨的早

市》并陆续发表。那段时间里，我还写

过两篇散文《爱上西安》《在西安过生

日》，我加入到“汾阳人在西安”朋友群

后，我便把这两篇散文发到了群里。

一位出租车司机看了发微信说：呀，我

还有幸拉过这位作家呢。

我在写作实践中，也收获了不少

荣誉。这些年，我先后被评为“山西

省新闻采编专家”“吕梁资深新闻工

作者”；我的作品《黑色三月》等被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为一等奖；诗歌

《春天的抗击》被全国政协教科文卫

体委员会、中国新闻社评为二等奖；

作品《鹤壁（组诗）》在第六届“中国诗

河鹤壁”全国诗歌大赛中荣获优秀

奖；我的文章《高举中国酒魂旗帜，打

造中国诗魂高地》被中共山西省委宣

传部评为二等奖。

回顾这些年我的写作生涯，我是

一边苦一边累一边快乐着。我为我

的选择高兴，只有在写作中，我才能

真正地快乐起来。

写作之乐
□ 李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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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发

源于商代中期，但这些刚出现的青釉

器物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所以被称

为“原始青瓷”。经过一千多年的不

断探索和努力，到东汉晚期，青瓷正

式在浙江烧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南

方制瓷业继续发展，青瓷质量又有了

明显的改进，并烧成了黑釉瓷器。当

历史进入唐宋时期，我国南北地区黑

釉瓷器已形成了争相竟逐的局面，由

于生产瓷器南方为龙窑烧木柴，北方

为马蹄窑烧煤炭，所以生产出来的黑

釉瓷器南方温润，北方光亮。

2001年 6月，山西省孝义市兑镇

中学综合楼修建时，出土了一件黑釉

剔花填白彩嘟噜瓶，此器形主要流行

于我国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实用功

能为盛储器，多装酒，习惯上人们称

其为嘟噜瓶，可能是因为该瓶在倒酒

时发出的“嘟噜、嘟噜”的声响而得

名。该瓶高 24.3cm，口径 3.5cm，底径

11.7cm，小菌口，丰肩，鼓腹，下敛，圈

足，底施釉。该瓶用料精细，制作考

究，器形规正。肩腹部装饰有两层环

绕瓶体的蔓草主题纹装饰，中间被一

弦纹隔开，主题纹饰下是连续不断的

曲带纹边饰。该瓶剔划手法粗旷豪

放、潇洒自如，纹饰布局严谨规整，繁

而不乱，画面布局充实，主题纹饰突

出，其制作理念处处求均匀，处处求

饱满，使瓶体显的更加稳重美观。

该瓶其制作工艺和我国金元时

期的北方地区其它黑釉剔划花瓷一

样，在胎体成型后，施一层含铁量很

高的黑釉（有的在胎体上黑釉下施化

妆土），在需要装饰的部位勾画出装

饰纹样，用竹刀剔去纹饰以外的黑

釉，特别的是把白彩（白色化妆土泥

浆）直接填嵌到剔出的凹纹地内，再

罩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由于北方

马蹄式烧煤窑的高温氛围，出窑后白

地黑花十分明快光亮，黑白对比强

烈。把白彩直接填嵌到剔出的凹纹

地内，再罩一层透明釉的这种工艺和

朝鲜高丽镶嵌瓷类似。

“镶嵌瓷”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朝

鲜独有的民族特色，称为高丽镶嵌

瓷，其主要的工艺是先在器胎上划出

阴纹，用赭土或白土填平刻纹再罩一

层透明釉入窑烧成，烧出的镶嵌填彩

呈现出黑色和白色的花纹。

“镶嵌瓷”这种工艺，其实是受我

国战、汉时期错金银青铜器工艺影响

发展起来的，这种工艺在我国丰富的

古代瓷器的装饰技法中，只是沧海一

粟，现在学术界一致公认朝鲜高丽瓷

是受中国晚唐五代及北宋时期越窑、

汝窑等瓷窑的影响，可是根据众多考

古报告，当时剔划填彩、嵌粉工艺在

我国已十分成熟，笔者认为这种工艺

也同样影响了高丽瓷的发展。这种

工艺传到朝鲜后，加入了其民族的审

美因素，形成了其民族的风格。而这

件黑釉剔花填白彩嘟噜瓶的这种工

艺称“剔花填白彩”更符合中国传统

命名，也更加准确。

孟门南山寺，位居永宁州八大官寺

之首，是黄河中游修建最早、规模较大

的寺院。寺院附近有一片繁茂的柏树

林，奇怪的是，这里的柏树都偏向左，就

好像有人用力扭过一样。

相传，元朝末年，战火纷飞。昔日

香火鼎盛的南山寺凄凉萧条，只留下老

方丈和几个小和尚，艰苦度日。寺中养

了些被救的牲口，老方丈每天要派小和

尚轮流出去割草。

孟门黄河一带常年非涝即旱，要割

到些好草也很不易。一天，轮到小和尚

觉灵去割草。觉灵跑了半晌，一无所

获，他越走越远，来到一处崖畔，惊喜地

发现崖下有一块洼地，阴凉之处长有一

片嫩草。他欢欣鼓舞，很快就割好一篮

子草，高高兴兴地背回寺里。

过了几天，又轮到觉灵割草了。他

这次直接跑到那块洼地，惊奇地发现，

割过的草又长得和原来一样了。自此

以后，次次如此，只要轮到觉灵割草，他

就悄悄跑到那块洼地，不费吹灰之力就

完成任务。

老方丈心里纳闷，为啥其他徒儿出

去割草，需要很长时间，而觉灵每次都

很快就回来，且割得草又好又嫩。他就

叫来觉灵盘问，觉灵就将这事和盘托

出。老方丈听了，半信半疑，心道，真有

这等奇事，莫非是神仙显灵！

翌日，觉灵带着老方丈来到洼地，

见此处雾气腾腾，清泉汩汩，鸟语花香，

风景独好。如此仙境，莫非地藏宝物？

老方丈就让觉灵在青草地中间往下挖，

挖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盆。老方丈仔细

端详后道：“是个旧铁盆子呀！弃之可

惜，拿回去做喂狗盆吧！”

回到寺里，就把破旧铁盆做了喂狗

盆。过了几天，老方丈发现，盆里经常

食物满满。他觉得奇怪，就把盆拿回居

室扔到门后，无意中把禅杖立在盆中。

第二天，发现了一盆子禅杖。“这难道是

传说中的聚宝盆？”为验证自己的猜测，

老方丈随手往盆里丢了两枚铜钱，果

然，片刻之后变成一盆子铜钱。从此之

后，寺院有了很多钱，老方丈常常拿出

来救济贫苦百姓。

慢慢地，南山寺有聚宝盆的事传了

出去。老方丈为避免祸端，便将铁盆带

出寺外，埋在一个秘密地方，旁边栽了

一株柏树，为了日后好辨别，他将柏树

左扭三下，作了特殊标记。

没有多久，老方丈卧病床榻，自知

时日不多，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觉灵。

等老方丈圆寂后，觉灵去寻聚宝盆，来

到老方丈说的地点，发现满山遍野全是

左扭的柏树。觉灵是有慧根的人，他望

着满山左扭的柏树，微笑着转身离去

了。

一

韩思中的短篇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就

是那些写人与动物的关系的短篇小说。

他总是能把动物的心理感受和喜怒哀乐

写得活灵活现，生动形象，活泼有趣，令人

难忘。《大牛的记忆》（《吕梁文学》2020 年

第 4期）就是写人与动物的关系的一篇优

秀的短篇小说。

《大牛的记忆》，不是很长，七八千字

的样子，仅有五小节。这五小节中，第二

小 节 至 第 五 小 节 是 这 篇 小 说 的 重 点 内

容，,就是写山村年轻后生大牛对六条小

黄鼠狼的恶作剧及其后果。结构十分均

称而精巧，不枝不蔓。当你读完这篇小说

之后，你或许就能感觉出来，第一小节的

难能可贵，匠心独具。

人性是小说最后的深度。仅仅将小

说的人性深度理解为写恶或写善，这肯定

是很不够的，很片面的，很肤浅的。因为

人类迄今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绝对的善

或者绝对的恶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优秀

的小说家还不是把精力仅仅用在写人性

的恶或者善上面，而是用来写人性中诸种

因素的纠缠和冲突上。他们可能将其中

的某种因素选择为主流，但在让主流的奔

腾前行过程中，总会让人的各种欲望共同

涌动在人性的河流中，生动而形象地呈现

出震撼人心的撞击与喧嚣，呈现出人性复

杂的本质和它自然形成的过程。

二

《大牛的记忆》，故事很简单，却很壮

烈。大牛在阳坡地里给土豆松土。天气十

分干旱，已经到了仲秋了，依然闷热难受。

太阳已经挂在西山坡顶，他已决定扛起锄

头回家，却忽然发现了重大的秘密：在坡地

旁边松软的泥水池里，“六条耗子般大小的

小黄鼠狼，一律把它们光秃秃的脑袋兀立

在泥水面上，吱儿吱儿地扭动着，很受用的

样子。”大牛的心里，自然地生出了一股强

烈的好奇心，“他小心翼翼伸出手，把这排脑

袋一个一个从泥水池中拨出来,甩在泥水池

的硬坎处。”刚在凉嗖嗖的湿泥水里快活享

受的小黄鼠狼们，突然被甩在干燥火热的硬

坎上，当然是“惊恐不安地发出吱儿－－吱

儿——类如小鸡小雀般稚嫩的叫声”。大牛

的心里充满了快感，“快活地笑了”。他看到

一个一个小黄鼠狼在地上“微弱地挣扎着，

仿如“垂死的鳝鱼”。 此时大牛是单纯而善

良的。他用手撩起水，给它们一个个洗了

澡，又把他们重新插入泥水中。“他想，他没

有理由动这些黄鼠狼，他有什么理由呢？”

好奇心必然滋生好胜心。它们都是会

让人产生欲望的原始驱动力。正如斯宾诺

莎在其《伦理学》中所说：“好胜心不是别的，

正是我们内心产生对某个事物的欲望，我们

之所以对它有欲望，是因为我们想象到其他

与我们相仿的人有着同样的欲望。”而欲望

是一种令入着魔的行为,它会在人的心中放

不下，从而产生极想知道其结果的新的欲

望。这样，欲望就又成为一种尝试，一种冲

动,或者一种快感，一种渲泄，一种征服。大

牛正是如此，他居然对此念念不忘。第二天

来到“干燥得快要冒烟的土坡上”，他看见那

两个年轻的黄鼠狼，“很认真，很专注”地把

它们的孩子们一个个栽在泥水池里，才悠闲

自在地找食物去了。大牛“溜溜达达”，“百无

聊赖”，“暗忖，自己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于

是，他就把这六只小黄鼠狼掉过头来，将它们

扭动的脑袋和吱吱吱的声音一齐按入泥水

中。但是，人的欲望，却不是其欲望本身，而

是处于运动中的欲望。在人的内心深处，欲

望总是通过各种运动而体现，而那些运动又

会引发其他欲望。之后的一瞬间里，他“心里

忽然冒出一个恶作剧的念头，这个念头，很快

把他自己弄得莫名兴奋”。“他挨着个儿，把小

黄鼠狼们露在外面的尾巴往起拉了拉。他发

现这些筷子般粗细的尾巴，有些还在动，一扭

一扭地如同蚯蚓一样，但大多数已经变得僵

硬了。”此时的他，“确确实实已经再没有锄地

的兴致了”。

三

两只年轻的黄鼠狼叼着几只半死不

活的田鼠回来了，看见它们的幼子都死

了，“发出了几声凄楚悲怆的嘶吼”，“直如

闪电一般划破晚霞，持久在天空中肆意游

走，经久不散”。这个时候，大牛竟然“忍

耐不住”，发出捧腹大笑的声音。两条黄

鼠狼顿生无穷的力量，“肚腹上、脊背上的

毛蓬蓬松松地”立刻“支 开来”，发出了

骇人的叫声。大牛在它们这“绝望的嚎叫

声”中忽然“后悔起来”，但一切都迟了，不

可挽救了。两条年轻的黄鼠狼，忽然变成

无数个黄颜色的大圈，包围了大牛,冲撞

他，撕咬他。一开始，他还不以为然，奋起

反击。但是，终究是徒劳的，他竟无法逃

身，渐渐“通身上下已经没有了半分力气，

只觉得手膊上、腿髁上、腰背上正被黄鼠

狼们肆意地抓挠着，拖拽着，撕啃着”，最

后,“大牛凭籍着脑际中残存的丁点儿记

忆，拼尽全力，呼喊出一声：娘 ——”

巴赫金曾经说过，“生活中的一切都

是对话”。是的，世间的一切关系,说到底

全都是对话关系。这些不同世界不同意识

的对话，造就了万物的丰富性和多样化。

而韩思中运用个体化的经验想象力，创作

出的这篇短篇小说，给人类发出了紧急而

重要的警示：人总是自以为是，自以为大，

自以为聪明，破坏对话的平等，人总是在弱

者面前显得那么贪婪、那么狠毒、那么残

酷，人总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时，我们突然才明白，作家为何要

在第一小节写大牛小时候的一个故事：我

们可以想象，当大牛还是小牛的时候，肯

定是父母心目中的一个可爱而乖顺的小

宝贝。可是这个小宝贝在出生后半岁大

的时候，就得了“一种乡下人称作水痘的

病”，浑身上下长满了那些“黄豆大小，水

晶晶亮莹莹的小泡”，疼得他每天有气无

力地嗷儿嗷儿地叫。“乡间缺医少药”，实

在没有办法。“小牛娘就顾不得多想了，

把年轻而丰腴的脸贴在小牛的身上，他用

嘴巴，去吸吮小牛身上破裂的小水泡。吸

完一个，小牛娘朝地上吐一口，然后再吸一

个，直至将小牛浑身上下的小水泡吸遍”，

而小牛娘却“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

“肚子就发面团一样鼓胀起来，与十月怀胎

的产妇一般无二。”我们也就能理解，那两

个年轻的黄鼠狼为何在最后与大牛进行不

要命的抗击,直至大牛死亡为止。因为同样

都是母爱的力量。母爱的力量是无比巨大

的，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战胜的。

四

我一直认为，韩思中是一位批判意识

很强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在不停地触

摸着人的精神，千方百计地洞察着人性内

在的诸多层面。他总是想对人生命潜在

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度探寻，对人性内在的

渚多层面进行深度发掘。

大牛其实并不是一个坏人，而且善良

单纯、憨厚老实，但是,却如此地、很随意

地 和 小 黄 鼠 狼 们 玩 了 这 样 的 一 出 恶 作

剧。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

身体里都是佛魔相随，邪恶总是陪伴着善

良而存在，善良的下面总是有邪恶在顽强

地活着。善良是阳，邪恶是阴。善良在明

处,邪恶在暗处。而且，在人类的身体内部，

善良和邪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搏弈。善恶

存在的本质，就是是非、羞耻、恩怨、爱恨等

等。所谓的人生修炼，就是人的仁义之心，

在善恶的浪涛里翻滚和磨砺，稍不注意，邪

恶之念头之力量，就会冲破和撕下人类的

那些憨厚、慈善和正义的面具，干出像大牛

这样罪恶的“阴坏”或“阴谋”。

当然，这篇小说也告诉我们，人性的一

切，包括善和恶，平时都如平静的大海下面

的暗礁一样，不显山不露水，只有到了特定

的时间中，它才会被一步一步地显现出来，

露出它本来应有的力量和峥嵘。正是在这

些在善与恶的膨胀和放大中，我们才有机

会看到人性的底色、潜能与复杂。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一再

告诉我们，“小说不研究现象，而是研究存

在”，而“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

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

人所能够的”。优秀的作家，就是用自己强

劲的思想穿透力，去表达对人类生命存在

的一种独特发现和传达，去勘探人的内心

世界，去勘探人类存在的一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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