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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老家住在河北藁城东门里的南后街上。
儿时的印象里，那里的许多人并不是为了钱和权去活着，这个小说集里的许多中心人物，就是从那里
沉淀出来的，大都有真实模特儿。
在《咬人的村庄》集子里，多是现实批判，而后来的写作中，我想突出正面形象。
以此弘扬我们民族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
去年，我的《老硬服软》一组小小说在天津市第二十届“文化杯”全国梁斌小说奖评奖中获了奖，就
拿当时的“获奖感言”作为这个集子的“序”吧。
虽然集子里中短篇小说占了大量篇幅，但也许能道出写这些作品的某些想法；也就是发表《老硬服软
》这组小稿的同期，《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宋曙光老师配发了《编辑手记》，他多年来对我发稿和
出书给予了无私的帮教和支持，作为老师和朋友，把他的《编辑手记》也作为此书的序言，也许是我
表示感谢和敬重的最好方式了。
    获奖感言全文如下：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赵广建，当了25年兵，干了15年金融，却
在业余时间写了三十多年小说。
有人说我写小说是不务正业。
我说，人活着不能没有想法，有人愿意把想法说在嘴上给人听，有人愿意把想法写在纸上给人看，“
看”能让人静下心来思考，这或许是我死心眼子写小说的一个因由。
实践证明，活在世上不光是工作，有个业余爱好挺好。
    今天得奖，感谢万分的同时又十分惭愧。
二十年前的文章和今天相比。
我认为自己并没多大长进。
拿不出像样儿的作品来撼动人心，自问确实非常有愧，好在今天的激励机制建得好，奖励对我既是个
鼓励，更是鞭策。
今后，我必须老老实实坐下来，认真写好自己的“想法”。
    小说写人，人活于社会，社会在矛盾和冲突中动荡前行，怎样鲜明地刻画出人在社会中的个性和本
性，是我认真写好小说的关键，也是我搞好创作的难处。
我的小说大多是有感而发，没有专门坐下来编写过，尤其是当自己的思想和社会上某些现象产生冲突
非写不可时。
动笔就是时候了，这也许是我自身狭隘而写不出敲人心髓力作的一个原因。
    《老硬服软》这组小小说，形式上是此人向个别现象服软，但实质上我想表达的是他必须向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服软。
有钱算什么呢?当官算什么呢?劳动和人民才是社会的要素。
我在银行多年工作中见到，改革开放使部分人富裕起来之后，有些人充满了拜金主义。
有奶便是娘，看钱比爹亲——好像全世界都在为自身利益打仗，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甚至有的
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夫妻邻里大打出手，闹得六亲不认，不可开交，但这些现象代表不
了社会发展的主流。
    我单位有个每月只挣几百元钱的临时工，她父亲见她生活困难，非要给她两万块钱，她说：“我不
要，花自己劳动挣来的钱心里踏实。
”她那种当今社会中视劳动为光荣的行为，让我十分感动；我大姐单位房改要她补交3万元钱，我说
：“我为姐家立功的机会到了，这钱我出。
”大姐说：“我不背你那个包袱。
别以为你是行长，那不是被人尊重的根本。
”    这些撞击我心魂的生活素材，都给了我提笔的动力和理由。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是拜金主义，不是争权夺利、弄虚作假，而是勤劳和善良，是讲究珍惜
生命、热爱生活、不畏困苦、乐于助人的多面日月。
实践告诉我们，人活着，除了名利，为国为民为社会要做的有意义的事情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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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同街一个103岁的老人，她的一句话让我写了一个叫《物件儿》的中篇小说，她说：“俺妯娌7
个，她们活不过我，是她们舍不得自家手里那点物件儿。
”人为财死，形形色色，唯百岁人心中有一块净土!    还有，有些人富了之后，本来是劳动人民出身，
转而瞧不起劳动和劳动者，本来是穷苦人出身，转而瞧不起穷人，他们不是用自我富裕帮帮身边或国
家，而是把巨额财产转移到国外去，那受益的会是中国人吗?个别人一心想着自己，潜移默化影响或引
导孩子上学的目的是为了出国，出国的目的是为了挣钱。
挣钱的目的是为了享受，甚至有些人无聊到迷信拜神完全找不到自我的程度、腐朽糜烂到了监狱的边
缘。
中华民族会沿那样的险境走下去吗?历史会容忍那样的现象持续下去吗?我想是不会的。
历史会按照自行的逻辑进行自我修正的。
这些“亡我”、“灭国”现象，代表不了我们民族发展的主旨，更成为不了中华民族的铁骨和脊梁，
反倒成了我笔下贬讽的对象⋯⋯    小说也是宣传，以此弘扬自身民族的正义和劳苦大众的勤善，是我
作为作者应有的责任。
还是那句老话：我热爱劳动，热爱劳动民众，愿勤劳善良做人，一辈子身心在穷苦百姓当中。
虽然于生活之路，于工作和创作之路，自己像是患了双膝麻痹的病人，每前行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代
价，但愿这代价能换来他人幸福，唤醒他人去创造美好，认识罪恶⋯⋯    201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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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广建，1954年生，河北藁城人，1972年入伍。
l996年转业，现在天津银行工作。
拾柴、种地、教书、打枪、撰公文、管银子，全干过，不见大出息。
工作极其卖力，业余时间死心眼子写小说。
两不误。
强调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乐于助人，不畏困苦，终生学习，永志前行。
有一颗雄心勃勃的平常心。
评判功过是别人的事，揭示善恶是自己的事，事事互通有补。
本人愿持久勤劳善良做人，一辈子身心在穷苦百姓当中。
有20篇小说曾获省级以上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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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们都说这是当前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庄稼人种地绝不能容忍的天下大事；糟蹋了种子是
大事，糟蹋土地长不出来庄稼更是大事；那豆种是有数的物件，这边长出来个篮球，那边就会光出来
一块秃板，秃板上没庄稼，你喝西北风呀！
批斗会上人人口诛笔伐，个个义愤填膺，众人咬他咬得非常死嘴，非让他说清楚埋豆的正当理由不可
，大喊他成堆埋豆是麻子不麻——坑人！
他说，我嘛⋯⋯有人打断他的话说，你麻谁都晓，用不着废话。
说清你是啥目的！
不容他拉开小架子装腔作势，早把他骂得猪狗不如。
人们就觉得这样对待他非常痛快，对待这号假农民就不能客气。
他被气得抬头瞪眼，脸上的麻点儿也变红了，还不服输地抢着说，平时表现一贯不错，撒个豆儿嘛⋯
⋯下雨⋯⋯发言的又打断他说，你是做检查，还是做报告，低头，埋豆儿连头都不低吗？
刘远见低头不言声了，肚里话压在嘴边卡着喉头，差些没把眼珠子憋出来。
 还没散会，小菊爹的分会场上也很活跃，他扯住一边的小福叔说，他二麻子叫我计算一斤麦子钱折合
买多少斤绿豆，还问我这个折合帅（率）是多少？
你说，他就是愿意装出个有学问的样子来拿人，我才不吃那一套呢，我问他那“率”是个嘛字？
他还跟我发急。
他连个率和率都分不清，还说是傅作义队伍的勤务兵，谁信呢！
并神秘兮兮地向小福叔小声分析，他就在人家大门口站过三天岗，那就算是勤务兵了？
这么多年没整他，还把他当作起义人员对待，我看完全是沾了这脸麻子光。
谁家当大官的愿意叫个麻子在身边打头碰脸？
即便是在傅作义队伍上，也只能是个兵混子，谁家队伍器重麻子呢？
 小福叔说，把他归到阶级敌人队伍上，真是高抬他了，怨不得国民党队伍一打就垮呢，都是他这号二
麻子凑的数，不垮才怪！
 后几天里，开门的风没刮，闭门的雨倒下了起来，一连几天细雨绵绵，绵得地上泥泞不堪。
雨天叫人心烦意乱，意乱的大队干部闷在屋里生闲气，生着生着想到了派人把十三小队的财务账全部
查封，之后，又搬去大队部进行细查，又查出来二麻子根本不会记账，把账目全记得驴唐不对马嘴，
人们跟着大队干部一同生气，大骂国民党队伍溃不成军理所当然，活该败在这号麻子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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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又一本集子出版，我依然认为自己处在写作的摸索中，关于小说创作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很大空间。
已是写了多年小说，从学写到发表，干熬了七年时间!漫长七年的前五年没向任何人讨教过，完全一意
孤行地光棍儿解闷儿，到了第五年，实在“光棍儿”不下去了，找到了时任《天津文学》的主编张少
敏老师，他反复讲，小说是写人的，我这才成了有头苍蝇。
可当时很是想不通。
人和事怎能分得开呢?没事能有情节吗?没情节能叫小说吗?人和事怎样才能写在一起呢?这种想法。
一直在后来的写作中搅扰了多年。
虽然一直努力写人，但有的是写人，有的是写事，有的诠释立意，有的张扬主题思想或道明个哲理，
许多作品也发表了，甚至还有获了奖的，终归没有把握好小说创作的核心所在。
再后来，《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老师来天津讲课，记忆犹新地又听到小说是写人的，至此我才对小
说的写人有了深层理解，回过头来再查看自己已发表的作品，严格说来，有的还真不能叫小说!尤其是
最近又受到《当代小说》主编刘照如老师的指教，小说是写人性的，使我茅塞顿开。
这使我对自己的创作有些沮丧，也有些懊恼，借助于今天集子的出版，还想在理解小说创作方面浅谈
己见。
    首先，把小说和故事区别开来应该有个界限。
我也认为小说是在讲故事，但活灵活现的人物和生动曲折的故事不是一码事，人物才是小说可读的源
泉。
虽然人们对小说并没有多么严格的界定，但就小说而言，写好的前提，烂于心的应是人的秉性，而不
是新奇的故事。
比如，《二眼子》这篇小作，我通篇围绕着二眼子和他媳妇“这个人”，通过时间变化展现人物的心
路历程。
以期让人读后留下“人”的印象。
小说和故事的区别在于小说的起笔和落脚点在人上，而故事的起笔和落脚点在事上。
小说是通过生活场景，从意境中展现出人物的鲜明特征来，而不是概括者的说教或叙述。
日常生活中，不曾见过任何一个相同之人，每人都有每人的特点。
小说跃然在纸上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人，或虎狼蛇蝎，或慈眉善目，让人过目不忘、记忆犹新，并通
过一系列的“事儿”去说明这个人，让人记住的是人，结论出来的也是人。
如果通过人物活动说明了一个事，让人印象的是事，看过作品记住的也是事，那就是故事了。
这只能是我个人的浅薄理解。
    其次，把小说的“真”和“假”区别开来应该有个水准。
既然都讲故事，为什么有人道出来娓娓动听，让人痴迷不悟、泪流满面，而有人道出来却强按葫芦不
进水呢?这说明，把小说写“真”并非易事。
现存真实和艺术真实是有区别的。
艺术真实能否达到与现存真实“同真”的效果，是小说是否乱编一气的试金石。
由于艺术真实高于生活，所以，初写小说难免陷入“人不够。
事来凑”的泥潭，罗列千奇百怪的所谓新事往人物身上乱堆一气，以为这样就丰满了人物本身，其实
，丰满出来的顶多是个花花绿绿的石膏模特。
实质上，写小说念的并非此经，有的十多岁孩子就能写得非常精彩，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开笔在了
“人”上。
心里想到的是人，下笔写的也是人。
对于小说中的人来说，活了就是奇迹，有了真实活动及其空间，就“真”，就花香蜂来，而把稀奇古
怪的事情集于一身，反倒不伦不类猫狗不分，让人说“假”，也就难免有睹无快了。
所以说，小说不俗为奇，求奇为怪。
我认为，把小说讲成故事，把故事写成小说，是让人看不下去的原因之一。
再就是，写小说通常都是要编，但所编的故事应与人物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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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八戒是假，人们却信以为真。
此人确实捡了钱，自己写出来却让人说是瞎编，这是为何?我认为，这与所写的人和事不符有关，至少
是自己写出的捡钱内容逻辑推不出理来，加之从概念出发再平白直述、眉毛胡子一把抓，很难逃脱“
假”的指’说了，尤其是小小说，又短，容不得多嘴，过于复杂的情节再不提炼，很难不去说事儿，
而短篇过多的说事儿连不上人的血肉，就不是小说了。
    第三，把小说的长存和短现区别开来应该予以重视。
大凡小说都要通过文字表达思想。
文字的表述和文章的结构，能否给人以阅读享受，明显展示了作品的艺术功力和文学价值，也是长存
和短现的关键所在。
通常情形下，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艺术性和文学性是紧密相连的，许多名作之所以在文海中脱颖而出
、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
其艺术魅力功不可没。
有的小说读后就扔了，有的小说百看不厌，这是艺术本身在作怪。
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在短篇中企图用桌椅板凳或鸡鸭猪狗去偶尔对话的艺术手法，衬托人物更加
接近主题，以期达到题目和内容相符，通过环境氛围来渲染和突出人物的形象，尚须大的提高。
    俗话说，人要直，文要曲。
让人读后没有想法的文章是失败的文章，小说的含蓄和故事的曲折不应混为一谈。
比如说，题目就非常重要。
如果开篇未读，早知结尾，或题目把内容全亮明了，那和通讯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用叙述的方式把
握好短小说比较难，闹不好就会翻进“故事”的阴沟里。
因为篇幅小，站在局外一说事儿，转眼到头了。
我认为微短小说在意境中展现生活画面更容易深刻人物，用出人意料的结尾升华主题，用鲜明的语言
突出人物个性，从而弥补字少带来的结构缺陷，是明智的写作选择。
    我的长作品写得少。
把握不好通篇结构，同样犯有“局外说事儿”的毛病，有的作品很不深刻，是今后加以改进的所在。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咬人的城镇>>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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