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文艺副刊2023年12月17日 星期日

副刊部主办 组版：李够梅 责编：李够梅 校对：王艳 电子信箱：llrbfk@163.com

晋·陆云《与兄平原书》曰：“兄前表甚有

深情远旨，可耽味，高文也。”长篇小说《沐月

记》入选“中国专业作家典藏文库”，由中国

文史出版社隆重推出，足见其可耽味处正

浓。曹雪芹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

本》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

者痴，谁解其中味？”耽味《沐月记》而求迹

近、契合作者创作之深情远旨，乐事也。

一、定位远旨：作者自道与原点探求
探求李迎兵创作长篇小说《沐月记》定

位远旨,至少应当有两条捷径，即作者自道

和原点探求。

从作者自道看，主要有两篇文章。作

家网《李迎兵长篇小说 <沐月记 >新书访

谈》，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长篇小

说<沐月记>后记》（见小说《沐月记》468-
470 页），这两个文本可作打开小说的两把

钥匙。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物”，叙写了

众多的民国女子的传奇生世和悲惨命运，

在那个时代她们一个个无法逃出悲惨的命

运，邢硕梅、梁慕秀、曾姨娘、舒 圆、许飞

燕、杨花花、崔巧巧等等，“她们迷茫绝望，

个人的死亡抗争不了那个旧时代女人的集

体命运。”（李春兰语）

李府老爷李有德的首任妻子邢硕梅因

为儿子得白喉而死患上癫痫最后自杀身

亡；李府第四代传人李文祺的姨太太曾玉

芬（曾姨娘）虽然上过大同女子师范学校，

但是她的父母在雁门关两军对垒中死于战

火，接着当了李文祺手下团卫生所的卫生

兵，后来当了小月莺的姨娘，面对李府上下

的责骂污辱，终于不堪忍受，从塔楼上先割

腕后跳楼；舒 圆是一名“不到满月的粉嫩

嫩的”弃婴，由好心的杠子爷爷收养吃百家

奶长大，幸得杠子爷爷在省城做生意的过

继子兔娃把她带到了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

书，悲惨的是兔娃因贩毒被捕、杠子爷爷便

把变卖家产后所得的 85块大洋捎给她之后

一个人饿死在破窑内，舒 圆自觉人生暗

淡、后路无依，于是在浴室烧木炭自杀；许

飞燕在离石古城的东门口被日寇军曹用刺

刀刺在腰上刺死……面对那

些在旧社会黑暗岁月、烽火

战乱中悲惨死去的中国妇

女，作者“偏苦于不能全忘

却”，作者通过细化的具象描

写，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那

就是即使历史烟尘早已遮隐

去她们命运的悲剧结局,而小

说则要在历史的钩沉中倾尽

追诉她们命运的深情和对旧

社会、对侵略者的无情鞭挞，

这种追诉和鞭挞是深广而多

维的。

从这个原点看，小说《沐

月记》突出“钩沉历史、观照

现实、蹀躞千里、史诗品格”,
作者倾力强化小说文本自身

的现实感、时代感与历史感，

正凸显了小说创作自觉担负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致力

于中华文化复兴的定位远

旨。作者讲“我们这样做，不

可能完全依照传统写作的路

径，但又不能走得太远，甚或

达到博尔赫斯、乔伊斯、卡夫

卡、普鲁斯特的极致程度。”

这种谦谨表述，正是作者的

追求所在，小说文本总是表

现出在坚守中放眼世界，在

构建中彰显中华审美旨趣。

二、追寻意味：“钩沉历
史”与“蹀躞千里”

作者所一再推崇的两个

词语，一个是“钩沉历史”，一个是“蹀躞千

里”。而“钩沉历史”其实说的是作者的创

作命意，“蹀躞千里”则说的是女主人公李

潇丽和他的丈夫林迈可由北京到延安的艰

辛旅程。小说的历史时间刻度如果从光绪

三年（1877）算起，至 1998年，那么时间跨越

是 121年（大约）。“据说，高祖李罡在光绪三

年是左宗棠手下的一员悍将，与阿古柏军、

俄军和英军打过许多恶仗，一直打到最西

边的阿克苏、和田，最后收复伊犁，立下赫赫

战功，并得到朝廷数万两银子的奖赏。”这个

表述应该是小说最早的时间起点。而小说

最后一章第六小节叙述，“一九九八年二

月......你在过去的一年里抒写着自己的一本

大书，沉浸在镜中花和水中月的投影里，寻

找虚幻之旅的更多可能性。”这可以说是小

说的一个时间终点。百年历史的钩沉叙述，

现实感与时代感的铺陈照应，厚重与“追寻”

俱在其中。作者要“寻找虚幻之旅的更多

可能性。”而何谓“虚幻之旅”？其实就是作

家内心对历史的一次长途追寻之旅。

虚 中 有 实 的“ 捕 捉 ”。 从 1877 年 至

1998年，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李家的高祖

李能臣用朝廷赏赐修建了李府，由李能臣

而生李芳龄，李芳龄而生李国，李国而生李

文藻、李文祺、李文俊，李文祺而生李效民、

李效黎，李文俊而生李效纲。小说所反映

的也正是此一百多年间一个家族五代人的

历史，在此一百多年间，中国历史经历的是

中华民族衰极而盛的一百年，是仁人志士

救亡图存的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

主义拯救和发展中国的一百年。因为小说

用的是真实地名，这就增加了小说的代入

感，当然小说的代入感还不只是真实地名

的出现。探寻百年历史，正是小说充满了

追寻意味的历史钩沉过程，作者在“虚幻之

旅”中探寻历史、还原历史场景，“匍匐在历

史现实的艺术场域之中，捕捉特定的万花

筒一般的世道人心”。

钩沉是为了铭记。小说钩沉了侵华日

寇于 1938年 2月侵占离石后，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硝烟早已退去，伤痛永在人间。

1938年 2月至 1945年 8月，日军在离石制造

了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九里湾惨案”“大

武惨案”“坪头惨案”“石家峁惨案”“兴旺村

惨案”等杀人惨案，仅上述 5个惨案就杀死

无辜中国人民 730人。小说《沐月记》用艺

术的手法，描述了日寇在离石的种种罪行，

诸如在城门口杀死李文举妻子许燕飞，活埋

李文举和他的两个小妾陈香香、于晓梅，火

烤三四岁小男孩，在凤山道观枪杀老道长、

离石少女、小道，用狼狗扑杀中国国军副

官......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惨痛的历史记

忆就是主人公抗日战士小月莺和她的丈夫

林迈可“蹀躞千里”中硝烟弥漫的历史背景。

蹀躞是为了追寻。小说凸显了主人公

李潇丽和林迈可“蹀躞千里”。按照小说时

间脉络，李潇丽和林迈可于 1943年 4月 9日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司

徒先生被日本宪兵抓走后，他们从北京出

发，向八路军游击区进发。向着晋察冀边

区进发，向着晋绥边区首府兴县进发，然后

渡过黄河向延安进发。过了黄河之后，然

后从陕西佳县、绥德，最后到达延安。查考

史实，我们会发现，从 1942 年至 1944 年两

年多时间里林迈一直在晋察冀军区人事电

台设备的整个改进和教学，为军区培养了

电台修理维护人才。 1944 年 5 月到达延

安，他成功地在延安的土地上架起了天线，

1944 年 8 月 15 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

向全世界发出声音。林迈可参与了英文新

闻稿的编辑。作为杰出的国际友人，林迈

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独特而宝贵的

贡献，历史应当有“林迈可赞”。“向延安进

发”应该成为小说追寻意味的价值所在。

三、宏阔视域：宇宙意识与终极关怀
人类应放眼全球、放眼宇宙，用科学的宇

宙观来反观自身所处的地球、反观人类自身

行为的文明性与科学性，以此来强化和升华

人类自己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大自然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这种天道轮回，形成夜与昼的

平和秩序，却又暗含着一种宇宙森林的不变

法则，让人既遵守而又敬畏的可能还有某种

社会生存的铁律。”（《沐月记》92页）《沐月记》

第十三章《北平记忆》，小说借

主人公之一的李潇民讲天体

运行，正体现着小说的宏阔

视域。“李潇民还讲到天体的

运行，比如这人类所在的地

球处于太阳系，而太阳系与

银河系相比，就是一个可以

忽略不计的小数点面已。而

地球就是太阳系的一分子，”

由此，小说联系生发出一系

列具有宇宙意识的有关内

容：诸如“女娲补天”，“水神

共工氏与火神祝融氏大战而

败，随即怒撞不周山，”小说

《红楼梦》开篇关于“通灵宝

玉”的叙述。“月亮的来历”，

“离石的得名”等等（《沐月记》

第250页）。

“李潇民还曾给小月莺

看过从哈佛带来的一张天体

运行的照片，整个银河系里，

那个标注的小数点是地球所

在的太阳系。一旦探究到人

类科学无法探究的边界，就连

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神人，

也是力不从心，人类的全部智

慧和力量在这样巨大的天体

面前就是有点智慧的细菌而

已。”

小说第二十章《归去来

兮》第 473页，更是借主人公

小月莺的回忆，叙述李潇民

的讲述：

“小月莺记得小时候潇民哥说过在浩

瀚的宇宙里，太阳系外还有仙女星座，以及

对维度世界的解读，比如一维就是一个点、

一条线、一个长度，而二维就是一个面、长

和宽，三维就是长宽高的立体空间。然后，

他又讲到四维，那就是长宽高之外，又多了

一个维度。”

“潇民哥还说，或许在那个不确定的四

维空间里能看到你自己出生的那一刻，甚

至人生剧本的结尾。从达尔文的进化论，

到某种来自外太空文明移民说，这个世界

之外，真的有传说中的外星高等智慧生命

吗？......比如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不断的

历史演化和整个发展的进程呢？或许，整

个宇宙空间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就是一个

巨大的生命体，地球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

道的细胞。那么，人类又会是什么呢？是

否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仙？可

是，一切似乎还是一个难解之谜，我们不可

能看到生命的全部底牌，也不会晓得下一

步，乃至剧本的大结局。”

这印证了小说人物的塑造并不单纯是

为了塑造而塑造，其意则旨在弘扬正能量，

拓展人们的宽阔视域。“人们决不会为写人

物而写人物，总是企图在精心的艺术表现

中，让人物具有尽可能丰厚的思想内涵和

美学内涵，去发挥感染、吸引、打动、教育读

者的艺术能量。”（王先霈语）1827年 1月 31
日,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他

说:“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

的时代已快来临了，”他还呼吁“每个人都

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它早日来临。”

又过了 1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中，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必

然性作出有力论证，“......物质的生产是如

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

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

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

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沐月

记》体现的这种宏阔视域，其所崇尚的全人

类的共同价值，其所彰显的宇宙意识，应该

是属于全人类视域的，是对全人类终极关

怀的命意所在。

第二十九章 放债

齐魏韩合纵伐秦，大破函谷关，秦

国被迫割地求和，这场震动天下的大

战，就这样结束了。天下大势，也为之

大变。

很快，这场战争发动的真实原因，

在列国间流传开来。各国诸侯为之张

口结舌，对孟尝君的有怨必报、报不隔

宿皆深感不安。与孟尝君交好者，心

下暗呼侥幸；与他有仇怨者，自然是盘

算着如何弥补。

齐 国 田 章 的 威 名 ，再 次 被 人 赞

颂。捎带大家又说起田章此前的经典

战役，比如桑丘之战击溃秦军、三十多

天攻陷蓟城灭燕、垂沙之战大破楚军

等等，现在加上函谷关之战，从来没有

被攻破的函谷关，在田章面前，也是一

鼓而下。田章的威名，达到了他人生

的顶峰。

这次大战，秦国吃了大亏，函谷关

被破，关外的土地被夺走。秦国辛辛

苦苦几十年，打下的地盘，一夜之间，

全部物归原主。但好在秦国本土并没

有受到损害，函谷关也重新回到秦军

的掌控之中。秦王派使者给齐王送来

措辞非常谦恭的国书，引经据典，表达

对齐王的敬仰臣服之意。

魏 韩 这 次 收 复 故 土 ，心 满 意 足 。

加上三年前，跟着齐国伐楚，也得到不

少土地。魏王韩王对齐王甚为感激。

指天赌咒地表示，今后一定以齐王马

首是瞻，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说打谁就

打谁，绝对没有二话。三国联盟更为

牢固了。

楚王熊横更是对齐王感恩戴德。

他借齐王之力得以登上王位，又加上

这次齐军攻破函谷关，正与楚军交战

的魏冉立刻与楚王和谈，交还了攻占

的楚国土地，引兵回咸阳，等于又助了

楚国一臂之力。楚王当然是派出使

者，大张旗鼓地给齐王贺喜。

赵国本与秦国为盟友，但是这次，

赵王没来得及出兵，函谷关就破了。

赵与魏韩一贯不怎么对付，现在见魏

韩联盟齐国，势力这么大，也深感忧

虑，便派使者前来，一方面祝贺，一方

面，与齐王探讨结盟事项。

宋 王 妄 自 尊 大 ，根 本 看 不 起 齐

王。但是，这次大破函谷关的影响太

过震撼，宋王心中再不愿，也勉为其难

地派使者前来恭贺。

至于燕国，与齐有大仇，燕王处心

积虑，一心想报复齐国。这次，看齐伐

秦，以为机会来了，兴兵攻齐。不料，

田章攻破函谷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预

料。攻齐的燕军还在进军途中，田章

已经率领回国的齐军，冲着燕军打了

上来。双方在权地展开会战，燕军略

微抵抗，就被齐军击溃，狼狈逃回燕

国。燕王慌忙派使求和，割了几座城

池，献上无数珍宝金银，自称臣属。这

事方才算完。

在这段时间，齐王收到的都是这

等信息，真有一种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的感觉。齐王开心坏了，深深觉得大

丈夫生于世，正当如此，这当霸王的感

觉，实在是太过愉快。他不免想起齐

桓公与管仲的故事，想起与孟尝君关

于人生意义的那场对话，已将孟尝君

当做自己的管仲。当孟尝君班师回

国，齐王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对孟尝

君不吝赞誉之词，赏赐了无数的珍宝，

又加封了俸禄。孟尝君异常谦逊地表

示，这一切，都是在齐王的领导下取得

的，齐国在齐王的带领下，势必辉煌永

远。齐王听了，更是高兴。

最高兴的人，当然是孟尝君了，距

离他被迫逃亡差不多是七个月了，至

此，他终于出了胸中一口恶气。这次

报复范围之大，报复之彻底，报复之迅

捷，都让孟尝君的名声更加显赫，如日

中天。各国使者朝见齐王之时，不约

而同地都在暗地里，拜见了孟尝君，转

述各家君主的恭贺和结盟之意。

列 国 间 来 投 奔 孟 尝 君 的 人 更 多

了，按说这是好事。可是，却给孟尝君

带来了个小问题，令他感到甜蜜的烦

恼。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么多人来

投奔，白吃白喝白用，任凭孟尝君富可

敌国，但也架不住人多啊。他也不肯

掉架子，钱还是流水一般花出去，逐渐

地，他也有点捉襟见肘了。可是，人来

投奔，总不能将人家拒之门外，说我没

钱了，养不起了。这种事，孟尝君是死

也不肯做的。

有门客就给孟尝君出主意，继续

修建人才公寓，招徕人才。但是，这

次，要分等级。具体说，就是将人才分

为上、中、下三等。这个人才公寓，也

分上中下三等。最好的是单元房，两

室一厅，叫做代舍；次一点的是单间，

叫做幸舍；最低等的是八人宿舍，叫做

传舍。对应的人才住对应的房间。

住单元房者，就是上等人才，可以

独当一面，技艺超群；住单间者，就是

中等人才，能够做好本职工作，只要上

面有交待，就能完成好；住八人宿舍

者，那就无所谓人才不人才了，只要肯

来，就有碗饭吃。

不仅在住所上有不同，饮食待遇

上也有所不同。住八人宿舍的，吃大

锅饭，饭管饱，但都是些稀粥馒头咸菜

等；住单间的，吃食堂，伙食更好，鸡鸭

鱼肉，美酒佳肴，管够；住两室一厅的，

吃的是小灶，出门配有专车、专职车

夫。到了社会上，人模狗样，寻常官员

见了，都得礼敬三分。

当然，这三种规格的人才，是要根

据各人的才学本事功绩来评定的。方

案一出来，进行了首次评定。孟尝君

原来的三千门客，有近三百人住进了

单间。其余的人和新投奔的人，暂时

住进了八人宿舍。上次跟随孟尝君去

秦国的门客，都住进了两室一厅的单

元房。至于立了大功的，比如时从刘

酉赵异等人，算是特别级别，另有宅

院，与寻常门客自是不同。

这样一整顿，孟尝君的负担降低

了许多。但依旧架不住人不断地来，

人才也在不断地进步，住单元房的越

来 越 多 ，孟 尝 君 的 财 政 还 是 日 渐 紧

张。他又不肯停止收容门客，那只好

另外想办法了。

另有门客给他出了个主意，就是

给人放债，收取利息。任何人凡有需

要，只要开口，孟尝君就借钱给他，以

收取高额利润。放债这种生意，钱生

钱，利润高的可怕。就有一个风险，借

债人赖账或是不还钱，或是还不上，那

放债人可就惨了。

但是这对孟尝君来说，根本就不

是个事。这天下间，有谁敢赖孟尝君

的账？！ （待续）

你要写石楼，就不能只写石楼。你

要写晋陕峡谷的苍劲雄浑，黄土高原的

天高地厚。写大河滔滔从北来，陡然

转，留驻片刻温柔；吕梁巍巍向西南，一

脉相承，坐拥腹地中轴。写盛夏驱车东

塬，看碧林万顷、黄云耸秀，窟龙千仞、

石叠如楼，清凉更在新雨后；写寒冬独

步西山，望苍茫宇内、河锁雪飞，梁峁沟

壑、银蛇蜡象，神龟静卧“牛圈口”。

你要写石楼，就不能只写石楼。你

要写新石器时代的点点微光，写碳-14
话语里的窑洞探幽。写 国神游，梦回

商周，擦亮青铜器上的烽火春秋。写

“屈产之乘”，曾使晋公意难定；龙纹兕

觥，助力子牙壮心酬。写钟鸣鼎食背后

的刀光剑影，写战神豪气铸就的“最萌

卣”。“唇齿之问”犹贯耳，枉费忠臣良

谋；牧马之川焉在哉？唯见万壑千沟。

你 要 写 石 楼 ，就 不 能 只 写 石 楼 。

你要写春寒料峭的一九三六，战火中

强渡天险的转运之舟。写那支壮志凌

云 的 红 色 军 队 ，那 位 运 筹 帷 幄 的 革

命领袖。写平民英雄捐钱捐粮，送子

献身战斗；写先驱前辈赴汤蹈火，激扬

今朝风流。写全民接力播绿色，舍身

舍命、务山务沟，换来遍野锦绣；写赤

子同心拔穷根，土刨土闹，“石”捶“石”

打，砌筑“楼”中之“楼”。

你 要 写 石 楼 ，就 不 能 只 写 石 楼 。

你要写北纬 37 度的得天独厚，和她恍

如局外的困窘狭陋。写甘草、黄芪、远

志……遍地药材，是上苍发来的绿色

问候；煤、铝土、煤层气……深藏不露，

是注定要留给后辈的殷实富有。写枣

蜜养颜、核桃健脑，堪称滋补极品，可

偏偏受灾蒙垢；沙滩红薯，原产糜谷，

地道养生尤物，却往往广种薄收。写

山乡美食，起码是荞面槐花拌格垒；舌

尖记忆，必定有南瓜钱钱小米粥。写

龙泉无声，润泽黎民兴百业；古槐有

灵，庇护子孙闯九州！

你要写石楼，就不能只写石楼。你

要写她远离都市的悠闲款慢，地旷人稀

的缕缕乡愁。此心安处，是方言土语里

的绵柔；魂兮归来，是古道斜阳里的凝

眸。请你带上故事到此一游，捡拾她散

落在滚滚红尘里的灵秀。去陀耶寺听

风，团圆山观雾，薛家垣上数星宿；来官

道山诵诗，大马坪赏月，褚公泉边品美

酒；到桃花者雨中漫步，棋盘山登高怀

古，道堡垣上看日落；在泊河村吃烧烤，

桥子头堆雪人，车家坡地里话丰收。你

要写梦追“君子”，行有“仁义”，潜心向

学“进士沟”，出彩不为“风头”；起步“崖

底”，横渡“四江”，自信人生有“转角”，

此心当属“永由”。写躬耕垄亩，“小蒜”

即可佐餐；问道家国，“和合”方得无忧！

你 要 写 石 楼 ，就 不 能 只 写 石 楼 。

你要写血汗浸过的土地、患难与共的

亲友；写五千年农耕部落的天灾兵燹、

沧海桑田、爱恨情仇；写十二万父老乡

亲的摸爬滚打、一步三挪、执着坚守。

写饮食男女的市井烟火、苟且委顿、笑

泪美丑；写不羁之士的摩拳擦掌、激情

奔赴、无畏奋斗！

青铜古邑，山乡巨变、涅 重生，洪

荒之力发于后；东征圣地，魂魄凝聚、

古“屈”新韵，石楼更上一层楼！

千山柔媚，万树琼花缀。早把霾尘连

骨碎，一片清凉沁肺。

顽童笑滚银毡，鹊声直窜云天。谁塑

雪娘真俏，月前妒煞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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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写石楼
——谨以此篇献给所有热爱石楼的人们

□ 宋小泉

孟尝君
□ 李牧

三三川川河河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脸 谱（外一首）

□ 梁大智

玉鼓声声敲出一弯秋月

水袖飘飘甩来清泉流云

鞭枪随舞尽在方寸之间

悠闲三步便到万里之外

一笔勾画就是一道风情

一张脸谱就是一个世界

粉墨春秋铸就了东方国粹

阳春白雪沁染了乾坤尘世

喉音喊来了唱念功夫

花旗举起了做打技艺

脑门和两颊的色彩

描出了凤翥龙蟠的奇迹

略施脂粉的一张素面

重涂油彩的一张花脸

还有那三块的鸳鸯瓦

演绎出生旦净丑的精彩

秋 色
秋风打翻了调色盘，把七色颜料

抛洒在空中，童话世界五彩缤纷

玉米须挂着露珠，滴落一地晶莹

菊香托起轻霜，让思绪在沉甸甸的

季节蔓延生长，弥漫着成熟悠扬

一米阳光透过云层，照着思乡的人

游子的归途明亮从容，踏着

悠扬脚步，捡起一片枫叶的斑斓

相思，在枫叶脉络里疯长

梦乡里的风景，岂止是醉人余情

风儿飘起桂花一缕，芬芳浅香

诗意在秋色中向远方延伸，延伸......

清平乐· 咏雪
□ 冯利花

回眸独看那枝梅，白雪压身不惧摧。

更喜凌寒姿竞俏，撩来墨客美诗堆。

咏梅（七绝）

□ 冯利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