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
日
的
海
边

席
湖

摄

夏 至
□ 刘合军

勒忒河中的挣扎者勒忒河中的挣扎者
——读索科洛夫的《愚人学校》

□ 筱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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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桃花源
□ 张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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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雪的人
□ 秦巴子

（组诗）

刚刚读到的小说《愚人学校》，
作者萨沙·索科洛夫于我是一个陌
生的名字。

作者生于1943年，这部小说完
成于1973年，几经辗转，书稿落到
美国一家专门出版俄文作品的出版
社。大约由于小说属后现代主义，
晦涩难懂，出版社将作品交予俄裔
作家纳博科夫审阅，获得纳博科夫
高度称赞，于是1976年得以出版。
我们现在可以在中文版的封底看到
纳博科夫的评价：“一本迷人的、悲
剧性的和感人肺腑的书。”

应该说索科洛夫运气不错，他
遇到了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又恰好
有阅稿的心境。假如阅稿人是索
尔仁尼琴，恐怕未必有耐心把书稿
读完。我们得承认作家和作家差
别极大，譬如天上的行星，各有轨
道和区域。

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在某种程
度具有作者自传的色彩，但其设定
的背景已经大大变形。故事发生在
一所收容智障儿童的特殊教育学
校，主角是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学
生，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被社会抛
弃的角落，一些不能适应所谓正常
生活和主流思维方式的人。

诗人和小说家（尤其是长篇小
说作家）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
记忆的逻辑也不同，索科洛夫不想
（或是不能）讲一个完整好听的故
事，他更像一个诗人。在他的笔下，
故事的结构是不稳定的，失序的，时

间可以逆向，死和生没有阻隔，现实
与幻象交错往还，诗性的文字扬起
一个断片又一个断片，如风中飞絮，
而风向并不确定，一切都在不受控
制的不规则运动之中。作者用梦呓
似的语言，勾勒了一个荒僻的角落，
流经那里的小河，被叫做勒忒河，那
个精神异常的孩子，大约相信这就
是希腊神话中那条冥府的河。这里
有使徒般的地理教师萨维尔，体弱
多病的女孩“风中玫瑰”，穿梭虚实
的邮差“风之使者”，柔美的生物女
教师维塔，象征威权的校长裴利洛，
以监视和告密为己任的教务主任丁
伯根太太，总是粉饰太平的精神科
大夫札乌泽，作为检察官而坚定维
护体制的父亲……

艺术家多半是现实世界的不适
应者，他们去艺术中创建另一个世
界。索科洛夫的不适应症尤其严
重，他总是企图逃离他所在的世
界。因为拒服兵役，他曾经假扮精
神病人，逃到病院里，也曾经一次次
非法穿越边境，企图逃往外面的世
界。艺术家无论置身何处，都是永
远的不适应者，一旦他适应了，与世
界和解了，他的艺术之火也就熄灭
了。索科洛夫写《愚人学校》，显然
不是与现实传统和解，其叙述方式
和语言表达都是忤逆的，难免会让
具有老习惯的读者不适应。

姑且随手拣一个片段——
“坐在课堂上，看着窗外被风儿

吞噬的白云，……并等待着白花花

的放学铃声响起，这铃声好似抱在
满满怀里的稠李，在那让人眼花缭
乱的月份里；……”

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上，萨维尔
老师讲了那个荒漠中的木匠的故
事，讲了十字架和铁钉。他的讲述
多次中断，莫名的黑影再三潜入，投
落在讲台上，使教室陷入阴暗和恐
惧。萨维尔老师还是把那个故事讲
下去，——“受刑人答道，——唉，真
是愚蠢，难道直到今天你还不明白，
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呀，你
和我——这是同一个人啊，难道你
还不明白，在你发挥木匠最高手艺
所创造出来的十字架上，被钉上去
的人就是你自己，而且你被钉上十
字架的时候，动手钉铁钉的还是你
自己呀。”直到故事讲完，木匠溘然
长逝，萨维尔才瞥见那个让人心惊
胆战的黑影。

萨维尔老师不是服帖于标准模
式的软体动物，他被解聘是必然的，

“按照梭鱼的命令”，这是神话中的
不可抗拒的命令。

萨维尔老师死后，隔着勒忒河
与寻找他的学生交谈，可以听到
勒忒河倒流的水声。他说，千万别
带任何点心过来，我已经完全没有
食欲了。他说，死亡啦，就是不甘
心哪。

萨维尔老师卖掉自己的骨骼，
并立下遗嘱特别把骨骼留给学校，
供学生们研究人类的骨骼结构，不
管是优等生，还是不及格的学生。

学生们起立的时候，遮住了那些骨
骼，学生们坐下之后，骨骼站立如
故。骨骼永远站着，多年以后仍旧
泰然独立，自成一格。

死后的萨维尔遭到检察官的起
诉，因为新修的法律规定，私人屋
顶或庭院的风信旗一律予以销毁，
而萨维尔就是不予理会，就是让风
信旗飘在屋顶。检察官（主人公的
父亲）便建议法官与陪审员对萨维
尔从重量刑。没有人为他辩护。于
是他在缺席审判的情形下，被判处
死刑。

索科洛夫的小说处处如此荒
诞。他不像一个平地上的行路者，
也不像一个陡坡上的攀登者，却像
是一个在勒忒河中的漂浮者，挣扎
者，河水是非常态的，挣扎更是非常
态的。他用写作逃离世界，也经由
写作进入世界。

索科洛夫称自己的小说是散文
与诗的结合体，并自创了一个俄语
新词——散文诗。有研究者认为：
索科洛夫笔下的主角是他的文字。

这个说法，只能读译本的读者
难以评判，可以相信的是，一个作家
的文字如同他的血肉，唯有极端特
异的文字能够成为主角本身。

筱敏 作家，1955 年生，居广
州。著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
长篇小说《幸存者手记》，散文集《阳
光碎片》《成年礼》《捕蝶者》《涉过忘
川》《灰烬与记忆》等多种。

常德，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城市，
仿佛湖南大地上的一颗明珠，散发
着迷人的光芒。

古人云：“江山之好，亦赖文章
为助。”天下名胜，多以文字传名。
桃花源概莫能外，它的千载盛名，
与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文章《桃
花源记》紧密相关，这篇收入中学
课本的妙文，让桃花源名闻天下，
妇孺皆知。

桃花源地处常德郊区，面临沅
水，背倚群山，景色优美，风光秀
丽。如今的景区面积宏大，其中核
心景区就有 15.8 平方公里，包括 4
个自然区：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岭
和秦人村，各种景点多达70余处。

经桃花源的牌坊，进入景区，但
见绿草如茵，花团锦簇，各种花卉，
五颜六色，竞相开放。因时间所限，
我们只能选择乘坐电瓶车游览。山
谷中的小径曲折蜿蜒，洁净平坦。
目之所及，美轮美奂。那天地之间
如梦如幻的山形水影，那道路两旁
如诗如画的修竹茂林，那夺目怡人
若即若离的繁花异草，那点缀其间
若隐若现的古老建筑，无不让人留
恋，让人向往。时值六月中旬，应该
进入旺季，这里却了无人迹，游客甚
至比当地的居民还少，环境有点空
旷冷清。其实这正是我喜欢桃花源
的原因，偌大的景区处乱不惊，静若

处子，显得幽深而神秘。
桃花源的美，是一种整体的美，

自然的美，宁静的美，和谐的美。
身处此境，真有心旷神怡、宠辱皆
忘之感。

我以为，到这里游览，需要静下
心来仔细看，慢慢品，真正体味它独
特的韵味。桃花源因文而名，不了
解陶渊明，没读过《桃花源记》，到这
里不过是游山玩水、浮光掠影般满
足一下视觉的享受。游桃花源，重
在感受五柳先生写作此文的良苦用
心。在这三百多字的文章中，陶渊
明重点不在写景，不在描绘山河之
秀与环境之美，而是通过营造一处
没有纷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丰
衣足食、怡然自乐的人间乐土，寄托
自己对内心理想的向往，表达人们
对和平宁静、幸福美好生活的追
求。我们到桃花源，看不看桃花不
重要，看不看特色古建筑与山山水
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是否得
到净化，精神境界是否得到提升。

全国以桃花源命名的景区景点
不下十处，较为著名的有湖北十堰、
安徽黟县、重庆酉阳、台湾基隆等地
都有桃花源。它们各有依据和理
由，将桃花源这个不乏虚构成分的
理想之地变成了现实中的人间乐
园。但我以为，最为人们公认和接
受的当属湖南常德的这处桃花源。

原因有二：一是有史料记载和文字
出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开篇
写道：“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
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武陵
人从岸边的桃花林深处的山口进入
了土地平旷，有屋舍良田、鸡犬相闻
的世外桃源。武陵即现在景区所在
的常德桃源县一带，人们根据山川
地貌、自然环境将这里确定为桃花
源是有依据的。二是现在的桃花源
景区并非近年来为适应开发旅游、
招揽游客而新建的，自然风光古已
有之，人文建筑已越千年。

到了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作
为一个精神符号是有现实依据的，
并非完全虚构假托，群山环抱、绿水
缠绕的平坦田野、村落屋舍就是他
写作桃花源的生活背景。但文学创
作毕竟是人的主观产物，桃花源是
五柳先生心中的桃花源，不一定是
实指某处山水田园。

桃花源因陶渊明的记文成了世
代人们向往的理想圣地，也引来了后
世无数文人墨客的竞相追捧，千百年
来，孟浩然、王昌龄、王维、李白、杜
牧、刘禹锡、韩愈、陆游、苏轼等诗文
大家都曾到此驻足，竞相吟咏，短歌
长篇不计其数，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
墨迹。他们的到来与歌吟，为桃花源
增添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从根本上讲，将桃花源封闭起

来、与世隔绝的不仅仅是因为外界
特殊的自然条件，更是陶渊明的主
观愿望。桃花源这个地方，开发历
史久远，在当地早已声名远播，陶渊
明借助这个静谧幽闭、与众不同的
乡村，构筑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地，他
笔下的桃花源是隐匿于山水之间的
村庄。这里没有市井的喧嚣，没有
商业的侵蚀，没有利益的纷争，百姓
耕耘劳作，自给自足，淳朴善良，怡
然自得，固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独
享清净自由的快乐人生，这才是人
们向往的远离世事的安乐之所。

游桃花源给我留下的启示是：
外求于物，不如内求于心。在甚嚣
尘上、物欲盛行的当下，只要保持
内心的平静与纯洁，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为自己保留一块心灵净土，
就会身心放松，精神愉悦。往事越
千年，岁月总流转，若是心中有，处
处桃花源！

张映勤 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
家、编审。出版有《死亡调查》《话剧
讲稿》《那年那事那物件——100 个
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故人故居故
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浮生
似水》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
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
文等数百篇计 600 余万字。部分作
品被转载或获奖。

情诗

你从岁月深处走来
因此你迟到了很多年
才被我看见
但你毅然走向我
走进我的眼睛
成为我眼睛里面
柔软透明的玻璃体
随着我的老去而陈旧
渐渐地看不清世界
以至于除了你
我已看不清别人
你已经成了我眼睛里
除不掉的白内障

无题

杰作早已在青春期写就
一生中剩下的时间
所有的写作
不过是给早年的杰作
描轮廓，勾花边，装上精致的框子
让杰作看上去更像文物

靠边走

命运的宠儿喜欢炫耀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更多的人常常无奈
那个贴着街边低头徐行的男人
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把冷灰
他的内心含着一块坚冰
他心里念着，不得不如此
我不得不如此走过去

不一样的好

下了半个月连阴雨
我写下的字
在湿气里氤氲着
慢慢地洇出一些
意外的水墨效果
太阳出来了
太阳照在书法桌上
写好的字
被晒得起了翘
像锅里的煎饼正在变熟

看雪的人

站在雪里
他看见白
非常之白
白的缤纷
白的炫目
无边铺展着
渐渐地
看雪的人
有了雪的身子
有了雪的白
他看不到别的事物了

秦巴子 诗人、作家、评论家。出
版有诗集《立体交叉》《纪念》《神迹》

《此世此刻》等多部；长篇小说《身体
课》《大叔西游记》《跟踪记》，短篇小说
集《塑料子弹》；随笔集《时尚杂志》《西
北偏东》《窃书记》《有话不必好好说》

《购书单：小说和小说家》等，主编有
《被遗忘的经典小说》（三卷）等。

（组诗）

天空如此深邃

恰如黄昏的向往
一片落叶牵手未来的暗色
用乌鸦盖住潮水的低泣
身边的江河
任凭时光变幻
只管披上灿烂的裙裾
前夜封存的黑正随风勃发
被阳光吸走的灯火萎靡如蛇
奔赴的人怀抱使命
一种是神界
另一种是虚空

夏至

过了狂欢的春天
太阳就会把心跳的露水收回去
月色和蝉鸣就会变得厚重起来
那些海的雪浪和未曾怒放的花朵
泛着激情，托举空缺陆地
一轮落日横在万户之间
一指琵琶
弹奏千亩烟波
一行白鹭奔云踏歌
烈日晴
风一阵雨一阵

十里不同天

夏日海边，跨海大桥和浮岛孤独
潮水枯黄铺展，像岭南以北的麦地
向西，行至板樟山下
聚雨突起屏障，刀凿一样的雨水呀！
驱赶着逃离狱火中的一匹匹野马
向着大海奔去
我沉浸在这火热煮过的时光
看着沙沙的车轮向前滚动
懒散的步子也激昂起来
横流足下的尘屑
随风消散

雨夜

阵雨下在寅时

就一柱香的时间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雨夜
雨后冒出星辰，这算不算是雨后星辰
我就喜欢身边那些突然的出现和消失
好似一阵风，四处游荡，抚摸
过花枝又吻上了大地
就像我沉寂于黑暗的眼睛
习惯与梦的交谈
亦宠幸于黎明的赦免

天际的灯火

在酝酿一首诗时
有时我要把身体的一切掏空
像一个稻草人一样空荡
然后准备迎接风雨雷电与日晒
握住黑暗的手
去吻最初的一缕晨光
让它们包裹我
撞击我
洗劫我……只有这样
方可释放血液中澎湃的浪潮

我们像黑夜一样分娩晨光

把露水褪尽的夜色扶了扶
轻轻地清扫院中失眠的叶子，然后
让喘息的声音变得均匀起来
这一天，雷声没有挤破窗户，风声
也没有敲开身体里的苍海
在水系南村，哪一天都是潮起水退
沉寂是空望的源头和陆地
我们细数着乌云和白云的穿梭
吞咽落日的骨刺与唇边的雪
让谎言和四壁弥合
见证一纸江山

刘合军 诗坛壹周诗刊社社长兼
主编，中国大湾区诗汇副主席，中国东
方创作中心理事，出版个人专著《刘
合军汉英诗集》《一寸人间》等诗集八
部 ，主 编《诗 坛 -2018》《诗 坛 -2019》

《诗坛-2020》华语好诗榜。有 1800 首
诗歌在国内外多种文学刊物发表，获
奖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