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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感召下的时代轻唱

——评万宁中篇小说《躺在山上看星星》

刘文良，陈霞飞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万宁近作《躺在山上看星星》，以“精准扶贫”和“二胎政策开放”为时代背景，集中笔墨

叙写了林岚由一个女教师转岗副县长的几年间立体生活轨迹。小说立意高远、文笔酣畅，通过敏锐的

时代触角与鲜明责任意识的碰撞，将新鲜的文学叙事与智巧哲思进行有机融会，融幽默谐趣于略带锋

芒的时弊针砭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讲使命、有担当的立体人物形象，很好地体现了讲品位、讲格调、

讲责任的新时代文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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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ra Singing Inspired by Good Life: Comment on Wan Ning’s Novella 
Lying on the Mountain and Watching the Stars

LIU Wenliang, CHEN Xiafei

（College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Wan Ning's recent book Lying on the Mountain and Watching the Stars focuses on the three-
dimensional life track of Lin Lan, who was transferred from a female teacher to a deputy county chief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open two-child policy”. The novel has a 
lofty conception and a lively style of writing. Through the collision of the sharp touch of the times and the distinc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 novel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he fresh literary narration and the wise philosophy, melts 
the humor into the slightly sharp criticism of the current disadvantages, and successfully creates many three-
dimensional characters with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which well embodies the literary pursuit of taste, sty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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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作家万宁女士近作《躺在山上看星星》（首

发于《中国作家》2018 年第 8 期，获评“2018 中

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其以“精准扶贫”和“二

胎政策开放”为时代背景，集中笔墨叙写了林岚

由一个女教师转岗副县长的几年间立体生活轨迹。

小说的时代切入意识很强烈，但也并没有过多地

受此局限，而是希望以一种特别的生活仪式感，

悄悄地打动读者的心扉，默默地彰显宏大的时代

主题。《躺在山上看星星》，3 万字的篇幅，对于

天上的星星而言，确实不算多，但也正印证了中

国老话“纸短情长”。一字不落地读下来，胸中

不禁涌起很多关于时代关于贫困关于人性的感想

感悟，暂且列举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敏锐的时代触角与责任意识的碰撞

 “精准扶贫”这样一个题材，到《躺在山上

看星星》出版之际已经流行将近 5 年的时间了，

按理说也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因为到明年的

2020 年就要实现全面小康了。《躺在山上看星星》

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精准扶贫题材小说，

但其间作为线索推进的精准扶贫是成功的，甚至

是卓有成效的。偏远的小山村终于依靠发展特色

产业、特色旅游而成为网红村，特色农产品甚至

一度断货。精准扶贫，扶的是智慧，扶的是特色，

扶的是志气。自从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以来，

扶贫终于找到了科学的方向，踏上了高速铁轨。

数以万计的贫困村依靠自己的乡土特色和曾经被

严重忽视的发展潜力，在扶贫队的帮助、引导和

带领下，纷纷走上了摘帽（贫困之帽）的幸福大道。

这不，林岚在王家湾蹲点时，做得最多的也

就是深入调研。她细细体察村子的民情风貌，认

真分析村子的资源优势，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将

王家湾开发成了度假村，而且通过网店的方式让

村里原本“土得掉渣”的各式农产品都成了城里

人争先抢购的香饽饽。只要找准了脱贫的路子，

勤劳的村民想不发财致富都难。“村里日子好了，

女娃妈妈回家了。” [1]20 这一情节最是经典，男人

没有留得住媳妇，孩子没有留得住妈妈，为什么？

抛开伦理道德不说，就因为深度穷困。精准扶贫，

也就是“让妈妈回家”工程，贫困山村不再缺少

女人味，留守儿童不再缺少慈母爱。全面小康如何

实现？扶贫造血是主渠道。实际上，十八大以前乡

村扶贫就已经坚持很多年了，但效果却有些让人尴

尬：“来村里帮他们脱贫的人来过几拨，什么‘三

走访，三签字’，来一趟村里，拿个表格要他们每

个人签个名，证明来的干部与贫困对象拉了家常、

算了收入、询问了需求，可到最后，村里还是有好

多人贫困。”[1]13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精

准”意识，大队人马，熙熙攘攘，上午过来，下午

回去，看看现场，走走过场，递个红包，送点粮油，

没有培养贫困村民干事创业的精神，倒是惯坏了他

们等靠要的毛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先后在党内开展了三大教育活动，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这在《躺在山上看星星》中得到了很好的艺术表

现。首先是机关工作作风变好了。第一女主角林

岚的工作热情和务实作风自不必说，从其他人的

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令人欣喜的转变。尽管作品

中出场并不多的石在研县长后来可能未能避免“被

调查”，但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充满正能量的——

防汛抗洪稳打稳扎、思路清晰、细心周密，被林

岚无意中“抢”了风头后能够淡然处之。他后来

犯了什么错误而被追查，根据小说的暗示，应该

是因为多年前出现的事情而被牵连到，但可以肯

定的是， “十八大”后，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

的县长。女镇长全乖妹不仅人长得漂亮，做事也

非常有头脑有章法，虽然有一段时间因为保胎的

特殊原因而没有坚守工作岗位，但总体来说，她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为百姓广为称道。

当然，在民风、社风、行风以及领导干部工作

作风不断向好的大好形势下，万宁也不忘善意提

醒我们要有“任重道远”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

形式主义仍然不愿放弃它长期以来不断巩固的“阵

地”，形形色色的会议依然很多。当然不是说不

要开会，但如果是每一个会议都要求相关或不相

关的人员都得参加那就有些过分了。这不，林岚

副县长宁愿“躲”到条件艰苦的乡下去蹲点扶贫，

也不乐意参加一些不相关或关联不大的会议。还

有，一个刚刚考上公务员的小伙子头天晚上为了

赶材料，凌晨两点才休息，第二天却因听报告时

犯困闭着眼睛而被纪律检查组拍到并登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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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小伙子发起飙来，卷铺盖走人了。这当然

不可能是万宁在为这些干部开脱，而是她委婉地

批评、善意地提醒我们形式主义可以再少一点，

毕竟还有大批的要事、实事等着我们去完成。

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说过：“伟大的艺术家

是时代的触须。”[2] 一个好的作家，他的生活领

域可以有盲区，但他的时代触角却不能轻易地打

折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

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

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3]

只有具备敏锐的时代感知，一个作家才能让自己

的创作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也才能以文

学艺术这一特殊的话语形式推动时代前进的步伐。

当敏锐的时代触角与鲜明的责任意识实现艺术碰

撞的时候，作品的渗透力、感召力就有可能汇聚

成为一股股颇具震撼力的正能量效应，激起读者

的心理共鸣。

二 略带锋芒的针砭与幽默谐趣的呼应

时弊是一个时代负能量的衍生物，但时弊也可

能正是这个时代革新和前进的推动因素。《后汉书》

中的“针砭时弊，月旦社会”，原本用来品评人

物，而现在常常用于比较文雅的说长论短。“针

砭”又叫做针石，李时珍在《东山经》里说：“高

氏之山，凫丽之山，皆多针石。”本意是说用针刺、

砭刮治病。“时弊”主要是指当今社会中常见的

一些恶习、弊病或者不正之风。针砭时弊，也就

是指借助文学作品的故事题材和人物形象，将现

实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或轻或重地揭示出来，加

以抨击，以期校正。其实，时弊并不那么特别可怕，

关键是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它，以一种

什么的方式处置它。《躺在山上看星星》也许能

带给我们某些启示。

“这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缺少指手画脚

的人，他们指望乡村原生态，可是自己却又要逃

离。”[1]5 万宁看似平静的叙述中隐含着一针见血

的批评。很多事情，说起来很容易，而做起来却

是百倍艰难。更何况，有些人永远只是要求别人

怎么样，而自己只想做轻轻松松的局外人，甚至

是偷偷地躲在一旁，等别人即将成功的那一刹那

跳将出来大喝一声“还有我”。另外，还有一群

职业“喷子”，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也不管是

对还是错，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要喷一喷，以彰显

他们的存在，体现他们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这些

人总把自己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勤奋和牺牲

上面，把自己的存在感寄托在歪曲事实、扰乱局

势的戏耍上面，这样的“救世主”我们不要也罢。

近几年来，形式主义之风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

了有效遏制，但类似于“陪会”“造势”这样的

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第二天早上七点，林岚坐

在车上，还在傻笑，只是回青山县的高速公路上

起了浓雾，县政府办公室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地

打过来。林岚解释，‘路上大雾，车子只能慢慢开。’

她心想，有什么，又不用我讲话，少了我，只是

少一个人而已，催什么呢？一个领导的活动，为

啥跟个一大帮人。林岚不懂。” [1]17 睿智的万宁一

语道破天机，什么时候形式主义被真正遏制住了，

领导干部也好，普通员工也好，就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更充足的精力干好自己最重要的本职工作了。

《躺在山上看星星》对时弊的针砭之所以能

够产生震撼效应，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作者万宁内

心里面有一股子“土”气，说白了就是能够做到

眼睛向下，善于深度挖掘生活。“村里四面环山，

常有蛇出没，而世间万物，一物降一物，祖辈传

下来，在房前屋后养几只鹅几只鸽子，蛇就会绕

道走。” [1]17 读到这里，读者自然会心中一亮，又

学到一门知识了，回头还得看看自己乡下的老妈

是不是这样做的，如果不是，那么赶紧想办法帮

老妈落实落实。“全乖妹去了省城医院，抽血化验，

她的身体一切完好，可以生育，只因她是熊猫血型，

一般会与老公的血型对抗，怀孕两月时，如果注

射一下老公的血清，以后每隔一断时间再注射一

次，保证就能生个健康宝宝。” [1]14 天哪，这哪里

只是乡村闭塞啊，城里难以受孕的高知夫妇恐怕

也不见得知晓这医道吧。看来将农村女人不孕而

离婚全怪罪于男人的无情无义也不是那么妥当，

“暴殄”医学知识必然会导致相应的后果。

作为一个善于深入百姓代言民生的作家，对于

朴实村民的小小私心，她往往会持一种比较宽容

甚或默认的态度。小说有一处细节笔者觉得处理

得非常成功。因为山蛇的价格不菲，王家湾村的

村民们便全山搜索，大肆捕蛇，不管是毒蛇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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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蛇，抓了就卖，这当然是破坏生态的不义之举。

而随着作者笔锋一转，“等村里一拨出去打工的

人回来说，我们是一百多块一条卖出去，人家是

一百多一斤卖给客人，划不来，还不如抓了我们

自己吃。有在城里做大厨的，回家给大家做过几

回，村里各家各户也就都学会了，嘴痒了，也会

去山上捉一两条，但不卖钱了，他们觉得山里有

蛇还是好一些”[1]18，生态保护的效果自然水到渠

成。虽然村民们偶尔也会逮一两条回来治治嘴痒，

但毕竟不会造成蛇族的消亡。这样的情节处理便

会因为真实而可信，也会因为契合民情、配合国

策而受到欢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

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

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

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这就要求我们

的文艺工作者“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

的忧患”，既做一个社会问题的审视者，也做一

个群众心声的代言者，用文学艺术特殊的魅力促

进问题的解决，促推社会的进步。应该说，万宁

通过《躺在山上看星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

的诠释。

三 新鲜的文学叙事与智巧哲思的融会

“文艺的生命在于打动人，在于推动文明进

步，而文学艺术能不能打动人，关键还在于作品

中所蕴含的思想光芒、人文情怀具不具备掀起读

者、听众、观众情感波澜的艺术魅力。”[4] 作品

主旨、叙事艺术、情结情怀，都是决定文学艺术

成败的关键要素。语言新不新鲜，节奏合不合理，

韵味悠不悠长，这常常也是检验一部小说可读性

强不强的重要标准。应该说，《躺在山上看星星》

在这方面做得不错。“那些重重叠叠的山峦，墨

黛凝重，云烟翻涌，近前的雨水呈疯狂状，往玻

璃窗上扑打，一阵一阵地，汇成一股股水流，时

不时花了人的视线。” [1]4 小说开篇通过对“恶劣”

环境的描绘暗示主人公将会经历一场非同寻常的

坎坷的写法在小说创作中非常常见，很难给人新

鲜感。于是，作者独辟蹊径，通过别致的叙述来

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疯狂”的雨水，往玻璃

窗上“扑打”，“花”了人们的视线。这些对于

窗外暴雨的形象描绘，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

丝清新，更让我们对副县长林岚的履职捏上了一

把小汗。诸如此类鲜活而富于想象的语言，在这

部小说中很容易就可以搜索到。“林岚看到了自

己的优势，高学历、无党派又是女性，如果自己

还是少数民族，那就是传说中的‘无知少女’，

只可惜她祖祖辈辈都是汉族，但除此之外，她仍

然有优势。”[1]5 尽管“无知少女”是一个老段子了，

但放在这样一个具体的语境中，仍然能让我们读

出一种别样的感觉。因为这里的特殊语境就是，

林岚对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上课的内容已

经有些烦腻，而且还处于评职称失利的情绪低谷

中，通过自我调侃和解嘲的方式放松一下，毕竟

有利于身心健康。

小说的节奏控制很重要，推进得过于快速，就

难以铺开全景，也难于设置和激活悬念。作为中

篇小说来说，更需要作家有很好的全局意识和把

控功底，既不能让其成为“缩微景观”，也不能

让其走向长篇。在节奏处理方面，万宁一方面采

用了传统的插叙、补叙等叙述方式，适当地宕开

笔墨，延展情节，扩容增效；另一方面，就是巧

妙地结合文字艺术实现节奏和语言魅力的“二重

奏”。“村民说这是王家湾的古城堡。虽然破败

得看不清原貌，山风戚戚中，它们的沉默不代表

这里没有发生过故事。”[1]8 是啊，这种情形并不

代表这里没有发生过故事。既然是古城堡，肯定

有故事，而究竟是什么故事呢？读者可以尽情地

发挥自己的想象，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形成适合自

身心理需要的想象。“人的心一旦安静，眼睛才

会望得更远，看星星也能看到它们的脸，闪烁的

眯眼，弯起的双唇，还有它们脸上的颜色，橘黄、

淡蓝、浅红、深绿，像极了小时候眼睛里的万花筒，

自己稍稍动一下，星空的图案与颜色立马更换，

奇妙得人在瞬间成了白痴，只会傻傻地看着。” [1]19

读着这样奇幻而真实的描述，相信习惯于关注小

说情节发展的读者也很难做到不慢下来细细品味

这优美的画境，仿佛自己也就是一个快乐的白痴。

不得不说，《躺在山上看星星》良好的可读性

还来自于富有哲理意味的语言。“能说出下属想

要说的话，肯定是个好领导。”[1]8“工作就是这样，

按上面提的要求，落实到下面，满意买账的少，

苦就苦了做事的人，立在中间，明明茫然，却不

能做出茫然状。 [1]4 做一个优秀的下属实乃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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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领导的，是不是该经常换位思考一下呢！“摊

上有钱人家，人生其实是另一番苦。尽管林蒙从

不说，可是从她的眼神里，能知道她的世界并不

全是外人的那些羡慕。”[1]9 幸福有时候就那么简单，

钱还真不是最关键的。面对“代孕”这样一个充

满伦理争议的现象，作者也不忘用一种哲性思考

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有时她也会傻傻乎地思考

生命，自古以来，我们的个体生命源自两个生命

在某一刻的冲动，在那个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是

有情有爱的，即便没有情爱，也绝对有荷尔蒙的

亢奋，那是两个生命一起创造的结果。可是如今

人类连创造生命都知道偷懒，一个生命的产生，

可以不用两个生命在一起碰面，他们甚至不曾谋

面，只要一个玻璃试管。”[1]16 如果真的是爱情坚

贞的夫妻由于自身的生理原因导致无法怀孕而不

得不借腹生子，那还可以引起人们的同情，但如

果是因为“偷懒”或者担心身材走样而寻求代孕，

那恐怕就只能说是人类的悲哀了。

好文章，一定是文学家“自觉坚守艺术理想”

的结果，是文学家“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

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3]

的结晶。“人就是怪异，吃个鸡蛋，还要去认识

一下生蛋的鸡，还想了解鸡的居住环境。”[1]18 会

心一笑之余，还可以触动我们哪根神经呢？估计

就是尼采那根哲学神经了。《躺在山上看星星》

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万宁颇为不俗的文学底气，看

到了她深厚的文学素养以及用智思驾驭情节、语

言以及意境的能力，更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她伏

案凝神、豁然开朗的写作场景。

四 立体丰满兼具独特韵味的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是小说创作关键中的关键，人物塑造

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小说主题的深度，关系着

小说是否能激发读者的共鸣效应。作为一个小中

篇，《躺在山上看星星》的人物关系并不错综复杂，

作者也无意于将人物关系网编织得非常复杂而让

读者产生敬畏感，而是意欲通过每个人物“可以

怎样、应该怎样、就是怎样”的刻画，让他们各

归本位，从而让每一个人物，无论出场次数有多少、

出场时间有多长，都能让我们感觉到“恰好”。

林岚是小说的叙事主角，作者对林岚的塑造

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林岚的身份是纯粹的，以

前是教师，现在是副县长，要说有什么不一样，

那就是她是女副县长。可喜的是，作者并没有赋

予这个“女”字性别之外的内涵；除了性别之外，

这个“女”字不代表也不意味任何其他的什么，

没有一些读者想象或期待的“美女副县长”“美

女下属”等内涵。但也正因为这个“女”字，林

岚的身份又是多元的，妻子、母亲、女儿、妹妹、

闺蜜，从而又牵出各种关系与问题。她之前是大

学里教林园设计的老师，几个月前，因为评教授

失利，正处于情绪低落的时期，偶然间接触了一

张关于招考县处级干部的启事，“她安安静静地

看着，内心却在翻江倒海，她抬头望着格子间的

同事，每天上课下课，面对总是青春的脸庞，每

年说着类似的话，说是在传授知识，而这些知识

在他们今后的工作或是生活中，能用多少却是未

知。”[1]5 我们很难说林岚从教师队伍的“出走”

有多么值得鼓励，也很难说她这样的认识究竟是

高尚还是肤浅，但我们不得不说，这就是人生，

是真正的人生。我们只能说，钱钟书的“围城”

效应在任何时候都有它的市场，而无论在什么岗

位上，只要能发光发热，人生就是精彩的。

转岗之前林岚是大学教师，转岗之后林岚是副

县长，不管是哪一个岗位，都决定了林岚为人处

世、讲话发言都应该是很有修养的，是有风度的，

但一旦被逼急了，她也会有泼辣撒野的时候。这

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才是人性的丰满。小说无意

于将林岚包装成为一个完美的淑女型领导，也无

意于将她圈定为一个十足的贤妻孝女。她是有自

己的个性的，也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为了自己的

事业，她甚至不惜偷偷服用“白色药片”让老公

多少个夜晚的卖力都成为了“瞎折腾”。善意的

谎言也是欺骗，严肃地说，林岚没有尽到贤妻的

责任，但这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们对她的好感，对

她的认可和肯定，也许就因为“这就是生活”“这

才是生活”。

不只是林岚，小说中出场的人物，但凡在情节

推进中发挥了比较重要作用的，都能让我们感受

到血肉之于灵魂的意义。县长石在研、丈夫郝民、

姐姐林蒙、姐夫言咏、镇长全乖妹等人物形象，

其三言两语、举手投足之间就能给读者留下深刻

的印象，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人物形象驾

驭的轻车熟路。全乖妹，这样一个镇长，在山洪



55

刘文良，陈霞飞：美好生活感召下的时代轻唱——评万宁中篇小说《躺在山上看星星》

极有可能暴发的情况下，竟然心安理得地在家里

保胎，而让一个仍处于哺乳期的副镇长夏花花带

着孩子在镇里值班。对此，不只是林岚这个副县长，

就连我们读者都可能会很愤怒：这是什么样的官

僚做派？而且还是在十八大之后！然而，随着线

索的推进，渐渐卷入我们眼帘的全乖妹却是一个

很认真很活泼很能干很能替百姓着想的好镇长，

能做乖女人，能开小玩笑，能想主意，能干事情，

也能愤世嫉俗。

而即使是一个没有介绍名字的“女娃”，在

小说中也就出场了两次，但同样给我们留下了非

常真实而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人家走出来，林

岚总是要沉默好久，像今天，她走进全福满家时，

看见他家七岁的女儿站在小板凳上炒菜，小手抓

着锅铲，在一口巨大的铁锅里翻动着二三十片扁

豆，稍不平衡，人就会栽进锅子里，当然这是林

岚多余的担心，女娃在灶台边麻利得让人不敢相

信。”[1]13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作者凭借对七岁

女娃特别瘦弱但不失精干的白描以及锅里“二三十

片扁豆”的强调，真真切切地戳中了人们的泪点。

巨大的铁锅，是因为穷人家做饭炒菜的锅可能跟

养猪煮潲（猪食）是用同一口锅，而“二三十片”

与巨大铁锅则构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下一次

再见到她时，名字依然只是“女娃”，但这一次

却境界大为不同。“正说着，厅屋有女娃喊婆婆，

林岚随乖妹妈走出去，女娃端着瓦缽，说她娘酿

了发奶水的甜酒。乖妹妈接过瓦缽，嘴里道谢着，

把白糯糯的甜酒倒进自家缽子里，洗了瓦缽，放

进十个红喜蛋，女娃端着，出了门。”[1]20 女娃依

然是那么的懂事，但喜庆的氛围不由自主地洋溢

开来，甜酒、红喜蛋，更重要的是原本因为穷困

而离家出走的女娃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家，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场景，却饱含

着丰富且不乏深刻的含义。暂且不论这位妈妈的

道德品性究竟如何，这一情节所展示的现象在贫

困的农村绝对不是孤例，贫困的生活下确实衍生

了无数的痛苦与无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

因穷而逃、因富而归的妈妈也有了足以让人感慨

好一阵子的辛酸、无奈、逃避、希望、幸福的情

感发展史。我们无意于对这位妈妈进行道德审判，

“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

无处不在弥漫四方。贫穷的乡村几乎就是‘恶’

的集散地，每个人都身怀恶技。”“文学的价值

更在于表达了其他媒体不能或难以表达的世道人

心和价值观。如果文学对当下生活的新经验不能

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概括，不能提炼出新的可能

性而完全等同于生活，并以夸大的方式参与‘构

成时代氛围’，那么，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5]

这位妈妈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作者万宁的刻意

安排。物质扶贫是重要的，而精神扶贫的意义也

许更加深远。

星星点灯，只为照亮你我家园。《躺在山上

看星星》是作家万宁女士又一篇佳作，是一曲美

好生活感召下的时代轻唱，其立意高远、文笔酣

畅。小说的背景，除了精准扶贫之外，还有放开

二胎政策时社会及某种人群的心理氛围，而林岚

身陷其中，以她的视角看到的是世俗的纷乱与现

实的凌厉。小说中的林岚，扶贫是她工作的一部

分，其副县长的身份也毕竟牵扯到各种其他事务。

当然这些并不是重点，重点在她的内心，在她对

这个世界的看法。小说情节通过两条线索延展，

一条是林岚工作所在地，一条是她的生活所在地，

来来又往往。她生活的环境是立体的，夹杂着政

治、经济因素以及或多或少的社会乱象。作为一

个严谨惯了的教师和公务员，她的生活是有态度

的，而她的态度隐藏在故事情节中。扶贫只是一

个载体，小说写的仍然是世道人心。世道，是社

会与时代；人心，是人性与心灵。好的小说是立

体呈现客观生活的，是不特意粘贴某种标签的，

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作者用心表达就好。如果

说一篇小说完美到让人找不到任何瑕疵，那对于

所有作家来说恐怕都是一种谎言。笔者以为，《躺

在山上看星星》如果能将结尾再优化一下，很有

可能会更有看点。小说以林岚在一种“无厘头”

情况下被带走调查或协助调查为结尾，而且，相

对于一个 3 万字的中篇小说来说，林岚这样一个

正能量满满的好干部接受无端讯问的篇幅比较长，

无形当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正能量的威力。

当然，瑕不掩瑜依然是这部小说最恰切的注解。

文学艺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作为为人民的艺术，就应该尽可能地满足人民

的多方面需求，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纪实性的艺

术作品书写自己对现实世界 （下转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