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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时代
对它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其作为一个时
间概念对作品的束缚，而是在特定的时间范畴
内为作品呈现人物命运、塑造人物性格提供了
肥沃的土壤。

作品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与时代背景息
息相关的。时代交代了故事中具有特殊形态
的人物具体生存、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使
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表现得更加完整。

因此，在特定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
物，他们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无不带有时代
的烙印。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人物的恋爱、劳
动、生活、人生抉择等等，也就不再仅仅是人物
的个人行为，而是浸透了时代的痕迹。

人物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展现出时代的精
神，成为“大时代”变迁下无数平凡百姓人生的
缩影。纵观文学发展，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会将
人物刻画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因为这两者总

是相辅相成的。
魏留勤的长篇小说《微山湖畔》，自2021

年6月开始动笔，耗时将近两年，于2023年3
月24日完成一稿，后又经过不断地打磨，最终
在2023年8月完成三稿。

《微山湖畔》讲述了山东省济宁市微山湖
附近的农村，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
年代改革浪潮中的发展变迁，以及以东洼大队
为代表的村民，在波澜壮阔的时代中不懈奋斗
的故事。

《微山湖畔》以时间为经线，以生活在东洼
大队的人们日常的生活、劳动、爱情、亲情为纬
线，向读者呈现出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一代人。

在“不安分”的农民身上，我们领悟到大胆
创新、敢于决断、坚韧顽强的时代精神；在“反
传统”的恋爱模式中，我们感受到青年人有思
想、有主见、有个性，敢于追求自由，无所畏惧
的现代意识；在小人物成长变化的过程中，我
们又看到了他们勤奋务实、淳朴厚道、至善至
真、重情重义的价值观念。

无论是在哪个时代，爱情题材一直都是作
家选择与时代主流相结合进行创作的最佳选
项。在改革文学中，爱情更是一次又一次地被

提及，它作为表现新时代人们挣脱长期的束缚
和禁锢，开始追求自由，释放被压抑的情感的
突破口，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

因此，“改革加恋爱”的文学叙述，在改革
文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改革文
学小说对爱情的建构，也促动了爱情主题叙事
走向深入。

在改革文学中，“反传统”的爱情模式，本
身就是处于改革中的人们与时代之间最好的
对话。新的时代让他们重新获得了爱别人的

“资格”与力量，也赋予了他们执着于自己爱情
选择，不畏舆论压力的勇气。

在这些“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改革时
代里青年人所具有的特质。同时，他们勇于追
求自由恋爱，敢于反对封建伦理，对传统婚嫁
观提出质疑，也进一步促动了现代婚恋意识的
生长，更是对新的时代所包含的开放、自由的
现代意识的生动诠释和注解。

文学作品中每个小人物，都是大时代的缩
影。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国处于
一个艰难而又面临巨大变革的时期，整个社会
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集体
生产的消失，让人们意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奋
斗才能获得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

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处于广阔时代图
景中的人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慢慢成长。同
时，每一个小人物的成长变化，都是构成整个
时代不断变迁必不可少的因素。

作品中时代背景的变化，与人物性格、价
值取向的变化，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时代
背景的映衬下，人物的性格特点、价值观念也
更加熠熠生辉。

作品中，每个小人物的发展，都与整个社
会、整个时代的发展变迁保持同步。小人物所
经历的每一次生命体验，都与他们所走过的历
史时间和历史事件完全融为一体。在他们的
生命长河中，包含着时代声音的回旋。

同时，生活在特定时代中的这些小人物，
也都在时代的引导下，充分彰显出了时代的精
神高度和价值追求，这就完成了他们所承担的
时代赋予的使命。

对待文学作品，我们一方面要关注人物，
人物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也体现着时代精神；
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时代，时代影响着人物形
象，也为人物提供了活动背景。只有将两者充
分结合起来，我们才能通过“小人物”洞悉“大
时代”，才更加体会到时代的精神内涵和价值
底蕴。 ■刘建新 摄影

《微山湖畔》：“小人物”诠释“大时代”
李景晶

都说婆媳是天敌，同
行是冤家。我和儿媳妇之
间却是读友、诵友，大概也
能称得上诗友。我们同是
语文教师，她在小学，我在
中学，我们一定不是冤
家。鉴于上面说的“三
友”，我们做不了天敌，却
成了志趣相投的人。

她和我儿子相识不
久的一天，她发现我们在
一个群，市朗诵协会会员
群。她还看到群里有朋
友在朗诵我的文章，这让
她有些惊喜，感到意外收
获。如此缘分。从那时
开始，她虽然嘴上不说，
看我儿子的眼神里却写
满了“非你莫属”。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
日子，儿子把美丽、端庄、
大方的女孩带回家。第
一次进门，做准婆婆的总
要有点表示吧。先生小
声叮嘱我：“见面礼别忘
了。”我说：“放心吧，我有
特别礼物。”

我的特别礼物，是我
亲手签名的一本散文
集。收到我的散文集，女孩特别欢喜。几天后，便
是妇女节。早晨醒来，手机响了，拿起一看，是女孩
发来她的个人公众号。立即打开，是她朗读我的一
篇散文《一起走着走着，就白了头》，还有她和我的
照片、简介。

我的照片和简介，都是她从网上找的。看了她
的简介，方知她是一位特别优秀、积极上进的青年
教师。小小年纪的她，已经获得诸多荣誉，“十佳少
先队辅导员”“优秀班主任”“市青年教师演讲比赛
特等奖”等等。这是女孩给我的节日礼物，一个大
大的惊喜。先生说：“这也是一份特别的回礼吧！”

后来知道，女孩为在妇女节第一时间呈上礼
物，白天工作，“开夜车”朗读制作了这篇散文。

在此之前，有一位黑龙江大庆的专业播音员也
朗读过这篇散文，得到身边朋友很高的评价。而妇
女节女孩的朗读，除了音质好，语音语调恰到好处，
她的朗读节奏和内容的把握，更接近我的写作感
觉。

再次见面，我们就有很多话题，关于教学，关于
读书，关于朗诵。偶尔，她会向我推荐她最近读的
书，只要她推荐，我必读。坐到一块，便有聊不完的
书中话题。从《论语》到四大名著，从《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到《平凡的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

女孩成为我的儿媳后，我们除了好书共享，在
朗诵方面，她给了我很多帮助。前年世界读书日，
我接到宣传部的读书分享任务，要求我自己录制视
频上传。儿媳妇拿来她的一套录制工具帮忙，我录
完后，她帮我剪辑。结果当然是很完美，受到上级
领导的表扬。

她喜欢读书，偶尔也写点文字给我看。我给她
鼓励，也直言不讳地说出存在的问题。

2023年立春，是她人生中的一次美丽蜕变，她
做了母亲，我们家喜添一位小公主。我们共同的话
题突然转到小宝宝身上，全家人也都围着小宝宝团
团转。手忙脚乱之余，她开始有计划地给小宝宝购
置绘本。

刚刚几个月的宝宝，已经懂得倾听，每天晚上
听着妈妈的摇篮曲、爸爸的绘本讲述入睡。慢慢
地，我们全家齐上阵，适时地给宝宝读绘本。1岁
前，宝宝开始主动要读书，自己能够从地摊式的书
架上抽出自己喜欢的书。我们家里床头，沙发、车
子里，都有宝宝的书。

宝宝会走路了，经常钻进我的书房看我在电脑
前忙碌，奶声奶气要坐奶奶的腿上，看奶奶敲键
盘。偶尔，她也神速出手，把我写了半天的文字拉
没了。有时，我不在书房，她小手一边拉我去书房，
一边嘴里念叨：“写，写。”

宝爷爷的普通话，是全家最差的一个。每每爷
爷给宝宝读书，我和儿媳妇时常偷笑。听到他那h、f
不分，不在调上的读音，我们不约而同地学他发音，
然后为他纠正。宝爷爷这时就憨笑、正音，宝宝也
不知其所以然地跟着笑。

我和儿媳妇称得上诗友，是有其原由的。我偶
尔写两句蹩脚小诗，时常得到全家人的欣赏。一首
《那年七月七》，成为儿子儿媳妇心中的典范之作。
去年七夕前一天，儿媳妇说要朗诵这首诗，然后发
在她的公众号。

儿子上班去了，为了让她静心朗诵，我和先生
把宝宝带回老家。本以为她在家可以安静地录制
编辑了，可偏巧楼上人家启动装修，噪音刺耳。她
灵机一动，把电脑搬到车库，坐在车子里录音。

录完上楼才发现，电梯卡忘带了，只好爬楼梯
上八楼，手里抱着电脑，一不小心，把脚崴了。待我
们回来时，才发现她忍着疼痛，继续编辑她的公众
号。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里总是隐隐地疼与歉
疚。

第二天就是七夕节，我把她朗诵我的一组诗歌
发在朋友圈，收获一片赞美声。我那普普通通的一
组小诗，经过她的二次创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
术效果，得到很多朋友夸奖。那时起，我们成了配
合默契的诗友。

在抚育宝宝的日子里，儿媳妇自己读书的时间
少了，但她成长飞快，对教育孩子也有她自己的主
见。昨天，她又收到快递来的宝宝绘本。她对我和
宝爷爷说：“每次收到绘本，宝宝就长大一个月了。
今天，宝宝1岁半了。”

原来，宝宝的绘本是每月邮寄。我只见家里的
绘本不断增多，只顾埋头给宝宝读书，也发现宝宝
越来越感兴趣、有规律，竟然不知道儿媳订阅的宝
宝绘本，是从易到难、循序渐进，陪伴宝宝一起长大
的。 ■苗青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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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文学的，肯定知道王蒙。原文化部
部长王蒙先生，至今已出版100多部小说，
著述超过2600万字，81岁获茅盾文学奖，85
岁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今
年10月，喜逢他90岁生日。耄耋之年，身体
健朗，思维敏捷，不时有新作发表，让人佩服
不已。

朋友新近送我一本《王蒙妙语录》，读完
这本书，收获的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
洗礼。王蒙先生的作品寓意深刻，妙语横
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蕴含着人生的哲理，
体现着他对国家和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哲学
体悟和人文情怀。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那么多著述，让
我们时有紧迫、敬畏之感，而《王蒙妙语录》
一书，薄薄的一本小册子，32开，便于携带，
总共不过几万字，书里面都是编者精选出的
妙语，可谓精华中的精华。我用了几个晚上
就通读完了，总体感觉是非常不错。

他说：“小孩子是善良的，真正参透了人
生与世界的强大的人也是善良的，而一瓶子
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最不善良。”这激励我
们去体验人生，做一个强大而睿智的人，绝
不做半瓶子晃荡却自私自负的人。

他说：“道德与智慧境界愈高，就愈能做
愈要做那些有利于自己的与别人的身心健
康的事情，而不去做那些害人害己折腾人折
腾己的事情。”是呀，一个人做了对不起别人
的事，或许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晚年回
忆往事的时候，内心偶尔浮起一种负罪感。

投机取巧，偷懒耍滑，搞阴谋诡计，即使
获得了好处，也因在道德上留下了污点，打
破了内心的平静，长远来看，真的不划算。
所以，我们要做那些对自己有益也对别人有
益的事，这样才能在自己成长的同时，有利
于国家和社会。

王蒙说：“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
是呀，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谁没有摔过
跟头？跌倒了，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不思
进取，只会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我们要
有硬的骨头，经受住风吹浪打，在人生路上
摸爬滚打，这样才能活出人生的精彩。当我
们走出泥淖、立于山巅的时候，在暮年回忆
往事的时候，我们会感谢自己硬的骨头。

王蒙说：“不会被人剥夺的事情就是学
习，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无论我们是处于
风华正茂的青年，还是事业有成的中年，或
是银发爬上鬓角的暮年，学习永远是一件值
得做的事。活到老，学到老。当我们遇到挫
折时，一定要学会在逆境中学习，提高自己
的认知和能力。

这样的妙语太多了，我无法一一列举。
一句妙语，就是一粒智慧的珠子。把它

们捡起来，依自己的爱好和生命体验，串成
自己的人生体悟，学会做人做事。不得不
说，这是一部值得阅读的好书。

《王蒙妙语录》王蒙 著 人民出版社

妙语中闪烁着智慧
——读《王蒙妙语录》有感

苏晴

生长于微山湖畔，坚守文学创作几十年的
乡土农民作家魏留勤，是新中国成立75年来
家乡变迁的直接参与者、见证者和书写者。这
位新世纪山东文坛的“新鲁军”，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土生土长的微山文学人，用现实主义的
手法，以娴熟、干净、流畅、通俗的乡土语言，生
动形象地描写了微山湖区农民在改革开放初
期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勇敢追求自由幸
福爱情的故事。

长篇小说《微山湖畔》选择了农村改革这
个典型环境，塑造了艰苦创业的农民形象。对
农民思想的觉醒，描绘得极为细致生动。

东洼村王小飞的父亲王玉明，是个种地的
老行家。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家分到的4亩
承包田，竟然收获30多麻袋稻谷，这一年收的
粮食，3年都吃不完。他摸着一麻袋一麻袋的
稻谷，禁不住热泪盈眶。

再比如马大民主动承包村里的砖窑厂，比
如马二民加入了本村建筑队，自学建筑技术，
跟着建筑队盖房子、建大楼、承包各种企业和
乡镇的建筑工程，成就了当地著名的建筑队，
他个人当了建筑队的老总。

精心侍弄几亩责任田的王小飞父子，有了
大把的时间在大湖边开荒种地。春季种上早
熟的经济作物，拉到集市去卖，每天都能换来
几十到成百元的钱，后来王小飞在水上运输生
意越来越红火的情况下，又毁掉自开的荒地，
在湖边建起装卸货物的码头，让周边村里闲着
的农民都到码头上干活，不到外地打工也能挣
到钱。

正是这些成千成万个农村致富的带头人，
拉动了农村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兴旺，这也是魏
留勤挖掘与呈现人生价值最形象的体现。

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生产方式
的巨大变革，更是思想的解放。小说通过几对
年轻人大胆追求爱情，奋力主宰婚姻等一连串
动人的故事及情节，表现了这种觉醒与解放。

江红霞是刘海峰的学生，比刘老师小好几
岁，并主动写情书追求刘老师。极具传统观念
的刘海峰，虽然对学生有好感，却鉴于师生关
系及年龄差距拒绝了。当媒人给刘说亲时，江
红霞便抹下少女的脸面，谎称自己怀上刘的孩
子。这种抛却传统脸面及伦理，不顾一切追求
所爱之人的举动，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以及时代

的影响。最后，这场不被看好的师生恋，成就
了美满婚姻。

另一场爱情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条主线，
也是最有戏剧性和悬念的一条爱情线，那就是
马二民与嫂子娘家小姨谷微微的爱情。俩人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差着辈分，在农村是有
悖纲常的荒唐缘分，双方家庭极力反对，村民
背后指指戳戳。而即便谷微微被逼远嫁他乡
几年，马二民也一直坚守着爱的承诺。谷微微
偷偷逃回来，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个时代，优质的生活不只是经济的富
足，还在于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这是《微山
湖畔》的思想内涵之所在。

农民王金昌，是小说中个性鲜明的人物。
在生产队时期，干啥啥不行。他靠着本家大爷
当生产队长的势力，专欺负成份不好的社员，
出工干活能拿四两绝不拿半斤，就是拿根火柴
棒也要掂量掂量哪头轻哪头重。

这个又懒又滑有名的拧筋头，30多岁了都
没娶妻成家。土地承包后，王金昌没有了靠
山，就只能靠自己了。他报名去码头干装卸
工，白天大步流星跑着装煤拉煤，夜晚还看守
码头，一人挣两份工钱。

他给跑运输的船主麦香娘俩烧水送饭，围
着麦香的女儿小玉玉忙前忙后，最后靠自己的
辛勤创造了财富，赢得了麦香的爱情。在改革
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王金昌作为一名劳动者所
具有的勤劳善良的本性都呈现出来。

曾经的“富农羔子”王龙，曾忍辱负重偷跑
他乡谋生。土地承包时，他第一个跑到大队
部，用喇叭喊出了“我们要分田单干”。当遇到
赖账不还的宋五时，他冒着触犯法律和丢掉性
命的危险，去教训宋五。这种仗义执言、敢说
敢做的本性，也都彰显无遗。还有曾经令人讨
厌的董大壮等人的转变，都有了改革开放年代

清晰的印记，这也是小说最扣人心弦、最感动
人的温情书写。

一部小说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构
思、语言表达、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还在于它
映射了一个时代，揭示了这个磁场对于个体觉
醒和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长篇小说《微山湖畔》由点到面、以小见
大，把农村这种变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深邃
的思想内涵表现出来，这也是小说在思想内容
方面最成功、最有价值、最值得品读之所在。

这段根植着作家成长经验与记忆的经历，
这些普通而又平凡的时代奋斗者，这些蕴含乡
村风土人情、遗事掌故的美好生活画卷，皆因
一位乡土作家的叙述而获得永恒。

《微山湖畔》魏留勤 著 济南出版社

乡土作家勾画的微山湖农民
孔令娥

其实，它不是个盆儿，它只是个圆圆的筐，
像一个圆圆的月亮。可娘从不叫它筐，娘都叫
它聚宝盆儿。

那是用密密麻麻的藤条编织成的。一条
条的藤条缠绕着，抱得紧紧的，不肯松一丝缝
儿。藤条上滑滑的，透着锃亮的光，那是被手
摩挲了多少次、多少年发生的光呢？我一直觉
得那光里透着鲜活的生命，刻着不老的年轮。

一把仿佛用了几个世纪的老剪子，一把带
着暗星的竹尺，一柄磨得锃亮的锥子，大半本
夹着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纸张的《创业史》。几
个顶针有时在里面蹦蹦跳跳，跳几个来回，找
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躺了下来。

最吸引人的是一团团、一坨坨的线，粉红
深红暗红，浅灰银灰铁灰，嫩绿碧绿青绿，最多
的当然是漆黑和纯白的了。线团上那是针的
家，闪着长长短短不同的光，每束光的顶端穿
着黑的白的和各色的密密线头。

小时候没有玩具，我觉得那些物件是最好
玩最神奇的了。可娘从不轻易让我们碰它，那
是娘的聚宝盆儿，娘总是把它放在高高的我们
够不着的柜顶。

季节变换的日子来了，在田地里劳作一天
的娘，把我们兄弟姊妹一个个打发睡下，聚宝
盆儿就搁在了床头上。房外月儿圆圆也像个
盆儿，月华洒满寂静的夜。

房内飞针走线，聚宝盆儿里大大小小的物
件，在娘的手上穿梭。一年四季，棉的改夹的，
夹的改棉的。老大穿短了的裤子，老二穿破了
的衬衫，老三穿坏了的背心，娘总像会变戏法

一样，让我们穿上换季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
暖暖和和。

娘说，都是聚宝盆儿变出来的。
娘不识字，她从哪里捡来的大半本《创业

史》呢？这书不是娘读的，是娘用来用的，里面
夹满了娘做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鞋样子。

先是做袼褙。用平时不舍得吃的细面，加
水放铁锅里熬，小火慢熬，一会儿，一碗不稀不
稠的白面糨子做好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甜
的香。用不能穿的破旧衣服剪成一块块的布
片，在案板上铺平整，用细细的刷子蘸糨子一
层层地粘在一起。

这是细活，布要平整，糨子要涂抹得均匀，
力道还要跟得上，糨子才能渗入棉布里面，袼
褙才结实耐用。然后就是晒袼褙，剪鞋样，纳

鞋底了。
娘一年四季总是在纳鞋底，一把锥子，一

枚大针，一个顶针，一团麻线。锥孔，穿线，顶
针，拉线，动作一气呵成，柔顺又丝滑。时不时
地，银色大针还在头皮上撩一下。

纳好的鞋底，针脚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
这叫千层底，结实又耐穿。鞋帮按棉鞋单鞋的
不同，做法也不同。娘给我做过一双百色帮的
棉鞋，鞋面用黑色、蓝色、灰色等碎布，剪成三
角形缝合成整个鞋面，衬上棉花，厚实又松软，
那双鞋我穿了好几年。

下雪了，在雪地里疯跑，在雪水中蹦跳，鞋
里、裤脚上满满的雪水。天蒙蒙亮，我睡梦中
听见娘在堂屋叮当叮当点火生炉子。醒来时，
烘得热乎乎的棉鞋，烤得暖暖的棉裤，已在我
的床头，我穿上它们蹦蹦跳跳去上学。

枣儿熟了的时候，选个晴好的天气，聚宝
盆儿又被娘端到了院子里。在院子里最宽敞
的地方，铺上几张苇席，请来邻院赵二嫂子，前
院李大嫂子帮忙，全家整个冬季的棉被要在这
一天准备齐全，俗称套被。洗得干干净净的被
里被面，重新弹过的松软棉絮搬了出来。

最好玩的是拽被面，两人一组，面对站定，
把被面折叠成长长的一条，一人握住一端，攥
紧，同时向外仰过去，再被扽回来，再仰下去，
再扽回来……两人嘴里有着“嘿——嘿——”
的号子声。扽和仰时，手、胳膊、身上的力道一
模一样的几次，皱褶的被面就平平整整了。因
为扽和仰的滑稽样子常会笑场，忍俊不禁的那
人乱了章法，不定谁会趔趄，又惹来一串笑。
然后是铺单、填絮、引针……

这时候孩子们也最快乐，围着苇席飞跑，
爬上那棵老枣树，摘下颗红红的枣儿塞进嘴
里，时而围着聚宝盆儿，把玩那些平时捞不着
玩的稀奇古怪的小家什。

而今，娘走了7年了。
我梦中，常见到那聚宝盆儿，常念那轮月

亮和大半本夹着花花绿绿纸张的《创业史》。
■毛毛 摄影

聚宝盆儿·月亮和《创业史》
陆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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