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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共马龙县委书记　贺　勇　马龙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本芳

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马龙县委、县政府决定扶持出版

《马龙书丛》。

出版《马龙书丛》，旨在激发全县文化创造的活力和广大作者创作

的热情，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出作品、出人才，从而扩大先

进文化的影响，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马龙文化的大发展、大

繁荣。

列入《马龙书丛》给予出版扶持的书，必须是马龙籍作者的创作、

编纂和非马龙籍作者写马龙题材的优秀作品。

马龙题材天地广阔，凡写马龙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内容的

书，只要有社会价值和积极意义，均可列入《马龙书丛》，获得力所能

及的出版扶持。

希望广大作者刻苦学习，认真实践，勇于创新，努力写出好书，使

《马龙书丛》得到不断丰富和提升，为马龙的文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014年6月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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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的写作

在一个小地方，孤独地一个人，跟外面往来稀疏，公开发表的作品极

少，这样的写作有何意义？

这并非我对自身的怀疑，而是来自“上面的”业内人士的发问。在某

些价值体系中，写作是一种才能，一门行走江湖的“功夫”，再不济，也

是一块敲门的砖头，可以借此登堂入室，享受某种“座次”和话语权。否

则，“怀才不遇”，就是穷酸的落魄与失败。然而“江湖”并非格斗的战

场，而是生存自在的大地。思想的芦苇，生长在无名的河滩，也应该不会

停止思想。

多年来，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些文字，其中的一部分，以前曾在本地的

刊物上发表过，标题是《沉思与独白》。还加了题记：本文原题为“一个

写作者的闲言碎语”。如果说这些闲言碎语是“沉思”的结果，那么这种

沉思不过是一种独白式的自言自语。犹太谚语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

发笑。”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上帝的话，就让他发笑吧!本人无意说教，也

不想代言，不过给自己解个闷。

现在看来，当初的想法是对的：一个人走在路上，总得想办法给自己

解个闷儿！写作是一种内心的行走，而行走是为了寻找，这种行走又总是

在记忆和想象中展开。

于是，在另一组文字前，也加上题记：有几年我总是盲目地到处乱

走，寻找生活的意义成了我唯一的目的，但这种目的却并不明了。时至今

日，我知道那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生命的青春岁月。人活着，其实并没

有什么外在的“意义”可以寻找，意义就在生命之内，行走之中。“一种

声音呼应着另一种声音，一个地点指向另一个地点。”如果说词语或地名

能够唤起我们对行走的记忆，那么想象就把这个词语或地名加工成行走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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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一种类似“足迹”的东西。而行走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些东西来确

定自己“正在行走”。或许正因为如此，所有的行走都只能在记忆和想

象中进行，并且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怀旧的温暖和感伤色彩。

法国作家纪德说过，“忧伤无非是低落的热情”。为了那种温暖和

感伤，为了那种逐渐低落的热情，我乐此不疲。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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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人和一座山

我的老家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周围到处都是山。许多年以后，当我

作为一个城里人长期蜗居于这座小县城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一生和一

座山密切相关。但是它并不是老家的那些山，而是我现在正面对着的这

座羊角山。

第一次与它相遇，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当时父亲在老家的一所小

学教书，学校里搞勤工俭学，他带着炊事员到城里来买小猪回去饲养，

顺便带我来见见世面。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小县城也没什么世面可

见。不过就是一座小山，两条不宽的马路顺山而下，在山脚相连形成一

条“U”字形的街道。但那时，在这里，我还是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找不到

方向的晕眩。百货公司在左边的建设路，新大楼看上去很漂亮；往下是

新华书店和医药公司，它们青砖蓝瓦的建筑样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右边是文化路，在那里，我看见了电影院。那么庞大的建筑，如同洋人

的寺院，神圣，威严，甚至具有一种恐惧的吸引力。我记得墙上的那些

电影海报，美术字写得非常漂亮。那时，我紧紧抓着父亲的手，生怕自

己走失，内心的渴望与忧惧让我如同阳光中的水汽，正在慢慢消散。以

至于多年以后，我总是在一些无所依托的夜晚，独自走进黑暗的影院，

让自己在那些遥远的梦境中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和沉陷。建设路与文化路

相连的一段横街，是饮服公司的地盘，有旅社、食堂、照相馆和理发

店。父亲带着我去理发，那种散发着煤油与肥皂气味的电动推剪的嗡嗡

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小学毕业后，我考进县城读初中，是从老家走着去的，每两个星

期来回一趟。顺着文化路一直往上走，学校就在山上，当时感觉它占

据了山的一大半，其实却只是一小部分。我们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瓦屋

平房，后面都是荒地，靠西的一角还有一个池塘。学校安排各班把这

些荒地开垦出来，种上各种蔬菜，并在池塘边挖土作泥，拓土基，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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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把池塘和菜地围起来。那园门似乎并没有锁。因为缺水，我们常要

去池塘里取水。夏天，有月亮的晚上，自习以后，我们甚至还偷偷去

池塘里洗澡游泳，所幸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被老师发现。我们的班

主任是一个严厉的女老师，她带领我们赢得了许多荣誉，因此也让许

多学生改变了命运。

我那时刚从山沟沟里出来，突然面对一个比以前丰富得多的世界，

又脱离了父母的管束，一下子就晕了头。好奇贪玩的性格使我大错不

犯，小错不断，随风飘荡。幸而内心存有对班主任的害怕，总算把握住

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年中考，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次考试，感觉会

做的题很少，常看着窗外发呆。满院子的瓜叶蔬菜，在白晃晃的阳光照

射下，散发着泥土潮湿的腥味，还有树木青涩的气息，让人内心一阵阵

发慌。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将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我的一生似乎

都是这样，在懵懵懂懂中成长，许多危险都是在事隔多年以后才会有所

察觉。有时我想，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内心的混沌，反倒让我少了许多心

理包袱，一路走来，晃晃荡荡。

我的运气似乎还不错，顺利考上高中，仍然是这所学校。这时感

觉好像有了一点中学生的样子，晚饭后也常拿本书跟三两位好友到学校

后面的跑道上去逛逛。跑道据说有四百米，环山一周将山顶围成一个小

岛，岛上是自来水厂和架设有风向标的气象站。那时，“四百米”是个

非常有名的地方，许多青春期的情感纠葛都与它有关，一些暴力事件也

往往在这里发生，莽撞的少年常常以上“四百米”来彰显自己的勇气。

我不具备进入以上行列的资格，我的几位朋友差不多也像我一样，无

知，无畏，无忧。我们来到“四百米”，既不为专心苦读，也不想惹是

生非，只是好玩，嘻嘻哈哈打闹一番，那些胸怀大志的同学根本不看我

们入眼。用今天时髦一点的说法，算是比较“阳光”的那类。多年后回

想这段岁月，我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

如果有来自天上的雨水

黑暗中的植物也会自己生长

站在气象站的监测台上，可以将整个小城尽收眼底。南边房屋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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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城市正向北铺展，沿320国道盖起了许多新的楼房。但它的发展在

我们身边之外，并不进入我们的视域。我们只能看见我们想看见的，譬

如远山，譬如原野，譬如它们之间的空旷辽阔。高二的夏天，连续下了

几天大雨，把县城变成了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几个胆大的同学突发奇

想，每人拄一根竹竿循着那些曾经熟悉的田间小道，开始了他们的探险

行为。他们向前推进了十多米，面对浑浊而深不可测的水流，终于还是

胆怯了，只好转回来捉几条水蛇放在教室里，吓唬那些胆小的女生。高

三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南方罕见的大雪，全班集体逃课到“四百米”打雪

仗。那是一个彻底解放的下午，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光阴和机会，可以将

蓬松的雪团投向心仪已久的男生女孩，那散开的雪花至今仍在时光深处

纷纷扬扬……

高中毕业，我如愿以偿地离开了这里，却没能走远。命运似乎要让

我的一生与这座山相伴，三年后，我很意外地又被分回母校工作。我开

始以一个成年人的心态来面对这所学校，这座孤岛一样的山。我住在新

盖的教学楼上，旁边就是教室。像一个实习教师那样，我非常认真非常

努力地学习如何教书，如何整治学生，让他们按着别人规定我必须这样

规定他们的模式成长。三年过去了，我送走了自己的第一茬学生，成绩

还不错，我自己却有一种非常失败的感觉。我累了，厌倦了。正好学校

偏僻角落里的一间破烂的小平房空了出来，我得以从教学楼上搬下来，

影子一样在那里住了五年。

我常常独自上“四百米”去走走逛逛。物是人非，光阴不再。我感

到自己的生命就像这条环形跑道一样，年复一年毫无意义地循环着。对

生活与“别处”的渴望消耗着内心的激情，也带走了我的青春岁月。娶

妻生子以后，生活依然在惯常的轨道上滑行，庸俗而压抑。面对门前那

棵饱经沧桑，每年只开出一点零星花朵却从未结果的老杏树，我知道自

己在这里也不可能找到什么。一个偶然出现的机会被我顺手抓住，我两

手空空地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单位，孤家寡人，义无反顾。新单位仍然

是一所学校，就在隔壁，同一座山上，只不过更小，更不为人所知；但

是环境很好，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转眼又是八年过去了，一个人面对自己和时间的抗战，没有胜败可

言。世态依然，喧嚣而庸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改变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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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对它的心态。多少年了，我才惊讶地发现：在过去的岁月中自己其

实从未真正离开过这座山，而且今后也将一直与它相伴。这样的境遇，

对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来说，虽说残酷，倒也适宜。

一生人和一座山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人如

果真有灵魂，那么我只希望自己百年之后，仍然能够像风一样在这座山

上，飘游浪荡。

（2007-5-1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