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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孤城，原名邵健，１９８０年生，江苏常熟人，苏州市作家协

会会员。２００４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小说

界》《长江文艺》《黄河文学》《芳草》《芒种》《百花园》等文学期刊。

曾获《小小说选刊》第１１届全国小小说佳作奖、首届吴承恩文学

艺术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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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历经了“先锋”、“新写实”和“新生代”等文学潮流的冲击，中

国的小说创作日益多元化。不同的题材、叙事风格、文学理念、

地域特色让小说作品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中短篇

小说以其短小的篇幅、简洁的情节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引起

了读者的阅读兴趣。《百花小说》正是在这一文学环境中，以扶

持纯文学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历时一年，策划、征集、遴选而

成的中短篇小说丛书。

在网络文学迅速崛起，快餐书泛滥的二十一世纪，《百花小

说》的作者们都秉承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坚持在体验生活中

书写生活，力图通过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来反映时代风貌，探寻生

存和生活的现实目的与终极意义。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件件发

生在身边的平凡故事，带我们走进一个个普通人物的内心世界，

让我们在同悲同喜同感同叹中有所启迪。

不同的观察角度、人生历程也使作者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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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独特的人物形象，展现了迥异的写作风格。或冷静叙事，

或幽默调侃，或深沉叩问，人生百态，花样年华，作者一一诉说，

娓娓道来。每一篇作品都呕心而成，匠心独具。

《传说我们年少》里有明媚而忧伤的少年时光，有梦幻荒诞

的少年梦想，魏满意用直抒胸臆的笔墨，追忆那一去不复返的岁

月。

《车祸奇情》中，巴山游子刻画了憨二、李四、五哥、阿六、小

柳、刘先生……在生活中奔波的小人物，一只只都市的候鸟。不

管面对多少挫折和磨难，他们都坚守着诚实、善良，折射着人性

的光辉。

《映山花开的村庄》通过对乡村风俗世态的描绘，反映了民

生民情，田伢子、月凤……在他们热爱的土地上执著并奉献着。

《我是谁的朱砂痣》，在都市快节奏的喧嚣和浮躁中，真情难

以抑制地在作者的笔下流淌。爱，成为了一种信仰。

…………

丛书所选作品用字精炼、文笔优美，充实休闲时光，满足精

神需求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写作方式方法的借鉴，特别适合

热爱文学的读者阅读。

偷半日清闲，捧一杯茗茶，翻两三卷书稿，窥四五段人生。

希望这辑小说丛书，能带给您一点思索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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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说说孤城

巩高峰

　　说孤城就不得不提去年，提了去年，比较的味道就出来了。

比就比吧，好在不是跟别人比。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喜欢

跟别人比，更不喜欢别人拿自己跟别人比。不过我是拿孤城跟

孤城比，用孤城的现在跟孤城的过去比，我想就是比出一朵花来

或者比出一小团刺猬来，孤城都不会在意的。我做主了，谁让我

是大哥呢。

其实开始想说孤城时有点怪怪的感觉，因为跟比自己小

一岁的孤城聊天时，你面对的是一行行成熟得让做大哥的都

无法不惭愧的文字。他跟你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地介绍作家，

非常有信心地展望之后的道路，我就会有种错觉，好像他是大

哥。这么说孤城别不安，人的思想有时真不是年龄所能左右

的。记得有次看新闻频道的《人物秀》，主持人对少女作家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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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一口一个“我年轻时”表示好笑而调侃说，你为什么对年

龄那么在意？这个十五岁的少女作家做了一个很符合年龄的

可爱表情，说的却是，干我们这行的是吃青春饭的呀。这种机

智放在十五岁少女的身上，真是成熟得可怕。可见，思想跟年

龄有时并不顺道。

其实看孤城以前的东西并不觉得有多新奇，相反，四平八

稳。不过有些篇章有些文字你一旦细品，味道就出来了。你会

觉得一个八十年代生的作者，二十几年的日子除去童年、少年、

青春期，上学、工作、谈恋爱，还会有多少精力是放在小说里的

呢？但是代表孤城的文字就给人一种印象，这个人似乎是从小

就浸泡在小说里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衣袖带风，小说的肌质

让他把握得纤毫毕现。

我知道，有时发表小说的先后并不代表写作时间上的先后，

所以一定要把孤城的小说分出个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些牵强。

但是小说的神韵是由人的心态控制的，即使上个世纪的作品，它

的主人在今天只要稍作改动，新的风韵就能带出新鲜来。这其

实也是那些经典作品的魅力，常读常新不单是针对作品的，有时

更多的是指受众，受众的心态和位置。

开始对孤城有印象是因为他的好人缘。对电脑和网上的

东西我显得很弱智，素昧平生，孤城的热情让我感动。套用小

品里范伟的一句台词，当时真想喊，是哪个天使大姐派来的使

者呀，他叫邵孤城。后来上网多了，才知道有这感觉的不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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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而是二个三个二十个三十个，甚至二百个三百个，可能

更多。

这种新奇感在近期孤城的小说里同样会有。我自己定下

的规矩，无论说谁，尽量不提作品名。那么能写的就只有一种

感受。这种感受怎么形容呢，耳目一新不够准确，天上地下有

些夸张。因为我迷恋家乡迷恋农村，第一反应和最多的反应

总是农村的物什。这么说吧，自认为最合适的就两个字：

拔节。

你知道拔节是怎么一回事吗？是这样的，春雨淅沥沥地飘

着，庄稼咕咚咕咚灌了半宿，清晨一看，庄稼高了一截，新鲜茁

壮。这就是拔节，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无论生长者还是观察

者，都很高兴。

话说到这里，该拐弯了，迟早要拐的，不然一直走下去是回

到原点。

孤城的小说总体上有些散，有种一把抓过去没有头绪的感

觉。如果以我目前的想法看，应该是对题材的选择和驾驭有些

问题。各篇小说天马行空，或趣味盎然或传奇凝滞，呈现出的是

一派缤纷，却没有一个中心点，辐射出去的思想也就略显散漫，

有些轻飘。用个比方，我左眼有点散光，就是那种聚焦不起来的

失落感。

对小说挚爱的人有多少我不清楚，但孤城是一个。他在这

条路上开始有自己的脚印了，作为朋友或兄弟，我只能祝福。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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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加一句，孤城可以一心二用，在与小说陪伴的日子里，他娶了

个老婆，有了个女儿，可爱得很。

这让我嫉妒。

（巩高峰，青年作家，《青年文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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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苏小

明慢慢向它移动过去，狗挣扎着想

站起来，勉强站直了，可是脚不争

气，哆嗦了几下又趴了下去，它站起

来的瞬间，苏小明看到了它的后腿

受伤了……

１．捡到一条狗

苏小明和那道数学题正斗得难分难解的时候，窗外突然传

来几声“呜呜”的声音，声音很轻，很难听真切。

会是谁在哭吗？有点像，是那种压迫声带强忍住的哭声。

苏小明想，会不会是隔壁的陈三又在打老婆了，可是这声音分明

不是隔壁发出来的；要么是陈三老婆逃到楼下却发现无处可去，

只得在楼下无助地呜咽？他打开窗子，好奇地往楼上张望着，可

是他既没有看到陈三，也没有看到脏兮兮的陈三老婆。倒是一

阵冷风吹过，带进一屋的寒意，苏小明赶紧关好窗，疑惑着坐回

写字台前继续他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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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刚一坐下，那“呜呜”的声音便接踵而至。“耳朵作怪？”

苏小明侧着耳朵听，这回听真切了，楼下的确是有什么声音传上

来。他又打开窗，农历九月十八，深秋的月光干净，如水银般泻

了一地，苏小明仔细搜索着楼下的动静，可是还是和上次一样，

他什么也没看见。

他决定下楼去看个究竟。

居民楼和居民楼中间有三十米的间隔，现在地价疯长，寸土

寸金，这三十米便也被各家“占地为王”，或是搭个简易小车棚，

或是种上四季果蔬，仅留一条过道供住户进出。老居民小区本

没有物业，居委会的大妈也懒得和居民们啰嗦，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落得清净，这种乱哄哄的格局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苏小明沿着过道往里走，一边仔细搜索着。来回走了几遍，

愣是什么名堂也没瞧出来。“明明听到是楼下传来的声音，奇了

怪了，怎么人一下楼，这声音也跟着没了呢？”

苏小明纳闷着，斜眼一瞥，看见母亲占到的那一小块地里种

的几颗青菜不知被谁踩倒了，新鲜的泥土翻在外面，格外刺眼。

他赶紧跑过去，把几颗菜扶起来，把土踩结实了。

白玉芬占到这块可怜的地也着实不易。楼下的空地被瓜分

得差不多的时候，她才后知后觉地要去分一杯羹。那天白玉芬

做工回来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按照多年的习惯，她会先把上一

天的衣服洗掉，可那天苏小明没有听见母亲洗衣服的声音，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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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进进出出急促的脚步声告诉苏小明，白玉芬今天一定有什

么特别的事情要做。

苏小明到客厅的时候被母亲的穿着吓了一跳，她换了一身

多年不穿的衣服，因为是年轻时穿过的，颜色显得要花哨得多。

白玉芬自己也有些羞涩，所以她的脸有些潮红。

白玉芬告诉苏小明她要去楼下占块空地种菜，苏小明非常

不屑，不仅不屑，甚至有点生气。他故意呛了一句：“你喜欢种

菜，你到乡下去种好了！”苏小明说完就后悔了，自从父亲出事以

后，母亲就一个人靠做钟点工挣的钱供他吃供他穿供他上学，母

亲受的苦别人不知道，他做儿子的还能不知道吗？

第二天苏小明上学的时候，就看到楼下的空地里又多了一块菜

地，他知道，这就是母亲昨天晚上的杰作。可惜是狼多肉少，母亲又

是迟来一步，占到的地是边角料不说，还在过道边上，这样她种上的

菜不是被顽皮的小孩子连根拔起，就是被路过的车子不慎压坏，有

几回，小区里的狗还在菜地里刨出一个脸盆大的坑。

想到狗，苏小明的脑袋瓜子突然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使劲

摇了两下。刚才那“呜呜”的声音，确有几分像是狗的呻吟，如果

真是一只狗在叫，他苏小明却听成陈三老婆的哭声，还如此郑重

其事跑下来，那真有些说不过去了。

他决定最后再巡视一次，如果还是一无所获的话，他就上楼

了。白玉芬快回家了，如果被她发现家里没人，她一定以为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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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玩耽误功课了。苏小明是个自觉的孩子。

苏小明走近对门郑家搭的简易车棚，说是车棚，连个门也没

有，车是不敢往里停的，郑家把一些派不上用场却舍不得扔的东

西堆在里面，算是给它们找了一个归宿。苏小明往里探了探，里

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没发现。他刚要离开，耳边突然传来一阵

低沉的咆哮声———里面竟然有一只狗，真是一只狗！

苏小明觉得有些恼火，但对一只狗又无可奈何。他只能装

出呵斥的声音，冲狗骂了几声，然后就打算上楼。就在他转身的

时候，他感觉一团黑影从车棚里钻出来，蹭着他的身子跑了过

去。狗跑出三十来米远的时候趴在地上不动了，借着月光，苏小

明看到狗经过的地方，留着斑斑点点的血迹，这是一只长得很好

看的狗，全身的毛都是金色的———或许是谁家养的宠物狗，脑袋

上主人给它扎的辫子还在，可惜牛皮筋松掉了一半，一半的狗毛

就披散下来，身上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花格子“衬衫”，早被什么东

西带破了一大块，耷拉到了脚下———如果这是个人的话，这身打

扮绝对是个精神有问题的疯女人，可它是只狗，这是只要么被主

人遗弃要么迷路的狗。

狗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苏小明慢慢向它移动过去，狗挣扎着

想站起来，勉强站直了，可是脚不争气，哆嗦了几下又趴了下去，它

站起来的瞬间，苏小明看到了它的后腿受伤了———刚才一定是耗尽

了它所有的力气才从车棚里逃出来的。苏小明看着狗，狗也看着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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