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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粉碎》是作家许春樵最新出
版的一部小说集，收录了《麦子熟了》

《遍地槐花》《月光粉碎》《在风中漫游》
等四部中篇小说。许春樵一如既往地
关注着底层社会，始终对笔下的小人
物投注着深切悲悯与温情，着力探索
他们的人生际遇、情感历程和心灵轨
迹，通过揭示人性的幽微与闪光之处，
试图找到走出人性和命运困境的方向
和出路。

“人性是人类最复杂、最神秘的一
面，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理解。”为了展
现人性的幽微，作者有意采用第三人
称叙述视角，笔触冷静而客观，将人物
的选择及命运、道德的溃败与坚守都
交由读者审判。在《麦子熟了》中，一
起出门打工的麦苗选择了跟随王瘸
子，用自己的青春换一些“柴米油盐”，
而麦穗难以忍受寂寞与老郭“闲扯”，
又对耿田心生情意。她在回乡前多次
向堂妹麦叶强调“回去一个字不能说，
知道吗？我们在外打工什么都没发生
过，你懂吗？”却因误解和嫉妒夸大了
麦叶和耿田的相识，导致了麦叶一家
的悲剧。故事的结尾，麦苗向走投无
路的麦叶伸出了援手，邀请她到自己
的网店打工，这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善
举。或许是出于愧疚作出的忏悔与救
赎，麦穗辞职到普陀山出家了。小说
中没有对于人物的价值作出判断，但
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琐碎细节的描
写挖掘出了最深层的人性，使得读者
能从不同角度去同情和理解那些立体
而鲜活的人物。

不难发现，许春樵常常把人物置
入矛盾与冲突的境地，让其在善与恶

的模糊边缘徘徊往复。在《月光粉碎》
中，杀人犯和“庐阳好人”的形象存在
于一人身上，人性的复杂在主角姚成
田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庐阳
好人”的姚成田刚出场时无疑是正面
形象，照顾老丈人的事迹登上报纸，为
跑路的老板赵堡守住窑厂，帮助被众
人打砸家里的胡文娟，借钱给陌生女
孩……可当真相缓缓铺陈开来，他竟
是那晚醉酒后无意杀死刘秋兰的凶
手，在恐惧和慌乱中逃脱了罪名。与
上述《月光粉碎》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

《在风中漫游》，欠下三条人命的杀人
恶魔却因善恶交织的一念之差放了小
宝一条生路。由此，人性在不同境遇
下的挣扎与交锋被作者细腻地描写出
来，充满着戏剧性的张力。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每一处情
节和结局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常常让
读者有一种“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
中”的感觉。《麦子熟了》中的桂生本是
一个踏实、憨厚的人，常帮着麦叶家收
割麦子，冬天下河摸鱼为麦叶买戒指，
就连父亲生病了也不同意把戒指当
掉，但听到传言后桂生对麦叶进行了
家暴。当桂生的父亲因为传言气死之
后，更加激发了桂生人性中的恶，他周
密策划后将老耿撞死，犯下故意杀人
罪。故事的结局中老耿车祸身亡、桂
生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麦叶被迫
离开故乡、麦穗辞职后出家……正如
许春樵本人所言：“将生活悲剧上升至
人性悲剧，将现实的无奈延伸至人生
的无常。”让人唏嘘不已。

在揭示人性幽微的同时，作者不
忘在作品中保留着人性向善的可能

性，塑造出了某些“美与善”的闪光人
物。小说《遍地槐花》讲述了赵槐树因
为一块“槐花牌”手表和一句“等你一
辈子”的误解而寻找、等待了李槐花四
十多年的故事。年少时的李槐花出于
善意，帮助家庭条件困难的赵槐树，将
捡来的手表借给他掌握复习时间，却
被不明所以的同学举报，最后被学校
开除。“就是掼一辈子，我也要给你买
回手表！”“你说一个人会不会等另一
个人一辈子？”一句承诺让赵槐树辗转
各地，四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寻找和守
望自己心中的爱情。时代在变，社会
在变，而人心不变，在物欲横流的时
代，郭总用金钱和欧米伽表，也换不走
赵槐树手中的“槐花牌”手表，这是多
么纯粹的坚守！

《遍地槐花》中让人感慨的还有魏
校长，当年开除李槐花、砸碎手表的处
罚，让他三十年来都感到内心不安，他
最终选择了在电视节目上当面向李槐
花道歉，并十倍赔偿手表。当年魏校
长一次草率的决定，几乎改变了两个
高中生的人生走向，间接导致了赵槐
树颠沛流离、茕茕孑立的大半生，魏校
长的道歉是为自己救赎，给自己一次
向善的机会，也是为了给李槐花一个
交代，人生的无常就这样被迟到三十
年的善意消解。

即使是像平头和姚成田这样身
上背负着秘密的“罪犯”，其内心的道
德力量甚至远超法律，他们用行动救
赎了自身，展现出人性向善的光芒。
在《月光粉碎》中，那个酒醉后失手杀
人的夜晚让姚成田害怕月光和酒，为
了摆脱内心的罪恶感，他做出种种善

行，甚至有着非同常人的道德感和正
义感，一生都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赎
罪与忏悔，最终选择在一个月光如水
的夜晚结束生命，换得灵魂的救赎。
这是一个在绝境中向善的故事，无论
是出于愧疚还是本能，“与内向谈判，
为灵魂活着”，人性的光芒因此而熠
熠生辉。

“我写小说总是想着要去拯救那
些遭遇生活危机的人、精神受伤的人、
人性挣扎的人、灵魂绝望的人，并企图
找到走出人性和命运困境的方向与出
路。”许春樵如是说。从《放下武器》

《男人立正》《酒楼》《屋顶上空的爱
情》，到近期的《下一站不下》，他的作
品总是充满着浓郁的理想主义和人道
主义色彩。在《满地槐花》中，赵槐树
和李槐花被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结
局，槐花终会盛开；《麦子熟了》中的麦
叶，在桂生的案子将要审判时，仍然固
执地为耿田辩护：“老耿没有错！”《在
风中漫游》里身上背负着多条人命的
平头在迟疑之后还是故意让小宝赢
了，放他一条生路……对于这些平凡
的小人物，许春樵展现了深切的人文
关怀，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人道主义
的悲悯与理想主义的温情。

维克多·弗兰克尔曾说过，“人性
中既有善良，也有邪恶，但最终决定的
是一个人的选择。”《月光粉碎》这本小
说集同时展现出了人性的幽微和闪
光，让读者在二者的张力中感受到人
性的冲突，感受到善恶的力量，感受到
选择的艰难，以及作家的一种“救世”
般的人文关怀。

人性的幽微与闪光
——读许春樵小说集《月光粉碎》

□袁逸琪

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
可是当一个人吃过很多苦，还能依
然保持纯真和开心，难得。

小区里的人都喜欢叫她“王大
姐”。王大姐总是笑眯眯的，跳广场
舞能够从头到尾保持“八颗牙”的微
笑，人缘特别好。刚搬到新小区时，
就有很多陌生的阿姨对她说：“我一
见你，看到你的面相，就觉得你很
好，想和你做朋友！”

她们看到的是 60 多岁的王大
姐。年轻时候的王大姐貌美惊人，
有多美呢？因为在家排行第七，邻
居喊她“七仙女”。

我对王大姐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在合肥上大一时。2001年的冬天，
王大姐身穿一袭长款孔雀蓝羊绒大
衣，烫着时尚的齐肩大波浪，耳旁夹
着水钻发夹，脚穿一双牛皮小高跟，
17点30分坐了4个半小时的客车，从
天长到合肥去看她的女儿。

那天晚上，我上完自习回到宿
舍，正在洗脸，有人敲门。舍友开门
大喊了一声：“文清，你妈妈来了！”

当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
微微仰头看着她，仿佛看见了“孔雀
公主”。完美的瓜子脸，水灵灵的大
眼睛，以及那长达2公分的睫毛，像
扇子一样扑闪扑闪。

妈妈的美貌是让我特别自豪的
事情。室友第二天真诚地对我说：

“文清，你妈妈长得真好看！你不太
像你妈妈……”

天仙般的女子，留给人的印象
一般都是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
水。可是，妈妈不是。她吃苦耐劳，
宰鸡、杀鱼、腌咸菜、灌香肠、腌萝卜
干……没有哪一样她不会。

和她不熟的人，因为看她漂亮
能干，会说她精明。了解她之后，都
说她傻。

她做过最“傻”的事情，应该就
是照顾痴呆的大伯。大伯因为3岁
时发高烧没有及时就医，大脑永久
性受损，只有3岁孩子的智商，生活
不能自理。

当年因为爸爸家比较穷苦，外
婆一家都反对爸妈在一起。可妈妈
看重的是感情，而不是物质。

自从妈妈和爸爸结婚后，知道
了大伯的情况，心生怜悯，把他当成
自己的大哥，给他做饭、洗衣，刮胡
子……大伯由于脑功能缺陷，会有
大小便不能控制的时候，妈妈忍着
恶臭用手洗……

妈妈的朋友看着既着急又心
疼：“小王，你怎么这么傻！就算是
亲哥哥，你也没义务做这么脏和累
的事！”

“一家人，他很可怜，算了……”
我也觉得妈妈很傻，傻得让人

心疼。
妈妈30多岁时，供职的建材公

司倒闭了，为了生存，她咬咬牙自己
开了一家建材经营部，转身成了女
老板。为了省钱买房子，给我攒学
费，她舍不得花钱，送水泥、石灰给
顾客时，几乎都是她自己骑三轮车
送。有一次刮大风，骑到上坡时，腿
使不上劲，连人带车滚到坡底，脚受
伤在家躺了几天。

爸爸说：“等文清大学毕业，你
就别干了吧，太苦了。”

大四快毕业那年的一天，我忙
着在合肥找工作，忽然接到爸爸的
电话：“你妈妈送货从桥上摔下去
了，你赶快回家！”从坡上摔下去的
情景又浮现眼前，我大哭起来，带着
行李心急火燎地回到家。

敲开门的那一刻，我百感交集，
生怕看见妈妈受伤的样子。没想到
的是，妈妈笑眯眯地开门，说了一
句：“你回来啦？”

爸妈用他们商量已久的计谋，
把我这个独生女骗回了天长，因为
他们舍不得我在外打拼。

妈妈遵守了承诺，关店，开始了
快乐的退休生活。

我接受社会的磨练和洗礼，开
始穿高跟鞋、烫头发、化妆，慢慢地

变成妈妈年轻时的模样。妈妈在不
知不觉间慢慢变老，皱纹渐渐变深，
体重飞速增长。

我虽然已迈入中年，却依然有
任性的时候，而且越来越独立且任
性……我开始挑剔妈妈的衣品，责
怪她菜没做好，在意见不合时和她
拌嘴……

妈妈说：“你现在翅膀硬了，敢
这么和我说话！”

当年对“孔雀公主”的崇拜和依
恋好像没有了，我承认自己变了。

六舅舅今年七十岁，在寿宴上
被众人簇拥着，我看到他的脸上洋
溢着满足和幸福。我微笑地看着舅
舅，发现他身影变得瘦弱，步履缓
慢，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一缕缕岁月的痕迹，见证了他一路
走来的风雨岁月。

我猛然觉醒，意识到“七仙女”
也要在未来的几年内迎来她的七十
岁生日。我对七十岁老人的印象停
留在苍老、迟缓。然而现在，当我看
着妈妈时，我明白了，她也已经踏入
了这个阶段。

她的头发已经变得雪白，像是经
过岁月的洗礼，她的记忆力开始衰
退，牙齿开始脱落，步伐也变得缓慢，
每一步都如同在讲述着岁月神偷。

然而，尽管她的身体已经衰老，
但她对我的爱却从未减少。她依然
坚持为我做饭洗衣，为了让我多睡
一会，早上 5 点多就起来帮我送孩
子上学。这么多年，她的手机开机
密码都是我的生日……

看着她，我充满了自责、懊悔，
甚至是对未来的恐惧。我一直在接
受“孔雀公主”的付出和忍耐，却从
未真正去理解和回报她的爱。

我在寿宴上红了眼眶，却不敢
让别人察觉。

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努
力让妈妈感到开心和快乐。我开始
积极地接受她所做的一切，无论是
她的照顾还是她的建议，我都尽力
去理解和包容。我意识到，我需要
像她曾经宠爱我那样去宠爱她。

每次晚上在小区散步，我总会
忍不住朝广场舞的人群中寻找，那
里有我的妈妈“孔雀公主”，她笑得
如此开怀，容光焕发。她是那个在
生活中寻找到快乐的人，朋友称她
为“傻大姐”，一个心无城府，善良快
乐的人，那份单纯的愉悦感染着身
边每一个人。

看着她快乐自如的胖胖的身
影，我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妈
妈，我的快乐“傻大姐”，愿你一直健
康开心，因为你的快乐，就是我最大
的幸福。

开
心
﹃
傻
大
姐
﹄

□

张
文
清

“环滁皆山也……”春节的一
天，孩子在家背诵《醉翁亭记》，琅琅
读书声让我的思绪如一匹脱缰的野
马，在茫茫的草原上狂奔，飞回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天真无邪的儿童
时代。

我的童年是在白米山脚下度过
的。白米山，因一个美丽的传说而
得名，该神话故事被编入儿童读物
并在喜马拉雅播放，从此家喻户晓。

“山岭薄地栽红薯，红薯最喜高
沙地。”白米山的山脚坡地特别适合
种植红薯，这儿阳光充裕，土壤为松
软沙土，且自然排水。这种沙土种出
来的红薯皮薄块大，淀粉和糖含量比
较高，所以在口感上要远远优于其他
地方生长的红薯。

我记得在九岁那年，夏季雨水
充沛，爸爸春天种下的红薯秧苗长
得特别好。霜降后，爸爸去挖红薯，
个个块头大，有的红薯竟然有四五
斤重，那一年红薯大丰收！立冬后，
红薯甜度变高，我和弟弟常常烤红
薯吃。爸爸去上课，也经常带一些
红薯送给附近中学的好友。

腊月二十三一大早，全家开始
忙碌起来。爸爸在庭院劈柴，妈妈

洗红薯、削皮、切片，将红薯片放入大锅，并在锅中浸满水；外
婆忙着生火烧柴；我和弟弟轮流抱柴。蒸煮不到一个小时，
厨房热气腾腾，浓浓的红薯香味扑鼻而来。片刻，妈妈已经
穿好了围裙，用瓢把煮熟的红薯舀入缸里，并用木棒把它们
捣成泥。红薯泥温热时，外婆把预先切碎的大麦芽放入其
中，快速地将红薯泥与麦芽搅拌均匀，然后用木锅盖把缸盖
好。缸此时还要披上棉袄，我和弟弟在一旁开玩笑：“水缸也
穿新衣裳了。”为使麦芽充分起到催化作用，红薯泥需要保温
放置六到七个小时。期间，爸爸已经支好了纱布袋。催化完
成后，妈妈用瓢舀出红薯泥，放入纱布袋中，用力挤压，红薯汁
就自动流入纱布袋下的木盆里。等收集好的红薯汁被全部舀
入大锅后，外婆就继续烧柴，用大火加热。快烧开时，妈妈需
不停地舀红薯汁再倒入锅中，让水蒸气充分蒸发。当勺子中
有稠的糖汁流下来，说明糖快熬好了，要立即转为小火。不一
会儿，红薯汁就变成了黄褐色的糖稀，固化后放器皿中保存。

腊月二十八，妈妈要做炒米糖了！她将已经炒好的冻糯
米、花生、芝麻加入已经预热的糖稀中，快速翻炒，待辅料与
糖稀混合均匀，就盛起放入正方形的木框里。只见妈妈用擀
面杖滚动压平，取出木框，用刀切片，放入竹匾中冷却，这样
香甜可口的炒米糖就做出来了。晚上，全家人围坐桌边，有
说有笑，高兴地品尝。

我上大学在南京，工作在上海，出差走南闯北，去过北
京、哈尔滨、成都、广州、桂林等很多城市，品尝过各地不同风
味的酥糖和糕点食品，但我永远忘不了养育我的白米山，忘
不了那松涛阵阵的秀丽景色，忘不了那碧波荡漾的沙河集水
库，更忘不了家乡美味可口的炒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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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里人家》 黄玉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