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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知道蒋殊此前在太钢工作，
却未必了解她的文学历程。她起步比较
晚，即便是在太钢文学圈儿，比她早或与
她同时期写作的人也很多。但是，像她
这样坚持一步一个台阶走到今天，却鲜
有其人。

1998年，太钢作家协会举办了第二
届秋季笔会，会上，蒋殊把当地偶遇的一
个傻儿当成写作的原型，提笔写下她平
生第一个小说人物。这篇不足万字的小
说，给了她文学创作的信心，使她比较准
确地摸到了文学的大门。

因为是身边随手拾来的人物，一个别
人司空见惯却没有放在心上的人物，这样
的一个开端，或许给蒋殊带来了一个不一
样的启蒙，“万般滋味尽在平凡生活中”

“艺术原来就是身边的事物”，这一发现，
点醒了一颗空白的心，在蒋殊的文学世界
里打上一层抹不去的底色。蒋殊自己或
许已经忘记了，但我觉得之后十几年的创
作中，这个小人物一直深刻影响着她。

2001年，太钢作家协会在晋祠举办
了一届高规格的笔会，山西省作家协会实
力派代表人物韩石山、李锐、成一、张锐
锋、蒋韵无一缺席，省作协主席焦祖尧以
及创联部的领导均到会表示祝贺。也就
是在这一届笔会上，蒋殊的小说《边缘》，

获得了时任《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的
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篇真正意义上
的优秀的小说。这篇作品同样是选取
了日常身边的人物原型，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味。

《边缘》的成功，奠定了她在小说
语言上的驾驭能力，小说2002年发
表在《山西文学》上，此后还获得
2004年度全国冶金系统第四届铁流
文学奖，成为蒋殊文学道路上一个重
要的标志。

蒋殊真正成为蒋殊，是从短篇小
说《草儿的粉》开始的。时间已经到了
2006年。这一篇小说字里行间充满
了对弱者深深的同情，同时，鲜明地体
现了作者着眼于情感的意向，主人公
草儿只因渴望一份情感，而步入了绝
境。这是广为外界好评的，被认为是
蒋殊小说代表作的一个精品，无论从
语言感染力，还是艺术表现力上，都达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两个短篇小说充分展现了蒋殊的
文学潜力，也给了她极大的信心。然
而，就在大家都看好她的小说创作，觉
得她会有更好的作品问世时，她却停
了下来，把精力放在新闻记者工作
上。那些年，蒋殊偶尔在太钢内部承
担一些报告文学写作，如《上帝醒了》
《市场的诱惑》《永远的项目》《筹码无
形》等，每年都有作品获得新闻奖项。
她醉心于深入基层和一线，与那些鲜
活生动的人物对话。从 2008 年到
2013年，她就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优秀
记者，期间，还获得了“太原市十佳新
闻工作者”称号。而她的业余时间，很
大一部分都放在了她的博客上，从“别
样蒋殊”到“蒋殊的小院”，直到今天，
她还在坚持用心打理那片属于自己的
用文字建造的一方天地。

大把的时光，似乎被蒋殊浪费掉
了，但并没有改变打在蒋殊心底的那层
底色，依然是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就在
去年，蒋殊微小说《自己的墓葬》，发表在
《文艺报》，后被《小说选刊》转载，还分别
获得了武陵“德孝廉”杯全国微小说精品
奖及“茅台杯”2015《小说选刊》年度大
奖。小说以表哥打来电话起笔，一副白
描状态，写了她陪母亲看墓的经过。

人们在热议这件小说获奖时，不免
对蒋殊所关注的人物和事件之低、小，产
生了好奇。她笔下的一切，总是取自现
实生活中不被人重视的平凡小事，那些
人，那些场景，那些人物说出的话，都让
读者感叹切入现实之真之深。有时候，
几乎就是没有任何修饰的原版的现实。

在《自己的墓葬》中，蒋殊刻意回避
了抒情。她几乎删减了所有的技巧，一
个无解的人生命题，沉重得令人喘不过
气来的话题，就在她波澜不惊的叙述下，
赤裸裸呈现在世人面前。文中的那位母
亲，每一句平静的话语，都有着逼近现实
的力度，读来真切感人，有着异乎寻常震
撼心灵的力量。

虽然，作为一个极有天赋的小说作
者，蒋殊空置了六年时间。但是，《阳光
下的蜀葵》可以证明，这六年的时光，一
些情感其实一直堆积在她心里，蒋殊并

没有真正停下来。
2014年，蒋殊散文结集出版，《阳光

下的蜀葵》给山西文学界送来一缕清新的
乡土风。深情款款是这本书的核心特
色。同样是选取了生活中的平凡小事，现
实中真实的小人物，亲人，乡邻，农田屋
舍，在她的笔下流淌而来，如涓涓的清泉
沁人心脾、诗意盎然。那些人、那些事、那
片地，涂染上一层月下清辉，淡淡的，那么
叫人肺腑感伤。别人扔了的，她捡拾在手
心里，当宝贝一样品味。别人讨厌的故意
遗忘的艰苦生活，在她看来，充满了真挚
的人情世故。凡是给过她温暖的事物，哪
怕是一条狗，一只鸡，只要是她内心怀念

的，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小感动，
她都要一一捡拾起来，当宝贝一样捧在手
心里，精心编织描绘，展示给世人。

应该说，蒋殊的文学作品无论小说
还是散文，情感始终是一条主线。

她是一个深情的人，浓情凝聚在笔端，
成了化也化不开的心结。在离开家乡的几
十年里，她频频回望，每一次都带着深深的
眷恋，抬眼深情款款投向她的乡村。

但这样的浓情与煽情有着本质的区
别。矫情的文人能从一缕清风飘过窗
前，嗅出古意文愁来，那才是小资情调，
是故作高雅、无中生有的酸秀。蒋殊的
情，清爽爽的，飘着透明简单真真实实的
味道，读来倍感愉悦，没有设置半点玄
幻。她从不讲大道理，从不自诩高雅，她
在《阳光下的蜀葵》后记中说：“不想太沉
重”。她甚至在《自己的墓葬》获奖时，坦
然地说，自己并不是一个专业作家。由
此，蒋殊的真，可见一斑。

要说煽情，只能怪她对笔下的那些
人和事物，对家乡，倾注了太多的深情，
她心中的这份情感，牵引着她的目光，也
牵制了她的表达，她注定就是这样一个

从情感的角度审视世界的作者，这是她
命定的人生角色和使命。

在过去的两年里，也有一些专业的批
评家，还是期待她能够有朝一日举笔向现
实发起正面的“进攻”。这种观点不是没
有必要，但只要仔细检索她此前的创作，
就会发现，小说《自己的墓葬》已经创造了
另一种可能。同样是情感的主线，她在小
说中的聚焦叙述已经偏离了诗化现实和
主角抒情的轨迹。相反，看似无心、随意
的写作，恰恰因为固定了情感为圆心的进
退，也便让“制造出许多别致的切点”“走
向情感深处”，成为了可能。

作为读者，我这样的眼光肯定够不
上专业评论的水准。也许，还会被标上

“脱历史”阅读的标签。的确，蒋殊的写
作一直聚集在一个较小的格局里，她的
视野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与她相关的人
和地界。不能否认，以《阳光下的蜀葵》
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同质化的作品的扎堆
儿出现，不免会使人产生“作者语境和想
象力单调”的疑惑，有让人陷入阅读疲劳
的危机。这样的文字，她写了七八年，甩
不开一奶同胞的痕迹。但或许，正是这
样的一路走来，才使得她具有了一种不
被潮流或文学精英左右的支点。她说
过：“我不会以写作为生，我只会关注那
些真正打动我的事物，只会用我喜欢的
方式，去写那些我喜欢的文字。”

每一个写作的人都会想，究竟什么是
经典，如何在现世看到后世能够留下的是
什么？我想，当我们终其一生也写不出经
典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至少，还可以
为自己或相识的人们，留下一些让人落泪
的文字。有一位作家说过：“我觉得艺术
家就是那些努力使人类重新回到童年或
走向尧舜的人。”阅读《阳光下的蜀葵》，泪
湿衣襟的经验足以说明，也许人类古典的
精神追求、理想，那些单纯的向往，不是消
失了，而是深深
潜入了每个人
的内心深处。
我们只要唤醒
与生俱来的那
一份向往，便足
以点燃它，燃起
熊熊火光，照亮
现实，“照亮那
些太阳照不到
的地方”！

从情结正面走向情感深处
——蒋殊作品印象

■文／佟晓宾

蒋殊
本名蒋淑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太

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文学院第三
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
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太山书院院长，现为
大型影像文化期刊《映像》杂志执行主
编。迄今为止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

《现代青年》《山花》《黄河》《中华文学选
刊》《小说选刊》《散文百家》《光明日报》

《文艺报》等国内大型刊物发表作品百万
字。著有散文集《阳光下的蜀葵》、《神灵
的聚会》。微小说《自己的墓葬》获得第七
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以及

“2015 武陵‘德孝廉’杯全国微小说奖”。
散文《尘嚣之外石膏山》获得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主办的第二届“石膏山杯”全国征
文大赛优秀奖，散文《我在不远处》《故乡
的秋夜》两篇被收入《2013 年中国散文年
选》，《故乡的秋夜》收入2014年苏教版高
中读本。散文集《阳光下的蜀葵》获得山
西省最高荣誉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2013年——2016年度）。

■记者 樊建华 报道

本报讯 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和团队意识，2016年
太钢职工保龄球比赛于12月24日上午
在太原市星名流保龄球馆举行。

此次比赛有公司机关、焦化厂、物
流中心、炼铁厂等17个单位的100余人
参加。经过预赛，12个单位代表队闯入
决赛。比赛开始后，参赛选手调匀呼吸
节奏，握球、助跑、摆臂、抛球一气呵
成。在清脆的球瓶撞击声中，选手们相

互交流，切磋技艺，为队友们加油鼓劲，
击掌喝彩。各参赛队团结一心，奋力拼
搏，轮番上场，保龄球馆内洋溢着紧张
有序而又团结和谐的气氛。最终，焦化
厂代表队、公司机关代表队和设备物资
采购部代表队获团体前三名；公司机关
代表队梁宏光以6局总分1192分的好
成绩获得个人第一名，焦化厂代表队刘
先田、李守成分获个人二三名。炼铁厂
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公司工
会有关领导为获奖团体及个人颁发了
证书和奖牌。

公司举办保龄球比赛 17个团队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