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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剧场

袋子
来自欣的微信圈：

这个袋子，深得“萌”心。

@蒙达：小孩子的乐趣，其

实很简单。

@一一：话说这个袋子好

结实。

@如果爱：我家小孩也爱

坐在袋子里，荡秋千，其实比

较危险！

来自大表哥的微博：
外国一些父母本来想拍一些关于圣诞节

的照片，没想到宝宝们的反应和想象完全不一
样。妈妈，你这样会失去本宝宝的……

@大肥：看到孩子内心的绝望。

@卿来：买家秀和卖家秀。

@小龙虾：看着好有喜感。

@魔雨：哈哈哈，莫名的笑点。

@女侠：照葫芦画瓢可是技术活。

圣诞节的买家

卖家秀

来自秋野的微信圈：
美美的棉花，装上纸袋，便是

一束“棉”花！

@可伶可俐：只要用心，物皆

美好！

@张十九：很有意境的美！

@小小心意：此花非彼花，可

是仍旧能做花！

来自魏泽楷的微博：
本来不想装的，但卖薯

片的老大爷教育我说薯片
只能盘出车轮形，于是我给
了他十块钱，借用了一下他
的拖拉机，当着他的面用薯
片盘出一个“摇滚巨星”出
来，大爷已经看疯了。

@贻：厉害了我的哥！

@雅婕：手工艺逗逼！

@黑眼睛的兔子：这哥

应该赶紧申请吉尼斯世界

纪录吧！

@女巫：太有才了！

大神啊，
跪了！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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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外史》，用乡愁凝结而成
——布衣作家陈晓江讲述创作、修订再版始末

书中人物有据可依

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研讨会现场研讨会现场陈晓江在研讨会上发言陈晓江在研讨会上发言

对陈晓江而言，创作《芙蓉外史》也许是冥
冥之中注定的，命运坎坷，有过很多挫折的
人往往能够激发潜能。憋屈了许久的他，通
过创作小说厚积薄发。

浓烈的瓯越古老文化、永嘉文脉的熏陶
及耕读传家的影响，使得这个从芙蓉古村落
里走出来的陈晓江，从小酷爱文学。幼年时
住的老屋大院、睡的雕花老床，都曾给他带
来无尽的遐想。天资聪颖的他，读书时期一
直是一个学霸，数学更是常常考满分，作文
更是被作为范文通读。

文革后参加高考，因作文写得太怪异不
得分名落孙山。他曾两次考上“乡干”，但政
审都没通过。后来他走向社会，先后开过照
相馆，搞过建筑，当过公司办公室秘书，到
川陕一带养过蜂，办过汽车修理厂，开过图
片社，北漂到京都经商，经营旧木雕。这些
经历为他日后写长篇小说提供了沃土。

陈晓江说，“要是过上安稳的日子，没有无
数次的感动，谁去费这个劲啊？《芙蓉外史》有
今天这模样，也得益于掌握数学和建筑结构设
计的知识，我把这部书看成一个矩阵，一个山

崖上大空间的雕塑。”
陈晓江在创作的时候，为了进入笔下所塑

造的角色，他尝试体验各种文化艺术。2006
年在北京琉璃厂东街经营旧木雕；为把握拿捏
表现陈叔平等文化高人弹琴的雅趣，他在琉璃
厂买了一张古琴，并要求店主免费送五节课；
他又学习绘画，《芙蓉外史》简体版的封面和内
页插图都是皆出自他手。

如今的陈晓江，自称是无业游民，唯一在
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帮村里搜集千年古村的资
料。他说，《芙蓉外史》耗费了他许多精力，改
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放弃了很多赚钱的机会，
现在再让我写长篇小说，也不大可能了，因为
这太累人了。

在《芙蓉外史》研讨会，除了来了文艺
界的大腕，还来了金牌电视剧制作人。有人
建议把书本改编成电视剧，要求作者再缩
减、修改文字，那么以后《芙蓉外史》可能
将以另一种形式向读者展现，永嘉楠溪文化
传承又将多了一个出口。

记者胡艺罗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12 月 6 日，在永嘉芙蓉古
村的一个小书院里，一场研讨
会正在进行。

来自京沪和温州本地的20
多位文艺评论家、作家，对我县
农民作家陈晓江的长篇小说
《芙蓉外史》，进行了深入细致、
实事求是的“把脉会诊”，并发
表了真知灼见。

这样的场景，在文学界并
不多见。文艺界的大腕，为一
介布衣的永嘉作家聚集在一
起，可见这位作者的份量。

陈晓江是芙蓉村人，他历
时十年创作《芙蓉外史》，字数
逾 150万字，于 2008年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引起一定的反响。

时隔 8年后，陈晓江对《芙
蓉外史》进行全面修订，出版直
行繁体线装版《芙蓉外史》，行
文更圆润，结构更严谨。

参加研讨会的评论家针对
小说的主题、语言特色、长篇结

构等进行了全面讨论。评论家
曾镇南说，目前小说主流在北
方，像《芙蓉外史》这样有南方
乡土气息的长篇小说十分难
得。评论家、诗人曾凡华的评
价是“《芙蓉外史》这部小说具
有诗性内涵”。军旅作家、评论
家汪守德专门对小说中有关红
色重大事件叙述进行长篇专题
评论，他认为小说中对重大红
色题材近乎纪实的描述确实令
读者震撼，这是时下一些小说
戏说和刻意虚化严肃事件所无
法企及的，从这个意义来说，
《芙蓉外史》还有存留史实的价
值。

那么，在文学日益边缘化
的今天，读长篇小说、巨著的人
是越来越少，而前后历经 20年
精心创作、多次修改的再版《芙
蓉外史》有着怎么样的故事，想
要传递怎样的理念，要与读者
分享之？

山乡任变迁，漫漫六十
年。《芙蓉外史》分《追源记》《寻
金记》《归宗记》《荒年记》《争斗
记》《还乡记》六部，所展现的
是，芙蓉古村的山民，在从民国
初年到上个世纪“文革”结束，
整整一个“甲子轮回”的蹉跎岁
月和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死
灭和重生、抗争和屈从、荣辱和
升沉、变迁和发展、苦难和辉
煌。本书要解读的是芙蓉村在
逆境中没有沉沦而且越发坚强
的故事，主题是回家。

记者手中的是2008年出版
的《芙蓉外史》简体版。翻看其
中一些情节，永嘉乡村风俗民
情扑面而来，有关于拜亲娘、二
月二祭祖、正月龙灯等楠溪民
俗的撰写，也有许多为了更接
近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引用的
方言土语的表达。

到了芙蓉时，外婆家正欲

开饭，见外甥王来了，大家自然

都很快活。

外婆问妗娘：“媛，镬里什

么好货待外甥王啊？”

妗娘应答：“沙岗粉干杂蒿

菜，粉干汤配饭哩。”

云横听到“粉干”两字，想

起枫林慥堂柯家表婶要他吃生

节粉干——竹枝抽打的事……

做了一个无声无泪的抽噎动

作。

妗娘爱怜地说：“外甥王打哭噎

哩。”妗娘用镬铲向小碗里舀了

一点汤汁，递给云横：“横，你尝

尝，咸酸了没有？”

云横将嘴唇含在碗边，喉

头却犹如一个雀卵鲠着，喝不

动。

这是《芙蓉外史》一个章节
中的小片段，剧中人物妗娘与
云横的对话，“生节粉干”“咸
酸”“雀卵鲠”等要用永嘉方言
才能准确读懂的语句，80后的
记者根据语境，方能囫囵吞枣
读之，70后的编辑则倍感亲切。

时隔八年后《芙蓉外史》再

版，除了行文更加圆润、精炼，
还别出心裁地用繁体字排印。

对此，陈晓江说，“我主张
写作要言之有物且精彩。文艺
作品像山水画，则需要气势。
《芙蓉外史》繁体版使之又增
加了气势，这有多方面原因。
其中一股能量来自李延良老
师。没认识他之前，我以为自

己很认真的，以为《辞海》是
没错误的，没想到他在《辞
海》上找出很多错误和不规范
之处。他为《芙蓉外史》做了
几番认真校对。为了让语言表
达的更为准确，我们决定采用
繁体字表达，而《芙蓉外史》
如同字词的试验场，为方言的
传承做出了尝试。 ”

“书中对永嘉地区的方言、
民俗和民间传说都有广泛涉
及，在力求表达准确，尽可能让
现代人读懂的前提下，尽量保
留温州方言中一些不晚于《诗
经》时代沉积下来的古汉语风
貌。”陈晓江说，“永嘉方言具有
丰富性，最为丰富的地区是小
楠溪江流域。在使用永嘉方言
时，我时常感到惊喜，感叹于永
嘉方言的可贵，它仍旧保留、沉
淀了古语、官方语言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做
记录，不引用的话，那么永嘉方
言可能很快会消失。”

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芙蓉外史》，陈

晓江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约是在二十世纪
末。而初始的创作，完全出于被动。”

通读《芙蓉外史》，你会发现书中人物形象
很接地气。

“书中那个反复梦见大姑娘伴随着琴声在
池塘边哭泣，并常常陶醉在妙不可言的哭泣中
的孩子原型就是我自己。小说中那个虚龄14
岁就开始犁田的原型也是我自己。”

陈晓江介绍说，《芙蓉外史》中的人物塑造
并非空穴来风，它的文化传承不少来自芙蓉村
当地人，书中人物形象基本都是有案可稽的。

在芙蓉村，许多人先后经历民国时代，又
亲历各场政治运动。当他们不厌其烦地在耳
边唠叨战斗历程的时候，陈晓江起初是反感
的，经历过淞沪会战的陈时荒老人改变了他的
一些想法。

“陈时荒是村里的孤寡老人，没什么经济
收入，就住在书院隔壁的木楼上。与我是同村
同房族人，相对比较了解他，也常给予一些帮

助。他就爱在我耳边唠叨他那些战争年代的
故事。”陈晓江说，“他说自己肯定活不到二十
一世纪，现在说的这些事一百年之后都是历
史，我才有了为他们记录一些的使命感。因为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已经90岁了。”

“后来，我就抢时间去采访那些老人，从被
动到主动。他们认为，文化失去了可能就捡不
回来了，历史模糊了就永远弄不清了。老人认
为自己该说的都说了，有了一种释怀。其中一
些人在采访后没过几个月，就去世了。现在
《芙蓉外史》事件口述者基本已不在世。”

创作的使命感，让陈晓江变得特别谨慎。
他常把存有文稿的U盘带在身上，以便随时
修改增删。有次出了车祸，小腿骨折，人痛昏
过去，待一醒来，首先想到的是身上的U盘掉
了没，摸摸裤兜，所幸完好无损，这才放心地住
院治疗。

陈晓江说，“危机使我产生使命感，我的使
命是传承文化，但愿《芙蓉外史》能够承前启
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