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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志成，男，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祖籍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１９７８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中短篇

小说、微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百余万字。曾多次在散

文征文大赛中获奖。系绍兴市作家协会首批会员、中国残联作

家联谊会会员、世界华人作家协会会员、绍兴鲁迅文学院院士、

绍兴著述馆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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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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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前天去方儿兄那儿小坐，进门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晨钟去

了。这使我很吃惊。晨钟是我青年时代的诗友，当时我在市工

人文化宫的一张《工人文艺》的小报担任业余编辑，经常成为他

的诗作的第一读者。回忆往事，鼻子里便被一股酸酸的东西阻

塞了。他还没老啊，他只比我大了两岁，他甚至还没有结婚，有

许多人生的经历他还来不及经历，有许多人生的感受他还来不

及感受，这便给他的朋友们留下了一种遗憾与悲哀。

诚然，一个人即使活到一百二十岁，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

一瞬间，生命或短或长，都是在这个世界里的匆匆过客。对于生

命来说，重要的是过程，应珍惜的是过程中的感受。回忆往事，

于是我醒悟，人生中无论经历的是欢乐或者痛苦，顺利或者挫

折，享受或者磨难，其实都是一种感受，一种品味。生命是生命

者的一次机遇，珍惜这一次机遇，珍惜生命过程中的每一分，每

一秒，生活就会更加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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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短暂使我们的人生感受非常有限，于是我们借助于

读书，在阅读中品味别人的经历，享受别人的感受。于是使人生

得到充实与丰富。如果读者朋友要问我的这本小书有什么价值

的话，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里面有我在过去岁月中留下的一鳞

半爪的真实的生命印痕，呈现给大家去感受，去品味。

是为序。

二○○八年三月四日夜于卧龙山下老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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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乌篷船 朝 纤 塘 边 靠 过

来……“船头脑”咧嘴笑起来：“阿宕

晓得你们寻勿着路，所以叫我特地

来接。城里客人，快落船，落船！”

纤塘，弯弯的歌

阿宕要结婚了。他来信邀我和妻子珺去喝喜酒。

阿宕是外婆家的邻居。因为他脾气特别，对我又特别好，所

以虽然这么多年了，我依然没有忘却。

接到阿宕的信，珺也很高兴。到了日子，我和珺一大早就乘

头班公共汽车到了柯桥。外婆家在离柯桥十多里外的地方，我

俩在公路上走了一段，前面公路外面的古运河上出现了古老而

新奇的纤塘。在我的记忆里，这纤塘是断断续续，破烂不堪的。

如今却连接在一起了，远远望去，水天一色中，似一条玉色长龙

在蠕动。

我和珺喜出望外地朝纤塘走去。窄窄弯弯的纤道，走一段

便有一座小巧玲珑的石桥。纤道两边都是碧波粼粼的水面。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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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纤道上，真如步入一面偌大的镜子中。我们的身影一忽儿被

拉得老长，一忽儿又被揉成短胖，煞是奇幻。水天交接处，有两

轮圆圆的朝日，一轮浮出水面，一轮浸在水里，两轮却一样的血

红。天上有几朵彩云，水中也有几朵彩云，水中的比天上的还鲜

丽……

珺却微弯着腰肢在纤道上寻找什么，我感到好奇怪，追上几

步问她，她却不理。再问，她只是偏过头来，横了我一眼。

这一眼倒真管用，我终于似有所悟，她莫不是在寻找那块光

溜溜的青石板……

那是我和珺初恋的夏天，我们一起到外婆家来做客。晚上，

我和珺到外面去散步，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晚风送来阵阵稻花

香。天黑下来，我挽住珺的手臂……前面是河滩了，我们都还不

想回去，就趟下水，爬上断成孤岛似的纤塘。珺从衣袋里拿出一

方洒过香水的花手帕铺在一块光溜溜的青石板上。她让我坐一

半，她自己坐一半，这是象征性的，其实我和她基本上都坐在青

石板上，滑溜溜的好凉爽。

一弯皓月，穿行在薄薄的云里，天地间都显得朦朦胧胧。我

和珺坐在纤塘上，让垂下的双脚伸进凉爽的河水里。突然，我的

脚触到了滑腻腻的什么，好像是鱼。珺也惊得身子一抖，原来那

滑腻腻的是她的脚！于是，四只脚在水下打起仗来，发出噼啪噼

啪的水声，水沫溅湿了她的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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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惊动了在河边捕鱼的孩子，一道道电筒光柱朝我们射

过来，我们只好暂时停战。

又过了一会，水面上突然出现一个可怕的东西，黑黑的，扁

圆的脑袋比人的脑袋大一倍，而且光秃秃的没眼没鼻没嘴，这怪

物水性却极好，快速地朝这边游过来，吓得珺尖叫一声扑进我的

怀里。

怪物在离我们不远处站立了起来，摘下肥大的“脑袋”，我的

妈！原来是阿宕。他游泳时把鱼篓套在头上，真把我们吓了个

半死。阿宕见是我俩，不好意思地说：“受惊了吧？明天我

请客！”

第二天，阿宕真的来请我们吃他的清蒸鲈花鱼。我拿了瓶

从城里带来的加饭酒和他共饮。

我们边吃边谈，珺好奇地问：“阿宕，你为啥要起这么古怪的

名字呢？”

“我们这地方叫阿宕的还有不少呢！”阿宕说。

原来，拉纤人到临死时还见不着孙子，但死后的“木主”（牌

位）上是一定要写上孙子的名字的。不知道未来的孙子的名字，

就写上“阿宕”，是悬着的意思。拉纤人的繁衍生息，是一种信

念，就像他们背在肩上的纤索，是万万断不得的。

阿宕没有读过书，却极喜欢绘画。常常走上十里二十里路

去镇上学校里偷看上图画课。拉纤人的子孙就不在乎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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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人的性格，创造了人的生活习俗。要

了解绍兴人，就踏踏这弯弯曲曲的纤塘，设想一下我们的先人是

怎样躬着身，背着纤索，一步步执着地前行。

如今，古老的纤塘已经成为历史，但人生的纤索依然执着。

阿宕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奋斗，终于成为花雕酒坛的裱花师，

那栩栩如生的嫦娥奔月、贵妃醉酒、西施浣纱……使国内外朋友

交口称绝。在阿宕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娶上了一位美术学院

毕业的娇妻，我们是不能不赴宴庆贺的。

一只乌篷船朝纤塘边靠过来，我赶紧上前打问戴乌毡帽的

“船头脑”。“船头脑”咧嘴笑起来：“阿宕晓得你们寻勿着路，所

以叫我特地来接。城里客人，快落船，落船！”

和珺坐在乌篷船里，从水里看一幢幢新楼的倒影，便向“船

头脑”叮咛一句：“头脑，我们是到裱兄阿宕家里去的啊！”“船头

脑”说：“客人，看来你们已经有好些年数勿来哉啊？”我心里一

算，自从外婆过世，十多年了，确实没有来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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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非常喜欢游沈园。携爱妻

漫步在梅丛曲径，手拉着手走过葫

芦池上九曲八弯的狭窄石板桥，看

对对倩影在水面荡漾……

沈园犹闻老梅香

沈园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一个美丽的故事，使这本来平平常常的沈氏家园变得很迷

人。多少年来，这悲切的故事感动了一辈又一辈痴男情女，沈园

也印进了多少人的梦里，虽然它几度废兴，但没有忘掉爱的世人

便也没有忘记这园。我也非常喜欢游沈园。携爱妻漫步在梅丛

曲径，手拉着手走过葫芦池上九曲八弯的狭窄石板桥，看对对倩

影在水面荡漾，便想起陆游和他表妹唐婉那诗的潇洒，爱的悲

切……我和妻子便在那残墙断璧前站住，细细咀嚼《钗头凤》这

千古绝唱……

词传园，园传词，它凝聚了多少人的美好追求，这追求经过

了八个多世纪的执着之后，当我携着爱妻走向这如画般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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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终于感受到了一种实现了的愉悦———从而我们会更加珍

惜……

这也许是我特别喜欢游沈园的缘故。

数月前，妻子要我陪她去沈园赏梅，但由于抽不出时间，一

直拖下来了。直到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我才带着妻子和小女

去了沈园。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梅花季节早已过去，垂柳

正在吐丝，桃花含苞待放，一对对青年伴侣擦肩而过，将一串串

轻柔的笑语撒落在花草丛中。

我们穿过花径，跨过小桥，正准备到那长亭里边去小坐一

会，突然在亭旁的绿树丛中碰上了我们单位的小姬。虽说是“小

姬”，但年纪已经五十六岁了，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姬”，除了他个

子瘦小之外，大半是因为他还没有结婚，甚至没有恋爱过。二十

岁那年他姐夫突然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分子”，高中毕业进

政府机关工作不久的小姬，便也“动员”去了农村。他没有被处

分，所以也无从平反。直到他姐夫彻底平反后，他才重新有了工

作。但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好心的同事们也为他介绍过几次

对象，但都没有说成。到头来都是一句话：“儿女那里通不过。”

便不了了之。绍兴人有句俗语，叫做“不娶老婆总是小”。这小

姬的“小”字，便出于此。

看小姬正神思恍惚地东盼西顾，我叫了他一声，且着实让他

吓了一跳：“你……你们也来这儿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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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姬，你在等谁呀？”

“没……没有，我……随便走走，随便走走的……”

看他神情紧张，语无伦次，我便赶紧带上妻子女儿往别

处走。

登上假山，便和妻子女儿一起在假山上的亭子里坐下来，拿

出水果饮料一边吃，一边俯瞰沈园的景致。

面对如画春色，我触景生情，不禁吟诵起放翁《沈园》一诗中

的佳句：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突然，妻子捅了我一下：“你看，坐在你们单位那个小老头子

旁边的是谁？”

顺着妻子手指的方向看去，但见对面亭子的长椅上坐着两

个老人，两人之间却留着可坐一个人的空位，还是女的勇敢一

些，朝男的做了个手势，男的才慢慢地将屁股移了过去……

那男的自然是小姬，而那女的（当她偏过脸来时我才吃了一

惊）竟是邻居牛姨。

牛姨是我们巷子里有名的大好人，年纪也五十挂点零。她

十五岁由爹娘作主嫁给泥水匠阿兔做垫房，三日两头受阿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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