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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含文化底蕴　充溢人文情怀 

———评聂鑫森小小说集《大师》

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系，湖南 岳阳 ４１４００６）

摘　要：聂鑫森的《大师》堪称小小说中的精品。《大师》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自觉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和执着追求技艺
精湛的职业操守。每个人都要自觉关注现实社会，主动关心世俗人生，真诚关爱所有的人，是充溢在《大师》里的人文情怀；文

史知识渊博、情节安排巧妙、语言精练考究是《大师》突出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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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鑫森的小小说集《大师》为“金麻雀获奖作家
文丛· 聂鑫森卷”，［１］笔者细细阅读，慢慢品味，其

乐无穷，不忍释卷。笔者觉得其每一篇都富有内

蕴，耐人寻味，可以说每一篇都是精品，其最突出的

特点是深含文化底蕴，充溢人文情怀。

一

《大师》计收入４０多个小小说，分为３辑，即：
第一辑“大师风采”，主要描写教育界、书画界、中医

界、古玩界等大师级的人物；第二辑“艺坛绝活”，主

要描写戏曲界的演员、乐手、票友及工艺行中掌握

各种绝活的高手、名家；第三辑 “俗世情怀”，主要描

写澡堂的工人师傅、派出所的警察、市场的营销策

划者、职场的白领、小作坊的当家人等所谓“草根”

人物。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可谓生动活泼、多种多

样，但不同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品格、精神追求、

人生境界则是相通的。

自觉追求高尚，追求纯洁，甚至是追求圣洁，是

《大师》里许多人物最突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格。

《大师》写八旬著名山水画家簧云山，一次发现了已

故乡村教师、业余山水画家秋溪谷“是一个可以进

入美术史的人物，是真正的大师”后，对秋溪谷由衷

地崇敬、赞赏，主动与北京美术界多方联系，促成

“秋溪谷遗作展”在北京的美术馆顺利举行，获得

“观者如堵，好评如潮”的强烈社会反响。笔者以

为，实际上簧云山和秋溪谷一样，也堪称山水画的

大师，这不仅在于簧云山在山水画方面的造诣、水

平、成就和影响不同一般，也不仅在于簧云山在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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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画方面的鉴别眼力非同寻常；还在于簧云山对艺

术的执着、痴迷、沉潜达到了一般人难于达到的层

次，在于簧云山对艺术大师的真诚崇拜、敬仰，在于

簧云山为了艺术大师的遗作不被埋没而主动、乐意

地作出多方面的努力。《大师》启示我们，真正的大

师不仅要有大智慧、大学问、大成就、大影响，而且

要有大视野、大气度、大境界、大情怀。《治印》写著

名的老篆刻家历刃，在得知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任之

专此来为市长华阳求印后，明确地告诉任之：“我给

任何领导刻印，都是要收取润金的，这是我的规

矩。”因为历刃心里知道：“头头爱风雅，下属要讨上

司的欢心，送个字画、印章，却又不想花钱。”“历刃

从不让人占这样的便宜。”历刃这位看似小气的篆

刻家给希望工程捐款一次就捐了５万元。我们从作
品中看到，作为著名老篆刻家的历刃，不仅技艺精

湛，而且葆有过人的气节和尊严，做人、做事任何时

候都坚持原则、遵守“规矩”，律己、律人同样严格。

《吉先生》写在大学中文系里任教中国方言的吉吉

先生，“述而不作”，课上得好，讲义也写得精粹，而

且时有新鲜见解，但很少加以整理，形成论文和论

著，因而五十有五了还是副教授。吉吉先生的硕士

导师甘辛老先生逝世后，甘辛老先生的夫人或一日

将甘辛老先生的一大叠讲义和一封信交给吉吉先

生。导师在信中说：“这是《中国方言渊源丛考》一

书的书稿，其中有许多见解取自吉吉平日的言谈，

有许多资料是吉吉帮助收集的，希望吉吉整理此书

交出版社，可署两个人的名字，以便将来评职称。”

为整理这部书稿，吉吉先生花了 ３年的课余时间。
但出版时吉吉先生仍然只署了导师甘辛一个人的

名字。吉吉先生将刚出版的样书和稿费送交师母

时说道：“其实这本书，老师他生前完全可以整理出

版的。他为了鞭策我，故意把这工作留给我来做，

以便让我毫无愧疚地署上自己的名字。我很感谢

他，但我决不能这样做。”笔者认为，吉吉先生虽然

还是副教授，但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真正意义

上的学者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做学术研究的出发

点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推动学术的发展，而不是仅

仅为了职称，更不是为了金钱和虚名。对比今天的

社会现实，吉吉先生的行为和境界显得尤为高洁和

可贵。其他，如《弟子》写５０岁的古建筑专家梁林
在导师尚成先生逝世后，花半年时间重新修订（包

括配上新图）出版了导师的著作，仍然只署导师一

个人的名字；《医心》写中医院名医生池北鸥应邀为

副市长杜心宇治病，从病情出发，用人文与科技相

交融的方法，重在“医心”，“药”到病除；《琥珀手

链》写湘楚大学考古系教授柏寒冰藐视利诱，任何

时候都决不违心说谎话，等等。上述作品所着力表

现的都是高洁的人生境界。

挚爱自己的技艺，追求技艺的精湛，追求水平

的极致，乃至追求绝无仅有的“绝活”，是《大师》里

许多人物的又一突出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品格。《名

鼓师》一篇写振兴京剧团首席鼓师杭义仁（被尊称

为“三爷”）技艺精湛，作品中这样描写道：三爷的鼓

打得太好了，武戏打得“帅”、“脆”，有气魄；文戏打

得“稳”、“活”，非常潇洒。老生名角秦玉振说：“三

爷的鼓，打得极简洁，键（鼓槌子）无虚发，一下就是

一下，恰恰打在演唱者的节骨眼上，能打出气氛，能

调动演员的情绪，他人难及。”遗憾的是三爷突然病

了，一检查是肝癌晚期。三爷对去医院看望他的秦

玉振艰难地说：“这病大概是早有了……肝部总是

痛……也奇怪，只要打起鼓来，又什么都忘记了。”

打起鼓来连肝癌的疼痛都可忘记，从中可以见出，

三爷对于自己所挚爱的技艺的投入，已经完全进入

了哲学和审美意义上的忘我的境界。《票友》写古

城国华京剧团当家花旦云晴晴与票友“梨园之友”

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共鸣与互动（其采用的方式

是当下的网络）。“梨园之友”作为云晴晴的票友，

与今天的“追星族”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但也有很

大的不同：这不同首先表现在“梨园之友”不只是崇

拜云晴晴，同时也有对其不足之处的批评，且这批

评又是让云晴晴特别信服的；这不同还表现在，当

抗洪的工作与看云晴晴的演出在时间上产生了矛

盾的时候，“梨园之友”毫不犹豫地舍弃了看戏（同

时委托家人去看），这说明“梨园之友”首先是具有

敬业精神的“工作者”，其次才是“票友”。“梨园之

友”不幸牺牲在抗洪前线，云晴晴获知消息后也不

禁泪眼模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梨园之友”与

云晴晴是互为“票友”。《刻瓷圣手》写刁羽刀的“腕

力、指力惊人，走刀坚韧而从容，好像是运笔于纸、

运刀于木”；《珠光宝气》写从文物商店退休的北阙

云修复珍珠、去除胎柳的奇绝功夫；《断桥》写京剧

团的艺术家在大学校园里演出《断桥》，“剧情层层

推进，全场鸦雀无声，三个人的表演水乳交融，悲怆

的气氛把剧场填得满满的”，等等。上述的描写都

给我们以深深的感染，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

５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总第８３期）

在今天这个金钱第一、物欲横流、道德日下的

商品社会里，在今天这个普遍心情浮躁、包装重于

实质、热衷于花拳绣腿的社会氛围里，聂鑫森《大

师》里人物形象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追求高尚的

精神境界和执着追求技艺精湛的职业操守，特别难

能可贵，特别富有现实的警醒作用和启示意义。我

们也可以从这里见出聂鑫森这位老作家具有保持

自我、超越流俗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情趣，在这

里或许真可以用得上那句名言“文如其人”。

二

对什么是人文情怀作纯理论性的研究，这或许

会各有各的论述，各有各的解释。笔者以为，人文

情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觉关注现实

社会，主动关心世俗人生，真诚关爱所有的人（或曰

芸芸众生），而不要把人当成“物”，更不要以邻为

壑、以人为敌。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大师》的描写，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人文精神灌注全书，人文

情怀充溢其间，

尊重常识，理解常情，记住简单、朴实的人生道

理，这应该是人文情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大

师》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洗礼》写１９６６年深
秋的一个夜晚，“洗尘池”澡堂到了下班时间正准备

关门时，来了一位客人，浴池班班长于长生认出该

客人是龙成中学校长齐子耘，近段时间一直在挨批

斗，现在额头上还留有血迹。于长生立即予以热情

接待，并特为打开了因“破四旧”而关闭了的雅间让

齐子耘洗澡。齐子耘向于长生倾诉说：“您说这日

子怎么熬过去，罚跪、批斗、挨打、游街，没完没了

的。”于长生接下去劝慰道：“那么，我告诉您一句

话，这个世界不可能总是这样，而且什么人都可以

没有，但不能没有老师！您要咬紧牙挺住，为了许

许多多的孩子，好好地活下去。‘天地君亲师’，这

个道理是铁定的，假如连老师都不要了，这个世界

也就完了！”于长生用简洁、朴实的语言，讲的是常

识、常情，但却又是完全正确的、非常深刻的道理

（即真理）。齐子耘受到感染因此放弃了自杀的念

头。我们从作品中看到，齐子耘在身体上接受洗礼

的同时，心灵上也接受了一次洗礼。《烧卖飘香》写

在城里当老板的奚河，和妻子、孩子过年前回乡下

老家看望父母，因为冰雪堵路不能返城，被留在了

乡下老家过年。过年那天，奚河一家三口这几位被

“天”（大自然）留下的客人和父母一起在炭火旁包

烧卖，这给父母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奚河自己也感

受到了久违的温馨。作品快结尾时写道：“奚河再

没有从口袋里掏出过手机，城里的事，公司里的事，

他忘了个干干净净。他是回来过年的，应该好好地

陪陪爹娘，好好地亲近生他养他的故乡。他决定明

年，早早地把什么事都处理了，在年前赶回老家，年

后再从从容容地回城里去。”回家过年，“应该好好

地陪陪爹娘，好好地亲近生他养他的故乡”。这样

的理念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既是简单、朴实的，又是

深刻的、韵味无穷的真理。《烧卖飘香》告诉我们，

我们不应该在不经意间把上述的人世真理淡忘，更

不应该遗忘。

推己及人，富有同情心、平等心，真诚地关爱

人，力所能及地帮助人，这应该是人文情怀的又一

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大师》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别有天地》写退休快十年的园艺工人卓天成，近几

年在家断断续续培育的盆景皆为上品，卓天成的盆

景没有卖过钱，大多作为回报馈赠给了各方面主动

帮忙的人士。或一日，卓天成最称意的几件作品被

一同送回了家，并收到一封某市领导的信，信上说：

“这些盆景是你平生的心血之作，理应物归原主。

我调任贵地不过两年，有人便得知我的业余爱好，

喜欢侍弄这些盆玩。或称是自制，乞我帮忙养护；

或说是交流技艺，以优品换走我的劣作。初未在

意，时间一长，便生疑窦，执意追问，方知这些盆景

皆来自尊府。你是一位老工人，解决你的困难，本

是各级干部应尽之职，为何不请自来？其意在你的

盆景，得之则又为馈赠于我。上之所好，不必投其

所好，古人之言甚确。今后，我必舍此嗜好，再不与

盆景结缘。”这位市领导平等地对待老工人，尊重老

工人，关爱老工人，绝不仗势欺人，绝不以权夺人所

爱，就是真正的人文情怀。《最后的的线装书》写老

教授楚大音６０岁那年（１９７８年），家里失窃，被偷去
了百来本珍稀古籍。楚大音一下急病了，警察阮欣

对楚大音说：“我会按着您开出的书目，把书给您找

回来。”到１０年前，就只有一本宋刻《孟东野诗集》
没有找齐了。此时楚大音身患重病，阮欣对楚大音

说：“您一定等我把最后一本书找回来”。楚大音逝

世后，阮欣捧着那本书放到楚大音的骨灰盒的前

面，悲伤地对楚大音的儿子说：“这部书早就找到

了，为了先生能带着希望活得更长久一些，我没有

交给他。”如果说阮欣帮助楚大音找回百来本珍稀

古籍，是自觉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的话；那么，阮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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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良苦以精神的力量鼓励楚大音活得更长久、更

有希冀，则可以说是超越工作职责的人文情怀。

追求生活和生命的情趣，享受人生的诗意和美

好（诗意地栖居），而不要让人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

隶，不要让人沦落为单纯的“经济动物”，这应该是

人文情怀的再一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样是《大师》给

我们的重要启示。《怀念一种声音》写得颇为空灵，

作品的开头部分写道：中年画家弘一泓自从“搬进

这个高档住宅区———世纪花园，住进其中一栋六层

大厦的顶层，两百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外加一个赠送

的露台，他突然发现他和家人的生活都悬浮在远离

地面的空中了。邻居彼此不打交道，朋友们因出入

制度的严格而代之以电话寒暄。作为一个专业画

家，他勿需出门去上班，于是画室几成囚室。他常

常站在窗前，朝远天眺望，这时候记忆中的一种声

音，便摇曳而来，让他心旌摇动，热泪盈眶。”“他知

道这种声音只存在于古城的一条小巷，只存在于他

家几代居住的那个小院子、那座老屋。”后文接着写

道：“这种声音叫做雨声。”“雨声中，他长大了，考上

美术学院了，雨声中，他成家了，做父亲了……小

巷、老屋和雨，成了他生命最奇诡的底色。”作品的

结尾写道：“他希望在宣纸上画出那一片久远的雨

声……”。弘一泓对雨声的怀念，实际是对失去了

的童稚、自然、纯朴、沟通与交流的社会氛围和生活

情趣的怀念，更显示了他对“诗意地栖居”美好境界

的热忱向往与追求。《玩家》写４０出头的古城私企
老板吴昌，拥有一家两千人的服装制造厂，同时是

一个作古正经的玩家，他玩瓷，同时喜欢钓鱼。笔

者以为，情趣有雅俗之分，吴昌所玩就是一种雅趣；

而某些常常守着赌场不愿离开者，则可以说是表现

出一种“俗趣”，或者说是一种不良嗜好（不良之

趣）。遗憾的是，吴昌一次玩瓷时玩巧反被别人所

“玩”后，他便再不玩瓷、也再不去钓鱼了，看来吴昌

也并不是真正的“雅”者。

笔者以为，聂鑫森《大师》的上述描写，对今天

社会的过分物质化、虚浮化、低俗（甚至是恶俗）化、

审美变态等种种情状，无异于是一种清醒剂，应该

引起人们的深深反思。

三

聂鑫森从事文学创作数十年，在长篇小说、中

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多种体裁的创

作上，都取得过杰出的成就。他文化功底深厚，艺

术素养全面，多才多艺（他同时是书画家），又善于

独立思考。这些使得聂鑫森的小小说出手不凡，表

现出非常成熟的艺术特点，可谓篇篇皆有独到之

处。其创作在艺术上有几个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

特点：

文史知识渊博，传统文化功底深厚，构成聂鑫

森小小说创作的突出艺术特点。前文说到，聂鑫森

小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涉及到教育界、书画界、

中医界、行政界、古玩界、戏曲界（包括演员、乐手、

票友等等）、工艺界（包括掌握各种绝活的高手、名

家）、底层人物（或曰“草根”人物，包括澡堂的工人

师傅、派出所的警察、市场的营销策划者、职场的白

领、小作坊的当家人等等），可以说涉及到社会各

界、各个阶层。聂鑫森的小小说，无论写到上述某

类人物形象，都能简练而精到地写出其社会位置和

职业（专业）特点。我们先看聂鑫森关于作画（国

画）的描写：“季老兴致勃勃地拎起一支大斗笔，又

移过一个大瓷碟，蘸水、蘸墨，在碟子里调和了一

会，然后，纵横捭阖地画出一大片浓浓淡淡的蕉叶，

真是‘笔落惊风雨’，腕力有如神助。蕉叶画好了，

换上另一支大笔，在放置曙红的画碟里，再加上点

儿胭脂，调和后，敛声屏气地画一丛丛、一簇簇、一

朵朵的杜鹃花，或正、或侧、或仰、或俯，全开的、半

开的、含苞欲放的，晕染出一派春光春色；然后，再

画枝和叶，叶浅绿、深绿、枝墨楮、浅褐，把花衬托得

格外耀眼。”（《故园春》）聂鑫森在这里写得非常轻

松，又非常传神。我们再看聂鑫森关于书法和开药

方的描写：“池北鸥看着处方笺，拈须而笑。他写的

是行书，源出宋代的黄庭坚体，行气贯通，笔画之间

顾盼有姿，堪称书法精品。他更惬意的是这一味药

引，古人未有此例！从病理看，杜心宇身体原本虚

弱，又夹带寒邪，无法用补，加之外感风寒，虚汗淋

漓，又不能攻，所以，只是开了些比较平和的药。关

键是药引，要让病人受大惊而心疼，继而大喜，发出

一身真正的透汗，再下另外的方子，方可奏效。”

（《医心》）聂鑫森的上述描写可谓别开生面，在简略

地描写开药方的过程后，重点描写池北鸥开好药方

后的自信和自我欣赏。透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

出，作者对中国书法和中医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造

诣。其他，如《逍遥游》一篇关于庄子研究的描写，

可谓深得庄子的神韵；《釉下彩》一篇关于釉下彩的

描写，可谓深谙釉下彩的真谛；《管城笔坊》一篇关

于毛笔的种种描写，可谓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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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安排自然而又巧妙，在很短的篇幅里也能

波澜迭起，引人入胜，构成聂鑫森小小说创作的另

一突出艺术特点。从小说情节安排的角度看，《釉

下彩》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悬念。作品开头就写华灯

初上的时候，泰丰陶瓷厂美术总监华一尊突然接到

厂长笪茂荣的电话，催他赶到画瓷车间去；接下去，

作品没有按时间顺序写华一尊去车间干什么，而是

宕开笔去向读者介绍华一尊；然后，又写华一尊先

是猜测“难道是美术方面出了质量问题”，随后猜测

“难道是为了下午省外贸主任侯正访问画瓷车间的

事”（这里连续设置了两个悬念）；最后才揭开谜底：

原来下午侯正附庸风雅，自己画了两只坯件，要求

当晚烧制，第二天要带走一只，只是水平太差，笪茂

荣要华一尊重画两只，按侯正的布局、内容，落他的

名款，还得让侯正看不出来。读到这里，我们看到，

在有实权的上司面前被迫“作假”，可谓煞费苦心，

可我们无法憎恶“作假”者，反而觉得其可悲而又可

怜，当然也有点可笑。《隐婚丽人》写了两个连环性

的隐婚故事。由于一些私营企业老板看重“单身

族”（他们认为有“家”的人容易分心），杜丽姝“隐

婚”（本来结了婚但还装着单身），获得老板重用。

作为杜丽姝同事且同样优秀的奉小梅因为没有“隐

婚”而被撤职，奉小梅了解真相后于是辞职，招聘到

了另外一家单位，并开始当起了“隐婚族”。作品中

两个连环性的隐婚故事，强化地告诉读者，残酷的

现实逼迫着人们做出并不情愿的、无可奈何的选

择，不由人不得不想起“逼良为娼”这句话。《戏衣》

《真爱》《最后的线装书》《玩家》《别有天地》等篇都

是在结尾处揭开谜底，让读者感到出人意外，从而

获得审美欣赏的愉悦。

语言精练、考究，叙述简洁而又富于文采，构成

聂鑫森小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突出艺术特点。《大

师》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门铃小心翼翼地响了。过

了好一阵，门铃再一次响起，透出一种急迫的心

情。”用拟人化的手法来描写门铃，门铃自身仿佛也

成为了有生命、有情感、有灵性的“人”，真实而生动

地表现出了乡村青年教师秋小峦第一次到著名山

水画家黄云山家拜访时胆怯、紧张而又急迫的心

情。《怀念一种声音》中有如下的描写：“有一种声

音，让中年画家弘一泓越来越怀念了。这种声音非

常奇妙，有颜色，有形状，有温度，还有杂含此中的

情感故事。但是现在再也听不到了，准确地说是感

觉不到了。”用“有颜色，有形状，有温度”来形容“声

音”，真切地写出了其独特和微妙之处，给读者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聂鑫森小小说的人物语言，非

常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特点和所处具体场景。

《长谈》写地震突发时，何言和吴歌这对本来要离婚

的年轻夫妻，又变得心贴心了。此时，丈夫何言虽

未受伤，但在预制板下动弹不得；妻子吴歌被水泥

板砸断了腿。在等待救援的１０个小时里，丈夫说了
许多安慰、鼓励的话，妻子凝神屏气地一直听着，并

不时简单地回应，一直等到双双获救。这个过程完

全没有人物动作描写，全部是写的人物语言。但这

种语言描写的真切感仿佛让我们看到了现场，甚至

仿佛让我们一同进入了现场，与作品中的人物感同

身受。

此外，聂鑫森的小小说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

典籍（典故）借用乃至标题的拟就等方面，都有许多

可圈可点之处。

当然，聂鑫森的小小说并非完美无缺，如《别有

天地》中，某市领导给卓天成的信中有一句这样写

道：“我调任贵地不过两年”。此句值得斟酌，作为

一位在该市当了两年“市领导”的人，还称自己所领

导的市为“贵地”，似有不妥，说明这位“市领导”对

自己所领导的“市”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考

虑将“贵地”改为“本市”或“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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