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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实叙事中透视人性的本真

— 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说 《碑》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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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马打各

(西昌学院 彝文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2 2)

【摘 要】苗族作家向本贵的短篇小说 《碑》
,

是新世纪民族文学的重要收获
。

作品独具匠心
,

离

意深刻
。

在平实叙事中塑造 了女主人公 的艺术形象
,

透视了权利与人性的冲突与较 t
,

揭示了边远地区

农村的现实困惑与矛盾
,

弘扬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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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
,

苗族作家向本贵在短篇小说领

域成绩斐然
,

频频推出了 《憨佬的光荣任务 》
、

《老窑 》
、

《弃婴 》
、

《农民刘兰香之死 》
、

《栽在城市的树 》 等不少耐人寻味的佳作
,

其短

篇小说 《碑 》 的叙述语言
、

叙述旨意
、

叙述结构

等都有所突破
,

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汉语文

学日趋成熟
。

小说讲述了社会转型时期
,

我国偏

远山区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发展变化
,

反映了

新一代青年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
,

弘扬了时

代的主旋律
。

向本贵生于农村
,

长期从事农村工作
,

到文

联当作家之后仍坚持每年都回乡村生活
,

由此
,

他的作品时代感强
,

笔下的乡镇干部和农民性格特

点鲜明
,

作品生活气息浓郁
,

颇具乡村忧患意识
。

从 《碑》 中我们不难看出
,

故事真实书写了乡村

女主人公田美秀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和可歌可泣

的感人事迹
。

田美秀没有读大学的命
,

又不甘心

一辈子生活在贫穷的农村
,

也不情愿到外面去打

工
,

更不忍心去打搅李名东的美梦
。

理想和现实

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

使其陷人极度的痛苦之中
。

直到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哥李名东到镇上来挂职
,

田美秀才看到了一丝希望
。

于是
,

她主动找到了

李名东
,

也发现李名东尽管攀上县长女儿
,

却还

惦记着她
,

并且帮她当上了镇文化辅导员
。

然

而
,

在爱情与权力的权衡中
,

李名东还是选择了

后者
。

他为了求得县长女儿的欢心
,

当众恶意侮辱

田美秀的人格
,

逼迫其离家出走
。

尽管田美秀六年

来独自一人在外漂泊
,

吃尽了苦头
,

但她没有去怪

罪李名东
,

还诚心诚意地感谢李名东父母对她家的

照顾
。

更为可贵的是
,

她为了方便河坝村的群众
,

准备投资修座水泥桥
。

可是在这节骨眼上
,

李名东

却为了个人利益
,

还万般刁难
,

并执意扣走田美秀

预留的救命钱
,

使田美秀因无钱医治绝症
,

而结束

了短暂而悲壮的一生
。

但田美秀的慷慨解囊并没有

付诸东流
,

由她投资修建的河口大桥架通了村里村

外
,

村民也为了永远地纪念她
,

在桥的石碑上面刻

着
“

功德桥
”

三个字
,

下面刻上她卖肾捐钱修桥的

事情
,

预示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将永驻人间
。

而李

名东只图索取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
,

但如同石碑背

后刻的
“

李名东不能从桥上过
”

一行字一样
,

臭名

昭著的名声
,

使其灵魂永世无处安身
。

故事这样的

收尾不仅令人感慨万千
,

触目惊心
,

而且升华和深

化 T 主题
。

“

河坝村与河口镇一河之隔
,

却因为没有一座

桥
,

过河很不方便
,

河坝村人祖祖辈辈都想修座

桥
,

解决过河难的问题
,

却总是修不起
,

每年到了

秋天
,

河坝村人用木头在河滩上架一座木桥
,

第二

年的春天
,

河里涨水
,

木桥被水冲走
,

人们要过河

就得泅水
。

三年两年河坝村总会有人被淹死
。 ”

这

就是当地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
。

对于河坝村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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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乡僻壤来说
,

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从未有

过的变化
,

一方面
, “

他们都知道农村的年轻人

要想有个好的前途
,

只有读书这条路可走
。 ”

另

一方面
,

一些经不起外面诱惑的年轻人纷纷外出

打工
,

逐步改善生活条件
。

可以说
,

这也是当今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生活的一个现状和缩影
。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

个性鲜明
,

富有艺术的

创造力和感召力
,

是这篇小说最突出的特点
。

田

美秀是新一代农村知识女性的代表
,

是一个平凡

但却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而让人刻骨铭心
,

甚

至让人倍感崇敬的人
。

她从不向命运低头
,

而是

奋发图强与之抗争
,

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

情操
。

虽然她是独生子女
,

却没有娇生惯养
,

而

是非常懂事
。

她从不给父母提任何要求
,

而是尽

量为父母着想
,

对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
、

体贴
,

一心默默无闻地认真读书
。

她对待村民热情
、

和

蔼
,

富有同情心和爱心
。

尽管命运多次捉弄了

她
,

也依然没有放弃追逐 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

她

的这种勤恳
、

贤惠
、

朴实
、

大方的优良品格与其

后来卖肾捐钱修桥的壮举一脉相承
,

交相辉映
。

因而
,

田美秀捐资给乡亲们修桥不是随意虚构

的
,

而是令人信服的
。

值得一提的是
,

作家注重

对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的正面描述
,

并运用对比

的方式
,

凸显了田美秀饱满鲜活的艺术形象
。

田

美秀与李名东都是生长在农村
,

从小青梅竹马
,

有着相同的生活环境
,

却因不同的遭遇改变了两

人的命运
。

田美秀意外事故导致三次高考失利
,

使其人生历程更加充满艰辛 ; 而李名东幸运地考

上大学
,

谋得乡镇领导干部
,

使其人生路上充满

诸多希望
。

此外
,

他们的价值倾向和审美情趣也

大相径庭
。

作为
“

半文化人
”
田美秀来说

,

不管

个人遭遇何等困难和挫折
,

都能够坦然面对
,

并

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
,

切实为民排优解难

谋幸福
。

作为
“

文化人
”

李名东来说
,

不管个人

得到多少实惠
,

心里只算计着自己的前程
,

做事

唯利是图
,

从不为人民考虑
。

由此看来
,

李名东

身为有文化
、

有职位的干部
,

却道德败坏
,

自私

自利
,

狭隘偏见
,

沾染上 了官僚作风
,

从不为农

民服务
,

只习惯于欺世盗名
,

在可能的范围内追

求升官发财的最大化
。

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这样一位利己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却官运一路亨

通
。

作家能够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
,

准确把握住

两个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
,

不仅把田

美秀纯朴善良的本性刻画得惟妙惟肖
,

而且对李名

东阴险狡诈的性格的着墨也人木三分
。

同时
,

李名

东形象的成功塑造
,

也起到了以反衬正的作用
,

从

而使主人公田美秀的形象十分鲜明和熠熠生辉
。

小说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

错落有致
,

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
。

无论是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
,

还是田

美秀的出走与回归
,

都是以真实的细节为铺垫
,

显

得 自然
、

流畅
,

包含着丰富的寓意和深刻的哲理
。

譬如
,

县长女儿胡卉对田美秀的怀疑和诽谤
,

是源

于嫉妒之心和不自信
。

李名东在胡卉面前居然撕破

脸面无端地作践和辱骂田美秀
,

逼其出走
,

是源于

虚伪和自己的前途
。

田美秀的回归是出于纯朴的真

情真意和自己心中的愿望
,

实则不给自己的人生留

下任何遗憾
。

这当中作者只是铺陈事件
,

娓娓道

来
,

对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
,

却未加任何评判
,

而

是让细心的读者去体会
、

判断和认识
。

因而
,

作品

才显得更富有价值
。

这篇小说虽然采用第三人称讲述故事
,

但并不

是全知全能式
,

而是内在式视角的讲述
。

整个故事

的叙述焦点都是围绕田美秀的喜怒哀乐和人生命运

展开的
。

在结构的安排上
,

小说综合运用顺序
、

倒

叙
、

插叙
、

补叙等多种叙述手法
,

展现人物的性格

特征和心理活动
,

反映农村生活的显性层面和精神

层面
,

从而使其作品更为精致
、

圆融
,

足见作家匠

心独具的娴熟技巧和独具只眼的敏锐思想
。

小说开端没有过多的渲染
,

而是截取生活的片

段直奔主题
。 “

田美秀多并的命运
,

全是缘于别人

骂她的一句极为恶毒
,

极为肮脏的话
,

这句话要是

出自别人之口也罢
,

却是李名东骂出来的
。 ”

从而

引出故事的起因和女主人公田美秀命运的转折点
。

这种悬念的设置
,

不仅满足了读者探究的欲望
,

展

示了作者的文化修养
、

艺术风格与写作水平
。 “

多

并的命运
”

这样的语言
,

调和了叙事和人物语言的

反差
,

留给了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
,

也增加了语言

文字的张力
。

之所以通篇都保持了这种成熟
、

平

实
、

有节制和含蓄意味的讲述风格
,

才使得作品更

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

苗族作家向本贵并不是简单的停留在自己的民

族情怀和民族意识的怀旧之中
,

而是站在时代的高

度
,

用人类学的视野洞察
、

体悟
、

思索人情人性本

真
,

挖掘弥足珍贵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内涵
,

因而使

其作品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

这得益于作家能跨族

别
、

跨文化身份写作
,

也能将深层的哲学意味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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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独到的语言叙述中
,

传递出道德良知和社会责

任
,

以揭示
“

碑
”

的深刻内涵和文化要义
。

苗族作家向本贵正是领悟到了巴金所倡导的
“

要爱人民
,

要关心人民的命运
,

才可能写出好

的作品
”

的真谛
。

《碑》 中作家所倾注的情感能

使人产生共鸣
,

是因为故乡的现实牵动着他的每

一根神经
,

他也用心去真实的关注和沉思着故乡

的发展前景
。

愿作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

不断

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

品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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