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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句成语，
出自《易经》泰卦第三爻爻辞：“无平不
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象辞曰：“无往不复，天地际
也。”

陂（pō），指倾斜不平的坡。这句
成语的意思是，没有哪一条道路是绝
对平坦没有坡度的；没有哪次行程是
直线向前而不反复折回的。以此比

喻，事情再顺利也会有起伏波折，凡事
没有始终平直而不遇险阻的，没有始
终往前而不遇反复的。

泰卦第三爻，已离开中位，到达三
个阳爻的最上方，象征着安泰已到达
极盛，必然遭到阻塞，正是临界点。因
此，用没有只平不陂、只往不返的情形
来比拟。“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往而
必返，返而必往，没有只往不返，也没
有只返不往，这是天地间的自然法则。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亦可理解为没
有平地就显不出山坡；没有去往，回复又
从何而来？这也是一个普遍的哲理。

无平不陂，可以引伸为事物的两
面性：道路的平与坡，东西的好与坏，
人性的善与恶，事物的美与丑，都是对
比而存在，对立而统一的。这些对比
的定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对立

统一而互相转化的。
无往不复，则引伸为因果理论：如

果不去往，自然不会有返回。去往是
因，返回是果。这也是人世间最普通
的道理。

总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是
要告诉人们，从来都没有只平不陂的
道路，也没有只往不复的路程。而泰
卦第三爻爻辞是强调，艰难和安泰是
辩证的，没有艰难就显不出安泰，亦没
有只安泰而不艰难的世事。只有“艰
贞”，方能“无咎”，只有艰，才会有贞

（正），艰难与安泰，互为比较，互为转
化。只要坚守纯正，一本初衷，就会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意思是，只要
理解体认了艰难与安泰的辩证关系，
坚守正道，保持纯正，就不用耽扰时运
的孚信，酒食之福必然会得到。

小说《长物志》的书名颇为隐晦，
单从字面意义来看，“长物”一词，原
本指多余的物品，后来引申为雅致、
精致之物；而“志”是志向、记录的意
思。因此，很难从字面意思推断出该
书的创作内核。这本书究竟讲了些
什么内容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翻
开了这本书。

中篇小说《长物志》以上世纪康鼎
钧家族在土改运动中被迫交出祖宅为
主线，讲述祖孙三代人在时代浪潮中
的坚守、突围与重生。康鼎钧面对历
史洪流，没有选择对抗，而是以最体面
的方式完成对家族财产的过渡。他
说：“房我之所以说要主动腾，是比遭
人哄抢好。这股风潮谁都挡不住，人
是活的，咱屈一下，省得祖屋受损。”这
种战略撤退是十分具有智慧的。说到
底，康鼎钧能做出如此选择，是康家人
善良的底色使然，而康鼎钧大半辈子
外出闯荡的眼界和胸怀也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

康 家 人 的 善 良 在 康 鼎 钧 早 年 跟
随一位长官到塔寺村整治一个叫牛
栓 兰 的 地 主 时 ，就 有 直 接 体 现 。 当
时，这名长官以残暴的行为对待牛栓
兰，康鼎钧虽心怀愤懑，却无力改变
大局。他不愿同流合污，也无法坐视
牛栓兰受难，最终只能以返乡的方式
表达无声的抗议。康鼎钧的善良，被
牛栓兰看在眼里，临别之际，牛栓兰
将珍藏多年沈周的《烟江叠嶂图》悄
悄托付给他。谁也没想到，这幅承载
着特殊情谊的古画，竟成了改变康家
命运的关键。多年后，康鼎钧之子康
斯坦凭借临摹这幅《烟江叠嶂图》卖
出高价，以这笔钱作为本钱，创办了

“康氏草堂”，在书画经营领域崭露头
角，日子也越过越红火。然而，财富
与地位的提升并未让康斯坦忘却初
心，发迹后的康斯坦一直留心寻觅塔

寺村出来的牛家后人。至此，小说完
成了康氏家族善良人性底色的完美
闭环。

除此之外，康鼎钧独特的处世哲
学也是其家族兴盛的重要载体，这在
他教育儿子的方式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在日常的农事活动中，像锄地、
掐棉花、间苗、头锄、二锄、薅草这些
农活，当别人都选择蹲着劳作时，他
却教儿子半蹲着；当别人站立着做事
时，他又要求儿子弓着身子。用他自
己的话说：“做啥事情，不能一下就想
着结果，想着老远的那个目标，你得
想着脚下，想着脚下每一步，走好脚
下的眼前的每一步，就像你现在站低
桩功，不要想得啥功利。人活世上，
不能太功利，你就把做这看成家常便
饭，培养一种气。”因此，他让儿子看
了《烟江叠嶂图》八年时间，当儿子说

“已经能将一束束光导入画中任何一
件物事，包括每缕云海，每丝雾幛，每
片树叶，那户人家，那个独行人，那湾
山水，山背后那间茅庐，和照亮茅庐
里出来进去一家人的内心。”“还能再
把这一束束光抽出来，抽出光来还看
到画里每件物什它们自身发出的熠
熠光彩。”“还能用眼睛把这幅画从绢
布上抠出来，然后再用心胸把它摁回
去。”“能将这幅画无限地分解，然后
有效地组合，分解与组合的可能性有
无数种，他连数都数不见。”于是他才
开始让儿子临摹。当信息时代的车
轮以狂飙之势碾压而过，浮躁如同无
形的尘埃，早已渗透到社会肌理与个
体生活的每个褶皱。我们困在“卷不
动又躺不平”的悖论里，一边喘着粗
气喊着累，一边用“我也没办法”为自
己开脱。个体如何对抗这股浮躁的
洪流？时代变化太快，机会与诱惑扑
面而来，可浮在表面的功力，终究经
不住岁月的考量。真正的稳固，只能

来自内心的沉淀。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也是作者写给这个越来越浮躁的
时代的忠告。

更值得玩味的是，《长物志》这本
书构建了一个“问答体”的叙事迷宫。
每个问句都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每
个答句都是一个阶段性的答案，看似
简单的问答，实则暗藏章法。这种“问
答体”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线性逻辑，
像是一位智者的漫谈，看似随意，实
则步步为营，最终引导读者在反反复
复的“问”与“答”中，抵达某种超越叙
事的领悟。或许，这也是《长物志》最
高明的地方。当读者合上书时，留在
心头的不是某个明确的结论，而是一
连串新的疑问，这些疑问像蒲公英的
种子，轻轻一吹，便在思维的旷野里散
落生长。

山西人的底气，从来不在喧嚣的
宣言里，而在沉默的坚守中，像晋商
票号的传奇，像太行山脉的褶皱，像
汾 酒 入 喉 时 的 回 甘 。《长 物 志》以 文
字为勺，刮开时代表面的浮沫，露出
山 西 人 血 脉 里 最 硬 核 的 精 神 图 谱 ，
这是山西一辈辈人用脊梁顶起的生
存 法 则 。 康 鼎 钧 家 族 的 故 事 ，是 千
千 万 万 山 西 人 在 历 史 变 迁 中 坚 守 、
突围、重生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以《长物志》为山
西精神作传，让世界认识山西，让山
西回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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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的精神突围
——读王秀琴中篇小说《长物志》

□ 李娟娟

无平不陂 无往不复
□ 梁镇川

许多时候，我习惯在文字中
沉溺。文字是我的积木，我像长
不大的孩子，在它多彩的世界里，
拆卸拼装，乐此不疲。

我最初的阅读开始于五年
级。那时的我在语文老师那里借
小人书看，几次下来，老师见我喜
欢，便建议我多读课外书。可家
里没书，我便问母亲要钱，缠了几
天，要得 5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
不小的财富）我便揣在怀里，兴高
采烈地奔向镇上的书店，犹豫了
几个小时，终于选中了刘知侠的

《铁道游击队》、奥斯特洛夫斯基
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部小
说。回家后，便如饥似渴地读起
来，可看过几遍后仍不能深刻理
解。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有点像
一个身材矮小的小朋友非要摘挂
在树梢上的风筝一样，踮着脚使
出吃奶的劲仍一无所获。虽未能
读出啥名堂，庆幸的是阅读的兴
趣由此膨胀起来。

在小学升初中的暑假，闲来
无事，我就天天跟着奶奶到刘伯
伯家串门。刘伯伯在中学当教
师，经常坐在门口捧着本书看。
我心下喜欢，于是靠着墙脚挪步
走到他跟前，怯怯地开口借书，刘
伯 伯 倒 是 笑 了 ：“ 武 侠 小 说 ，看
不？”我两眼发亮，忙不迭地说：

“看。”于是，刘伯伯把两本砖头厚
的书递到了我手里，之后我便晨
昏捧读，一个暑假下来，记不清看
过多少本书，开始真正接触到了
武侠小说，熟悉了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名字。那段时
间的阅读，使我受益匪浅。

男孩子总有一段青涩的、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也不例
外。在同伴们成双成对的时候，我才开始朦朦胧胧地有
了一些青涩的感情和隐隐约约的心事，于是借来早已被
大家传阅过的琼瑶小说来读，同伴笑道：“我们都琼瑶班
毕业了，你才来呀！”那时看闲书是不允许的，怕被老师发
现，就偷偷摸摸地看。当时，正逢台湾作家席娟的作品风
靡大陆，索性一并拿来看。由此，我也学会了比较。琼瑶
的作品以苦情居多，主人公历尽艰难也未必有圆满的结
局；而席娟却没有撕心裂肺的死去活来，安静得很，也唯
美得很，自然也就好看得很。

之后，我对大部头书有了探究的兴趣。业余时间常
光顾图书馆，不管作者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只要喜欢，
就由着性子看。看得杂，也看得多，甚至把以前走马观花
接触过的书也翻出来重读。《红楼梦》不知反复品读了多
少遍，宝玉挨打、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香菱学诗，处处精
彩；湘云的豪放，凤姐的精明，尤二姐的懦弱，尤三姐的刚
烈，鲜活呈现；书中的诗词歌赋、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
书笑话，无所不包。

每读完一本书后便记些杂感，由此我养成了摘抄、评
点和写读后感的习惯。工作间隙的阅读没有特定的目
标，有什么就读什么。前些天，看了李洱的长篇《应物
兄》、阿来的《云中记》，而最近在读董桥的自选集。

这些年阅读点评下来，这些美丽的文字，如花般绽放
在我前进的路上。有些文字是印证爱情的玫瑰，娇艳但
脆弱；有些文字是诉说着往日情怀的茉莉，清新淡雅；而
有些文字是善于倾听故事的紫藤，忠诚而沉默……吟唱
时光的美好，书写生命在岁月的雨露中成熟芬芳。从这
些文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如今，在工作之余，我也会记录下自己的各种心情，
或悲悯，或失落。写
作是一种释放，码出
来的文字总能熨平我
那些不甘和失望的皱
褶。我尽情享受沉浸
于文字的温馨，以文
字为养料，安度春夏
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