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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诗激发了几米创作

《向左走，向右走》，她的诗令

陈绮贞着迷，她享有“诗界莫

扎特”的美誉。《万物静默如

谜》在台版的基础上，译者增

加了15首经典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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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Gary Blank 博

士的创业生涯始于1978年，他

一共创办了八家公司。创业之

余，Blank博士还担任多家硅

谷科技公司的创业顾问和董

事。《四步创业法》的理念和方

法正是源于Blank博士和硅

谷同行丰富的创业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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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学者、前美国驻华

外交官陶涵的这本《蒋介石

与现代中国》，通过近几年公

开的蒋介石日记以及一系列

难得一见的档案，在历史还

原到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

以第三方的视角还原了一个

有血有肉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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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理想一点时间，我

喜欢这样的书名，概括了

很多人的想法，朝着自己

理想的目标奋斗，但不能

太急躁或激进，留点时间

慢慢地前进。我在想，每

个人心里都有理想，只是

朝着理想所走的道路不同

而已，有的坎坷，有的平

坦，有的万丈深渊，有的一

马平川，有的一路歌舞飞

扬，有的却要付出血的代

价，有的理想被实现，有的

理想是悬念，有的理想是

为己，有的理想可以惠及

众人。

记得十年前，我只有

二十岁左右到深圳打工，

在观澜镇我做过建筑工

人，在龙华镇的工厂里上

过班，在布吉镇的一家物

业公司也做过事。为了省

钱，可以春节不回家，为了

多赚钱，愿意多加班，因为

没有办理暂住证，为怕检

查，可以不上街。如今，为

改善生活，多赚钱的想法

始终没变，我还需要努力，

而希望上街时不再担惊受

怕的想法，现在已实现，因

为死去的孙志刚，解脱了

我们打工在外没有办理暂

住证的恐惧。再后来，我

辗转多地，依然为生活苦

苦挣扎，在工厂里上班发

生工伤，得不到保障，被机

器烫的伤疤始终留在我的

手背上。现在打工，我和

我的工友们买了保险，签

订了劳动合同，如果发生

意外情况后，可以知道哪

扇门可以进，虽然整体的

打工环境依然不尽如人

意，但与以往比较有所改

善。

时间转瞬即逝，我从二

十几岁的毛头小伙，现在已

步入中年，过去的理想有的

已实现，有的还没有眉目，

比如，担心自己打光棍，想

娶个媳妇的愿望实现，想在

老家盖楼房装修时墙上贴

白色的瓷砖也实现，一个孩

子孤单想要两个孩子的想

法也实现，对于我，这些就

是我的理想。没有实现的

想法还有很多，比如，我想

结束和家人两地分居的想

法落空，我想有份稳定的工

作或做点小本生意的想法

还要继续努力，我想如果赚

到钱就把老家村子门口三

里长的土路铺成水泥路

……这些理想，就是我的，

要继续朝前走。

在《给理想一点时间

Ⅱ》这本书里，我看到别人

的文字，有些是“响当当”

的人物，让我从心里敬佩，

他们为社会现状担忧，为

中国的未来呐喊，为底层

民众悲鸣，他们都是有良

知的一群人，但我想，最起

码这些人不坏，都在做着

有益的事。在看到“北大

已无蔡元培”的文章，对于

我们这样打工的群体，“北

大”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

而这里能出产“精英”，这

些精英们在得势以后，可

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

骂纳税人的教授多了，应

验了“若无德，则虽体魄智

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这

样的话。在看到“残忍的

教育”，自己有这样的经

历，一直以来，不都是接受

着残忍的教育吗？在读到

“中国底层的人经常相互

伤害着”，掩卷思考片刻，

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观

点，是底层人的错吗？什

么又是底层人呢？如我们

这样的人吗？那些”精英”

们在做什么，没有承担“底

层”人的教化的责任和义

务吗？那些做官的监管人

员又在干什么？良民和刁

民，其实多数是整个社会

风气造成的。在看到“爸

爸妈妈一直活得战战兢

兢”，我感同身受，眼睛被

湿润……在看到这些文字

时，或许有人会定位出什

么派别来，只要是对的话，

对的道理，与派别狗屁的

关系，特别是对于我们这

样的普通人。

在老家农村，我们把那

些讲话公正，做事正派，吐

口唾沫都能钉钉子的人，叫

做“明白人”，会得到周围人

的尊重和爱戴，声誉好，德

高望重。我想，这书里的文

字，这些人应该都讲的是真

话，没有违心地写字，所以，

值得我尊重，如果有违心的

人写的文字，那早晚也会露

出狐狸尾巴。

打工要继续，是我养

家糊口的根本。书也要

看，是我认识这个社会，看

待事物和分析问题的参

照。博客日记还要记录，

这是我活在这个世上，能

够留下的痕迹。这个夏

季，台风过后依然炎日，每

天出一身臭汗，回到住的

地方，用凉水冲洗后，浑身

的舒坦，生活依然美好，哪

怕离理想还很遥远。

为底层民众悲鸣
——读《给理想一点时间Ⅱ》

《给理想一点时间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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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

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部

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女

性为主角的小说。其直逼

现实，书写民苦，使这部小

说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

姊妹篇。

和《一句顶一万句》

一样，故事都是写一个戴

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其

实不过是想在人群中找

到能说上话的人，不同的

是，这本书中是一个戴绿

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

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

纠正一句话。

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

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

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

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

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

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

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

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

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

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

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

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

的一幕，竟持续二十年。

■对话
@高山墨客：你的《一

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

学，是写一个女人，茅奖后

《我不是潘金莲》又是写女

人的作品。能否谈谈你笔

下的女人，特别是中国女

人有何特点？

@刘震云：《一句顶一

万句》并不是以女性为主

的小说，是以男性为主。

《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

顶一万句》的兄妹篇，《一

句顶一万句》想说一句话，

但是要找到想说的人，这

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不是

潘金莲》是想在人群中纠

正一句话。

@谢思鹏：就您个人

而言，《一句》与《潘金莲》

两本书，后者相比前者，

有什么是您觉得有突破

的地方？

@刘震云：首先是语

言，更简洁了，接着是内

涵，信息量更大了。比这

些重要的是有形和无形，

《我不是潘金莲》中无形的

东西更多了，这是考量作

者对生活和文学体会深度

的一个标准。

@红袖添香夜读书：

李雪莲这个形象感觉还是

夸张的，人物的内心是紧

张的。您是如何艺术化地

处理文学与现实的隔和合

的关系？

@刘震云：文学与现

实，合的是语言、细节、情

节和人物，隔的是文学与

现实背后的见识。上访者

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但像

李雪莲对上访有这种认识

的人并不多见。比李雪莲

更进一步的是假上访者史

为民。这就是文学与现实

的区别。

@魏千淇：你的语言

很有特点，这样的语言风

格会否一直保持下去？

@刘震云：许多人都

说，我的小说还有小说的

语言有一种幽默的特质，

但我想说的是，我没有有

意地去追求这种风格。我

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

的搬运工。生活的幽默永

远大于文学的幽默，生活

背后逻辑的幽默永远超过

作者的想象力。我们生活

在一个喜剧的时代。

据新浪微博整理

刘震云：“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

《我不是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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