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一 评析陕西交通文学丛书 

肖云儒 

陕西因居中国之中而交通发达，是南来北往、东去西来之要径，从地图上看，航空、

铁路、公路莫不在三秦之地纠结辐射。陕西的公路交通尤为发达，国道、省道和近来猛增的

高速公路，让国内外瞩目。发达的陕西公路交通有两大特点：一是采用了国内外最先进的科

学筑路和科学管路成果，在经济运行和科技转化方面上领先；一是公路交通的文化建设极有

特色。不但有像西汉高速秦岭服务区特大雕塑群那样的各高速路服务区的建筑、雕塑、文赋

等面向社会的硬件文化设施，更有全面系统的公路交通行业文化建设。 

公路交通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门和血脉，也是文化发展、尤其是现代文化交流的

重要条件。交通者，谓社会的交易流通也，既是经济的物质的，也是文化精神的跨地域、跨

社区交流。个别性和地域性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想象，由于交通提供的交流而激活，变得丰富

活跃，并扩展为更大范围乃至全社会全人类共享的财富。这也许是公路交通文化和公路交通

文学创作在各类行业文化中特别活跃的一个原因吧！ 

公路交通文学又是陕西交通文化的一大强项。 

在陕西交通部门领导、陕西省作协和一批热心人的努力下，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在全

国较早成立，延请省上著名作家为顾问，团结了一大批交通业余作者，促进了交通文学的普

及和兴盛。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抓交通文学大约分三个层面：一是业余作者的培养，在本系

统的报纸《陕西交通报》上开设文艺副刊，每期都刊登文学作品，已坚持出刊 1000多期。

在这一平台上发表了大量交通职工作者的优秀作品。二是多次组织专业作家跑公路采风、采

访，深人现场走访体验，写公路工程、写交通人。先后出版了《激情跨越》、《大道》、《龙

脉天路》、《黄土谣》、《远行》、《感天动地的日子》等五、六部文学专集，极大提升了

交通文学的水平。三是在这个基础上，这次又把陕西交通系统 10多位优秀业余作家的作品，

按人结集，出版了“陕西交通文学丛书”总共 14本，集中展示了陕西交通文学的成果，向全

社会播扬了陕西交通建设的业绩，塑造了秦地交通人的形象。这样的大动作，为陕西省行业

文学所少有，全国交通系统亦罕见。 

在这部系列文学丛书出版之前，陕西省交通作协主席丁晨先生给我发来了丛书的电子

版。有散文，有诗歌，有小小说，有报告文学，门类齐全，内容丰富。还有一部全面反映陕

西“十一五”加快交通发展报告文学通讯集《大纵横》和一部汇集近几年来《陕西交通报》副

刊登载的文学作品选《一路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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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其中三部，印象尤深。商竹（王永宏）的《小镇》和王俊英的《古城拾趣》

均是散文，王斌的《滴泪崖》是小小说。让我从不同角度领略了一次交通文学的风采。 

《小镇》从作者深深眷爱着的故乡竹林关小镇下笔，开掘一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童年

记忆并将其作了文学审美转化。单独成篇却似断实续，从各个方位去聚焦小镇。是那种外散

内聚的结构。以散点透视打开一个邮票大小的乡镇，又以对同一社区生活的集中描绘去熔铸

各自独立的篇什，让我想起作者商竹的老乡贾平凹早年所写的《商州》《商州又录》《商州

再录》。从内里看，这其实具有了长篇散文的质地和规模。商竹的创作素质较好，创作准备

较充分。他从生活风情、生存状态、集群文化心理三个层面打开小镇，让我们看到了小镇深

处的生命腠理。他善于写人，写性格，写细节，写风情，写隐伏在庸常生活深处的文化情愫，

写对这块土地这群人不召自来而又挥之不去的爱意。这爱，无意而又浓郁。他用一支笔把一

座小镇镌刻进你心里，以致最近报载竹林关在滂沱大雨中为洪水所淹，我不由恚念着书中字

到的那古渡、小街、油房、戏台子、船帮会馆，恚念着那小花、小芳、二凤、二牛、邢跛子、

瞎子婆，他们都好着吧？无恙着吧？ 

在《滴泪崖》中，作者王斌的角色是多重的。有时像《小镇》一样，是家乡儿女的角

色，用陶醉的笔调叙说西府秦腔、陇县社火、岐山臊子面、宝鸡青铜器，将秦西风情溶进传

奇故事，渲泄自己对乡土的热爱，也点燃我们的乡情。有时，他是公路人的角色，以亲历者

的情怀刻画一线公路人的形象，叙说公路人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情趣，也写事业的艰难，

改革的艰辛，也恨铁不成钢地揭“家丑”、诊病相，由一个行业辐射大的人生与社会。有时候，

他又会站在社会人的坐标上，去描绘人生百态和突发事件，有美有丑，有爱有叹，有追寻和

思索。无论哪种角色，王斌都坚守着底层写作姿态。用质朴而细致的语言写平凡而复杂的岁

月，以贴着大地的视角审视大地上正在进行的生活，在不动声色中让你感觉到一种底层的忧

伤和幽默。 

写《古城拾趣》的王俊英，是一位女性，曾担任过记者。她不是西安人是华县人，不

在西安工作在安康公路基层单位工作，却以记者的勤奋遍访西安的每条街巷，以纪实的、史

志的笔调，娓娓绍介着古都的幽深和绵长。作者出版过不少文学作品，曾就读北京鲁迅文学

院作家班，文献性和文学性常常在她的行文中相映成趣，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那是谈何容

易的啊！ 

另外像王玉平的《世俗生活》，文金（刘峰）的《旁之边兮》，郭少言的《关照心灵》，

杜会琴的《路上的歌》等散文集，都文笔细腻，视角独特，亦不乏个性。朴实（蒲力民）、

何处放、李婷和董邦耀、刘骥良的《幸福的感觉淡淡的》和《大道撷英》、《一蓑烟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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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品是散文加报告文学，也都能用朴实清新的语言，抒写对公路和公路人的执著和情怀。

当然，还有宁颖芳、郭忠凯两位位交通诗人，在喧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把他们精致的诗集

《虚构的风景》、《城市的夕阳》奉献给读者，让我们感到了美的享受。恕我就不一一赘述

了。 

因为只较详细翻阅了三部作品，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待丛书出齐之后再慢慢补课吧。

我们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公路交通的受惠者。每当坐在疾驰的汽车上，望着窗外扇

面般旋转的大地，我就会想，这是在享用公路人的心血和辛劳。是交通人拓展了我们的人生，

延展了我们的生命啊。一种感恩之情便浮上心头。 

2010-8-7，西安望湖阁 

（作者系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

文联副主席、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会会长。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建

筑科大等 7所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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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恣情放飞交通人的文学梦想 

丁晨 

三秦大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当今的中国文化、

文学重镇。乘坐着中国经济高速前进的列车，陕西交通事业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同步

迅跑。2007年时值金秋三秦，古都西安，陕西交通运输厅领导高瞻远瞩，果断决策，不失

时机地有幸搭乘建设西部强省、加快陕西交通大发展的高速列车，率先成立了全国交通系统

第一个行业作协——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交通作协一经成立，就立马全身心地融入波澜壮

阔的交通建设的大戏中去。从此，陕西交通文学创作队伍，有了自己的组织。 

“十一五”陕西交通文化建设与时俱进，出彩创新，多方突破，亮点多多。为助推交通

腾飞铸魂添翼而成立的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成为陕西交通文化繁荣和发展中一朵小小的奇

葩。 

在陕西交通作协的帮助、支持下，2009年，陕西省交通集团商界分公司的“商界苑”文

学社、咸阳公路管理局的“路缘”文学社也相继成立，为陕西交通文学创作队伍充填了一支鲜

活的生力军。 

多年来，这支队伍汪洋恣情，放飞梦想，纵横捭阖，博大壮阔，忘我耕耘，成果丰硕，

有力地推动着陕西交通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已正式出版的文学、新闻等书籍

近百部。仅 2009年就出版个人文学书籍 10多部，创作并在各类报刊、网站发表不同文学题

材、体裁作品近千篇。2009年《中国公路文化》月刊第 8期，专门推出了一组陕西省交通

作协会员的文学作品。 

在这广袤、古老和厚重的三秦黄土地上，永远都存在着浓郁的文学魅力。而这片神奇

的土地上正在演绎的高速发展的交通事业，为文学创作充盈了一种得天独厚的阐释重大事态

发展和交通人心路历程的广阔空间和灵感。交通作者们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面

对交通建设主战场，进行文学创作活动。2006年，为筹备成立陕西省交通作协召开了全省

交通系统文学艺术作者座谈会，会后形成了陕西交通职工文学作品选《黄土谣》。2007年，

为及时反映交通加快发展的态势，创作并编辑出版了陕西“十一五”加快交通发展报告文学通

讯集《激情跨越》。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考验了行行业业，在这场大灾难中，陕西交

通人一方面，义无反顾地在第一时间投入这场抗震救灾大行动中，通过不同的形式将自己的

大爱奉献给灾区人民；一方面，也在第一时间拿起笔，把对灾情的真情感受，对灾难的生命

体验，对救灾的感人故事，定格、积淀为陕西交通职工抗震救灾诗歌、散文、随笔、通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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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集《感天动地的日子》。2009年，为迎接新中国 60华诞，踏着盛况空前的中国第

二届诗歌节在古城西安举行的节拍，陕西交通作者们倾情奉献了陕西交通诗歌选集《远行》。

诗歌节后，组委会编辑出版了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作序的精美的《诗韵长安》书籍。陕西交

通作协会员宁颖芳、曹汉秀诗作入选。 

2009年，交通作协又具体组织、编辑了由在陕著名作家莫伸、冯积岐、商子秦、和谷、

朱文杰、常智奇撰写的 20余万字、文图并茂，反映陕西交通跨越发展的纪实报告文学集《大

道》。12月 6日成功举行了首发式。陕西交通运输厅冯西宁厅长到会会见了参加首发式的

陈忠实、雷涛、叶广芩、莫伸、商子雍、王芳闻、商子秦、朱文杰、常智奇等著名作家。 

交通作协还承办了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以“文学下基层、文学下行业”为主题的文学

讲座。讲座邀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朱鸿，著名评论家、《小

说评论》副主编邢小利，进行文学创作经验和写作技巧的讲座，并和学员互动解疑释惑。省

交通作协主要负责人积极参加由陕西省交通运输厅、省作协、省文物局、省旅游局、华商报

社等分别举办的“秦直道开发与保护研讨会”和“探秘秦直道”大型文化主题论坛。陕西交通作

协主席在大会上作的“秦直道与高速公路”专题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和好评。交通作协负

责人还受邀参加了“陕西作家网开通新闻发布暨陕西省网络文学研讨会”，并与贾平凹等著名

作家一起参与讨论座谈。 

陕西交通作协联谊网罗著名作家、艺术家，成功完成了陕西高速公路突破 2000公里、

西康高速、西汉高速、机场专用高速、青兰高速、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和文化下基层等等一

系列大型公路采风、采访和文化讲座活动，并传帮带交通写作人才，提高交通作者写作水平。

作家们饱含火热激情，采写了大量优秀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不但在交通系统和社会上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丰富了交通文学内容，拓展了交通文学领域，提升了交通文学质量。 

交通作者们积极参与了陕西交通系统组织的交通春联、交通诗歌的评审、宣传和协调

等工作。积极参与了陕西省高速集团、交通集团等企事业单位举办的诗歌朗诵等文学艺术活

动。 

2010年第 15届“世界读书日”前后，陕西交通作协积极响应厅党组号召，主动与省交通

工会联系，开展了“交通作家向职工书屋赠书”活动。很快就收集到了交通作家自己撰写出版

的图书 1000多本，分别分发捐赠到陕南、陕北和关中 20多个交通职工书屋。 

当前，陕西交通文学发展呈现出：作者队伍多，创作热情高，散文诗歌好，出书成风

潮，但力作获奖少等趋势。面对交通加快建设的主战场，这支队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行业，

每年都有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出版。逐步涌现出了一支勤奋耕耘、初显实力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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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像崭露头角的王斌等冷峻精巧的微型小说，宁颖芳、王根林、郭忠凯、郭胜、谭宗祥、

黄义等灵动明丽的诗歌，董恒、刘峰、董邦耀、周迎春等大气磅礴的报告文学和长篇通讯，

白宗孝、蒲力民、王永宏、王俊英、杜会琴、王艾荟、祁阿辉、王玉平、程丽萍、郭少言、

李婷、寇群、白秋薇、李虎、周亚娟、谢明明、徐立生、刘睿、王仲卉、何处放等朴实清秀、

不乏个性的散文，李孝西、刘骥良、杜晓霞、郭东升等老道浑厚的旧体诗词，曹汉秀凝重丰

厚的散文、诗歌、小说等等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在交通系统内外小有名气了。 

纵观陕西交通作家的作品，人们发现，它没有娇柔做作之态，基本贯穿着一股交通精

神的生命节律，充盈着一种用汗水和脚印书写的奋斗激情，洋溢着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这

些作品，大都为普通劳动者树碑立传，为交通建设者放言证歌，为行业风采倾注笔墨。这支

队伍就主体而言，其作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情系交通运输，有一种交通人的激情和豪

情；二是扎根肥沃的三秦黄土地，有老陕人的爽朗、粗犷、睿智和浑厚的文化气息。 

如何把这支队伍的潜力挖掘出来？如何让这支队伍的作品能在社会上占一席之地？如

何进一步凸显陕西交通的软实力？作为交通作协的主要负责人，我一直在想，应该想方设法

出一套交通文学丛书，为陕西的交通作者队伍做点实事。2010年“十一五”收官之年之际，

为促进陕西交通文学事业大繁荣、大发展，推出文学新人、新作，在陕西省交通运输厅主管

领导姜志理、陈武汉两位主席和陕西省交通工会、陕西交通广告传媒公司、厅宣教中心、厅

文明办、陕西交通报社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广大交通作者的呼吁要求和积极

参与下，陕西省交通作协的重大工程——备受交通作者关注的“陕西交通文学丛书”，终于从

想法变成了现实。我个人能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和服务，而感到极大的欣慰和满

足。为了编辑出版好这套丛书，陕西交通作协面向陕西全省交通人征集书稿，原则是交通题

材作品优先，交通作协会员作品优先。我们交通作协主席团多次开会研究、审读，对征集到

的近 30部作品中，初选入围 15部，交由出版社最后审定。 

这套奉献给读者的丛书，除了一部全景式反映陕西“十一五”加快交通发展报告文学通

讯集《大纵横》和一部汇集近几年来《陕西交通报》副刊登载的文学作品选《一路幽香》外，

全是陕西交通作者的个人文学专集。 

王斌的小小说集《滴泪崖》用含蓄细腻的语言，在淡淡的忧伤中，把浓浓的路情、乡

情和人情阐释、搓揉的精巧到位，令人玩味。 

商竹（王永宏）和王俊英的散文集《小镇》和《古城拾趣》，前者用直逼现实的白描、

活泛的文字，把个作者生活的小镇竹林关描绘得活灵活现、乡土气息十足，诱惑读者不到此

一游，誓不罢休；后者是位女性，却把古城西安一些街巷和城池的历史掌故、民风人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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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流言和前世今生，给我们娓娓道来，叙述得如此之精，如此之妙，字里行间我们嗅到了一

股悠悠的书卷气。 

宁颖芳、郭忠凯两位交通诗人，在吵杂、浮躁和喧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以纯静、从

容和淡定心态，“在刀尖上舞蹈”，用诗歌去触摸生活的内核，捍卫和提纯诗性，把他（她）

们精致的诗集《虚构的风景》、《城市的夕阳》奉献给读者，让我们享受了一份美丽。 

朴实（蒲力民）、何处放、李婷和董邦耀、杜会琴、刘骥良的散文、报告文学集《幸

福的感觉淡淡的》和《大道撷英》、《路上的歌》、《一蓑烟雨》四部作品的笔墨尽管也伸

向四面八方，情感触及人生百味，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大都用朴实清新、各臻其妙的语言，

怀着对公路和公路人的执著和一往情深，以小见大、以短见长、以真见情，以实见美，浓墨

重彩地表达了作者的情趣和追求，使作品回味、隽永。 

郭少言的散文集《关照心灵》，以一种游走在新闻和文学之间的文体，以一个多年的“无

冕之王”——记者的身份，以一个女性的细腻、灵动和敏感，对生活、对文化、对人生、对

交通发自一种超脱的思索、咀嚼和感悟。少言的作品初现深邃、老道，有小文化人的气息。 

王玉平一个美丽的柔弱女子，小小年纪却在她的散文集《世俗生活》中大谈婚姻爱情、

论今说史、市井人生、枕下红楼，透射出一付老练世故和较厚实的语言及研究功力，令人不

可不卒读。 

文金（刘峰）的散文集《旁之边兮》，作品介乎于散文和小说之间，气势壮阔，涉及

面广，文笔老辣、娴熟，读后发人深思。 

当然对陕西交通文学和这套“陕西交通文学丛书”过度揄扬，都是不利于交通文学的发

展和成长，也是对我们这支方兴未艾的业余作者队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清醒地看到：陕

西交通文学的整体水平还较低，作者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这套首次出版的丛书也难免存在

这样和那样的瑕疵和不足，亟需有待提高。 

我们有理由、有责任对陕西交通文学提出要求和希望：应该从两方面下手，着力提升

和促进陕西交通文学的大发展。 

一方面，陕西交通系统的各级领导，陕西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们，应继续进一步鼎力支

持、扶持和帮助交通作协的工作和交通作者的文学创作活动。 

另一方面，陕西交通作者们自己的创作视野和生活圈子，也应更开阔更开放，学习和

创作热情也应更主动更积极更痴迷，题材、体裁也应更广阔更多样，立意主题也应更高更深

更新更奇，集子编选也应更精审更严细，作品语言也应更干净更个性更优美。 

新的时代期待交通文学新的更大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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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庚寅年三伏日灯下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高级编辑，陕西省作协报告文学（影视）专业委员会

委员，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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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学殇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块读书的料，中学时候爱打扮，爱穿好看衣服，爱男生追，爱花

蝴蝶一样的在校园里头走来走去，我那时想，如果能当个空中小姐该有多好啊。 

我父亲从来不这样想。我每一步上学都是他逼的。从街区小学转到重点小学，从普通

中学转到重点中学，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照旧：爱玩玩，该混混。上课的时候，传小纸条、

看琼瑶小说；放学以后，坐在操场的石凳子上，看来往的男生吹口哨。 

我父亲曾经说：“我开什么会，都是扬眉吐气的，而唯有开你的家长会，如坐针毡，一

次又一次听到老师点你的名，你让我脸面何存？你的未来又想怎么样！” 

我无言以对。 

那一年，考高中，我想，考不上算了，我不是学习的料。至于初中毕业之后，下一步

走哪条路，当时我从未想过。 

中考结束的那一天，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挂着书包吊儿郎当的走出校门，远远

看见父亲站在街对面屋檐底下，冷飕飕地蜷着手，朝教室张望。那时他已经 50多岁，比我

同龄孩子的父亲都老很多。 

我朝他看了一眼，没敢过去，就匆忙地溜向另一个方向。在奔跑的路上，我对自己说：

如果能考上高中，以后一定不再混了。 

很意外的，我考上了高中。 

我的高中时代乏善可陈。窝在教室里，很吃力地学数理化，数不清、理不顺代数公式，

永远都倒错的物理“左右手定理”，还有一看见都头疼的立体几何。 

我的几何老师是个“茶壶煮饺子”——表达不出来的人，他一着急，就拿起班里的扫帚、

簸箕、拖把，让“扫帚、拖把穿越簸箕”，表明“两条直线穿过一个平面”，致使多年之后，想

起立体几何，我就会满脑子扫帚、撮箕、拖把在眼前晃动。 

高中的学业枯燥而沉重，我像一只默默无闻的小兔子一样，吃力地学，在班里排名不

前不后中不琉球，连老师都常常忘记这个角落里不吭声的女生。 

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人突然的改变。 

那个把书包挂在脖子上的女生，那个骑自行车如飞的女生，那个坐在操场跟男生暗送

秋波的女生，是初中时代的我，像小太妹一样，混沌而狂热。我时常会怀念那段时光，虽然

无知无畏，却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和野性的气息。 

后来我想，有一种力量对人的改变，是悄无声息而坚不可摧的，那就是文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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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灰色地苦学数理化的那些日子，有一种光明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就是文字。当我

接触那些精灵剔透的诗歌、小说时，当我读到辜鸿铭、林语堂那种雅致的文人生活时，我不

能不被其深深震撼。多年之后，我回想，以当年我的底子和智商，能啃下数理化这些巨石，

把我送进重点大学中文系的课堂，文字和文字背后的风雅生活起着无形的推手作用。 

然而，事情总是充满着悖谬。 

1996年，初入文学系。我像刚进城的乡村孩子，见什么痴迷什么。最初是鲁迅执拗刚

毅的性格魅力破解了我对风花雪月的迷恋；然后读尼采，读到“上帝死了，我就是上帝”，深

陷于自我与社会对抗而无路可走之中。再之后，读萨特，萨特说：“他人就是你的地狱。”

我又去狂热的爱上“存在主义”，觉得“活着是对人的最大折磨”。再之后，还是无法解决内心

困惑，于是去读叔本华，发觉“生存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在波德莱尔《恶之花》中，

我曾经纠结的几度要自杀。 

读书以明志，文字以修行。而当我还是懵懂不知的少年时，读书带来的，是无限痛苦。 

当各种出路都无以为继的时候，1998年，我迷恋上了佛教。生死轮回，色色空空，佛

教把人类的生老病死，赤裸裸地展现出来，然后告诉你，当一切没有意义的时候，一切都有

了意义。在空与色中，放下执著。 

那一年，我反反复复的上兴教寺，于黄昏之时，在终南山下，听钟声起落，希望这样，

能抚平“生存无意义”的困惑人生。 

那一年，我父亲第一次感到恐慌，他说：早知道会这样，这个大学宁可不上，初中毕

业，当个售货员，也能快乐一生。 

可是那些年，我终究无法快乐起来。 

在离开中文系的日子，我努力不去割断对文字的敏感。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恋上一个

文章很好的人，因为想博得他的注意，于是每个晚上，读书到深夜，在键盘上敲下一堆不敢

投寄的小说稿子。那时我想，终有一天，让他记住我的名字。 

当那个人偶然看到我的小说时，他回复说：“你的可爱是因为清澈，而当你故作沉思的

时候，你便不再可爱了。生活的快乐，在于你参与其中，不在于你究其所踪”。 

后来我很久没有再写文章了，不是因为要故作可爱，而是因为在种种悖谬面前我开始

失语，我想读书、文字之于我，到底为的是什么？ 

之后十年，我结婚，生孩子，陪宝宝一起玩、一起长大，在现实生活中，体会个中滋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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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年来，无论寻找何种快乐，读书、写作一直是最踏实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常

常把手放在键盘上，就会不停地敲下去。 

有一天，在杯酒交酬的宴会上，有人提议：“凡是参过军，在部队待过的人，干一杯”。

那时，我想到了我的四爷，他是我亲人中唯一一个行伍出身的人。我把四爷的故事，原原本

本叙述出来，当写到我爷爷在去世之前，等不到他兄弟，在病榻前摇头，说：来不及了，来

不及了时，我泪流满面，键盘上的手，被眼泪打湿。我第一次，被自己的文字打动的无法自

制。 

那天晚上，我给最好的朋友写下这样的话： 

有些人，尽管他们如同草芥，但他们曾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爱过，想过，思过，

痛过，这些过往，积累起来，让生命有了意义。所以，读书，是要知道过去；而写作，是要

证明：我们在世界上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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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当爱情遭遇婚姻 

很喜欢用眼睛去看别人的婚姻，这里有是非、八婆的心态，也有对世俗生活的思考。 

“两个人，走一生”，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其间几十年，或是你进我退，

或是暗中较量，或是貌合神离，或者身心乏力，也或是情真意切，相濡以沫，这一段路，说

长也长，慢慢几十年；说短也短，回忆起来你还是梳小辫的女孩，我还是土拉拉的青涩少年，

可转身，就是一辈子了…… 

说男人出轨 

去年冬天，一女友向我哭诉，说自己怀孕、流产期间发觉丈夫态度冷漠，怀疑有问题，

一查，果然这两个月他的短信都是 1000条以上。“他一定是做了出轨的事情！”女友愤愤地

说，“我要和他离婚。” 

前些日子又看到这位女士，她正牵着老公的手逛街，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通常时候，离婚都是女人最先提出的，女人受了委屈，离婚是最好的武器，一哭二闹，

男人经不住闹腾，哄一哄，事情便过去了，离婚也就不提了。等真到男人提出离婚的时候，

这婚姻便真的靠不住了。 

男人爱出轨，不过大多数男人都不承认这是出轨。男人说：“我干什么了，不就发个短

信问个好，有空请吃饭喝茶，算什么？我们纯洁得很，至于闹腾吗？”女人可不这么认为：“你

凭什么给她发短信问好？你有时间请她吃饭，怎么没有时间陪我逛街？”男人说你这是无理

取闹，女人说你这是喜新厌旧。 

女人一闹，男人就烦，烦了更免不了找个知音诉诉苦衷。现今的时代给男人出轨制造

了绝好的条件，远的不用鸿雁传书、近的也不用眉目传情。电话、短信、QQ、酒吧层层深

入。 

男人出轨，通常也是从无聊说起。下班回家，做饭吃饭看电视直到闭眼睡觉，第二天

依旧是做饭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男人无聊就要抱怨：“当年我们住宿舍、

踢球、聚餐、彻夜看武侠小说……哥们几个那叫个爽。”女人最不待见听这样的话，这不是

把自己这些年经营的家一概否定，女人回说：“爽什么，你们还袜子穿破几个洞，被窝底下

生臭虫呢！”男人说：“你不懂，那叫年轻，那叫生活！”女人不说话，专心看肥皂连续剧。 

男人无聊，就上网。网上互不见面，也没有柴米油盐，说的都是空灵的话。网上女孩

叫“雪”、叫“风”、叫“如梦”，谈的是艺术、诗歌和音乐，当然还有困惑。男人找到知音，谈

了一晚又一晚，精神百倍，生活也不再空虚。网上谈的多了，就要见面，约在有烛光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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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还是人生、艺术和困惑。透着朦胧的烛光和叫“风“的女孩的长发，男人仿佛又看到自家

老婆窝在床上看电视剧的情景，不禁一阵惋惜。 

惋惜归惋惜，老婆还是自家的。男人觉得自己很伟大，在如此生动的女人和情景下依

旧能捍卫婚姻。而女人却不这样想，女人查短信，查通话记录，查 QQ留言，查完之后，女

人也会一针见血的点破：“你以为那女孩真和你好，瞅瞅自己的样子，人家不过是吃免费餐

找免费保安罢了！”男人被击中要害，尊严扫地，伤筋痛骨；女人查来查去，查询胜利的结

果无非是让自己更失望。 

女人一失望，就爱总结男人，几个失望的女人聚在一起，给男人下了定论：男人都是

不知足的。娶了漂亮的，觉得空有漂亮的皮囊缺少内涵，没有单位张姐有气质；娶了有学问

的，又觉得死板古旧没有实习生小芳有活力；娶了又漂亮又有学问的，还是觉得不好，不如

邻居老王的媳妇能干，做饭洗衣服里里外外全包了。 

这样说来，男人出轨，也算是对生活的向往吧，是与平庸的生活对抗，谁让生活过得

这样无聊呢？女人不检讨自己，女人的方法是闹，一哭二闹，闹得男人不能安心上班，更没

有机会在网上、电话里倾诉衷情。 

女人闹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有了孩子，感情有了寄托，便不闹了，“你干什么干去，反

正我有我娃呢！”有了娃的女人就踏实了，至于男人出轨的问题，虽说心里还是像梗个刺，

不过也不誓死相争了。 

生活终会继续，长此以往，男人也觉得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而精彩的世界却仿佛是

奶油蛋糕，不能天天吃的；倒是自家媳妇，虽是粗面馍馍，却耐得住长久。时间长了，由不

得生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情分。再后来，就是后话了。男人说：“娃都这样大了，还折

腾什么呢，安心过日子吧。”女人喜欢煽情地说：等我们老了坐在摇椅上慢慢回味那曾经一

同经过的往昔吧…… 

说女人爱钱 

说女人爱钱，还要从男人说起。 

女人在还是女孩的时候，大多是不看中钱的。有几个零花钱，街头吃个凉皮，攒些好

看的小画片，再寻思着买身漂亮的衣服，钱对于女孩不过如此。女孩最鄙视那种钱财婚姻，

听见谁说“财礼”呀、“经济基础”呀这些话都是要嘲笑的，在她们眼里，爱情是多么伟大，怎

么容的用钱字给玷污了。 

等到当了人家老婆，那些在幻想中的爱情故事也尘埃落定，接下来就是安心过日子，

卿卿我我终是要被一地鸡毛的寻常日子代替的。寻常过日子，说的话也就难免琐碎，谁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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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房子，谁家开了车子，谁家天天在外面吃洋餐。女人说这些，倒不全是羡慕，而是提醒

男人，自己清高，不在乎钱财，就是穷日子也过着开心，其目的是让男人更珍惜自己。而男

人不这么想，男人最不愿见女人对比，一对比，相形见绌，自卑心油然而生。男人愤懑地说：

你以前多可爱，现在也学会那种世俗女人，整天就知道房子、车子。女人觉得委屈，就要闹，

一闹二闹，话题还是离不开房子车子，男人更加愤懑，于是夫妻有了芥蒂，两个人都小心不

再说敏感话题，时间长了，心也疏离了。女人想，弄到最后，还不是一个钱字，还不是落下

一个爱享受名声，索性当初就该把钱看重些，财礼、酒席、钻戒、房子、车子，一样也不能

少，女人一想到这些，就越发觉得自己委屈，满腔热情终也没有换来多少理解，倒不如豁出

去，逼着男人去挣钱，去改善生活。这时女人的爱财，还是为了这个家着想，说到最后还是

爱这个家。 

等过了些年，寻常日子过得久了，那些怨恨、惆怅、委屈都折磨的快没有，年轻时候

的闹腾也消停下来。皱纹一天天变多，自信也一天天减少，一晃眼，满街一茬一茬年轻女孩

蹭蹭地冒出来，才明白“这年月，什么都缺，就不缺美女”，于是女人也变得聪明了，与其逼

着男人赚钱，赚来的钱将来也未必是自己的，以前想着攒钱为了买房子买车子，可有了房子

车子男人心也大了，这世界给男人的诱惑太多，尤其是有了钱的男人，倒不如先抓住自己的

青春。于是，这个时候的女人不再逼着男人赚钱，她们学会了自己怎么去花钱。过去省吃俭

用衣服都是批发市场的货，冬天一瓶雪花膏搽搽就过去了，现在可不成了，女人拿着“卡”

到“金花”到“巴黎春天”，买衣服、化妆品再也不缩手缩脚，帽子靴子蕾丝裙子，眼霜晚霜隔

离霜，女人在花光一张张卡的时候也仿佛留住了那失去的青春，留住了男人那久违的笑脸。

懂得花钱的女人也挺无奈，她们不知道留住青春是为了留住男人还是留住男人的钱，总之这

个时候的女人爱钱，其实是开始爱自己。 

女人懂得爱自己，就越发懂得爱钱了。老辈人都说：“女人要攒些私房钱，年轻的时候

不懂为什么，人到中年才明白单位下岗、容貌逝去，女人前面的危机多得很，好强的心阻不

住社会的淘汰，化妆品也留不住衰老的容颜、只有攒下了钱，才就有定心丸了，才能遇事不

惊。所以女人过了更年期，就不再执著的和岁月对抗了，也舍不得把钱再扔到化妆打扮上了，

这时候的女人颇有些认命的劲，她们一点点攒钱，在攒钱中似乎也攒住了对以后日子的信心。

《金锁记》里曹七巧说钱比她的命还重要，这“钱”中多少有做女人的辛酸和无奈吧。 

行文至此，悲叹之情油然而起，朋友看了以上文章，笑我说：“什么时代了，还有如此

怨妇！毛主席他老人家几十年的妇女解放思想都哪去了！”我也不禁一笑，的确，生活多彩，

一切都是不定的，又何来这些杞人忧天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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