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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王二哥歪传》，发现这部
33万字的四川方言长篇小说就是
曾经风靡大西南的《生活麻辣烫》
的剧本，若有机会拍成连续剧，定
会吸粉无数。那么，这部小说到底
有什么特色呢？合上书本，静心揣
摩，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运用有声有色的方言，
让故事充满趣味。在现代社会，当
阅读已成为一种奢侈时，要靠文字
吸引读者，必须有独门功夫。《王二
哥歪传》的秘诀就是通过方言土
话，让文字自己活起来鲜起来，让
读者看到就仿佛听到，听到就仿佛
尝到。
“王二哥还可以时不时溜到一

边偷奸耍滑打垮垮，梭边边跟半边
的人摆哈子龙门阵，吐几叭口水，
随便吹牛叭两支烟耍耍，清闲清
闲。”像开头这么一句话，意思本来
很简单，但是通过“打垮垮”“梭边
边”这些方言的运用，还有“吐几叭
口水”这类细节的突出，简直就像

电影镜头把普通人普通的生活场
面完美呈现。

至于“忙得打屁都不成个数”
“猫抓蓑衣———脱不到爪爪”这些
市井俚语、民间俗语或口头玩笑话
在文中更是不计其数，随处可见，
简直就像一部四川方言字典。这些
语言，读起来不仅亲切，让人自然
而然发笑，还让人由衷地感到方言
的魅力和价值。

其次是通过有盐有味的情节，
让故事十分真实。幺爸要回乡种菜
时，“他站起来在客厅中走来走去，
不住地用手敲敲脑壳，还时不时停
下来眼睛看着窗外，呆呆地一言不
发”，这样的细节充分勾勒出一个
农村老人面对剪不断的乡愁时那
份浓情深意，可谓真实得让人慨
叹。此外，迁户口的风波、开店子的
起伏、考驾照的曲折、杨三花免费
旅游买相因等种种情节都是发生
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琐事，最多是柴
米油盐的一日三餐加酱醋茶的适
当调味，可以说没有一件步入离奇
古怪，没有一件牵涉恩怨情仇，但
通过起起伏伏的情节波折，出人意
料的穿插，巧妙多变的悬念，让小
说如街边小馆子烹制的菜肴般有
盐有味，看起来普普通通，吃起来
却舒舒服服，下肚后还让人回味不
已。

最后是通过有板有眼的人物，
让主题充满阳光。杨三花精明能
干、能说会道，是一个上得厅堂下
得厨房的女人，典型的川妹子、辣
妹子。她一句“回来再找你算账”足
以让王二哥“呆呆好几秒”，见面则
“心里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
下”，只得赶快“小跑”“拿拖鞋”“屁
颠屁颠”放包包来献殷勤。几个动

作、一番折腾下来王二哥作为一个
“耙耳朵”丈夫的形象便活灵活现
了。其实，不是生活在西南地区的
人们很难理解这种夫妻档，甚至有
人会误以为这是阴阳颠倒的大坏
事。看了《王二哥歪传》才会发现，
王二哥的“耙”并不是软，更不是
弱，反而是对妻子的呵护、尊重和
理解。而杨三花的“辣”也不是凶，
更不是狠，而是对丈夫的约束、逗
趣和爱恋。正是这对相依相存、妇
唱夫随的奇葩，才会创造出种种生
活的奇迹：开淘宝店风生水起、养
宠物狗趣味百生、嫁女儿风风光光
……总之看似简简单单、平凡无味
的小日子，通过王二哥和杨三花不
推卸、不妥协，积极主动把生活的
责任扛在肩上的态度，两位主角的
演绎才如此有板有眼，每一天才会
阳光明媚。这不，连宠物狗妞妞在
他们家都能做一个幸福的妈妈，谁
还会说“辣妹子”与“耙耳朵”的结
合是一个错误？

叙事模式采用民间“说话”风
格，语言的通俗易懂，故事的曲折
生动，描写的准确有力，深刻反映
当时的社会百态，作为当时社会的
大缩影、万花筒、活写真等方面，
《王二哥歪传》里面的故事虽不全
是欢天喜地、快乐自在，但文中人
物的每一天都是向上向善的，每一
件事最终都是圆满的。小人物能获
得幸福人生，小日子能过得有滋有
味，如此人间怎不值得？如此时代
怎不珍惜？

那么，说是“歪传”，看来只是
作者故意“戏说”，实质是要用诙谐
搞笑的手法为普通的王二哥来一
部可爱的“正传”，为这快乐的人间
来一份真诚的记录。

一
闲走在城市夜色里，时光在

闲散的脚步里走掉，惬意在闲散
的脚步里增添。

美丽的夜色，让我忘记了时
光，也让我忘记了烦恼。剩下的，
自然就只有闲走的愉悦。

线条与光影的组合，让夜色
的诗意更有动感，也让夜色的意
境更显空灵。

漫步在一条蜿蜒流淌在楼宇
间的小河旁边的树林里。

入眼所见，一栋又一栋被灯
光渲染的楼宇，变得妩媚多情。因
为夜色与灯光的融入，河水柔美
的波光，变得更加绚烂多彩。楼宇
映照在河水里的倒影，被粼粼波
光摇曳成了斑斓的梦幻。

经过光影的融入，夜色变成
了纵横交错的线条。建筑物的线
条，道路的线条，小河流水的线
条，或是直线与直线相组合，或是
直线与曲线相组合，或是曲线与
曲线相组合，构成了各种形状的
图案。这些图案，在或明或暗的光
影映衬下，在朦胧的夜色里组成
了若干美不胜收的图画。这些图
画，无论从什么角度观赏，都富有
诗意，都能品读出美妙的韵味来。

走进诗意的夜色，让灵动的
水光，把我融化，融化在如诗如画
的城市夜景里。

夜色与水光相遇，成就了城
市夜晚的魅力。

水光把实景与倒影，变成了
艺术的具象，也变成了艺术的想
象。虚虚实实之间，光与影，明与

暗，直与曲，把美妙的情与景，构
建得如梦如幻。艺术的想象，可以
在画面的空白地方，任意表达一
种想要表达的情感，把入眼的情
景，变得情深意长，让自己的心，
在长夜里久久地感动。

慢慢品读，才明白夜色与水
光的组合，都是有情有义的归宿。

或许，在某一个偶然的夜晚
的某一个偶然时刻，会有一个与
我灵犀相通的人，与融在城市夜
景里的我相遇，成为知音。

我的心跳，从此不再孤独。

二
闲走在城市的诗意夜色里，

漫步在城市如画的夜景里，一切
所见，都是诗的意境，都是画的空
灵。

伫立在桥边的草地上，细细
品尝闲适时光的美妙。

灯光的渲染，让夜色变得绚
烂。

浅绿的光影，粉红的光影，深
蓝的光影，或一缕，或一圈，或一
束，或一片，把夜幕中的树林，树
林下的石径，石径旁的小河，小河
边的草地，随意地自然而然地渲
染成了一幅幅意韵深远的彩墨
画。

光影的点染，把夜色中的小
河流水洇润得色彩缤纷。

小河流水潺潺，树木的倒影
被摇曳的水波揉成一河蓝色的光
影，荡漾着一个又一个斑斓的梦
幻，或浪漫，或曼妙，或朦胧，或迷
离，把夜色和光影装扮的时光，变
成了唐诗宋词的意境。

河堤边上，垂柳依依，层层叠
叠的荷叶，铺满渐渐变宽的河面。
不禁想起宋代诗人姜夔的一句
诗：“荷叶似云香不断，小船摇曳
入西陵。”夜色中亭亭玉立的荷
叶，一张张宛若碧天云霞，晚风犹
如涟漪，不断送来阵阵清香。如此
良辰美景，岂能错过？循着荷香，
摇曳一只小船，划进如水般轻柔
的夜阑，寻找那个如梦如幻般存
在的佳人……

光影的映照，让树木变得美
妙。

树木的衬托，让夜色变得稳
健。

青青草地上，几株樟树遒劲
苍郁的树枝，把夜空划分成了别
具一格的画面，巍然屹立的树干，
在夜色与光影交织的灿烂里，站
成了一地的诗情画意。

蜿蜒石径旁，几株榕树分岔
蓬生的几根枝干，仿佛如来的擎
天手指，在夜色和光影里摆谈齐
天大圣一个筋斗云可翻十万八千
里的传说……

在夜色里伫立，把一河清梦，

把一树传说，把一地灿烂，刻成心
境的感悟。

夜色的静美，靠自己感悟。
夜色的诗意，靠自己品读。
夜色的惬意，靠自己感受。
做好每一件事，过好每一天，

把事做好，把人做实。
做人做事，如此而已。
静赏一地草色，静看一河波

光，静观一桥卧波，灵魂在夜色中
宁静，心跳在波光中平稳。

闲走一程夜色，闲观一幅图
画，闲品一首小诗，日子在过得踏
实，让光阴过得充实。

悠闲地品尝如诗的夜色，静
静地观赏如画的夜景，一天的琐
碎时光，在静谧中变得宁静。

三
夜，渐渐变深。
夜色弥漫的城市湿地公园，

人间烟火的味道，依然浓郁。
遥远的温柔，被一夜柔美的

时光，浸润成天穹里的斑斓梦境。
夜空把憧憬变成梦境，让时光把
最美妙的回忆，留在无人留意的
天边，慢慢变成深夜里漂浮在天
边的几缕柔美云霞。

璀璨的灯火，在树林的枝叶
间闪烁成了夜色纷飞的诗意。树
枝变得缤纷绚丽，树干变得遒劲
挺拔。夜色与光影的融合与映衬，
让树变得比平时壮美了许多、雅
致了许多。

壮美，是因为树的挺拔让夜
色获得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雅致，是因为树的遒劲让夜
色获得了一种审美的乐趣。

树的挺拔，映衬了小河流水
的静谧。小河平静的水面，把白天

吸纳的阳光、见惯的风雨，连同夜
里的光影，反射到树枝的缝隙里，
星星点点，变成夜色呢喃的诗句。

树的遒劲，映衬了花草的轻
柔。花花与草草，把所有的柔美和
绿意，都抹在夜色里，努力把树干
黑色的身影衬托得更加遒劲。树
与花草相互照应，彼此的美都得
到了展示。

时光安静了，我的步履闲适
地在夜色里踱步。

思绪安静了，我的目光轻快
地在天宇中漫游。

仰望夜空，我的目光穿行在
渐渐浓厚的云层里，寻找天际与
楼宇相连的界限，让梦境回归深
邃的夜色。几缕柔美的云霞伴着
远处楼宇顶上的阑珊灯火，柔软
地燃烧着我的心。几缕已经在老
去的时光里渐渐变得斑驳的憧
憬，在柔软的夜色里，依稀可辨我
也曾经有过的意气风发。

仰望夜空，灯光与夜色交融
的光影里，远处的一排排楼宇，顶
立在天与地之间，演绎成了一道
流年的壮丽风景。一轮明月，伫立
在离我最近的一栋楼宇的顶尖之
上，在如絮的云层映衬下显得格
外明亮，让我仰望星空的目光不
再胆怯。

夜，变得更深。
小河入睡了，河水在均匀地

呼吸，微微的气息，化成了闪烁的
波光。

小桥静卧在河流上，把引渡
的执着，变成一抹蓝色的倒影，像
女神纯净的梦一样，恬静、甜美。

是谁？变成了小河堤坝上的
那块石头，静静地让女神的梦幻，
静静枕了一夜……

诗意夜色
王沾云（贵州）

我经常想起我的东郊文友，
怀念起我们生命中交汇的某些
点、某些线、某些故事。

我和志敏生活、工作在同一
个城市的西郊和东郊。他是东郊
一家企业的工人，是我上世纪九
十年代参加省总工会组织的马尔
康笔会的文友。笔会后的那几年，
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彼此都
是单身文学青年，自行车蹬十来
公里根本不是个事。在茶馆里聊
文学，喝着一元五一杯的“三花”，
可以从正午聊到黄昏。还互相到
家里做客。

后来我们都恋爱、成家，陷入
职场加班和人事纠葛……座机、
BP机换成了按键手机，又换成了
智能手机，见面次数却在不知不
觉中减少了。最近几年，我们一年
也难得见上一次。

每次见面，我都会送他几本
书、几本杂志，有的是我编辑的，
有的是报刊亭买的。那时候的报
刊亭，是城市街道的一道素雅的
风景。

我们一般是在“东郊记忆”工

业文化广场碰头，我坐地铁过去。
有时我们也在“金沙遗址”见

面。志敏坐二环高架快速公交过
来。渐渐地，我感觉志敏言语少
了，身体也没有原来那样挺拔。

去年秋天的一天，参加一个
作家的新书首发式，和文友聊起
马尔康笔会，突然记起，由于疫
情，我似乎有将近两年没有志敏
的消息了。当晚，我给志敏打电
话，问他最近忙什么，还好吗？志
敏的声音似乎比较迟疑，说：“也
没忙什么，就是写了几首诗……”
我说起我刚出版了一本书，还有
一些书、杂志，准备给他，过几天
在“东郊记忆”碰头吧。他说好啊，
就没有更多的语言了。

周末，我乘地铁去“东郊记
忆”。路上，我回想起昔日马尔康
笔会的往事。到马尔康的第三天，
当地一名三十岁左右、长着紫红
色圆脸的文学青年来访。林文询
告诉我们：“文学青年叫阿来，我
向他约过稿。”阿来对“成都省”来
的这帮人逢人就称“老师”，其实，
我们这支队伍里唯有林文询、张

新泉才称得上老师，其实，我们不
少人比阿来还小好几岁。午夜，在
马尔康的星光下，我和林文询、张
新泉、阿来、志敏、杨传球在梭磨
河边散步，志敏对着碧光粼粼的
梭磨河，声情并茂地来了一段《桑
塔·露琪亚》。是的，是美声唱法
……

到了“东郊记忆”南门，给志
敏打手机，却无人接听。我朝光明
眼镜厂宿舍区走，边走边继续打
电话。走进宿舍区，他的手机居然
关机了。最近一次来志敏家已经
过去了十几年，已经没有印象了，
当时他刚离婚回到父母家居住。

只好去小区物业办公室。扫
完“健康码”，我对柜台后戴“物业
经理”胸牌的男士说明来由，并说
起志敏的特征“比我大几岁，胖胖
的，圆脸”，物业经理一边审视我，

一边流露出疑惑的表情：“似乎没
有您说的这个业主啊。”

我说：“当然有，我曾经来过
他家。”旁边一名女员工插话道：
“好像是那个—诗—人……”语气
里透出一丝不屑。

我说就是就是，请给我一个
门牌号。
“抱歉，我们不能随便给您门

牌号。”物业经理脸上挂着职业性
微笑，“业主不接您电话，想必有
原因，有可能是不想见您。”

我说：“实际上我们是约好见
面的！现在突然失联，我担心发生
什么不测……”说出后面一句话
时，我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颤。

物业经理踌躇片刻道，“您等
等，我上门去看一下。”

十分钟后，志敏跟着物业经
理来了，一个不大的口罩把他明

显瘦削的脸基本罩完，从额头可
以看出他苍白的脸色来。这就是
伫立在梭磨河边用美声高歌《桑
塔·露琪亚》的志敏吗？我略微吃
惊，志敏果然不再是“圆脸”了。
志敏和我握手。这是疫情近

三年来我们第一次握手。志敏解
释说，这几天卖保险的一直纠缠
他，他干脆不接电话了。志敏回过
头对物业两位咧嘴笑笑，除了表
示谢意，分明还流露出一丝得意，
似乎在说：我还是有朋友的，还给
我送书来。

我提上书和杂志，跟志敏去
他家，准备好好聊聊。物业经理在
后面叫住我，“帮我一个忙”，他压
低声音，“提醒一下您的诗人朋友
把走廊里、房间里堆积的旧家具、
旧纸板、废书废报处理掉，一来消
除火险隐患，二来也让走廊、房间
变清爽一些……他双亲前几年去
世后，他好像不喜欢交流了，您要
劝他振作起来！”

那天，我和志敏聊了很久。走
的时候我说，“下周我们到东郊记
忆碰头哦，不见不散！”

锦 里 诗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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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芦花飞
花瓣雨（湖北）

在风中
除了留白，不会有太多的赘述

一些影子，沉默地
拂过湖面
深藏在身体里的秘密，温润而执着。比如
等待不再是唯一

骨子里的情愫，在拔节
月下，芦苇荡
疯似地滋长着

而你，一袭白衣
从远处走来。风，仍未将息

五律·龙吟
田素伟（山东）

昂首向苍天，龙吟玉兔欢。
春风除旧貌，雨露浴新颜。
桃杏吐芽蕾，梅竹展秀谦。
平原千里翠，满目彩蝶翩。

醉花阴·江城映梅
姚承兵（湖北）

魂梦依依杯底泪，陌上尘烟醉。
白首又经年，残月青霜，遣闷和衣寐。
娥眉淡淡横波戏，几度柔情恣。
纤裳绕瑶筝，星夜无尘，温婉风姿慰。

七绝·吟秋
王凤平（四川）

（一）
春去秋来又一轮，秋声催赶路中人。
归乡雁字穿云过，霜叶迎风遍野新。

（二）
秋雨秋风落满川，夏花燃尽菊方妍。
任他四季如轮去，只吐芬芳不计年。

（三）
斜阳草树渐秋深，郁郁黄花香满林。
寄语飞鸿慎抬步，山间又发一层金。

在东郊记忆碰头
石维明（四川）

《王二哥歪传》谐说人间真情
杨红英（四川）

故 事

父亲姓李，可儿子却姓刘。
幼时，小刘就多次问过父母，

为啥妹妹姓李，自己却不随父姓要
姓刘？周围的孩子都是随父亲姓
的，他也要改过来姓李，可父母说
什么也不同意，只耐心解释说小刘
是随母亲姓，都是父母的亲生孩
子，随哪个姓都一样。小刘虽心有
芥蒂，也不好多坚持，只好认了。

成长的过程中，小刘能感觉出
来，虽不能随父姓李，但与妹妹相
比，父母要偏爱他更多一些，他把
原因归咎于父母重男轻女。他一直
受着良好的教育，很不理解作为军
官的父母还存在封建思想。

高考时，无所适从的小刘听从
父亲的建议报考了军事院校，毕业
后成了一名军官。

29岁这一年，小刘成婚了，父
母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婚礼第二天，小刘和同是军人
的新婚妻子一块外出蜜月旅行。旅
行是温馨而甜蜜的，但有一事他不
明白，父亲在他们临行前再三叮
嘱，旅行结束返程时一定要换上军
装去边陲一个小镇等着，父母要在
那里和他们汇合，去拜访一位非常
重要的前辈，看一处别样的风景。

那天，小刘和妻子在小镇见到
父母时，发现父母也是军容严整，
而且反常地不苟言笑，神情严肃。

上了父母的车，车向山间驶
去。小刘和妻子私语：没听说过这
小镇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呀？

小刘问父亲：“这是去哪儿
呀？”
“到了就知道了。”父亲回答，

再不言语。
车行半个多小时，转过一道山

弯，眼前突然开阔起来。不远处，一
整座山白皑皑一片从山脚铺向山
顶。
“到了。”父亲说。
“烈士陵园？”小刘不解。

“对，就是这儿。”
父母下车打开后备箱，让小刘

夫妻俩抱上里面的鲜花，随他们上
山。

这是要去祭拜父亲哪位牺牲
了的战友吧！小刘心里想，父亲当
年可是参加过战争的。

穿过一排排列队如方阵般整
齐的墓碑，父母最终站在了一位叫
刘星的烈士墓前。

将鲜花献上，小刘夫妻随父母
恭恭敬敬向烈士鞠了三鞠躬。
“愿意听听这位烈士的故事

不？他是我的战友。”父亲问。
“愿意！”小刘夫妻俩异口同

声，蜜月期间把自己小两口带到这
里来，一定别有深意。
“那好。”父亲沉吟了一会，开

始了他的讲述。
我和这位刘星烈士，当年是

同一个连的战友，他是副连长，我
是排长。那年他也和你现在一样
是 29 岁。部队接到命令后，他特
意写信告诉老家的未婚妻，战争
很残酷，上了前线就生死难料了，
愿意分手让未婚妻去追求安宁和
幸福。谁知未婚妻竟然在我们出
发前赶到了部队，毅然与他举行
了婚礼。婚后第三天，我们就开赴
前线了。

父亲顿了一顿，眉头锁了起
来，语气有些怆然：那天，本不该是
他牺牲的。

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偷袭，追击
途中，他发现了埋伏的敌人，来不
及提醒，一把推倒正往前冲的我。
“突突”声中，我避开了枪弹，而他
却扑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两年后，部队从前线胜利归
来，我专程去了他位于偏僻乡村的

老家，才发现他的妻子已为他产下
一个男婴。他是家中独子，妻子因
失去丈夫而悲伤过度卧床不起，父
母也已年迈。于是，我征得他家人
的同意后接走了孩子……

听到这儿，小刘看向父亲的眼
睛里猛地透出惊诧。
“这位烈士姓刘，父母执意让

我姓刘，还将与烈士同样 29岁时
结婚的我带过来……”小刘的心忐
忑起来。

父亲轻轻拍了拍小刘的肩膀，
“你猜对了，那孩子就是你啊！”

“你亲生父亲是为救我牺牲的，
我有义务照顾他的家人和孩子。在
择偶时，我要求必须接受你，而且要
姓刘，为的就是给你一个姓刘的理
由。我不能让你生父有遗憾啊！”

父亲转头看向身旁的母亲，
“你妈妈也知道你生父的事儿，她
非常愿意和我一起照顾你这个烈
士的遗孤。”

母亲使劲点了点头。
“至于你生母，在我接走你的

第二年就去世了。还记得前些年我
们经常带你去乡下看望的两位老
人，后来还参加过他们的葬礼吗？
那是你的爷爷奶奶。”
“我不是你们的孩子？为什么

不早告诉我呢？”小刘已是泪水盈
盈，妻子掏出纸巾替他擦拭也为自
己擦。
“为的是让你阳光地成长。”看

着父母慈爱的眼神，小刘瞬间理解
了他们的苦心，包括让他考军校成
为军人，包括 29岁结婚时才告诉
他自己的身世。

离开烈士陵园的时候，小刘和
妻子向父母，也向前后左右的先烈
们庄重地行了一个长长的军礼！

姓刘的理由
肖波（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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