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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汪 政

青年作家周荣池工作生活在里下河小城高邮，小城虽无大事，但小

人物的小事情也常给人大感动。这位细心的写作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以身边的好人好事为原型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这就是呈现在

大家面前的这本《大淖新事》。

近年来高邮连续组织了多届高邮好人评选活动，这些好人的事迹不

仅感动了邮城也感动了中国，管霞、王坤、耿高鹏、冯红英、杨文华、

王瑞华等多人入选中国好人榜。如何进一步放大这些基层人物的形象，

发挥他们在社会建设中的效应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探讨的问题，用文艺的

形式演绎好人形象无疑是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荣池的《大淖新

事》用小说的形式给高邮好人塑造了一个“群像”。作品虽然采用了小

说的虚构手法，但是细细读进去，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些生活中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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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人，如《杨大眼造梦记》中为无名烈士筹款建碑的杨文华，《写

心》当中热心公益的基层写作者吕立中，《守候》中十多年如一日照顾

瘫痪邻居的翁国英，《唱唱》中拾金不昧的管霞，《大淖新事》中为爱

守候女友的王坤等等。小说与纪实作品各有其优势，这本书中，许多人

物就是融入了多位好人而塑造出来的，比如《一路春风》中爱岗敬业的

徐善兰、见义勇为的耿高鹏、扶起跌倒老人的管仲培，再如《上门女

婿》中的扎根基层数十年爱岗敬业的高金斌、孝顺丈母娘的上门女婿钱

寿江等等，这就使人物形象不再是生活中的那一个，而具有了更加丰富

的意义，具有了更高的概括性。

小说集写的是高邮人，自然也就离不开高邮城和高邮事。作品在推

进故事的叙述中穿插了大量的高邮文化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高

邮民歌文化的传扬。在《唱唱》《寻找乡音》《哪儿来的锣鼓声》等作品中，

大量的高邮原生态民歌的展示，在为小说本身的艺术性增添亮色的同

时，也把民歌这种高邮文化的要素传播了出去。这样的艺术尝试值得肯

定。文学的色彩不应该单一而要丰富杂色，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向兄弟艺

术形式多借鉴，多借用。何况，小说写的就是高邮的人与故事，借助地

方的民间文化无疑有助于渲染地方的文化环境，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本

土文化因素，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当这两者有机融合在作品中

时，它所展现的既是高邮好人的风貌，也是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

说到高邮，人们会想到她的“邮”文化，想到宋代的秦观，想到清

代的二王绝学，想到现代的文学大家汪曾祺，以及美丽的高邮湖和闻名

遐迩的双黄蛋。特别是汪曾祺，他对故乡高邮的叙述与描写是他作品的

主要内容，他的许多小说与散文作品对这座苏北里下河小城的生活进行

了诗意的表现，所传达出的风情之美与民俗之美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



典，也成为高邮这座小城的文化名片。荣池对这位同乡文学前辈显然

是非常崇敬和景仰的，汪曾祺有名篇《大淖记事》，荣池为自己的小说

集选名《大淖新事》，其中的心事可见一斑。不管是内容上还是艺术

上，荣池都在向汪老致敬。汪曾祺说，写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荣池

是做到了。

这里，我要着重说说荣池这次写作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说实话，我

是非常佩服这位青年作家的勇气的，因为这是一部歌颂与赞美的作品。

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存在许多的问题，因此，批判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批判已经成为人们首选的甚至是本能的和

唯一的动作，这就需要反思了。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缺少批判，但如果

一个社会只有批判这样一种动作那可能也是一种畸形甚至灾难。怀疑、

质疑、批判，如果缺乏理性的规约，如果总是弥漫着非理性的愤怒，它

所酿成的社会情绪会遮蔽甚至伤害许多善良与美好的事物。大概谁都不

会想到，现如今，本来与勇气和孤独为伴的批判会成为哗众取宠的媚

俗。以文学而言，我们正在丧失正面书写的能力。也许，人们早已忘记

了古典时代的写作经验，即从写作的难度上说，描写苦难与愤怒固然不

易，但歌颂正面，传达美好更难。古人说，穷苦之辞易好，而欢愉之辞

难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说周荣池有勇气，就在于他在批判成风时

选择了赞美并且挑战赞美的难度。这种挑战表现在作家的真实与本色

上，整部小说集平实，家常，丝毫没有一惊一乍的哗众取宠，没有拔高

与夸饰，他让人物说话，让故事说话，他不将评价置于叙述的前面，更

不试图让读者接受本来已经预设在那里的观点，他追求的是自然的感

动，是读者面对人物与事件时自然的反应。在这方面，周荣池确实显示

了一定的小说功底。细节的力量，气氛的感染，戏剧化的叙述，将人物

序



真实、完整、生动地推到读者面前。正面的写作与赞美的力量还来自作

家内心的认同与充实的情感。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周荣池首先被感动

了，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感动中进行的。要别人感动，自己就要感动在

先。这一点周荣池做到了，因为这些人物就在他的身边，这是他的幸

运，也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

这是这本小说集在当下特别的意义，也是青年作家应该好好思考的

地方，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如何去发现和表达美好的人与事，给人们

温暖和希望。所以，我愿意为它说几句话，并作郑重的推荐。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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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眼造梦记

1

杨战生眼睛大，村里人就喊他杨大眼。他从小就是个孤儿，说是打仗的

年代生下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私塾先生给他起了个学名叫

战生，可是村里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村里人喊他杨大眼，他就捡块砖头在手

上，做出要砸的样子，其实根本不敢砸。即便是恨极了要砸，他也故意砸不到

人。“只是像村里的狗咬起来气势吓人，其实从来不真咬。”这话是后来成为

他婆娘的大英子说的。她从小就觉得杨大眼可怜，可怜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还

孤苦伶仃。

她说自己嫁给杨大眼也是因为可怜他。

杨大眼有婆娘了，人家还喊他这个诨号他就不生气了，反正都有老婆了

随便你们怎么喊。再说，杨大眼结婚之后就去了镇上上班，大英子的一个亲

戚在当地的一个铝箔厂做生产厂长，介绍一个人进厂也是顺便事。大集体的



工厂，杨大眼做事用心，师傅肯教徒弟愿学，不到两年他就成了厂里的技术

骨干。

他骄傲地说，我眼睛大，眼睛大眼界高，看得远、看得深……他每每这么

说，大英子就在旁边数落他“不要整天大言不惭地说梦话，要不是我可怜你，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打光棍呢。”杨大眼怕老婆是有名的，其实他自己心里

明白，他不仅怕老婆，他是怕这个村里的每一个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这

个地方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叶飘落到这水乡的浮萍，始终是个外人。想到

这一点他就想哭，他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憋屈。他问过很多老人，包括自己风

烛残年的养父，可是他们都说不知道他的老家究竟在哪里。

他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欺人，做梦都想着回老家。

下河镇这个地方在里下河，里下河是个大平原，运河向东，盐城的串场

河向西，南方的通扬运河向北，北方的苏北灌溉总渠向南这一块地方都叫里

下河。这下河镇是里下河的下河，偏僻边远临高邮、宝应和兴化三个县。但这

个地方所谓欺人也就是蔑视外地人，也并非真就要刀兵相见。说到底这地方

人有点夜郎自大的意味，因为他们在这里封闭生活久了，便有点“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的意味。

可是，说封闭又非常奇怪的是，下河镇偏偏又文风昌盛，不管什么人家

都要让孩子读书。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个小镇着实出了不少文人墨客。

据说当年大名鼎鼎的王安石还把孩子送到这下河镇上一个姓乔的塾师家里

读书，并“命弟子与之游”。这更让下河镇的人引以为豪，这也更让杨大眼觉

得自己始终是不受待见的。

可是大英子并不同意杨大眼去找什么老家，她是怕他到处折腾惹出什

么是非来，也是怕他真要是找到老家了不要自己这个家了怎么办？其实，杨

大眼当年是在一个叫朱堆的村头的土地庙旁被捡到的，捡来的时候只有身

上穿的几件单薄衣服，连个生辰八字都没有，现如今到哪里去找什么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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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他是部队上留下的孤儿，可是这个镇上来过日本鬼子，来过国民

党，也有过共产党，谁也没有听说哪个部队会留下什么孤儿。

他从养父杨德隆身强体壮思维清晰的时候开始问，问的结果就是一个

巴掌甩过来。他便忍到杨德隆腰弯背驼老态龙钟的时候再问，老爷子眼泪水

和口水一起流，说了半天还是当年那句话，是生产队的人在土地庙捡到后送

到杨德隆家养的。杨德隆家穷得叮当响，弟兄两个，一个外出也不知道是逃

荒还是当大兵去了，就剩下杨德隆在家打光棍。村里人便劝他收养这个弃

儿，也算养儿防老。自打有了这个孩子，杨德隆倒是浑身有了气力，干活也

得劲儿了，还知道去赚点外快，都为了养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孩子。这一点

杨大眼自己心知肚明，也很感激他的养育之恩。他想找自己的家其实是为了

弄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并不是真的要到那里去。他又去问那给自己起名字的

塾师，他觉得这个读书人说话靠谱点，不比那些“下河貉子”一般的粗糙野

蛮。“下河貉子”这种叫法是杨大眼在和铝箔厂的厂长外出跑供销听南方人

说的，他知道这话是对下河人的蔑称，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不是这下河镇的

人，他便也用这话骂人。

可偏偏塾师先生这天喝了点酒，不知道一个劲儿咿咿呀呀地唱什么。他

进门之后塾师爷就招呼他坐下一起喝酒，杨大眼看他家凌乱不堪，知道这些

年学生早就去了学校上学，没有人来听他讲什么古书，所以他也生计艰难。

靠着家里的薄田和偶尔帮人家写写画画，生活很是一般。所以，杨大眼看在

眼里，心里实在没有坐下来的念头，更何况他是有要事而来，哪里有闲心和

他喝什么酒？

可是先生不理会这一套，说他要再唱一段道情，便又拿起那筷子轻叩桌

面，抑扬顿挫地唱了起来：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

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

教几个小小蒙童。



唱罢便伏在那桌上。杨大眼推他一下，他抬起头来睡眼蒙眬地问：作甚?

杨大眼忍住心里的急躁，和这塾师爷问了自己的话——其实他也不是第一

次问了。以前这位先生依旧是说不知道，只说晓得你是战争年代生的，其他

一概不知。可今天先生似乎因为酒多的原因，说的和以前不一样，他说：“杨大

眼，杨大眼，你家是甘肃的，祖上是大户人家……”杨大眼虽然已经习惯了别人

这么叫他，可是他觉得塾师先生这么叫他很有些意外，更意外的就是先生说

他是甘肃人，甘肃哪里人呢？再问，先生已经打起呼噜来。师娘在旁边骂道：

“又烀猪头了，老东西，老不死。”

这一问看似真有点收获，可是杨大眼不清楚这是醉话还是真言，即便是

真的，甘肃这个地方离下河镇十万八千里，凭着这么一句话哪里去找？所以，

杨大眼又觉得这个答案比没有答案更为恼人。

他正想着，便有人站在街口喊他的名字，他抬头一看是同村的二瘪子。

他们在一个村里长大，家境也都寒碜，所以常在一起玩，所谓物以类聚。后来

二瘪子到镇上先是跟着别人鬼混，然后在饭店里打杂，慢慢就学起了手艺。

直到那店生意不景气，他把店盘了下来，自己一个人又做老板又是伙计又当

大厨做起了羊肉生意。下河镇的人养羊，但都是到岁末卖给外地来的贩子，

杀羊吃肉的人家少，都嫌这羊肉有膻腥味，说这是侉子的肉食。但是，二瘪子

得到了真传，羊肉做得不但没有膻腥味还异常得鲜美，这羊汤还有一个特别

的名字叫作“汤羊”。下河镇上一下霜就开始做汤羊的生意，到第二年打春那

一天结束，就这几个月的时间生意相当红火。闲时的几个月二瘪子整日里

就遛狗玩蛐蛐打麻将。杨大眼知道二瘪子发了财，也知道他平日里摆的那些

谱。但他并不羡慕这些，他觉得这狗日的只是个暴发户，穿上龙袍也不像太

子，还学人家整天吃早茶泡澡堂子，一看那满身的油腻就知道是个彻头彻尾

的“下河貉子”。

二瘪子腆着肚子在街上喊他杨大眼，让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又因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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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师先生家问得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心里正是怄气准备发作。二瘪子堆着

满脸的笑说：“哥哥不要着急，我喊你有正事，真有正事。”杨大眼知道这满肚

子坏水的东西不会有什么正事，便推开他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问：“什么

事？”二瘪子说：“你在镇上工厂做大师傅了，你不知道吧，陈四爷要死了，一

个人孤苦伶仃地在村子里没有人问呢。”

一听说这事，杨大眼心里一愣。陈四爷要死了？他一定要去看看。

2

陈四爷是个传奇人物，一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战争岁月和红色年代，二

是因为他肚子里有很多故事。杨大眼和二瘪子小时候一有空就跑到陈四爷

的小屋子里去听他讲打仗的故事。其实，陈四爷讲的打仗故事并不精彩，比

起电视上的要简单多了，可是这两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有电视的人家又生

怕被这群穷孩子弄坏了，便总是关着门在家里看。他们两个穷孩子也有拿砖

头往那人家窗户上扔的冲动，但因为那家的狗实在是太凶了。他们便发誓再

不去看人家的电视，等以后有钱了要买两台电视，两个房间里都要放上。于

是，他们去听陈四爷讲故事，还可以得到一些小零食，比如花生糖或者晒干

的黄烧饼。陈四爷并不富裕，靠着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但因为身边无子女，便

只有靠讲点故事和零食骗两个孩子来和他消磨些时光。他讲的打仗故事都

是在下河镇发生的，有的还具体到他们的村庄里，这让两个孩子觉得很神

奇，觉得他也是一个神奇人物。

下河镇地处偏僻，虽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因其连接周边三县市也算是

要地，且这里还算是繁华富庶。正如民歌中唱的：“三街六巷九坡台，三祠六

庙九座庵；一塘二沟三条河，四店五桥六地名；四堂墓宫连一寺，一场官司过

四楼；下河古镇多兴旺，赛如广陵小扬州。”所以，历次战争也都或多或少波

及这下河古镇。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几年的解放战争在下河镇尤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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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占领里下河腹地后，一直依靠下河镇来封锁南北方向的交通，对共

产党和地下武装活动地区反复进行“扫荡”“清剿”。1948年9月，为配合华

东野战军主力攻打山东第一大城市济南，防止国民党军队北上支援，苏北军

区二分区六团奉命三次围攻下河镇。这就是知名的“三打下河镇”战役，这为

最后彻底解放下河地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胜利自然是伟大的，可是战

争毕竟也是残酷的。当时的下河镇两军交战伤亡惨重，真正是哀鸿遍野、血

流成河，加上无辜受伤的百姓更是让小镇弥漫着血腥。也就是那时候，杨大

眼被发现在战火纷飞的朱堆村里，那时候陈四爷正值壮年，自己的妻儿都在

战火中无辜死去。这让陈四爷伤心欲绝，他发誓不再娶妻，宁可孤苦伶仃也

不再受这生离死别之苦。所以当年村里发现弃婴的时候村长先来问他愿不

愿意收养，因为杨德隆毕竟原来是单身汉，不比陈四爷有抚养孩子的经验。

可是，陈四爷抱定了不再要孩子的决心，这一决心一下就是一辈子。他被那

场仗打得寒透了心，但是他不知道那场仗之后，中国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

人了，下河镇再也没有受到战火的侵扰。

可是陈四爷心意已决，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中那么多的解放军在

硝烟中失去了生命，即便是小小的朱堆村也有22个解放军战士失去了生

命。这些解放军有的有名字，有的因战争没有人善后，就是当地的老百姓给

掩埋的，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死后就只剩下一个个小土包。有的人们只有一

星半点儿的记忆，有的从此就没有了任何印迹。杨大眼和二瘪子从小就喜欢

听陈四爷讲这些战士的故事，长大以后他们慢慢觉得陈四爷的故事其实很

模糊，并没有什么确切的人名，很多故事也都是他想象的，有些故事讲了多

少遍之后结局都不一样了。但是他们长大了，知道陈四爷心里越来越孤单，

听他的故事时也不去戳穿，而且以后也听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对这些讲了许

多年的革命故事就只有那么一个印象——好人胜利，坏人失败。

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吸引杨大眼，自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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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故事里可以凭细枝末节找到自己身世之谜。只是陈四爷的故事讲来

讲去让他觉得自己离那个年代越来越远。也许在朱堆的解放军里就有一个

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哪里，也许就是他在部队行军途中捡到的弃婴。哪怕是

找到那个捡到他的解放军战士，在他的坟前磕个头也算是找到自己的根了。

可是，这么多年，杨大眼已经快四十岁了，仍然找不到任何消息。一个失去家

的人，永远是一个流浪的孩子，即便是后来他成家立业生活再温暖，他也始

终想找到自己原来的家。

这始终是杨大眼的一个梦。

可是，经历那场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了。陈四爷他们这一辈子就像是老人

嘴里的牙齿，一颗一颗就这么掉了，留下瘪嘴干枯的一把身子骨与岁月消

磨。人没有了，记忆也就消失了，这真是让人感到颇有些悲凉的事情。杨大眼

和二瘪子买了点陈四爷喜欢的京江脐子（一种面食，比烧饼小，有四个棱角，

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脐子泡进汤水里马上就化开，适合老人食用，泡

在羊汤里比西安的羊肉泡馍更有味道——这当然只是下河镇人的揣测，因

为似乎并没有人去过西安。

他们两人拎着塑料袋往朱堆村去。这天杨大眼调休，反正没有什么要紧

的事，对他而言，去看望陈四爷确实是一件要紧的事情。

3

才三五十日没回朱堆村，却真正是变了天了。进了村子就听见喇叭唢呐

一阵响，这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关键在于死的人是陈四爷，两个人像奔

丧回来的孝子，听得消息便直往四爷的小屋子门口跑。二瘪子奔跑起来那肚

子起伏着，那些油脂是他这些年在镇上捞来的油水，让他不再是那个拖着鼻

涕跑到陈四爷门口听故事的瘦弱小孩。到了陈四爷家的门口，只见村里人忙

碌着，吹鼓手们卖力地吹着，并不见披麻戴孝。陈四爷是个五保户，他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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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体给办的，大家都并不悲哀，很有些例行公事的意味。按照当地的风俗，

老爷子已经70多岁了，也算是喜丧了。村里人见杨大眼和二瘪子回来，也并

不诧异。他们在老人灵前磕了头，便站起来木木地看着那穿着寿衣的干瘦的

陈四爷。没有人招呼他们，只有几个妇女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并且议论着陈

四爷的死。

没儿没女的人死都这么悲凉，陈四爷单身多年其实也梦想着有个家。哪

个人不想有个家，有个家坟头上就不会长青草。下河镇的人认为，坟头上长

青草的人家就是断子绝孙的孤魂野鬼。杨大眼觉得陈四爷死得很凄惨，他突

然又觉得自己好像有了一种悲凉的情绪，他想着自己也是一个没有根的人，

虽然成家立业了，但总觉得这下河镇不是自己的家。他甚至还想到陈四爷讲

的故事里的那些革命烈士，他们和自己一样成为永远不能回家的孤独坟头。

他真心地觉得很孤单。

好像生活也容不得他多想，他那腰间的BP机立时响了起来。这个东西

在下河镇可是个稀罕东西，就连电话也不是一般人家能够用上的。他看着上

面的电话号码，知道是大英子从镇上的公用电话打来的，便跑到村里的小卖

部回电话。大英子在电话那头着急地说，师傅到家里来找他，说有急事要商

量。自打杨大眼去镇上上班几年，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就住进了厂里分的宿

舍。厂里面这几年产品销路不景气，生产也跟不上，但因为是集体的厂，大家

都似乎没有什么压力。再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厂是下河镇的明星厂，

远近闻名的知名企业，即便是不景气工人们也都牛气得很。像杨大眼这样的

技术骨干，更是牛气得很。杨大眼和销售的厂长外出跑供销，知道市场的行

情是什么样子，再像现在这样不进行技术革新是不行的。可是，回来和师傅

一说自己的想法，师傅白了他一眼说：这一两百人的工厂，就你杨战生是个

人物？不要没有事找事做。

他不知道师傅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觉得师傅既然是生产厂长，更应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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