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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级而入，这满眼的，印着大朵
大朵或红花或绿花或蓝花的布匹，那一
件件手感舒适、散发着自然气息的布衣
麻衣，好像将时间的印记凝固于这一针
一线里，悠悠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静静
凝结着古老的艺术传奇。

老花布衣 一脉钟情

长沙的太平老街。热闹繁华。熙熙
攘攘的人们踩踏的石板街入口处，一条
干净古朴的小径蜿蜒开来，伸至幽静
处。闹中取静之处，五彩缤纷的鲜花盆
景竞相开放起来，清香了四处。抬起头，
大片的印着大红花的老花布料垂挂于墙
壁之上，艳丽而夺目，让人忍不住把脸贴
上去，自恋地拍几张照来。

拾级而入，这满眼的，印着大朵大朵
或红花或绿花或蓝花的布匹，那一件件
手感舒适、散发着自然气息的布衣麻衣，
好像将时间的印记凝固于这一针一线
里，悠悠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静静凝结
着古老的艺术传奇。依着这美不胜收的
布衣麻衣，诉说故事演绎艺术传奇的主
人 ，就 是 她 —— 大 家 都 叫 她“ 西 瓜
姐”——一个散发着随性开朗气息的女
孩，看上去亲和、干净。她主持的店，其
名为“女人部落”——一个主打老花布衣
的民族服饰店面。她说，对老花布，就是
如此钟情，于是便有了这家店面。老花
布衣，是店里的主打品牌。

其实，老花布衣并非陈旧的“老”，它
们质地厚实却花色清新。之所以称之为
老花布衣，因为它承载着并不短暂的悠
悠岁月，绝大多数是十几年前的古朴的
手工制品，是店主西瓜姐多年前日积月
累收集的老花布料，再请家乡那些淳朴
的老百姓们一针一线加工的。这些手工
制品，种类亦是繁多，男女老少的各款各
式的衣服、围巾、帽子、鞋子、甚至坐垫、
本子等等等等。各处各类，无不散发着
纯天然的气息。

不只是花衣，还有布鞋。西瓜姐说，
那些客户非常爱这些手工制品，每每氤
氲着离不弃久愈浓的民族情结和乡土乡
情。正如十多年前，大街小巷处处传遍
着的那首温暖的《中国娃》歌谣：“姓啥从
那百家姓里查/祖籍在那黄土高坡大槐
树底下/家住东方神州又名叫华夏/走到
天边不改的名咱叫中国娃/最爱喝的水
呀永远是黄河水/给咱一身太阳色能把
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
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
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的稳哪走
的正踏踏实实闯天下。”诚如斯，对于老
花布衣、布鞋的钟爱，大抵是与这种情结
有关吧。

店主西瓜姐的这种钟爱，更是深刻

而淋漓。十九岁，她就开始有意识地各
处收集珍藏花布料，开心时，她便把一些
布做成漂亮的衣服、旗袍等等，妈妈也特
别钟爱这些老花布，常常，当西瓜姐在为
顾客挑选精美舒适的花布服饰时，妈妈
在一旁静静地坐着，一针一线地纳着千
层底，她脸上常常洋溢着宁静的微笑，淡
淡的笑容，有如一朵默默绽放的菊花，印
刻着沉静的岁月时光。每每看到妈妈如
此宁静，西瓜姐感到一丝丝欣慰。因为
钟情于这些老布料服饰，西瓜姐十四年
前在张家界开设一家专业店面，之后湘
西吉首第二家，2014年，便来到长沙，开
了第三家。不管她走到哪里，妈妈都跟
到哪里，她纳鞋的姿态，成为“女人部落”
的一道风景。妈妈常说，这老花布绣的
鞋，是湖南的“文化特产”，伟大的毛主席
也特别喜欢穿。如此，妈妈和她一道，将
精美的花布衣，连同花布的价值、千层底
的精髓、协同古老的中华民族传统，一同
推广、传播、升华。

爱到骨子里

西瓜的店里，三五成群的顾客你来
我往，有被门外走廊精致特别的装饰吸
引而来，有被门口引人注目的其本人的
介绍打动而至，还有被小桥流水般的清
澈的或清风拂面般的悠扬音乐感染而
入。

踏入店面的顾客大部分开心而惊
喜，从那一丝丝笑容里可见端倪。西瓜
说，他们喜爱这种舒适的、精致的、极具
民族特色的东西，一些地方有，但种类不
够如此齐全，服饰味道也没这么原滋原
味，顾客看到这么多质地精美的老花布
料制作的服饰，自然会格外欣喜。常常，
一对对恩爱的有情人，或形影不离的闺
蜜、死党，上到外婆下到外甥的三代家
人，相伴入店，情趣盎然地挑选。

对顾客的喜爱，西瓜深深体味和懂
得。多年来，和她形影不离的，就是这样
的老花布服饰啊！她是穿了如此多年，
正是如此喜欢，如此钟爱，她才将它作为
自己钟爱的事业，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并
浸入如此多年的心血。从小到大，走到
哪里，只要看到那些质地优良、做工精美
的老花布料，西瓜都不吝血本购买收藏，
这二十多年来，她已收藏了几千张老花
布床单，都是我国停产多年的限量品。
西瓜妈妈说，她也要用这些布料为自己
做做花衣，一件、两件、三件，都不够的。
爱好这些老花布服饰的百姓越来越多，
收藏的老花布也渐渐不够用了，于是，西
瓜便会隔三差五地出差，走家乡湘西大
街小巷，一个个山寨，一个个村庄，逐步
筛选，挑选好的布料。她的挑选非常严
格，质量上乘做工精美的花布，才能入她

的“法眼”，才能裁制好进入她的店铺。
保证品质，成为她保持老花布特色的法
宝，成为她传承民族特色文化的依托。

她深谙老花布服饰的精髓。她一直
认为，喜欢这些棉麻服饰的顾客，大部分
是追求生活品质的人。这些老花布制作
的棉麻服饰，男士穿着看起来成熟稳重，
女士穿着看起来舒展大气。她觉得，做
这个行业，既能结识与之有共同爱好的
有缘人，更能交上更为高品质的朋友。
他们来自己的店铺买衣服，不只聊棉麻，
聊服饰，他们还延伸着聊中国的风土人
情、传统文化。在这个行业里，西瓜便不
只钟爱老花布服饰、热衷于做老花布服
饰的生意了，更多的，她寻到了快乐，领
悟着生活的乐趣和奋斗的价值，而这种
得到的满足感，更增添了她对此事业的
热情。西瓜说，要爱，便爱到了骨子里，
便一辈子走下去。

艺术品都有故事

性情中人的西瓜，洁净的皮肤和清
澈的眼睛，透着一股挡不住的纯真。纯
净的东西，一样可以有故事。她归于此
类。在“女人部落”店铺，她倾听着大家
的故事，也偶尔倾诉着自己的故事。正
如店铺里印记着悠长时光的老花布服
饰，那些多彩缤纷和灼灼艳丽里，仿佛
每天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这种
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服饰，不由增添
一分历史厚重感和文化韵味。

西瓜说，“女人部落”里的衣服不但
精致美丽，“女人部落”的环境更要精
致美丽。所以，从店铺开业那天，她便
精心营造着充满故事感的情境和画面，
顾客深处其中，在试戴饰品试穿服饰
前，便已好像入情如境了。一个叫“阳
光”的顾客描述的那个画面，便是如此
淋漓尽致地展现，她本人亦是如此地享
受此情此境——那个雨过天晴的傍晚，
阳光沿着店铺门前的石板小径，张张扬
扬铺洒开来，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要
闭上眼睛，昂起头来使劲着呼吸。招待
完一拨顾客的西瓜，正拨弄着一朵小
花，插上发梢，再嵌入耳朵，再插上发
梢，一边拨弄着，一边倒腾着手里的手
机，如此投入享受，一个又一个角度地
拍摄开来，丝毫没有察觉这个名叫“阳
光”的顾客进来。 当“阳光”走进店铺
转了一圈，西瓜睁大眼睛吃惊地问：你
什么时候进来的？“阳光”乐呵呵地笑
道，我叫阳光，跟着阳光一起进来的！
便是这样，他们便又“自来熟”地闲聊
起来，聊穿衣爱好，生活趣事，还有那
陈年往事。“阳光”说，看着这些老花布
的床单，老花布的衣服，他便想起来可
亲可爱的外婆。小时候，外婆便是用这

种老花布床单，枕着自己绣的老花布枕
头。回忆起来，内心不由触动。

西瓜将她店里的老花布服饰，当成
一件件艺术品，在她眼里，艺术品都是
有故事的，诚然，她也常常挑选购买一
些有故事的装饰，将它们设置于店内，
使之“成型”于艺术品。店铺二楼转角
处的“树桩”，便是她在特别时期淘过
来的。那是 2014 年 10 月 1 日，长沙太
平街马家巷一场大火，将之中住房烧至
倒塌，在市民围观于残垣断壁之时，西
瓜 偶 然 发 现 几 棵 倒 塌 的 烧 黑 的“ 树
桩”，虽然已是残物废品，但却有一种
说不出的美感。她敏锐的“善于捕捉故
事”的直觉告诉她，或许，她可以购买
它，将其作为艺术品摆置店铺中。迅速
地，她及时找到负责人购买，并邀请几
名工人将它搬至店中，置于二楼转角
处，并在旁边立牌，诉说这场火灾的故
事，向大家传输安全生活理念。

她常常搜集木窗、木门、绣品、雕花
床、农家用的工具演变改造的手工艺
品，达 200余种。湖南师范大学工学院
的学子们走进来，啧啧称赞，这个名叫

“女人部落”店面，原来还是一栋珍藏
着如此丰富厚实的艺术品“博物馆”
啊！

如此，有着这般艺术情结，西瓜继
续将她同一条街道的“草帽面馆”，像
她的老花布衣店“女人部落”一样，一
如既往地打造成了“艺术长廊”，之间
的摆设、墙贴、挂件、桌凳，亦是弥漫着
郁郁的艺术气息，传达着浓浓土家风
情。

便是如此，这种叫“花布衣”的艺术
情结，荡漾在古朴的长沙太平老街，一
个叫“西瓜”的姑娘，将其发扬光大，并
使之璀璨于中华的传统文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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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

人生的成长，正如树木的长成，雨
水丰欠、光照多寡，都会留下印痕。一
圈圈年轮，正是生命历程之忠实记忆。
剖开树的断面，或宽或窄、或圆或扁，不

规则的形状，往往比标准的圆形蕴含更
多信息，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人生也
如此，鲁迅在给叶紫小说《丰收》所作的
序言中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
历程，已超过太平盛世的人一个世纪的
经历”，别样的、不平常的经历，对于创

作 而 言 ，恰 恰 最 为 宝
贵。这部小说，也给予
雄辩的印证。

小说定名为《刺》，
既含了主人公的名字，
也 属 于 象 征 型 书 名 。
情节其实不复杂，一个
不谙世事的女孩，突然
从封闭的空间走进花
花世界，面对物欲横流
的社会里如何保持本
真？友情与爱情发生
冲突时如何抉择？那
种无解、无助的感觉，
犹如芒“刺”在背！鲁
迅写文章评论张资平
小说，最后用一个等边
三角形结尾，让人只读
一遍，就会印象深刻，
难以忘记。但文学毕
竟最讲究细节，一个常
见的模式，也许蕴藏着

不寻常的人物与情节。《刺》脱出了恋
爱小说的窠臼，主人公用自己的行动，
把爱情和友情诠释得干干净净，展现
了一个内心纯洁女孩的追求。

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纪 90 年代，少
女刺儿突然从思想还不够解放的中国
到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日本，似乎
得到命运的垂青，然而，身份地位、生
存环境的巨大变化，给这个十五六岁
的少女带来前所未有的富裕荣耀的同
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孤独。
对于正处青春萌动时期的女孩子，毫
无疑问，渴望爱情、渴望友情，是跟这
个世界表达的最好方式。而语言障碍
所带来的交际限制，刺儿跟同学夏英
成为了相依为命的好友，并与她的男
友予桐产生了情愫。随着故事的发
展，刺儿为了友情而放弃了爱情，予桐
为了亲情而失去了生命。最终，三个
花季少年在青春的洪流中领悟了爱、
成长、责任与失去的含义，这场青春也
随着樱花埋进泥土里……

《刺》是送给青少年们的一部有意
义的作品，少年们终将成熟，而成熟过
程中必然要经历阵痛，在面对纸醉金迷
的社会以及盘根错节的关系时，如何守
住底线，不忘初心，正确抉择便显得尤
为重要。透过作者的描写，读者可从中

窥探到友情爱情亲情的脆弱不堪，也可
以看到成长、责任、承担的重要性，甚至
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爱与救赎。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
西毁灭了给人看，对于艺术和文学，悲
剧可以产生高度的心灵震撼。无论翻
译为“净化”还是“陶冶”，卡塔西斯的功
能是一样的。之于人生，却并非如此，
悲剧毕竟是悲剧，哪怕在网络语言中戏
谑为“杯具”。杯子打了，再难复原，人
生破了，悲哀永远。男主人公的突然离
世，似乎让纠葛的感情得到解决，但无
论离开的，还是尚在的，都得不到解
脱。我们不相信轮回，但祝愿他们在另
一个空间相遇。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私小说”正诞
生于留日学生之手，郁达夫说“小说是
作者的自叙传”，《刺》也走这一路子。
取材于作者周边人物的真实经历，故
而更真诚、真实、真切。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
事古难全。正如天气的冷暖，雨水的多
寡对树木成长的影响一样，人生也存在
许多不如意甚至悲伤、悲痛，但无论如
何，我们都要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著名作家，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获得者）

□ 何建明

所有人类的活动，只要进入高端阶级，一定与精巧和精
致关联。工程与文学其实同样。

并不太长的岁月前，我们对跨越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有
种畏惧感和神秘感。现在不同了，在长江上架桥、在大江底
下修条江底隧道并不算什么伟大壮举。然而，大江之大，毕
竟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挑战。“穿越长江”本身就是很具魅
力的事。《穿越长江》便是这样一部专门为修建武汉地铁8号
线过江隧道而创作的书。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再一次有机会
重新认识什么是“工匠精神”。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有人说，工匠精神是瑞士钟表精准的品质，德国工匠严
谨的态度以及日本那些一两百年前传承至今的“百年老
店”。那我要说，工匠精神其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之一，试问：绣花功夫难道不是吗？在烧瓷上绘制锦绣江
山更是如此。因此，工匠精神属于人类文明精华中的优秀品
质，我们本身就有一份。

在一味追求快公司、大跳跃、高利润的时代，工匠精神和
“百年老店”，以及“绣花手艺”离当代人的品质似乎远了些。
曾几何时，“工匠精神”出现在国家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后，顿时让人振奋和鼓舞！有着大气和威壮传统的中铁十四
局的建设者对自己一直推崇的“工匠精神”更是努力践行，初心不忘。

在武汉，十四局曾经有过工地“失守”，败走麦城并被这座城市“遗忘”10年之久
的惨痛经历。此后，精卫填海那种矢志不移的精神在中铁十四局已不再是一个神
话。他们以“宁愿放弃三个其它工程订单，也要争取做一个大盾构项目”的决心，确
定了“盾构发展战略”“品牌强企战略”，一丝不苟地把工匠精神融入到工程建设的每
一个环节。做出了南京长江隧道、扬州瘦西湖隧道等让同行刮目相看的一流大盾构
工程项目，并终于获得了江底8号线这张再进武汉的“准入证”。

《穿越长江》写的就是他们获取“准入证”的过程和进入武汉后发生在江底 8号
线的那些令人感佩的故事。

报告文学的优长之处，在于作者用美妙的文字叙述真实的现实故事。读《穿越
长江》，让人读到了这种感觉。

文学书写现实，从来不是件轻松的事，记述工程方面的作品很容易平淡和无
趣。你得以高屋建瓴的大脑，通观全局的眼睛，展示蓝图的才智去熟悉工程，吃透工
程，而且要对工程产生对人同样的情感时，你的文字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准确表
现工程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意义以及施工过程，只是“报告”部分。文学的作用，是
使“报告”产生艺术感染力并散发出艺术光芒。文学的功底，政治的素养，经济学的
知识，哲学思辩的能力，以及作品对工程本身的理解，都需要高人一筹时，才会让读
者感兴趣，才可能成为一部精品力作。

没有生活阅历和现场体验的作者，很难把握工程人酸甜苦辣的生活质感以及对
工程本身充满情感和爱恋的职业心理，更无法抓住工程与人之间那种充满矛盾又充
满关联的特性，自然不用说如何去写好这一类的题材了。看得出，作者很熟悉工程
建设并很能讲故事。在他的笔下，工程的命运一路跌宕起伏，危机重重——既有斗
智斗勇的较量，也有生死攸关的考验；既有波澜起伏、峰回路转的情形，又有险象环
生、防不胜防的陷井；既有凯歌高奏的喜悦，也有陷入困境的思索。其实，这些都是
人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中必须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人的伟大之处其实就是体现
在这种过程，它既可贵，也很平常。

也许是作者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形成的风格，《穿越长江》有报刊特稿“追寻文字
的美，呈现复杂的真”的特色。用短句子短段落，在加大作品信息量、加快叙述节奏
的同时，提高作品的可读性；以优美流畅的语言和细致的描写增强读者的阅读欲望；
以生动的细节体现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江底8号线那些创造了辉煌的人，不是高
高在上的，而是普普通通的人，甚至是曾经处于苦难中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当初最
大的理想不过是“过年的那顿肉”和做个有大学文凭并能“吃国家粮”的“公家人”；有
的在重大工程挑战面前会瞻前顾后，犹豫彷徨；还有那些当初参加隧道建设仅仅只
为了赚钱养家糊口的农民工……

表现人物是文学最核心的和基本的任务。报告文学更如此。在文学面前，没有“大
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只有人物故事的精彩与否之分。故事也同样。表现现实生活中
那些可敬可爱的国企工人形象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作者选择“穿越长江”的人的本
身就是好的文学行为，当然，好的文学还需要有好的文字与情节以及能够闪光的思想。

纪实类作品最大的“亮点”在于真实，在于真实的故事里有艺术美感。报告文学
所要实现的也是这个目标。我以为，这部作品具备了这种特质，所以它值得我们推
荐。它通过有张有弛的情节叙述和文字修饰、刻画形成了强烈逼真的现场感和透视
感，让人如临其境地去触摸险象环生的隧道里弥漫着的那种神秘、揪心和勇敢，以及
在大江深处施工的人员所要克服与战胜的种种困难与艰辛。作者的能力和精神通
常也在这种叙事的过程中得以展现。

在“穿越”江底的记忆里，跟随作者的笔端，我们看到了沿途那些征拆、泥饼、涌
水等工程难点是如何在困扰纠缠那支队伍，看到了汛期突然降临武汉的那片“大
海”，看到了在浪高风急的长江上飘摇奋进的那些轮渡。同时，性格火爆的武汉人，
散发着独特美味的热干面和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武汉方言也都扑面而来。随之，眼
前还能徐徐展开这样的画面：盾构机在强透水、上软下硬的复合地层里艰难地掘进；
刀盘在硬度高达135兆帕的岩石中飞溅着耀眼的火花；斗智斗谋的谈判在烟雾缭绕
的会议室里唇枪舌剑地进行；还有那个号称“企业家”的小包工头指挥手下到工地阻
工时的叫嚣和得意的偷笑……

岁月会老，人也会老，再伟大的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不再伟大。但滚滚长
江不会变化得那么快，所以，新建的8号线过江隧道更会越发让武汉人感到生活和
出行的方便。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想了解一下隧道是如何“穿越”大江之底时，大家
一定会想起那些曾经为“穿越”长江而奋斗的人，必然会有种敬意向中铁十四局的建
设者们投来……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它让历史延伸，让一个时候的人的精神获得
再生。《穿越长江》，穿越的是我们的情感和隔阂。而穿越本身，更是工匠精神的铸造
过程。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院院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老花布衣”里的艺术传奇

人生的年轮
——写给青年作家嘉恩长篇小说《刺》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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