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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 宁 儿 ， 爸 爸 怎 么 也 想 不 到 ， 从

2008 年 8 月 3 日这天起，就再也见不到

你 了 。” 这 是 作 家 周 大 新 的 长 篇 小 说

《安魂》 开篇的第一句话，也是他人生

最黑暗的经历。

这个春天，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安魂》 上映，银幕上的父亲失去了不

满 30 岁的独子，只能在一个长相酷似

儿子的“骗子”身上寻找情感寄托。尽

管已经过去了 14 年，电影首映时，台

下坐着的周大新，依然无法上台致辞，

准备好的讲稿只能请人代念。

从孩子走的第二年开始写作，周大

新 写 得 很 慢 ， 有 时 候 一 天 只 能 写 几 百

字 ， 写 完 之 后 ， 好 受 一 些 ； 但 他 不 愿

提，一提，所有东西重新回到了脑子。

“难受的时候，我从来不说，只有通过

写作，幸亏我有这个途径。”周大新说。

《安 魂》 是 一 部 对 话 体 长 篇 小 说 ，

父亲与死去的儿子“对话”，父亲倾诉

着自己的愧疚，在生死界河彼岸的儿子

讲 述 着 自 己 的 见 闻 ， 也 不 断 安 慰 着 父

亲。能和已逝的亲人对话，这恐怕是很

多人的美好幻想，甚至有的科幻作品中

也没有期待人死复生，而是想象跨越生

死的交流。

中国人对生与死的概念很有意思，

纪念逝者的清明节，偏偏设在万物生长的

仲春时节。清明节既是一个扫墓祭祖的肃

穆节日，又是一个踏青游玩的快乐节日。

生命，向死而生。

纪念逝者的节日，过节的却只能是生

者，清明节在民间，历来有各种各样的仪

式。在周大新的老家——河南南阳盆地的

乡间，清明时节，家家要上坟，要为逝者

的坟头培上新土，要在坟头顶部盖上一个

碗状的土块，要在坟前摆上供品，要在长

者的坟前焚香磕头，要放鞭炮，要焚烧纸

钱和用纸剪成的春夏衣裳，有的还要栽上

树苗⋯⋯

“这些固定下来的仪式，当然是为了

缅怀逝者，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醒后人，

记住你的来路，记住给过你生命的前辈，

不要忘了他们。”周大新觉得，这些庄重

的仪式很有必要，“它是在用血脉亲情来

团结家人、族人、村人；提醒人们要知道

感恩前人，给大家一个回忆和记住逝者身

上好处的机会，有利于乡间人们生活的和

睦和家族精神的延续传承。”

周大新对生命的态度，在人生的各个

阶段有很大不同。少年时，以为自己的生

命长度无限，只想快点长大，只嫌时间过

得慢，恨不得生日能连着过；青年时，知

道生命有限，可总觉着离生命的终点还很

远很远，可以随意挥霍时间，“根本不懂

得珍惜生命，以为自己的身体怎么折腾都

可以”。

等人到中年，周大新模糊地意识到，

生 命 已 经 过 了 一 半 ， 但 因 为 上 有 老 下 有

小，整天忙着发展事业和挣钱养家，也没

时间去想怎么保护身体、延长生命；老年

来临，他突然发现，生命尽头原来就在不

远处，不少慢性病已经缠上了身，他有些

慌了，才懂得要珍惜身体，才有了延长生

命的迫切希冀。

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前奏是衰

老。周大新在 4 年前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

《天 黑 得 很 慢》， 20 万 字 ， 谈 的 都 是 衰

老。“变老并不是悲惨的事，那像是夏季

天黑得很慢。”周大新写道。每一个生命

自诞生，就在慢慢靠近衰老和死亡。在这

个过程中，人所有的活动和情感、所保存

的所有的文明与记忆，都在与之对抗。

今年 70 岁的周大新并不避讳自己对

死亡的恐惧，他描述衰老、描述死亡，温

柔地对抗。当他明白无论多么恐惧也无法

避免死亡的时候，心也就平静了下来，甚

至坦然地做着迎接死亡的准备，“自己想

做的事尽快做完，然后等着它把我带走”。

比如，他想捐出自己的藏书，在家乡

建一个小型图书馆，让家乡的年轻人有一

个新的阅读场所——这件事已经基本办完

了；比如，他想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建一个

小型的“爱意纪念馆”，把世界上特别感

人、充满爱意的事件，用照片和音画的形

式展示出来——这个想法还未动手，不知

道最终能不能做成。

去 年 ， 周 大 新 出 版 了 《洛 城 花 落》，

并宣布这是他的长篇小说封笔之作，因为

体力原因，他不再写长篇，但对文字的热

爱依旧。

对于写不动长篇的生活，他有规划：

写散文和随笔，也可能重拾年轻时就很喜

欢 的 电 影 剧 本 ， 如 果 连 文 章 也 写 不 动

了 ， 就 写 书 法 ， 画 画 ； 对 于 日 渐 衰 老 的

生 命 ， 他 也 有 准 备 ： 精 神 上 知 道 自 己 将

面 临 什 么 ， 金 钱 上 保 证 医 疗 健康，物质

上“买了拐杖，还在家里的卫生间安了防

跌倒的扶手”。

年轻人也许离死亡还很遥远，但周大

新觉得，依然要有面对不测的准备：

其一，要 有 危 机 意 识 ， 不 要 以 为 危

险 的 事 情 永 远 不 会 找 上 自 己 ， 要 警 惕 事

故 和 其 他 意 外 灾 难 ， 懂 得 并 学 会 保 护 自

己的生命。“开车，一定要系安全带；用

电，一定要防漏电；登山，要做好万全准

备；潜水，要有朋友在一旁看护；家里的

燃气开关，要经常检查；骑电动车外出，

不能超速⋯⋯”

其二，要锻炼、爱惜身体，不要以为可

怕的疾病不会上身 。”喝酒，适可而止；熬

夜，偶尔为之；吃东西，不暴饮暴食；打游

戏，别影响休息；工作，有劳有逸；玩闹，动

口不动手；不生闷气，学会自寻开心；学会

制怒，不让愤恨伤身⋯⋯”

周大新像老父亲一样“絮叨”着这些

注意事项，仿佛面前坐着自己的孩子。

周 大 新 记 得 ， 和 电 影 《安 魂》 的 主

演 巍 子 第 一 次 看 完 成 片 后 ， 两 个 人 抱 头

大 哭 。 首 映 之 后 ， 他 不 敢 再 去 电 影 院

看 。 春 分 之 后 ， 白 昼 越来越长，天黑得

越来越慢。

“ 我 们 的 父 母 将 我 们 领 到 这 个 世 界

上，让我们见识一番人间的美景，同时也

让我们与烦恼、劳累、痛苦打一番交道，

这归根结底是一桩好事，我们应对他们充

满感激。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就是善待自

己的生命，尽可能走好生命全程，给人间

留下一道美丽的印迹。”周大新说。

周大新：年轻人也要有面对不测的准备

□ 冯雪梅

书 友 的 阅 读 之 乐 ， 就 像 “ 微 醺 ”，

可遇不可求。你们同是书的饕餮之徒，

喜欢这一桌文字大餐，都有好品位好心

情好胃口——类似的爱好、知识结构，

都处于某种阅读节奏中，并且对自己并

不了解的作家持开放态度。好的书友，

心无芥蒂，可以随时“骚扰”，更可以

互相挤兑，随便扔过去只言片语，相信

对方能够心有灵犀。

我断定王老大会喜欢马丁·艾米斯

和这本回忆录《经历》。曾和朱利安·巴恩

斯一伙，上世纪 70 年代新布鲁姆斯伯里

圈的成员，博尔赫斯的“迷弟”——这三

样，统统都是他的“菜”。于是，便把看到

的段落和想法不停“砸”向他，让文字和

截图嗖嗖地飞来荡去——

有个当作家的儿子比有个当作家的
老爸更可怕。

他老爸就是写《幸运的吉姆》那位，
得过布克奖。

老艾米斯靠写作成名，移情别恋一
位女作家。前妻离婚后开了家“幸运的吉
姆”炸鱼店，财源滚滚；二嫁成为教授太
太；三嫁变身男爵夫人⋯⋯

小艾米斯继承老爸基因，各种折
腾⋯⋯因为喜欢纳博科夫而跟老爸成
文学“死敌”，寄自己的小说给老艾，
老艾翻了几页 《金钱》，就把书从屋这
头扔到了那头⋯⋯

嫌敲字速度慢，我干脆把另一本书

（《在 别 人 的 句 子 里》） 中 的 相 关 内

容 ， 略 加 删 改 后 直 接 copy：希钦斯写
了一本 《文化失忆》，描绘他酒足饭饱
之后，和布罗茨基跳上餐厅椅子互砸法

语德语诗⋯⋯那是 70 年代的布鲁姆斯伯
里。这个小团伙是艾米斯发起的⋯⋯他们
玩的文字游戏都有学问。

哈哈，他们玩的文字游戏，不就是拿

文 字 “ 砸 死 ” 对 方 吗 ？ 这 可 是 知 识 分 子

（文人墨客） 的拿手好戏，咱们的那些文

人老前辈，都会。苏小妹“闭门推出窗前

月”，逼得秦少游“投石冲开水底天”；韩

愈笑话白居易：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

时不肯来？老白一声轻哼：小园新种红樱

树，闲绕花枝便当游。

文学史上，少了这些个“互怼”游戏，该

多寂寞？马丁·艾米斯的回忆录里，也没有

少“砸”人——父亲、兄弟、好友、同行，当然

还有读者。

2000 年《经历》出版时，小艾 51 岁，人

到中年。之前的四五年里，他离婚结婚，非

婚生女儿突然出现，失踪快 20 年的表妹被

认定为系列杀人案的受害者之一，大型牙

科手术，新书出版过程中的是是非非⋯⋯

以及（最重要的），父亲的去世。

非线性文字飞向各处，你得跟上它四

处溅落的踪影。开始，看不到悲伤——大学

时的家信，穿起回忆录的前半部分内容。每

一封信，基本都是向父亲和继母报告现状，

要钱，附账单，其余的叙述里，不乏对作家

老爸的揶揄，举起一支支“飞镖”，挑衅似地

向老艾扔去。老艾向儿子解释为什么离婚，

小艾弹出一枚“嘲讽体”：“能记得的就是他

可笑地把中国茶的事提了又提——爸爸是

怎么喜欢中国茶，而妈妈从来不记得买上

一些。而现在，他心满意足地喝着一杯又一

杯伯爵红茶⋯⋯”

对往事意识流似的回忆里，非常好看

的是那些“原文注”，它们刻薄、有趣、丰厚，

你能感受到一个个“弹幕”如雨般飞落——

它们本该藏在正文背后，却出其不意地冲

到前台，时不时抢了正文的风头。

马丁待在诊所里，痛苦地接受牙科手

术，他写下这样的“注”：在迈克诊所做牙模
时，我得静坐几分钟，嘴巴里糊着一层无味
的泡泡糖。烂牙俱乐部的会员乔伊斯和纳
博科夫告诉我，那时候他们可得花上半个
小时，喉咙里像是塞满了打散的臭蛋，扭动
着呕吐着。那个年代的牙科，臭蛋味是这类
用料受人偏爱的风味。

而在父亲去世之后，他感慨“他们终于

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平等也在没有上帝的

死亡面前平等⋯⋯”，同时“注”：⋯⋯纳博科
夫认为人类极致的分类是在这两者之间：睡

得好的（他把他们看作是自鸣得意的傻子）
和伟大的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就像他自己）。

《爱上你这样的姑娘》（1960）中的一个普通角
色格雷厄姆·麦克林托克认为人类分类是在

“有魅力和无魅力”之间。无魅力的格雷厄姆
告诉有魅力的詹妮·邦恩，“长得像你这样的
人和长得像我这样的人，我们之间生活的差
异，你是没法儿设想的”⋯⋯

这 里 ，有 个 人 生 活 的 记 录 ，有 文 学 见

解、经验之谈和对同行的评价。几乎所有英

语老师都说过：学单词的最好方法是从英

文解释中，体会一个单词的含义。这很像阅

读《经历》，它的一个个注释不断丰盈原文

的内容，如同套娃，给你一层又一层的惊

喜，让你哈哈大笑、频频点头，还忍不住

批注几句；给你投喂新“料”，满足你的

八卦好奇心，也不断丰富你的知识；带给

你某种情绪——快乐、不屑、哀伤⋯⋯你

在 它 们 和 正 文 的 相 互 交 叠 中 “ 剥 洋 葱 ”，

小心地探寻真相。

不像讥讽那样轻快而锋芒毕露，悲痛

来得缓慢而猝不及防，“死亡”这支沉重的

梭 镖 突 然 就 击 中 了 你 。“ 父 亲 正 在 走 向 死

亡，他的父亲也曾这样走过（他的父亲的父

亲也这样走过）。不可避免地快要降临了，

你的内心已有准备，起身迎接它。‘什么事

即 将 发 生 时 悬 而 未 决 的 感 觉 。’‘ 悬 而 未

决’，没错。‘悬而未决’，不亚于真相。”

不只如此。差不多就是父亲生病离世

的那段时间，艾米斯也终结了和老友巴恩

斯的友谊。巴恩斯的妻子曾经是艾米斯父

子的出版经纪人，小艾的新书《情报》出版

时，更换经纪人，惹恼了巴恩斯，他把一封

信“砸”向对方，“信中最后一个短语是人所

周知的某个口语词。那个短语由两个词组

成。总共七个字母。其中三个是 f。”（我猜是

fuck off 滚蛋）

“我过阵子给你打电话——过很长一

阵子。”——小艾给巴恩斯写了回信。这很

长的一阵子有多长？我不知道，多年之后，

当艾米斯看到巴恩斯追悼亡妻的文字时，

他们会不会和解？

有些人用文字直接把对方“砸死”了。

作家们飚出的字句，宛若“箭雨”射向对方；

读者被书中的文字砸中，击鼓传花般将它

的“余震”传给下一个读友；在一代又一代

人对同一本著作的解读中，我们看到文化

会传承。如同推倒多米诺骨牌，陌生的、鲜

活的、精灵般的文字，就这样在火光电石的

噼里啪啦中，声声回响。

有些人用文字直接把对方“砸死”了

□ 李桂杰

“ 叶 先 生 是 一 个 不

拿讲稿上课的人，‘完全

脱稿，大开大合，挥洒自

如’。”——这是南开大

学宁宗一教授对于叶嘉

莹的回忆，在《我与姑母

叶嘉莹》一书中，叶言材

写到，叶嘉莹“每次讲课

时，一定是站立于讲坛

之上。她的著述之多，用

‘著作等身’一词已然不

足以形容”。

好 的 传 记 ，不 是 靠

作者的杜撰和想象，而

是用自己的眼睛去捕捉

那些珍贵的历史时刻，

并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

理 解 ，《我 与 姑 母 叶 嘉

莹》一书就是如此。

97 岁 高 龄 的 叶 嘉

莹先生是誉满海内外的

中 国 古 典 诗 词 名 家 耆

宿，是一位以中华文化

为 一 生 之 本 的 传 奇 学

者 。叶嘉莹的侄儿叶言

材也是一位学者，先后

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和 日 本 九 州 大 学 大 学

院，曾执教于日本北九

州市立大学中国系的叶

言材与叶嘉莹先生不仅

是亲姑侄，且同为中国

文学研究者，在成长及

治学过程中深受叶嘉莹

先生关照与影响，更是

叶嘉莹先生受邀回国执

教、创办南开大学中华

古典文化研究所、与中

外文化名人交游等重要

时刻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对叶嘉莹先生抱

有深刻的了解和真挚的情感。

《我与姑母叶嘉莹》一书扎实而不流于

琐碎，叶言材的文字中，有亲人视角，更有

学者删繁就简、捕捉细节的智慧。在书中不

仅 为 读 者 生 动 重 现 了 叶 嘉 莹 先 生 生 长 于

斯、永铭于心的叶氏大家族和察院胡同老

宅，回顾了作者青少年时叶嘉莹先生归国

与家人重聚相伴并游历讲学于祖国各地的

珍藏记忆，更将叶嘉莹先生与中外诸多师

友结下深厚情谊的知心交游娓娓道来，其

中包括陈省身、杨振宁、李霁野、陆宗达、夏

承焘、缪钺、邓广铭、陈贻焮、冯其庸等学

人、专家。

对 于 叶 嘉 莹 1974 年 回 国 后 有 感 而 做

的古体长诗《祖国长歌行》，他有着独特而

深刻的理解：她是一个目睹过羸弱旧中国

的腐败没落和在台湾经历过“白色恐怖”的

人，当她亲眼看到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时，她心里进行比较后产生的那份

感慨，或许是今天的人们所难理解的。

叶言材在书中写道：“我曾听说过这样

一种说法：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眼睛里

充满了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一个人在这

个社会上让人尊重，一定是经历了很多事，

还 能 够 堂 堂 正 正 地 站 在 人 们 面 前 ；当 他

（她）呈现出这种状态的时候，对别人又不

羡不嘲，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我认为叶先

生就是这样的人。”在叶言材看来，叶嘉莹

对于中国诗词理论学说的贡献和晚年倾其

所有致力于中国诗教的传承，是她人生最

大的成就。

毫无疑问，《我与姑母叶嘉莹》的现场

感是本书最珍贵的部分，也可以视为对于

叶嘉莹口述自传《红蕖留梦》一书的珍贵补

充 。叶嘉莹先生在本书

序言中深情写道 ：他文

思敏捷，识见又广，一写

起来就下笔不能自休，

洋洋洒洒 。他认真和努

力地以他的记忆补充了

我 以 前 一 些 记 述 的 不

足，这些关于人与事的

叙写，使我极为感动。

《我与姑

母叶嘉莹

》
：

难忘人生岁月亲历者和参与者

2022 年 4 月评委团成员：
韩浩月 闫 晗 张家鸿
栏目主持：沈杰群

《我们忧伤的身体》

评委点评：
《我们忧伤的身体》是

散文家傅菲一部思考身体

的散文集，全书以《相逢》开

篇，以《告别》结束，内容包

括人生的全部过程。这本书

不仅叙述了作者个人隐秘

的内心体验，更是对爱情、

亲情、疾病、时间、生存与死亡等议题，进行

了兼具感性与理性的精准诠释。作者把人

的身体当成了时间的容器，这一容器不仅

承载着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还承载着每

一个人生命体验中的喜悦、快乐与隐痛、悲

凉。因而，这是一部哀婉动人的生命情书。

《安魂》

评委点评：
小说《安魂》以隔空对话的形式，记录

了儿子去世之后父亲的痛苦与悔恨，阴阳

两隔的父子在这本书中重聚，通过展示伤

口与裸露灵魂的方式，实现了彼此的理解

与和解。该书是“一部以莫大的勇气直面死

亡的人生大书”。它的内里有冷的成分，也

有温暖的成分，冷热交织的内核被读者捕

捉到之后，会转化为五味杂陈

的感受。《安魂》所表达的不仅

是一个“失孤”悲剧，而是对一

代人的价值观进行反思——

以父亲的身份进行一次自我

检讨，以打碎自我的光辉与伟

岸，来换取一种平凡活着的正当性。

《生命的重建》

评委点评：
生命如此沉重，我们怎样

才能获得内心的自由？露易

丝·海在本书中回忆了自己的

一生：年幼时常遭继父暴虐地

对待；5岁时不幸被酒鬼强奸；

16岁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生下小孩，因无力抚养而送人；结婚14年后被

丈夫抛弃，几近崩溃；不久后又被确诊患上癌

症⋯⋯坎坷的经历使她全身心投入心理康复

的学习中，找到潜藏于自己内心的力量，不仅

实现了个人成长和自我疗愈，还帮助数千万

人挖掘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

她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在面对人

生的种种不如意时，应该如何“启动心的力

量”，放下负面思想，改变思维模式，获得全

新的人生体验。爱自己，是我们所能给予自

己重要的礼物。

《我是遗物整理师》

评委点评：
遗物整理师经常用一

两天的时间整理人们留在

世上最后的东西，这些东西

尚有余温——这温暖来自

老人在最后时刻依然深情

抚摸的儿女照片、老奶奶在

生命进入倒计时后仍然安

详叠出的手工作品、老者在

笔记本上工整写下的“死前想做的十件事”

（联络朋友、记住女儿出嫁的身影等）⋯⋯

所有这一切，他们都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记

录下来，凝练出 30 则动人的故事。在遗物整

理师眼中，每一个遗物整理现场都是一场

对生命尊严的盛大祭奠。

《你经历了什么？——关于
创伤、疗愈和复原力的对话》

评委点评：
成长中的经历是你的一部分，形成的

创伤可能难以磨灭，影响

余生的每一段关系、每一

次互动和每一个决定。如

果想试图解决一些消极情

绪 、 阴 暗 心 态 、 异 常 行

为，就要追根溯源，反思

“ 我 经 历 了 什 么 ”。《奥 普

拉 脱 口 秀》 主 持 人 奥 普

拉· 温弗瑞和儿童精神科医师、神经科

学 家 布 鲁 斯 · D. 佩 里 医 生 以 10 次 私 人

对 话 加 真 实 案 例 的 方式，用脑神经科学

讲清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的发生逻辑，帮

助你了解自己，共情他人，获得重建命运

的机会。

《姥爷，我们天上见》

评委点评：
这是一部可以从头至

尾带着微笑、回忆与感动

观看的书，它的年代痕迹

非常明显，可以迅速把那

些和主人公有着共同生活

经验的人拉进去。蒋雯丽

的这部专为纪念姥爷而写

的作品，并非只有个人化的表达，她对那

个时代的社会、人情、爱情等，都有着非

常 含 蓄 的 审 视 ， 这 种 审 视 不 是 妄 加 评

断 ， 也 没 因 回 忆 的 美 好 而 被 镀 上 金 色 。

在 感 动 于 亲 情 、 邻 里 情 之 余 ， 通 过 这 本

书 ， 读 者 也 可 以 隐 约 感 到 那 个 时 代 温 暖

之外的残酷。

《每个生命都重要》

评委点评：
鲑鱼为什么要冒死从

大海回到出生地产卵？工

蚁为什么不繁殖后代，而

甘 愿 劳 碌 为 巢 群 作 贡 献 ？

蚊子为什么赔上性命也要

冒险吸血？如果在漫长的

时间中观察，每一个生命

都 是 珍 贵 而 神 奇 的 ， 无 论 强 弱 ， 它 们 都

强 韧 地 活 下 去 ， 创 造 属 于 自 己 的 天 地 ，

传递生命的“接力棒”，值得我们珍视和

尊 敬 。 日 本 农 学 研 究 院 教 授 稻 垣 荣 洋 的

这本书，用温柔的笔触讲述了 29 篇动物

故 事 ， 写 了 各 种 生 物 的 奋 斗 与 命 运 ， 有

育 儿 的 故 事 ， 也 描 述 了 不 同 的 死 亡 ， 对

自 然 与 生 命 充 满 敬 畏 ， 带 给 我 们 全 新 的

思考。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评委点评：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以 记 录 死 亡 为 主 题 。作 者

从 对 生 命 的 关 注 出 发 ，忠

实平等地纪念了人生中亲

历的 99 次死亡，为人、动物

或 植 物 留 下 遗 言 。全 书 以

简 洁 忠 实 的 语 言 ，尽 量 真

切地传达面对死亡的直接体验，努力使这

一陌生的经验能够容纳和安放人性，体现

在世的艰辛与慰藉。《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不只是 99 位逝者的死亡记录，还是一部还

原了他们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的当代中

国社会史。

《见证生命，见证爱》

评委点评：
这本书是从事生命教

育的医生路桂军展现成长

经历的证据。故事性强是本

书的显著特色。如何对病患

进行临终关怀？路桂军通过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分享一

种种方法。把故事与方法贯

穿起来的是对生命的同情与悲悯。诚如他所

说：“而我，则是踏踏实实地做具体的事情让

一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过得更好。”也许，

这会是许多人关于死亡的启蒙书。

中青阅读2022年 4月生命书单

《安魂》是一部对话体
长篇小说，父亲与死去的儿
子“对话”。

如同推倒多米诺骨牌，
陌生的、鲜活的、精灵般的文
字，就这样在火光电石的噼
里啪啦中，声声回响。

叶言材的文字中，有亲人
视角，更有学者删繁就简、捕
捉细节的智慧。

周大新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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