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年中篇小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8年中篇小说>>

13位ISBN编号：9787531334552

10位ISBN编号：7531334550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孟繁华、 韩忠良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02出版)

作者：孟繁华，韩忠良 编

页数：35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年中篇小说>>

前言

文学的速度与作家的情感要求——2008年的中篇小说孟繁华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整整走过了三十
年。
三十年的变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速度”。
社会生活的飞速变化，我们只有停下脚步才能够感知速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文学当然也是如此，三十年我们所经历的文学场景几乎难以全面地描述，任何一种描述都会挂一漏万
。
多变的文学和对文学多变的感慨，为我们时代的速度做了形象的诠释。
但速度并不意味着一切，我们曾经历的，也是发达文学国家早十年甚至二十年就经历过的文学革命，
尽管情况并不完全一致，但命运却是相同的：他们也只是“掀起了一些自我反省的潮流，结果却失去
了读者”。
今天文学尽管也没有太多的读者，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严肃写作的作家终于度过了文学危险的泡沫
时期，真正的文学正在与时代缓慢地建立联系。
这种联系与2008年中国独特的遭遇有很大关系，除了全球性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股市楼市危机
之外，冰冻灾害、地震灾害、洪水灾害等，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灾集中喷发的国家。
包括全球性问题在内的“内忧外患”，使2008年的中篇小说少有欢娱而多为忧思。
这种忧思虽然不是针对灾难，但灾难的环境却是重要的背景。
从远处说，三十年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积压了众多的问题。
作家面对这些问题的写作就不应看做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故作呻吟，它恰恰是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的镜
中之像，是作家情感和内心的真实要求。
一、底层生存与精神遭遇“底层写作”，是近几年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关于这个现象的是是非非，也
是文学批评最核心的内容。
在我看来，与“底层写作”相关的“新人民性文学”的出现，是必然的文学现象。
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直接受到冲击和影响的就是底层的边缘群体。
他们微小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力的缺失，不仅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付出代价，而且也最大限度地遮蔽
了他们面临的困境。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状况，“底层写作”才集中地表达了边缘群体的生存苦难。
但是，过多地表达苦难，甚至是知识分子想象的苦难，不仅使这一现象的写作不断重复，而且对苦难
的书写也逐渐成了目的。
更重要的是，许多作品只注意了底层的生存苦难，而没有注意或发现，比苦难更严酷的是这一群体的
精神遭遇。
因此，我曾不止一次提到，底层的处境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事件，马秋芬的中篇小说《朱大琴，请与
本台联系》，就是这样的作品。
2006年，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为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她对建筑工地上民工生存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和书写，使她多年后重出江湖就站在文学的潮头和高
端。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延续了她对底层普通人关注的文学立场。
不同的是，她不再刻意书写这个群体难以为继的生存苦难，而是将视角投向了这个群体更难以捕捉的
精神领域——他们的精神遭遇和境况。
小说中一直流淌的是城市永不消歇的喧嚣与躁动，冯主任、楚丹彤、翁小淳等，都沉浮于都市纷乱又
可以安全自转的轨迹。
他们办儿童艺术团、组织大型电视节目、奋不顾身地为朋友也为交换而救场等。
都市深处的生活场景就这样掩藏于钢筋水泥的森林和霓虹灯的阴影处。
作为一个外来的务工者，一个普通的家庭清洁工的朱大琴，对这样的都市生活和场景一无所知。
她原本就是一个城市的“他者”，一个不得不闯入城市谋生活的人。
但一场意外的救场活动，使朱大琴终于和这座城市建立了“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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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丹彤在朋友翁小淳的请求下，答应写一首儿童朗诵诗《在爱的阳光下》。
在与朱大琴的闲聊中楚丹彤找到了灵感，在“征求”朱大琴“意见”时，她在诵读中看到了朱大琴涌
出的泪水。
那首诗将农民工孩子受到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以极度夸张的修辞做了极端化的表达，农民工和他们的
子女仿佛生活在天堂，他们过着城里人应有的一切，而那一切都是城里人给他们提供的。
没有识别能力的朱大琴，在这种充满煽情的文字里怎能不感激涕零。
演出果然空前成功，嘉宾和观众泪光闪闪，连楚丹彤自己都被感动了。
翁小淳为了做一笔“更大的买卖”，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让楚丹彤找人“编观众来信”。
朱大琴成为“观众来信”的“执笔者”。
电视台在为自己“造势”的宣传中，因为朱大琴为电视台的“突出贡献”要奖励她一台电视机。
于是就有了《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的故事。
当然，朱大琴最后也没有拿到那个奖给她的电视机，因为“节目一期一结算，那期节目早就封账”了
。
朱大琴反复被利用，反复成为装点城市“人性化”的道具和装饰品，但她得到的除了被欺骗的泪水一
无所获。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没有着意于进城务工者惨不忍睹的生存状况和永无尽期的苦难叙事。
小说将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盘剥和尊严践踏，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
在生存艰难的背后，朱大琴们还在承受着另外的鲜为人知的精神苦难。
他们内心卑微的希望在城市规则那里转眼即逝。
在这个事件中，同学、同事、朋友等关系群是最大的赢家：翁小淳的三十万元落实了，楚丹彤的节目
在电视上畅行无阻，冯团长的“小星星艺术团”也在电视上“多给时段”。
他们共资源相互利用，用时髦的话叫“双赢”。
他们密切结成的社会关系网、公共资源正在以不同渠道和形式被瓜分。
行业垄断和行业权力资本在“合理”、“合法”地兑换成金融资本。
但这一切与朱大琴们没有任何关系。
都市合谋榨取了他们最后的资源，一切都顺理成章，朱大琴还要含着眼泪表达她的感激和理解。
在我看来，《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开辟了“底层写作”新的思路，它的深刻性将这一题材的创作
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底层”从生存苦难的写作中被“解放”出来。
但他们的精神苦难更令人触目惊心。
于是朱大琴所经历的城市生活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精神事件。
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温亚军的《地衣》在这方面也有了大的突破。
黄婷婷被母亲拆散了恋情，被迫嫁给了卤杂碎的何光华。
何光华娶了黄婷婷便辞去了帮工，黄婷婷的身份是妻子，职能却是一个帮工。
但小说并没有仅仅在黄婷婷的生存苦难上信马由缰无限渲染，而是着重书写了黄婷婷爱情的不幸和精
神的空洞。
何光华与寡妇冯薇薇的不清不白，激发了黄婷婷重新回到初恋情人高远明的怀抱，但她不堪丈夫羞辱
和坊间的飞短流长投河自尽了。
小说呈现了底层日常生活的苍白和无趣，为了生存的日子没有任何精神内容。
也正因为如此，对精神依托的渴望与决绝，才敢于用生命换取。
《地衣》在这一点上显然用了心思，因此，这样的作品于此前渲染无边苦难的作品有了巨大差异。
吴君的《念奴娇》书写的也是“底层生活”，它是对当下深圳移民生活的描摹。
贫困的生活处境使姑嫂二人先后做了陪酒女，然后是妻离子散家庭破碎。
这本是一个大众文学常见的故事框架，那些场景也是大众文学必备的元素。
但《念奴娇》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吴君将这个故事处理为姑嫂之间的心理和行动较量：先是有大学文
化的嫂子轻蔑小姑的作为，但嫂子一家，包括父母、哥哥都是小姑供养；小姑在不平之气的唆使下，
将无所事事的嫂子也拉下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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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习惯陪酒的嫂子几天之后便熟能生巧，一招一式从容不迫。
小说没有怨天尤人的深重苦难，也没有远在云端的故作悲悯。
它揭示的不仅是“底层”生活的状态，更揭示了底层人的思想状况——报复和仇怨。
小姑报复了嫂子，同时也报复了哥哥——嫂子的出走使哥哥亦成为孤家寡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嫂子杨亚梅的形象。
这个貌似知识分子的人，堕落起来几乎无师自通，而且更加彻底。
在这个意义上，《念奴娇》一箭双雕、一石二乌，将属于两个阶层人物内心的秘密一眼望穿，将欲望
之上的面纱无情地抖落。
二、家庭、伦理与情感的失序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或细胞。
但当下的家庭关系与传统的家庭以伦理关系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是一种渐进的、缓慢的同时也是难以逆转的。
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个变化的时候，它不仅已经完成，而且是如此的令人触目惊心。
孙惠芬生活在城市，但她的小说多半书写乡村。
这既与她的文化记忆有关，也与城市文化至今尚未整合出有效的经验有关。
《致无尽关系》书写的血缘和家族关系，与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制造的虚假温情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现代性的过程早已将家族、血缘神话拆解得四分五裂、分崩离析。
“过年”团圆的习俗只是民间表达亲情最后的形式，如果这个形式也瓦解了，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就彻
底解体了。
《致无尽关系》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发现了问题，并产生了深刻的质疑。
与这些“无尽关系”的接触，不是盼待中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快乐或心心相印的亲情。
那种应酬、不得已的感受与社会其他应酬几乎没有差别，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尽快结束。
但这个现实没有人正视，它是被虚假维护却再也不能整合的文化幻觉。
这个秘密一旦被戳穿，我们不仅大吃一惊：这是我们要求的生活吗？
那曾经千百年叙述的家族关系真的变成了这个样子吗？
这“无尽的关系”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呢？
“底层写作”事实上所展示或呈现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
《致无尽关系》在民间文化层面上所要表达的可能更丰富得多。
林那北的《唇红齿白》，秘密在当代家庭内部展开：一对双胞胎姐妹阴差阳错地嫁错了人，本来属于
杜凤的男人娶了杜凰，这个名日欧丰沛的人官场得意无限风光。
但在风光的背后，杜凰与其分居多年，在杜凰出国期间，欧丰沛诱奸了有求于他的杜凤。
杜凤一次染上性病，矛盾由此浮出水面。
杜凤丈夫李真诚不问妻子问妻妹，妻妹杜凰平静地帮助姐姐疗治。
但此时的杜凰早已洞若观火掌控事态：虽然分居多年，但欧丰沛仍然惧怕杜凰从实招来。
对杜凤实施了“始乱终弃”的欧丰沛没了踪影，自惭形秽的杜凤只能选择离异。
小说对当下生活的失序状态深入到家庭内部，或者说社会结构中最小的细胞已经发生病变，欺骗、欲
望几乎无处不在，任何事情都在利益之间展开，最亲近的人都不能信任，家庭伦理摇摇欲坠危机四伏
。
不仅杜凤走投无路，杜凰、欧丰沛、李真诚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林那北在不动声色间将弥漫在空气中的虚空、不安、无聊或无根的气息，切入骨髓地表达出来，特别
是对生活细节的处理，举重若轻，不经意间点染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际遇。
年轻的鲁敏，近年来风头正健。
她的《纸醉》的情节在年轻人的“心事”上展开，在没有碰撞中碰撞，在无声中潮起潮落。
时有惊涛裂岸，时如微风扶柳。
一家里的两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对开音，大元的一曲笛声、小元的几个故事，都是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在寻常的日子里，笔底生出万丈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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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现代”改变了淳朴'、厚道、礼仪等乡村伦理，乡村中国的小情小景的美妙温馨，但在大
世界的巨变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轰然倒塌。
当然，鲁敏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乡村乌托邦”的守护者。
对她对乡村的至善至美还是有怀疑的，哑女开音的变化，使东坝的土地失去了最后的温柔和诗意。
小叙事在大叙事面前一定溃不成军。
就作品而言，我欣赏的还是鲁敏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一个动作或一个情境，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勾勒出
来。
大元爱着开音，他的笛声是献给开音的，但是，大元总是“等开音低下头去剪纸了。
他才悄悄地拿出笛子，又怕太近了扎着开音的耳朵，总站到离开音比较远的一个角落里，侧过身子，
嘴唇撅住了，身子长长地吸一口气，鼓起来，再一点点慢慢瘪下去。
吹得那个脆而软哪，七弯八转的，像不知哪儿来的春风在一阵一阵抚弄着柳絮。
外面若有人经过，都要停下，失神地听上半晌。
”小元也爱着开音，但他心性高远，志气磅礴，上了高中以后，“小元现在说话，学生腔重了，还有
些县城的风味，比如，一句话的最后一个两个字，总是含糊着吞到肚子里去的，听上去有点懒洋洋的
，意犹未尽的意思。
并且，在一些长句子里，他会夹杂着几个陌生的词，是普通话，像一段布料上织着金线，特别引人注
意。
总之，高中二年级的小元，他现在说话的气象，比之伊老师真可谓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大家都喜欢听
他说话，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知识⋯。
这些生动的细节，显示了鲁敏对东坝生活和人物的熟悉，她的敏锐和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近两年来葛水平的创作发生了变化。
她的笔触从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开始向外部拓展。
如果说《比风来得早》书写了城乡之间的差异或比较，最后还是将场景落实到乡村的话，那么，今年
的《纸鸽子》则是一篇扎实的城市文化经验的小说。
我多次表达过，中国当下城市文化经验还没有整合起来，还没有属于我们的、独特的城市文化经验。
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处境有密切关系。
《纸鸽子》表现的生活，不能说是我们的城市文化经验，但它却深刻表达了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我们遇
到的真问题：网络综合征。
新媒体推动了民主化进程，方便了日常生活、情感生活和经济活动。
但网络带来的问题是伴随着它的便捷一起走进我们生活的。
文化研究在深刻地揭示网络问题的同时，生活中的网络问题早已发生。
《纸鸽子》中何明儿、吴所谓母子惨痛的经历就来自于网络。
它昭示了当下生活的丰富性、空洞性和复杂性。
一切均不在我们把握之中。
过去的经验一夜之间成为三代以上的古人。
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但前程一切未卜。
这就是现代性。
《纸鸽子》所表达的经验就这样惨烈、残酷又势不可挡。
面对新的事物、新的生活，成规已经失效，属于我们的只有无奈又无助。
这究竟是俗命还是我们的选择？
大概没有人能说清楚。
当然，作为小说《纸鸽子》不能、也没有必要提出解决方案，它将问题如此深刻、尖锐地呈现出来，
将人物和情节如此惊心动魄地表现出来，已经精准地完成了小说的规定动作。
这些在家庭内部展开的故事，以最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情感方式，告知了我们当下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
性。
这里所发生的变化，是任何个人经验都难以全面体验的。
但一旦将他们集合起来，在震惊之余，我们真有手足无措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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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都市与跨文化经验2008年中篇小说的丰富性无论我们怎样叙述都难以周全。
除了上述印象集中的两个倾向之外，对历史、都市经验的书写以及跨文化资源的书写，也是一个令人
瞩目的文学现象。
鲍十的小说在叙述上一直不瘟不火极有耐心。
这篇《我的脸谱》在叙述上一如《痴迷》和《我的父亲母亲》。
但《我的脸谱》在温婉的叙述中却别有一种苍凉，如秋夜月光如水，如秋风刮过田野。
这是一个记忆、个人经验的叙述，它类似于失败的于连。
索黑尔，无论情感还是事业。
一个普通人在茫茫人海中如沧海一粟，但他身后的故事却令人惊心动魄。
这个被命名为陶兴的主人公。
一出场就气象不凡，先是和一个寡妇结婚，离婚后又娶了一个是“剩女”。
当了副处长之后被委派经商，从此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生意失败后，为了躲债一直亡命天涯居无定所，一直生活在惊恐万状之中。
小说始终以当事人陶兴的视角讲述，在不断呈现的场景中，商场如战场：逃亡与被追杀几乎就是陶兴
生活的全部。
陶兴个人生活的纷乱和不确定，从一个方面反映或喻示了当下生活的动荡或瞬息万变。
因此，《我的脸谱》虽然以仿真的叙述讲述了陶兴个人的经历，但在整体上却是一个象征的文本。
多年来，须一瓜的中篇小说充满了荒诞和玄疑，她的小说既有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又有明确无误的
时代特征。
但这篇《大人》却一改往日风范，小说以童年视角再现了并不遥远的历史。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动荡的时代，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革命的气息。
但孩子们的内心却是无边的寂寥和无助，没有人走进他们的内心，没有人真正愿意关心过他们。
童蓓的美丽、畸形的手臂和一寂寥的内心，与那个革命的年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她渴望被理解和关注，当她被大人忽视甚至略去的时候，是小弟亲吻了她畸形的手臂。
那一刻无论于童蓓还是我们，该是怎样的触目惊心都不为过。
另一方面，革命像战争一样，总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被压抑了的欲望随时可以极度膨胀。
于是，“大人”对童蓓的侵犯并没有因为革命时代而收敛或节制。
“革命”伤害了孩子的身心，他们受到的是灵与肉的双重迫力。
最后这个孩子不得不远走他乡，让人感伤不已。
对那场革命的认识还没有成为过去，“大人”制造的这一切给孩子带来的创痛从来也没有被关注。
但《大人》正是在这个边缘区域发现了尘封经年的疤痕，却原来、那一切并没有消失在历史深处。
晓航的小说一直卓尔不群、别开生面，他有不同凡响的虚构和想象能力，他的小说有真正的艺术家气
质。
他在小说中异想天开但又心想事成，那些看似子虚乌有的事件就在似与不似之间：那是荒诞中的真实
，也是真实中的荒诞。
这篇题目怪异的小说——《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是我所见到的最具城市意味的小说。
许多年来，我们还没有整合出被普遍认同的城市文化经验。
但晓航的这篇作品，却一眼可以读出当下都市的味道：虽然情节或人物都略显夸张——那个“未来学
家”谢斌、手机制造商宋城，都是出色的幻想型演说家。
但鼓动或舆论的力量，出色的狂热分子的言辞，总会平息更多的“群氓之族”的冲动情绪，足以让他
们销声匿迹行消神灭。
对“未来”怀有期待的“理想主义者”，对那些乌托邦的鼓噪者真诚地着迷，对与未来有关的人与事
都兴致盎然。
“每个人都有乌托邦梦想，这是人类的一大特点，是中性的。
但是这个特点不能被无限放大，特别是不能把单纯的想象直接放到社会实践层面来无限制的执行，那
会造成一种整体的疯狂。
”小说在揭示现代生活纷乱迷离无从把握的同时，塑造了一群现代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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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理性与感性的缝隙游刃有余，既是一出生动幽默的情景剧，也是一出苍凉迷茫的悲剧。
在整体构思和语言上，晓航的小说如在空中飞翔，上下翻飞有万千气象。
晓航书写的城市文化经验在当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黄咏梅的《契爷》是对市井人物的再度书写。
契爷是个鳏夫，是一个没落家族最后的香火，非但不能自食其力，还要自己的老妹妹侍候，为此这个
妹妹终身未嫁。
也就是因为契爷“命硬”，家长纷纷将自己的孩子“契”给他。
契爷肮脏、愚钝、其貌不扬。
但契爷在他的时代还常常被人记起，家长面对契爷时，总须让孩子喊一声“契爷”。
契爷不惹是生非，善良，孩子们经常捉弄他，但他不急不恼，还常将两颗糖送给孩子。
契爷不喜欢女人喜欢孩子，但契爷看到漂亮的夏凌云时，似乎方寸有些乱。
这说明契爷并不是不喜欢所有的女性。
渐渐地契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国道”上不断涌过各色人等：世道变了。
漂亮的夏凌云在小吃摊上做生意，有了身孕事主却没了踪影。
契爷不清不白地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
夏凌云也对契爷耿耿于怀，只因为契爷当年曾拦住了被追打的夏凌云的情人，使她永远失去了走向外
界的可能。
《契爷》是关于世道人心变迁、世风世情消长的小说。
这样的人物在当下的小说中几乎凤毛麟角，黄咏梅关注生活的方式和视角独辟蹊径。
就在如此的边缘地带，敏锐地感知生活的真实气息。
与上述作品都不同的是袁劲梅的《罗坎村》。
袁劲梅是远居海外的作家，她的写作资源与本土作家明显不同。
从查见英《从林下的冰河》开始，对两种文化的比较是这种身份作家常见的思路。
《罗坎村》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以文学的方式对一个根本性或永恒性的命题，做了哲学的思考和论
证。
小说开篇引用了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关于正义的论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
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
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为题解，然后发生在美国一个华人家庭的“虐待子女案”进入我们的
视野。
有趣的是，小说在描述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比照了中国的家族宗法制度。
在对比中探讨了中美文化的差异性和司法、伦理、社会公正等诸多差异。
应该说，小说更多地意属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对美国司法的公正性肯定的同时，也对其僵化和教条颇
有讽喻；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同时，亦对罗坎村为表意形式的中国文化领悟于心。
此外，小说还涉及了全球化时代个人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专制制度等诸多问题。
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抽象的观念在小说不仅具体可感，而且生动无比。
小说的尖锐性、大气象，在2008年的中篇小说中几乎无出其右者。
但小说触摸的问题本来更适于理论探讨，当用形象来表现的时候，难免有概念化的痕迹。
我在论述三十年中篇小说成就时曾说，三十年来中篇小说是这个时代取得的高端成就。
上述评述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2008年的中篇小说甚至发展了这个文体的成就。
因此，“中篇小说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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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中篇小说》是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2008年中国最佳的中篇小说作
品十二篇。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妙、语言优美、文笔生动流畅，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及艺术性，
展示了2008年中国中篇小说的最高层次，非常值得一读，从中您将获得美的享受。
　　《2008年中篇小说》收录了2008年中篇小说中的佳作，共十二篇。
包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纸醉》、《纸鸽子》、《我的脸谱》、《大人》、《一张桌子
的社会几何原理》、《念奴娇》、《契爷》、《地衣》、《罗坎村》、《唇红齿白》、《致无尽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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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文学的速度与作家的情感要求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纸醉纸鸽子我的脸谱大人一张桌子的社会几
何原理念奴娇契爷地衣罗坎村唇红齿白致无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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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马秋芬一开会的时候冯主任最不能容忍别人手机响。
他过去当过几天文工团铜管乐队的小号手，现在一讲话就能和那时的某些感觉接上火，激昂澎湃，大
棱大角，外加吐沫星子四溅，像个乍毛的长翎子公鸡。
冯主任也不老给员工开会，一开会准是涉及少年宫生存和挣钱一类的大事。
往往他正讲着少年宫转型后的分配制度，那制度可不是儿戏，是刀刀见血的，有那不识时务的手机像
故意坏他一样，浪不丢儿地唱起来，横插一杠子，使冯主任气势如虹的神韵，不得不大打折扣；或者
他正讲着在市少儿文艺会演闭幕式上，他作为合唱团领队上台领奖时，市领导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
肩膀说：老冯啊⋯⋯那该死的手机偏偏响在这节骨眼儿上，用鬼子进庄的节奏，拿刺刀挑他一家伙，
他那贯通的气脉，一哆嗦就泄了一半。
手机这东西最不讲社会公德，想什么时候响，就什么时候响，不管地点场合，带着厚颜无耻和低能弱
智的味道。
为此凡冯主任召集开会，要求必须关闭手机。
其实光提要求是没用的。
少年宫的员工虽没啥级别和地位，但业务上也都多少有两把刷子，一个个牛得很，眼里容不下人，包
括冯主任他这个领导在内。
有人说经济杠杆是只无形的手。
冯主任自己的手治不了他们，就用无形的手治他们。
他做出规定，开会时谁手机响一次，就扣谁一个月的电话补贴，响两次，扣两个月的，以此类推。
少年宫现在经济上已脱贫致富奔小康了，各种补贴节节蹿高，光电话补贴这一项，一个月就能拿到五
六百。
这个规定一出台，会场立马就像个会场了。
连武术班最刺头的秦教练、器乐班最傲慢的赵指挥、绘画班阴阳怪气的吴画家、舞蹈班最嗲气任性的
苗芭蕾，原先他们那一个比一个不服管的闹人手机，现在都一概噤了声。
此刻，冯主任要心无旁顾地宣布一项重大决策。
他说，经过少年宫全体员工的几年努力，少艺班的品牌效应已经显现，建立小星星艺术团的时机业已
成熟⋯⋯刚说个开头，底下有个手机又混账地响了，冯主任有些怒不可遏，眼睛瞪得像琉璃珠子，透
过镜框的上沿，寻声望去；秦教练、赵指挥、吴画家、苗芭蕾那些刚有了点遵纪守法意识的带班老师
，脸上或多或少地现出微妙的快意，眼睛都抓赃一样，扑向那声音。
在目光的围剿下，编导楚丹彤一边掏手机，一边哈下腰接电话。
她声音再小，话筒捂得再严，还是被全场听个一清二楚：喂，是翁小淳哪！
哦，我开会呢⋯⋯楚编导抬眼抱歉地看看冯主任，可她刚才说的翁小淳这三个字，就像一瓶软化剂撒
到冯主任的脸上，他那恼怒的纹路一下就化开了，变软了，平和起来，问道：是翁小淳打来的吗？
你接、你赶紧接！
你还要转告她，我正开会宣布建立小星星艺术团呢！
我还要专程请她来谈谈今后合作的事呢！
她町不能不来啊！
楚丹彤像个做错了事义得到家长宽谅的孩子，规矩而小心地点点头，跷着脚快步到走廊接电话去了。
冯主任也不得不停下来，解释他自相矛盾的宽谅：电视台打来的嘛，翁小淳嘛，和谁断了联系，也不
能和人家断了联系。
断了这根线，咱们的小孩儿再能耐，谁认呢？
接翁总的电话就算做开拓市场吧，属工作范畴，不做违规处理⋯⋯底下的秦教练、赵指挥、吴画家、
苗芭蕾什么的，都点头赞同。
他们每人带的小班里，都能挑出几个灵透的小孩，不借助电视媒体来展示孩子们的才艺，谁能知道你
这个孩子头儿有多大斤两？
不一会儿楚丹彤急火火地回到会场，面带难色地对冯主任说：翁小淳让我突击搞个节目，挺急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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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冯主任简单问了问情况，便说：那你还犹豫啥？
快去吧，会议精神过后单独跟你说说就得了。
你那个老同学是个要强的人，她交办的活儿可马虎不得！
你可别忘了把我的意思传达到！
楚丹彤应承着，拿起背包先撤了。
在别人看来，楚丹彤在领导那里挺吃香。
楚丹彤自己却有苦难言，那些人光看见她表面上得到些小恩小惠，却没看见她背地里遭那份洋罪。
她和电视台翁小淳是大学同学。
要说吃香也就吃在这层关系上，要说遭罪也遭在这层关系上。
这不，遭罪的活儿又找上来了。
刚才翁小淳急匆匆地在电话里说：老楚，我后天的《娱乐跑马场》大综艺，推出一台为农民工维权的
节目，搞得可感人了，东家特满意！
只是访谈版块，呈现出的苦难偏多，东家让增加点暖色，离直播就剩两天了，这点时间新增什么都来
不及，想来想去还得借你的大笔杆子，写个儿童朗诵诗吧⋯⋯楚丹彤不满地说：你以为我是写稿机器
啊，一按电钮就来一个？
对她的牢骚，翁小淳在电话里听也不听，拦过话头说：哥们儿，行了行了！
我这边忙着呢！
知道你一肚子都是黄连水！
我这有响当当的黄金强档，节目吞吐量那么大，还亏得了你吗？
——听清了，这首诗是要写农民工子弟的，要正面一些，阳光一些，反正你本事大去了，尽情发挥吧
，明天务必得交稿，留出一天时间好排练！
翁小淳说完把电话撂了，楚丹彤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忙音，愣了半天神。
十几年前她和翁小淳在大学里时，整日黏在一起，无话不说。
现在可倒好，两人成了流水作业的上下家，你传我递，组装完活儿就拉倒，没了一句多余的话。
平心而论，楚丹彤倒也能理解翁小淳刮旋风一样的作风。
她担当总监的那档《娱乐跑马场》，采取现场直播方式，每周一期，一期咬着一期的尾巴，节目组简
直忙成个真正四蹄翻飞的跑马场！
正因为档期周转太快，所以个别节目断档掉头，临时撤换，就在所难免。
而楚丹彤他们的儿童节目又是最广普性的，属于“膏药节目”，一旦有了缺口，出于两人关系的便利
，让少年宫这边拣一个和主题多少沾点边儿的少儿歌舞、器乐演奏什么的，霄药一样叭地往上一贴，
至少显不出大娄子，比方翁小淳和红十字会联手，为宣传捐献眼角膜，推出一台《光明天使》，楚丹
彤和赵指挥就能为她拿出童声合唱《谁给了我明亮的世界》；翁小淳与妇联合作，为构建和谐家庭，
搞《女子媳妇》专场，楚丹彤就帮苗芭蕾把儿童舞《小羊羔爱妈妈》推上去，诸如此类的合作，总能
闹个双赢的结局，往往还额外赚点小亮点。
而少年宫这边在体制上属于自筹自支的事业单位，曾经穷得叮当响。
举办各种收费的少艺班，为的是在经济上活起来。
可排出来的一些小节目，总得找个去处，《娱乐跑马场》给了他们不少演出机会。
这机会司了不得，动不动就上镜，多高的档次啊！
常在电视上露脸的小演员。
露着露着，指不定就被哪个电视连续剧的剧组相中了，充当了剧中的一个角色。
有好几个都成了小明星。
有电视台这个炫目的后盾，少年宫的少艺班就特别招眼，不想成品牌都不行。
有那望子成龙的家长，挖门子盗洞地往少年宫送孩子。
送孩子就等于送钞票。
有了钞票，冯主任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他喝上酒总喜欢吹吹乎乎，他那张铜盆大脸一有了红扑扑的醉意，就爱跷着大拇指，志得意满地说：
咱单位的经济效益，那是屁股上的火疖子，捂也冒高，不捂也冒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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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这屁股上冒火疖子似的效益，作为与电视台保持热线联络的楚丹彤，能不炙手可热吗！
可楚丹彤自己才叫冤，热得她动不动就去当黄继光堵枪眼，一会儿帮着写串联词，一会儿修改主持语
，把自己歌词创作的专业都快丢尽了。
楚丹彤为了熬夜写这又正面、又阳光的什么诗，特意买了速冻饺子、方便面什么的一大包，好免去在
灶台上的费力耗时。
往家里走着时心里不禁想：多没志气呀，吃哪庙的饭，还得撞哪庙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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