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思盈
漯河籍青年作家唐一惟出生

在召陵区召陵镇一个普通村庄，
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
从漯河二高毕业后她考入西安工
程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在西安工
作、生活了两年。2012年，她
和爱人到成都定居。如今，37岁
的她远离故土已整整19年。

“少年时期，漯河是我最想
离开的地方。成年后，随着生活

空间不断变换，我离家越来越
远，漯河就成了魂牵梦绕的地
方。作为一名作者，写作其实就
是另一种层面上的还乡。故乡于
我而言，更是有着激发情感和治
愈创伤的力量。”近日，唐一惟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上小学时，唐一惟就觉得中
国古诗词很美，读起来有一种非
常舒畅的感觉。到了大学后，因
为喜欢独处的缘故，她的朋友不
多，于是就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读
书。有书为伴，她不再觉得孤
独。

“我的很多诗集都是在少年
时期买的，至今仍保存在我的书
柜里。离开故乡后，那些诗集也
就跟着我一起开始了漂泊。从河
南到陕西，从陕西到四川，甚至
2019年赴美旅居，这些诗集也
被我装进了行李箱。”唐一惟
说。她读过的书中有大量的中国
古诗词和外国诗歌，即便结婚生
子后很少有时间再大量读诗，但
那些读过的书已经渗透到她的血
液和灵魂之中，为她构架出一个
既有偶然又有必然的未来。

“可以说，是诗歌教会了我

写作。”唐一惟说，二十多岁
时，随着几次创业的失败，文学
创作的念头开始蠢蠢欲动。2016
年，唐一惟尝试性地写过几篇散
文，发表在了《漯河日报》文艺
副刊上，当时的副刊编辑给予了
她肯定和鼓励。可写了几篇散文
后，唐一惟总觉得难书胸臆，万
千思绪堵在笔端，如春蚕作茧。
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2017
年，唐一惟正式开始小说创作，
当年就在《青年作家》发表中篇
小说《寻找贞节烈女》，受到四
川文学界的关注。随后，她将所
见、所闻、所历、所思融入创作
中，先后发表了中、短篇小说
《月季》《少年阿加》《玉女》
等。2019年至2021年旅居美国
期间，她聚焦美国新冠肺炎疫
情，创作出19万字的长篇非虚
构文学作品 《2020滞留美国实
录》，并在《作品》杂志分三期
刊登；讲述当代海外华人生存状
况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韩博士
在美国》《耶鲁之约》《燕然未
勒》等先后发表于《四川文学》
《青年文学》《青年作家》 等。
2021年，她成为巴金文学院签

约作家。2022年下半年，巴金
文学院推出了唐一惟的小说集
《月季》，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
版。同年年底，唐一惟入选第二
届“四川小说家星火计划”作家
名单。

《月季》收录的作品描述了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社会风
貌，令人在阅读视野上有纵横
万里之感，但有一个共同的基
调——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
人生际遇。唐一惟告诉记者，她
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反映一个时代
的真实情绪。她小说中的主人公
都有真实原型。虽然那些故事并
非全部是亲身经历，但大多都是
她的所见所闻。个别没有参与其
中的故事，她会进行大量走访和
调查，然后提炼概括，尽可能地
忠实于现实。

“能走出一条这样的写作之
路，我感到很幸运。”自从离开
家乡，环境的不稳定让唐一惟无
论身处何方都没有归属感。作为
一个漂泊者，乡愁始终是她创作
时绕不开的情结。“写作给了我
一个心灵的归宿，让我这个异乡
的漂泊者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因

而写作对我来说不是慰藉、不是
宣泄，而是拯救。”家乡这片深
情的土地是她文学创作永不枯竭
的宝库。2023年5月17日，在
四川作家网发布的2023年四川
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入
选名单中，唐一惟创作的长篇儿
童文学《鸽子王》入选。目前，
唐一惟正在创作一部现实题材的
长篇小说，展现父老乡亲为了生
活奋力拼搏的精神，展现这片土
地上的苦难与辉煌。

唐一惟：家乡是创作永不枯竭的宝库

■本报记者 尹晓玉
“阅读于我而言，是不停完

善和丰富自己，去探寻人生之
路无限可能的旅程。”作为一名
基层司法工作者，近年来，阅
读不仅提升了王晓景服务群众
的能力，也为她打开了通往多
彩世界的大门，让她从一名普
通读者成长为报社的特约撰稿
人、特约评论员、心理栏目撰
稿人。

谈及读书的经历，王晓景
说，年少时她并不太喜欢读
书，总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像
是催人入梦的咒语，翻两页书
便想睡觉。参加工作后，为了
更好地在群众中开展普法宣传
工作，她通过自学取得了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及
社会工作师的证
书。在这个过程
中，她也逐渐找到
了读书学习的乐
趣。

2018年，她加
入了漯河日报社水
韵沙澧读书会。经
常与喜欢阅读的书
友坐在一起读书、
分享体会，她逐渐
爱上了阅读。“现
在，我每天晚上必
须读一小时书才能
入睡，周末几乎全
泡在图书馆。空闲

时，我会写读书笔记，在读与
写中反复思考。”王晓景说，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依旧会保
持每年读三四十本书的习惯。
年初以来，王晓景读了 《存在
主义心理学的邀请》《流动的现
代性》《追风筝的人》《理想的
下午》《闲情偶寄》《阅读，游
历和爱情》 等作品，近期正在
读《生命的礼物》。

在王晓景看来，如果想做到
对某件事知其所以然，就要大
量阅读与实践。读书让人会变
得澄澈、纯粹，清楚地知道自
己想要什么，每天思考的是知
识有没有增加、视野有没有拓
宽。这样一来，生活中那些不
必要的购物减少了，自己也不
再会轻易被外在的一些东西所
束缚了。“最初读书，我是从读
文学小说开始的，把喜欢的故

事读了一遍又一遍，美妙的句
子标注了一段又一段。”王晓景
说，她逐渐读到了社会学、心
理学、哲学、美学等方面的书
籍。在阅读间隙，她不停地写
生活随笔、写心理讲稿、写新
闻评论，给省级、市级报刊投
稿。一篇又一篇稿件被采用，
牵引着她如蔓草般不断地向上
攀爬。

除了兴趣爱好的拓展，作为
基层司法工作者，王晓景还特
别注重在单位营造崇尚学习的
氛围。她经常鼓励身边的同事
多学专业知识和人文知识，多
深入生活。同时，阅读也为王
晓景更好履职尽责提供了很大
帮助。大量阅读，让她对人性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包容，工
作自然更有温度了。在推进法
治宣传教育时，她多了用心；
在面对服务管理重点人员时，
多了细心；在帮助群众解决困
难时，多了耐心。同时，她看
待问题也更加客观了，不再用
浅显的常识来判断对错，解决
问题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一个人真正做到自律、自
省、自我挖掘很不容易。是阅
读培养了我终身学习的能力、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写作的能
力，让我接受自己是个普通
人，但不被有限的环境、固定
的事物所定义，努力探寻潜在
的无限可能性。”王晓景说，她
将努力挤出更多时间读书，不
断完善和丰富自己，提升为群
众服务的能力。

王晓景：阅读，不断完善和丰富自己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星火燎原满地红》
妍妤 著

本书讲述了“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三省，中国民众奋起反抗。
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浸染的青
年在经历种种事件后彻底转
变思想，投入共产主义事业
的怀抱，最终成长为共产主
义战士，为革命奋斗终生。

《北去来辞》
林白 著

《北去来辞》 围绕知识
分子海红展开。她出生于特
殊年代，有着缺乏关爱且不
安定的童年和解压后亢奋的
青春，因此更加重视精神生
活而与现实强烈对峙。热爱
诗歌，向往浪漫的爱情，她
焦躁、挣扎、不甘，寻求突
围却又无力改变。时代大潮
滚滚而来，海红的生活摇摇
欲坠……

《从梭磨河出发》
阿来 著

本书是茅盾文学奖得主
阿来的诗歌集，收录了包括

《风暴远去》《这时是夜》
《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
颂词》《灵魂之舞》 等风格
鲜明、意象高雅的作品。这
些诗歌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流
畅的叙事展现了辽阔寂静的
高原生活，以质朴真挚的笔
触抒发了阿来对世代生活的
土地以及大自然的敬畏与热
爱。

本书是由国内资深李劼
人研究专家张义奇先生精心
撰写的传记作品。本书以李劼
人的生命轨迹为线索，采取

“传”与“评”相结合的方
式，为读者提供一个多重身份
的文化巨匠的形象，以翔实的
文字勾勒出李劼人丰富的人生
经历和文学成就，展示其笔
下激荡的时代历史进程和广
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
张义奇 著

《繁花》穿插于20世纪60
年代和90年代之间，人物在
两个时空交错叠替，以独特的
沪语和话本式表达，书写了一
部上海的繁华传奇。《繁花：
批注本》在原著的基础上对其
中的方言词汇、特殊表达、重
点情节加以批注和鉴赏，解读

《繁花》一书的精巧结构和艺
术细节，带领读者深入感受

《繁花》的美妙世界。

《繁花：批注本》
金宇澄 著 沈宏非 批注

作家简介：唐一惟，现
居成都，1986年出生于河南
漯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入选
第二届“四川小说家星火计
划”作家名单。其作品曾发
表于 《青年作家》《作品》

《四川文学》《青年文学》等
刊 物 。 长 篇 非 虚 构 作 品

《2020 滞留美国实录》 曾获
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
构类提名，已出版小说集

《月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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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感悟读书感悟

喜欢读书的王晓景。 本人提供

唐一惟生活照。 本人提供

本书是关于李白的虚
构小说，讲述了诗仙豪放
不羁的一生。从少年时的
成长轨迹，到与同时代帝
王将相、文人雅士的交游
过往，再到诗歌创作的心
路历程，作者以细腻的笔
触 刻 画 了 李 白 的 内 心 世
界，展现了诗人跌宕起伏
的人生旅程、浪漫奔放的
情感经历。

《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
吴昕孺 著

■李 季
唐一惟小说集《月季》共收

录了七部中、短篇，按题材大致
分为两类，前四篇为乡土叙事，
后三篇写留美学生。《寻找贞洁
烈女》讲述流浪汉杨毛的一段行
乞经历，《月季》写月季拯救绝
户家庭的历程，《少年阿加》写
辍学少年阿加到城市谋生的辛
酸，《玉女》讲述被父母抛弃的
少女雪雁自欺欺人的故事，《韩
博士在美国》 写韩博士修车被

“宰”，《耶鲁之约》写俩闺密为
报考同一所大学反目成仇，《燕
然未勒》写新冠疫情下的留学生
杨雁的艰辛日常。七篇小说皆为
底层视角，讲述被命运摆弄的小
人物的生存困境和奋力挣扎。

关于乡土叙事的四篇，故事
发生的时间是模糊的。从行文中
可以推断出故事发生的大致时间

背景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乡
村正从蒙昧和贫穷中苏醒，故事
的主角在各自的困境中寻找出
路。那些穿过村子的风，如一段
段旧事轻轻拂动月色和尘埃，读
后让人心绪难平。文学作品不仅
要描写现实，还要反思现实。对
于笔下人物的生存困境，作者为
我们提供了多重认知，进而呈现
了人性与人生的复杂。月季这个
人物形象让我想起毕飞宇笔下的
玉米——同样是家庭中的长女，
同样持家、倔强，为家庭甘于牺
牲自己的幸福，所以她们的悲剧
格外让人心疼。玉米和月季在与
命运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堪折
射的是乡村女性挣扎于社会边缘
的艰难局面，在那个特定的年代
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月季最后对

乡村的回归是拯救家庭的失败，
还是重建生活的信念，她自己也
很茫然吧。当然，那个年代一去
不复返，月季、雪雁们面对的是
崭新的时代，那样的悲剧再也不
会发生。

旅美三篇皆为美国留学生的
生存困境。作者始终采用底层视
角，细细描摹他们面临的种种艰
难，让我们感觉到作者就和他们站
在一起，就生活在他们身边。这和
唐一惟两年旅美生活息息相关。
可以想见，她写的是熟悉的人和
事。《燕然未勒》这个名字取得很
机灵，唐一惟玩了一下射覆游
戏，暗指故事主角“燕然未勒归
无计”——人在异国他乡，恰逢
新冠疫情肆虐，自然是欲归难归，
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尤为强烈。

唐一惟的作品秉承“新写实
小说”的风格，具有非常强烈的
现实关照情怀，《月季》七个故
事里的每个主人公都有真实原
型。唐一惟的笔触老道而冷静。
她笔下的人物几乎都被她一笔一
笔写入了绝境中，不得不在绝境
中找出路。作者用极度客观和冷
静的“冷眼”描写现实，也抱着
足够的“深情”为笔下的人物寻
找出路、寻找温暖和命运的亮
点。杨毛和“夜哭郎”妈妈的互
相感谢，遭窃的老太太为抢劫的
阿加脱罪，这让我们看到生活中
阳光的一面——生活中，善良从
未缺席，希望也从未消失。因
此，重塑生活信念、重新拥抱人
生，才是作者笔下人物摆脱困境
的不二选择。

生存困境与现实关照 ——读唐一惟小说集《月季》

■池玉枝
《艺术家们》 是冯骥才的

一部长篇小说，以楚云天、洛
夫、罗潜的人生经历为主线，
讲述艺术家们在时代大潮中探
索精神世界和人生道路的故
事，描绘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
背景下，有着不同经历、学
识、追求和境遇的艺术家群
像。

故事起始于艺术和物质生
活都极其匮乏的年代。楚云
天、洛夫、罗潜三人因艺术而
结缘，在简陋的小屋里谈书论
画、欣赏世界名曲。对艺术的
激情、追求和向往，给他们贫
瘠的生活晕染上明丽的色彩。
梦想是青春之光，抵御身心严
寒。他们坚守艺术沙龙，以梦
为马，御风前行，创作生活悄
然起步。

改革开放，社会与时代冬
去春来，艺术家们思想解禁、
思绪翱翔，在全新的艺术天地
里施展才华。楚云天始终保有
赤子之心，与艺术保持着一种
纯粹、唯美的关系。他潜心创
作，用画笔推开了新时代的大
门，以黄河的解冻与凌汛为素
材的画作《解冻》生逢其时，
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撼，时代
象征的意义超出艺术的本身。
楚云天从此为业界所瞩目，如
沐春风，开创了自己的艺术体
系。

洛夫才华横溢，对艺术、

生活充满幻想和追求。在艺术
学院工作的他凭借天时地利人
和，以盖世力作声震画坛，攀
上别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艺术巅
峰。其代表作《五千年》深得
业界赏识，被誉为“沉默着的
民族的脊梁”。洛夫成为艺术
界的标志性人物。

罗潜则接近或者就是我
们。曾经的“三座野山”，两
座已丰腴盛大、光鲜夺目，他
仍是一片荒芜与沉寂，渐渐与
朋友隔绝，疏离于社会，艺术
才能磨灭，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艺术领域搁浅的罗潜，汇入
了普通人群的生活河流。

《艺术家们》 故事之丰
满、精彩自不必说，作者在
刻画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方面
更是饱含深情。我在阅读时
深陷其中，有感动、有惋
惜，也有伤痛。艺术家心怀
艺术梦想，用美扮靓世界，
用美照亮内心。他们同样食
人间烟火，在爱恨情仇、名
利诱惑中纠缠，终究摆脱不
了世俗的羁绊，偶尔也会模糊
艺术和生活的边界。

个体的责任、压力和痛点
是时代的责任、压力和痛点，
艺术家们对艺术的痴迷和热爱
是时代折射出来的阳光。阅读
《艺术家们》，走进艺术家的人
生天地，在艺术家用痴情、才
华和梦想创造的世界里感悟别
样的生命。

用美照亮内心
——读冯骥才长篇小说《艺术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