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季
颜歌长篇小说《平乐县志》以平乐镇东

街为故事发生地，以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和
其儿媳陈地菊为双主人公，讲述小城官场的
世相百态与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各色人等
心事各异，求平安喜乐而不得。小说全景式
记录 2010 年前后平乐镇的全貌与世道人
心，折射出小镇城市化进程中的时代变迁，
以虚拟地方志的形式为平乐镇留下了一份文
学档案，也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留下了一个独
特的版本。

小说一开场讲的是长辈对子女的婚恋焦
虑。麻将场上，母亲们交换儿女们的近况，
用热情的语调铺排着各自的生活。铺排中有
攀比、攀比中有炫耀，小市民那些顽固的本
性、八卦、斗嘴及对别人生活的偷窥与野蛮
介入一一展现。

陈地菊的母亲叶小萱精明会算计、喜欢
攀比，善良却也为女儿操心受气，仿佛就是
我们身边那些自卑又虚荣的老阿姨，一边抱

怨着生活，一边变着法儿地炫耀老公的成
就、孩子的成就，生怕被人比下去。陈地菊
是福窝里长大的孩子，聪明却对爱情抱着
不切实际的幻想，被男人利用甩掉后心灰
意冷地从大城市回到小城，看起来是人群
中云淡风轻的那一个，实际上却处处碰
壁、心神不宁。她在单位混不开，在社会
上被闺密算计，在家里又被父母当成长不
大的娃娃，处处不顺心。陈地菊的老公傅
丹心八面玲珑却行事不稳重，乱交朋友、意
气用事，最后被朋友坑害，陷入债务危机。
傅祺红是那种老派的迂夫子，做学问无人能
及，做官却能把人得罪完，最终深陷官场、
自杀而亡。

小说有两条主线，陈地菊这条线索关乎
青年男女的成长与离合，傅祺红这条线索则
是小城官场的世相百态。两条线索如两条河
流，在流动中清晰地映照出各自流域里的人
和事以及周遭的人情冷暖。最终双线交织成
一个被精心设计的陷阱，残酷的机关一触即

发，谁也无力阻止。小说满纸川音诙谐生
动，丝丝缕缕引人走入局中之局；风情小镇
旖旎如画却人心浮动，勃勃生机中也蕴含着
不为人知的机关算尽。颜歌以游刃于市井情
态与民间伦理的写实功力，逼真复现日常生
活的鲜活纹理，将傅陈两家人的命运突转及
背后的权势斗争写得活灵活现，让人不禁抚
书兴叹、为人物的命运扼腕叹息。

《平乐县志》最大的语言特点是对《三
言二拍》古典叙事风格的戏仿以及对方言不
着痕迹的熟练运用。颜歌熟练地讲述了一个
事关家族、地方历史、女性成长、官场政
治、时代发展等多种主题的现代故事，在复
杂的语境里出色地完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模
式。作家余华评价：“颜歌和她笔下的人物
是如此贴近。阅读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似乎
你和他们毫无时差地生活在平乐镇东街上。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每个人都有不可知的命
运。读《平乐县志》让我感受到生活的浩瀚
与恒久。”

人生难得清平乐 ——颜歌小说《平乐县志》读后

■本报记者 尹晓玉
3月2日，冯杰《闲逛荡·东京开封

府生活手册》（以下简称《闲逛荡》）新

书分享会在许慎文化园举行。我市50余
名文学爱好者齐聚许慎文化园，走近作家
冯杰，感受文学魅力，共享阅读乐趣。当
天，记者采访了冯杰，为广大文学爱好者
解读他的创作人生。

冯杰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1964
年，他出生于河南长垣，自幼跟着外祖
父、外祖母长大。“至今依然记得幼年时
外祖父在昏黄的灯下给我讲三国故事的
情景。那是萦绕我一生的记忆，也在我
心里埋下了追逐文学梦的种子。”冯杰
说，那时农村的阅读条件有限，少年的
他从读毛主席诗词开始。只要拿到书，
他就会点上煤油灯连夜看。高中未读
完，冯杰便开始谋生。他卖过菜、种过
地，后来成为一名乡村信贷员。“参加工
作后，我喜欢书画、写作，闲暇进行创
作，从未间断。”冯杰说，2008年，他
带着从未间断的文学梦从长垣去了郑州，
成为河南省文学院的一名作家，开始专业
写作。

如今，冯杰在书画、诗文多个领域同
时发力，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
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
院副院长、河南省作家书画院副院长。他

出版有诗集《一窗晚雪》《冯杰诗选》《在
西瓜里跳舞》，散文集《怼画录》《北中
原》《鲤鱼拐弯儿》《闲逛荡》，书画集
《野狐禅》《画句子》等，被称为中国文学
界的“草根传奇”。

当天的分享活动中，冯杰以风趣的语
言介绍了《闲逛荡》。“闲逛荡”是开封方
言，指漫无边际地赶集、赶会，也不一定
买东西，更多的是欣赏。“我经常把《清
明上河图》当成一部长篇小说来欣赏，也
常看 《东京梦华录》。有一天我突发奇
想：这一文一画难道不能贯穿吗？在好奇
心和探索欲的驱使下，我创作了《闲逛
荡》一书。”冯杰说。

《闲逛荡》 是一本由作家出版社于
2023年11月出版的散文集，全书的15万
字和50幅画全部由冯杰创作。这是一部
别开生面、图文并茂的奇书。整本书取材
于历史与当下，从冯杰对张择端传世名画
《清明上河图》的个性化解读开始。书里
有衣食住行，有吃喝玩乐；有靠谱的常
识，也有不靠谱的冷知识；有出乎意料的
幽默，也有对生活的无奈与妥协，是一册
历史和当下零距离接触的对话记。

“苏东坡散步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

腿，黄庭坚吃不吃红薯……”这些问题都
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翻开《闲逛
荡》，脑洞大开的文图让人仿佛步入宋朝
的烟火人间，骆驼和驴子的铃声、蹄声徐
徐传来，贩夫走卒的吆喝此起彼伏，沿街
店铺的烟火气氤氲蒸腾，宋代女子的脂粉
香飘然而至，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开封《大观》 杂志社社长张晓林在
分享会上表示，《闲逛荡》这本书对古都
开封来说意义重大，让人们又多了一本
了解古都开封的书，也让名画《清明上
河图》走向了热气腾腾的生活。“现代社
会，人们都非常忙碌，难得有闲暇。希望
这本‘随意’的书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心
情。”冯杰说。

谈及对漯河的印象，冯杰说：“我来
过漯河多次，去过许慎文化园、贾湖遗址
等，还喝过北舞渡胡辣汤。在我看来，漯
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这里有
很多文朋诗友。他们勤奋创作，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漯河日报》 坚持出读书版
面，说明这里有很好的读书环境，足见漯
河是座书香氛围浓厚的城市。祝愿《漯河
日报》及热爱读书的漯河人‘文心耕耘，
沃土生绿’。”

冯杰：漯河是座书香氛围浓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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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名家访谈

读书札记读书札记

读书感悟读书感悟

《月下》 里有很多小城女性
的形象。她们出身低微、样貌
平平、不太聪明、性格温顺，
是被家庭、学校、社会忽略的
大多数。作家李凤群以细腻的
笔触聚焦女性内心的成长与外
部世界的呼应，书写她们在时
代推动之下小心翼翼地尝试和
抗争，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
成长困境极其细腻地表达了出
来。

《月下》
李凤群 著

本书讲述了一个女性家族的
六十年奋斗故事。故事从困难时
期讲起，一直讲到改革开放，以
何家六姊妹的平民女性角度切
入，既有一家六姊妹的家长里
短，更有女人们奋斗向上、争取
独立自主的现代精神。这既是一
部架构宏大的女性家族三代励志
故事，也是一个与原生家庭从冲
突到和解的模板。

《六姊妹》
伊 北 著

这是一本书写亲情、爱情的
书。被时代和人性辜负的母亲、
想逃离母亲如山般爱意却走进漩
涡的女儿。她们之间横隔着母女
之间的山、时代之间的山、文化
之间的山。两代女性内心隐秘、
柔软却坚忍的东西被层层剖出，
在生活的对峙中无声和解，如冰
层之下潺潺流动的细微情感，让
人不禁动容。

《在小山和小山之间》
李 停 著

83 岁作家杨本芬的非虚构
新作 《豆子芝麻茶》 将大众的
视线引向长期被遮蔽的老年女
性群体。本书分为上卷 《过去
的 婚 姻》 和 下 卷 《伤 心 的 极
限》。杨本芬讲述的女性故事或
许 如 豆 子 、 芝 麻 一 般 平 凡 微
小，但那些爱与泪、苦与痛却
撑起了一个普通人存在于世的
全部意义。

《豆子芝麻茶》
杨本芬 著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包广杰
最近，一有空闲我就看冯杰的《闲逛

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这本书分为
《衣》《食》《住》《行》《玩》《乐》六个章
节，被很多读者视为好看、好玩的“闲
书”。但我读后觉得“闲书”不闲。

我欣赏书中的文字。有的文字风趣如
同智慧老人，有的文字活泼如同调皮小孩
儿，比如写驴子、写骆驼、写“作家帽”、
写荆芥的句子。书中出自冯杰之手的50幅
画作也让我久久品味，文与图相映成趣、
相得益彰。比如第一章《衣》中有《他的
衣》《她的衣》《它的衣》三篇短文，分别
从男人、女人、宠物的服饰写起。“衫是宋
代男人常见的上衣款式，色白的衫叫白
衫，深紫料的衫叫紫衫；外穿宽大的叫凉
衫，内穿的衫叫汗衫；质料很考究，多用
绸、纱；颜色多为白、青、皂、杏黄、茶

褐色；有交领和颌领。”后面笔者话锋一
转，开始谈及欧阳修的爱情名句“不见去
年人，泪湿春衫袖”，又谈到为什么诗中不
是泪湿白衫袖，而是春衫袖。从男人的衣
跳跃到诗，又从诗跳跃到“诗知说”，冯杰
才思敏捷、谈古论今，足见其文字功底的
深厚。

我喜欢这本书独具匠心的构思。全书
每个章节都有副标题，且与主题相映成
趣，比如《衣》的副标题是“云想衣裳花
想容”、《食》的副标题是“雅兴忽来诗下
酒”、《住》 的副标题是“独上西楼十二
轩”、《行》的副标题则用了一句“柳暗花
明又一村”等，都体现了冯杰的诗词功力
和文学素养。

首尾呼应、环环相扣也是本书的一大
看点。冯杰以苏东坡穿越千年为 《闲逛
荡》作序，以“如何让苏东坡写序”为结

尾，让人捧腹大笑又拍手叫绝。他还以
“驴子一来”开篇，到“蹄声远去”为
“跋”，也是本书首尾呼应的点睛之笔。

本书还以真诚感人的细节为北宋及当
代的众多人物画出了“简笔画”，如以吃鹌
鹑为乐的蔡太师、引领鹌鹑运动的黄五
郎、吃豆腐的“神行太保”戴院长、在马
道街卖豌豆糕的小贩、开奇方子治家暴的
胡大夫、牵骆驼的崔天财，甚至还有冯杰
的母亲。除了这些或有趣或温情的人之
外，一些文人的简谱也让我过目不忘。

《闲逛荡》是何种题材的书，众说纷
纭。作家出版社的上架建议是随笔，但有
人说是杂文，也有人说是美文，还有的网
站干脆称之为“长篇小说”。的确，这本有
15万字容量、写法不按常理的“闲书”不
好定性。

都云作者“闲”，谁解其中味？

“闲书”不闲 ——冯杰《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读后

■郑策夫
我是一个“小书虫”。
一岁抓阄时，我抓住书就啃；上幼儿

园前，我总是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桌前认真
地在方格纸上画圈圈；上幼儿园后，我总
是晚上不听故事就睡不着；上小学后，我
更是如饥似渴地读书。

看我那么爱读书，爸爸专门为我买了
一张带书架的床，又在我房间装了两个大
书柜，干脆让我和书“住”在了一起。如
果说看书看得入迷是最高境界，那么这间
卧室就是我的“精神小屋”。书柜里摆满
了我爱看的《小火车托马斯》《青蛙弗洛
格》《中华成语故事大全》《少儿百科全
书》《暗淡蓝点》等。

我一直把书看成我的宝贝，这间书屋
就是我的宝库。每天只要在家，我就在这
里寻宝，畅游在知识的王国不亦乐乎。小

时候识字少，我就看绘本。记得上幼儿园
大班时，我看了绘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
好》后，就给班里的小朋友讲了书里的故
事，博得老师和小朋友的阵阵掌声。上小
学一年级时，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讲
了《小鼹鼠摘月亮》，还得了二等奖呢！
虽然比赛前我有点儿害怕，但经过老师的
鼓励，我终于勇敢地走上了讲台。那次比
赛不仅让我明白了读书的益处，还锻炼了
胆量、增强了自信。

随着识字量的增加，我开始看比较厚

的书，在书中不断汲取营养。《西游记》
《三国演义》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刘备、
关羽、孙悟空等人物及他们的故事深深吸
引了我。从刘备身上我学到了仁爱宽厚，
从关羽身上我学到了“忠义”二字，从孙
悟空身上我学到了勇敢无畏。

书籍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知识的大
门。这扇大门一旦走入，我就不想走出来
了。只要钻进“精神小屋”，我拿到书就
舍不得放下。有一天晚上，我被沈石溪写
的动物小说吸引住了，夜深了还在看。妈

妈到我的“精神小屋”催了好几次。我虽
口头答应着，但直到把那本书看完才睡
觉。当时一看表，已经快深夜一点了。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会
让人越读越聪明。《掉进书里的汤小团》
让我认识了秦王嬴政等历史人物，了解了
中国历史；《装在口袋里的爸爸》让我见
识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发明，脑洞大开；
《名人故事》让我认识了许多有成就的伟
人，了解了他们的成长经历，找到了学习
的榜样……书，陪伴着我一点点进步。

书还是我们家欢乐的纽带。我和爸爸
妈妈经常拿书中的奇闻轶事斗嘴，斗出了
不少欢乐。

我的“精神小屋”是个很奇特的地
方。夜晚躺在里面，身边全是书，我都能
感觉到知识在闪闪发光呢！而我的梦，也
像星星般闪烁着……

我的“精神小屋”

冯杰分享创作经验。 李勇军 摄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女性主义书写在引领女性的生活、情感
和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三八”节将至，本期小编推出一组
女性题材的书籍，敬请关注。

《盐 镇》 是 易 小 荷 在 广
泛 采 访 、 深 入 调 查 的 基 础 上
奉 献 给 这 个 时 代 的 一 部 女 性
命 运 之 书 。 古 老 的 盐 业 小 镇
可 谓 当 代 中 国 不 发 达 地 区 的
缩 影 ， 镇 上 的 女 人 过 着 看 似
波 澜 不 惊 实 则 惊 心 动 魄 的 生
活 。 作 者 在 一 年 多 的 时 间 里
深 刻 体 会 到 了 这 些 女 性 被

“放咸”的斑驳人生。

《盐镇》
易小荷 著

“80 后”作家朱婧为母亲、
为自我、为无数“她”发声。小
说写的是本身不具有文学性的普
通女性，也是“80 后”一代的
作者熟悉和关心的人。小说在日
常生活中聚焦女性经验的各种细
微之处，让“不被看见的妻子”
和“消失的母亲”一点点在生活
中重现。

《猫选中的人》
朱 婧 著

该小说讲述了一对温州母女
的故事，从 1940 年一直写到 21
世纪。故事通过袁家母女的情感
变化，探寻了中国女性的命运浮
沉和个体生命的苦难记忆。小说
还揭示了跨越国界民族、反省战
争创伤的世界性视野，呼唤在跨
文化语境中构建并实现创伤认
同。

《归海》
张 翎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