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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由现代人创作的许
许多多历史题材小说，讲述的大多
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鲜有
以底层平民百姓为主人公的。

2022 年 9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的长篇历史
小说《黄道婆》，可以说，该小说开创
了我国当今历史题材小说以底层平
民百姓为主人公的先河。

一

从1970年开始写作，到2022年
出版，这部积五十余年之功力的小
说，讲述的是宋末元初劳动人民的
杰出代表、著名纺织技术革新家黄
道婆，从出生到终老充满悲欢离合
的一生。

黄道婆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
晓的人物。然而，几百年来，却没
有一部反映黄道婆生平的长篇历
史小说。

在这种背景下，50年前，当时在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担任印地
语教职的郁龙余，决心填补这一空
白……

文学创作不是郁龙余的本职和
专业，写作《黄道婆》，他只能利用业
余时间。

1984年，郁龙余调入深圳大学
中文系，后担任文学院院长。

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郁龙余如
愿以偿，终于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价
值和现实意义的长篇历史小说。

二

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今属
上海市）人，由于家境贫寒，从小就
给人家做童养媳。其间，她受尽了
婆婆和“小丈夫”的虐待，其后，因不
甘忍受压迫和欺凌，在一个月黑风
高的夜晚逃难出走，偷偷上了黄浦
江的一艘海船。

先在同船一位老道姑的帮助

下，在泉州道观出家，后随老道姑到
了崖州（海南三亚）。

在外出募 化 的 过 程 中 ，她 与
黎族乡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
在他们的帮助下，学会了棉纺织技
术——轧、弹、纺、织样样精通。

若干年后，她所在的道观被战
火摧毁，因此还了俗。

在崖州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她始
终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希望能
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家乡百姓。

回到家乡后，她用高超的技术
传道授业，由此改变了家乡的劳作
环境和生活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据史料记载，棉
花的发现和一整套制棉技术的发明
创造，是印度先民对人类的贡献。
沿着“棉花之路”，后来印度的制棉
技术传到中国——先传到海南一
带，再由黄道婆传到江南——所以
说，黄道婆的年代，海南的制棉纺织
技术要高于上海及江南。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居高位
者有权行善，也有权行恶。要让善
心变善举，得有权位作为依托”。

笔者借用培根的话，在这里表
述为“有技术者，有条件行善，也有
条件行恶，要让善心变善举，得有技
术作为依托”。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有技术
者具备行善行恶的条件——行善，
可以把技术无私奉献给人们；行恶，
可以不择手段用技术赚钱——但黄
道婆乐善好施，一生行善。

之所以借用培根的话，是因为
笔者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没有让黄
道婆过上一天好日子的乌泥泾，那
个使得黄道婆受尽人间凌辱与欺压
的乌泥泾，黄道婆不仅没有痛恨它，
反而愁肠寸断，对它无尽牵挂……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黄道
婆是从家乡逃离出来的，她的人生
噩梦都发生在家乡，然而，她却要以

德报怨，以善心、善举回馈家乡……

三

小说的扉页，刊印着原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为小说的
题字，他写道：“七百年前从劳动人
民中涌现出来的黄道婆，她的事迹
与懿德，堪称国之豪英民之楷模，其
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勇于技术创新
的精神，更是千古垂范……”

“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勇于技术
创新的精神”，正是以黄道婆为代表
的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真实写照，
它道出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
的灵魂和力量，道出了人民就是江
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春秋谷梁传》有言：“古者有四
民，有士民，有农民，有工民，有商
民。”即士、农、工、商。又言：“一曰
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谷曰农，
三曰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
通财鬻货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后
财用足。”《管子》称：“士农工商四民
者，国之石民也。”即士农工商是国
家的柱石。

黄道婆作为一个底层的劳动
者，她的劳动成果是中华文明的一
部分，成果恩泽惠及后人，因此可以
说，黄道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值
得大书特书的人。

四

首先，顽强是从生存环境角度
上说的。

在黄道婆那个年代，可以说，生
存环境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例如……

在婆婆家里，黄道婆过着牛马
不如的生活，婆婆认为“童养媳好比
腌在缸里的菜，不压石头不行”。

然而，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黄
道婆想到的仍然是坚强地活着，其

生存意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尤其
是意志力脆弱的年轻人来说，是不
是从中可以思考点什么，借鉴点什
么——例如，今天的物质生活，已不
是黄道婆那个年代可以比拟的，然
而，丰富的物质生活，本应是创造丰
富精神生活的素材，可是当下，不少
年轻人的精神生活却异常空虚，没
有精神寄托。笔者认为，年轻人多
读读《黄道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
生命意义的认识——敬畏生命，珍
惜生命，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也
是对家庭和社会的一种责任……

其次，顽强是从不畏艰险、百折
不挠角度上说的。

黄道婆回归故里，走的是海路，
当时的时代，航海是非常危险的，但
是，困难是压不垮黄道婆的，灾难只
会使得她更加坚强。今天，我们要学
习黄道婆坚毅不拔、一往无前的精
神，做一个不怕困难、心灵坚强的人。

五

黄道婆的身世——包括苦难、善
举，处处撼人心魄。

读到童养媳处，黄道婆的那种
痛苦、那种不堪忍受、那种人间地
狱、那种悲惨，由此，我能够感受
到郁龙余一边写作、一边悲泣的
声音。

读到善举处，黄道婆的那种执
着、那种不屈不挠、那种为民谋利、
那种豁达大度、那种宽大胸怀，由
此，我能够感受到郁龙余以真善美
为根，以天理良知为魂的中国心。

小说中还有许多民俗民风以及
农活的描写，这些，对塑造血肉丰满
的劳动人民形象增添了不少文化内
涵，它美益求美地推动了故事情节
的发展，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的人们的习性，宛若一座民
俗文化大观园，给读者展示了一个
美轮美奂的民间风情世界……

金盛周五下班走进小区时，第一个
反应就是走过一家餐饮店，店里没有女
儿和她的同学晓雅。刚好是她们往常
约定一起吃饭的时间，半小时后，她们
将步行10分钟，去附近的教育机构补
习英语。金盛往前走了几步，又拐了个
弯，走到了背面的另一家面馆。小区里
开了两家这样的小饭店。那家店稍显
隐蔽一些，金盛在门口张望了好几秒，
七八张一字排开的桌子上，倒是坐满了
人，但确实没有她们。

兴许，她们去外面吃了吧？金盛
想，掏出手机想问一下，又放了回去。

上周，金盛回来早，给女儿打电话，
女儿说，我做作业呢。很快把电话给挂
了。金盛再打，问，晚饭吃吗？女儿说，
吃，吃。金盛兴冲冲地买了菜回家，女
儿拿着培训班的教材就出去了。金盛
叫住了女儿，说，你不是说吃晚饭吗？
女儿说，我吃啊，我是和晓雅一起吃！
许是时间紧迫，女儿的脸涨到通红，几
乎是喊出来的。上初中的女儿，已经有
了叛逆，也有了自己的许多想法。好心
没办好事。在女儿用力关上门出去时，
金盛摇了摇头。

金盛往家里走，走过了小区的小
道，小道旁两侧的绿化在这个季节越
发地郁郁葱葱。大门突然打开，差点撞
上金盛的，居然是女儿。

金盛说，去吃晚饭吗？女儿说，
对。金盛说，要不要我请你？金盛其实
是开玩笑说。女儿说，好啊，你付钱。
金盛愣了一下，这倒是挺让他意外的，
以往，女儿和晓雅，或是和别的同学在
一起，连接到金盛的电话都是压低声
音，恨不得马上挂掉的，更别提让金盛
陪她们一起吃饭了。女儿说，今天晓雅

先去其它培训班上课了，待会她直接
去，我一个人吃。

金盛“哦”了一声，总算是明白了。
在女儿长大一些后，金盛就没有再和

女儿在外面吃过饭了。往往是，金盛他们
一到商场，女儿就说，我去玩了。也不管
金盛他们答不答应，一个人径直往楼上楼
下去转了。

悄悄地，在女儿没注意时，金盛拍
下了一张她吃面条的照片。

这一天，在午间，金盛和朋友付平
讲起了这个事情。

付平说，在我上小学时，家里刚好
在造楼房，农村的房子都是自己家请
人造的。虽然我回家吃午饭早，但一
准家里都给我准备好了饭菜，我只需
要坐下来吃就可以了。有一次，兴许
是我回家更早了些，饭菜还没来得及
准备。我去造楼的地方转转，刚好看
到我的父亲，全身脏兮兮地从造楼的
一片杂乱中，从一帮泥水匠队伍中冒
出来，说，你们先干着，我去去就来。
干活的一帮人都笑了，说，你是给你们
家“小祖宗”准备午饭去呀！父亲笑
笑，朝他们挥了挥手。

我赶紧小腿迈开，快速回到吃饭的
屋子。当父亲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衣
裳，连脸也洗得干干净净地站在我面前
时，这简直把我吓了一跳。父亲看着我，
说，今天早放学了？我说，是，是的。父
亲给我盛了碗热腾腾的骨头汤，和一碗
白米饭，端在我面前，又递上筷子，说，你
快吃吧，吃完去上学，我去干活了。说
完，父亲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出去。

说话的时候，金盛不经意地看了下
时间，从位置上站了起来，说，不和你说
了，我得早点走赶回家给女儿做饭。

1

她的一生
比每年清明时节
挂在她坟头的血钱纸
都还要薄，还要轻
都还要清，还要白

她把厚重
还给了祖先
她把姿彩
留给了子孙

她把自己，早早地
种进了土里

2

三十余年来
母亲总呆在我的白日梦里
继续不说话

3

无论我怎样在外漂泊
母亲
都是那片时间之外
靠不了岸的沧海

移居珠海多年后，我终于回到了魂
牵梦绕的故乡。

故乡最有韵味的地方是东湖，最有
诗意的时节是仲夏，东湖面积三千平方
米，它是贴在东北平原腹地的一幅灵动
的水彩画。

湖畔矗立着参天大树和各种铺天盖
地的妩媚的野花。每年到了六七月份，
不知道为什么，东湖竟成了金草铃的天
下。粉白黄紫的金草铃次第绽开，像脱
缰野马四处飞扬跋扈，一跃就爬到树
上。而且身体不断地膨胀，到最后爬到
树的顶端。疯长的金草铃仿佛从土地深
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有和大树试比高
的气势。

湖面鸥鸟飞翔，蜻蜓成群炫技。世
代人喝着东湖水，甜甜的湖水烧出来的
白米饭松软味美，特别是城里人来了最
爱吃的就是用柴火烧的大米干饭锅巴。
攥成饭团后，任你怎么吃都抗拒不了那
又甜又香又脆的诱惑。

晚饭后，随着炊烟散去，村里的大人
孩子会不约而同地来到东湖，一串串的
乡音就在谈天说地间飘进我的记忆。
孩子们唱歌，在草丛中疯狂追逐嬉闹，
此时是村子最祥和最快乐的时刻。有
三百年历史的东湖成了跳跃在村东边

的小宇宙。
夜幕降临，一层薄薄的雾纱把湖

水轻轻地笼罩，月光静静地洒在朦朦
胧胧的湖面上。四野蝉鸣，虫声凄凄，
蛙声一片。岸边的松柏、杨柳和风姿
绰约的金草铃缱绻在微风中婆娑曼
舞。风声、水声、树叶的哗哗声，一会
儿像奔放的马头琴，一会儿像悠扬的
小提琴，它们凝结成了风生水起的绝
美诗章。

每年腊月，要刨冰窟窿把那些肥
嘟嘟的鱼儿打捞上来，全村老幼欣喜
若狂。男人捧起大碗划拳喝酒，女人
哼起东北民歌，鱼鲜味美人皆满面红
光。血脉相连的族人，此时“对酒当歌
且为乐，东坡野老任疏狂”。

我品味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
哲理。其实东湖仅是江河湖海中的一
瓢水，它倔强地横亘在这片土地上。小
时候听祖父讲，民国时期河北闹饥荒，
家族的先驱者携家带口，迁移到了这片
荒古而神秘、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土地
隐居下来。如今，方圆百里都说“小东
北”是风水宝地。东湖水就像母亲的乳
汁，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

沧海桑田，而东湖水却依然如初，
让我心中装满了慰藉。

春天了，成都的太阳也该露露
脸了。我出门逛公园，晒太阳，阳光
下，那一树桃花十分打眼。

那树桃花独自站在公园的一道
坡坎上，桃树下是人工铺的草皮。
草都相互拉扯着生长，从来不会感
到孤独。槐树、紫薇、夹竹桃、海棠，
还有一些我喊不出名的树站在桃树
的周围，有几棵银杏醒了，远远地朝
桃花张望，好像有话要说。桃花的
旁边是一泓潭水，修建时取名叫

“海”。桃花想探出窈窕的身段在潭
里照一照，可是隔着一条路。路边
的柳树挂了一身新芽，在潭里荡着
秋千。

两个美女身着粉色衣服翩翩走
来，一个古装，一个现代。古装美女
挽着高高的发髻，秀发飘飘，手握小
巧的团扇，颇有大家闺秀的韵味。
古装美女站到了桃树下，脸贴着桃

花，微笑着，摆弄着各种姿势，演绎
着“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情画意，
继而飘然而下，站到路上以桃花为
背景，翩翩起舞，现代美女则蹲下身
子，举着手机拍照，录像，留住一树
美丽的花。

我想路过，又怕影响美女的雅
兴，只能在路边的长凳上坐下来，让
太阳晒着，远远地欣赏那一树桃花，
品味那一树桃花下面的故事。

人们三三两两，路过那一树桃
花，都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或者
拍照留念，或者行注目礼，或者在桃
树下等待一场缠绵的桃花雨。“满树
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或
许有人由花香嗅到了桃的体香，幻
想着“何当结作千年实，将示人间造
化工”。我却突发奇想，要是这一树
桃花生发为一百树桃花，构成千树
桃花长廊，那要醉倒多少蜜蜂留住

多少脚步？要是桃树下面的“海”边
都是盛开的桃花，“海”要是摇身变
成了“桃花潭”，李白是不是会转世
而来踏歌而行呢？

潭边没有歌，只有我站在桃树
下。

蜜蜂嗡嗡嗡地飞来，振动小翅
膀，围着桃花舞蹈。这朵停停，那朵
嗅嗅，再一头扎进去，头埋进花蕊，
深吻花心，撅着小屁股，腹和翅裸露
在外。我发现，半开半羞的桃花是
蜜蜂的最爱，钻进去，让花瓣包住，
与花融为一体，成了花的一部分，蜜
蜂似乎醉了，好长时间都不出来。
桃花为蜜蜂开，蜜蜂为桃花来；蜜蜂
要花的心蜜，花要蜜蜂的爱抚；桃花
开与不开，蜜蜂来与不来，它们都想
着，念着，心有灵犀地痛快着。“不负
如来不负卿”，这一瞬，入心的爱，是
离殇断肠的遇见，是流年里最美的

风景，是生命中最不舍的惊艳。
这世上，蜜蜂与桃花才是真正的

绝配。
站在桃花下，我想起了罗隐，想

起了“为谁辛苦为谁甜”，蜜蜂究竟
为谁辛苦为谁甜呢？其实，那时的
罗隐心里很明白，世间万物，风聚风
散，花开花谢，人来人往，都带有各
自的功利心。蜜蜂采花酿蜜，或许
就是为了活着，从来就没想过要无
私奉献给人类。我的感受或许失之
偏颇。

自然造化，物各有己，群而互
乐。

那一树桃花开着，蜜蜂忙着，
太阳照着，赏花的人快乐着……世
间万物，各自精彩，又相互加持，相
互照亮，利己与利他，完美和谐，这
大概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无私奉
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