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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向往
——读迟子建的小说《清水洗尘》有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真活泼的童
年，当他长大之后回首往事时，即便
曾经受冻挨饿，挨打受骂过，回忆起
来总是美好的，因为苦难已经过去。
迟子建的小说《清水洗尘》讲述的是
在生活困难而又缺水的北方，只有过
年的时候才在家里烧水洗澡。作者
通过纯净细微的描写，叙述了这个家
庭祖孙三代五个人的洗澡经过以及
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一幅幅温馨感
人的画面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人感
到生活总是充满希望和美好。

小说以诗画的语言、动作和心里
的描写，刻画了特殊年代里几个普通
老百姓的性格。整个家庭虽常有矛
盾冲突，但通过沟通化解，重归其乐
融融。小说主人公“天灶”，从八岁开
始，每年要在腊月二十七的晚上，为
一家人烧洗澡水，然后负责把脏水倒
掉，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一年一次的洗
澡能够不用别人洗过的“脏水”；天灶
的奶奶是家中的权威人物，每年的这
个晚上洗澡都要排在第一个，刚开始
因天灶今年不用她的洗澡水而不高
兴，后来终于转哭为笑；天灶的父亲
是个乐于助人的男子汉，“像是京剧
中老生的脸谱”；母亲是一位勤劳贤
惠的家庭主妇，因担心丈夫和一个叫

“蛇寡妇”的女人有暧昧关系，她在警
惕、焦虑、期盼中，丈夫终于回到了她
的身边，夫妻感情又温存如初。

还有天灶妹妹在家中视若掌上
明珠，她变本加厉的霸道；蛇寡妇能
说会道、眉来眼去的表情；同班同学
肖大伟调皮机智的性格；都在作品中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说以儿童的视角，运用日常化
的语言风格，塑造了天灶、天云和肖
大伟他们天真烂漫的童年故事。毫
不夸张地说，此小说完全可以作为儿
童文学来读。天灶不喜欢父母把他
的住屋当成浴室，他说：“今年洗澡该
在天云的屋子里了。”妹妹天云气得
一梗脖子说，“为什么要在我的屋
子？”天灶同样气得一梗脖子说：“那
为什么年年都非要在我的屋子？”“你
是男孩子！”天云说，“不能弄脏女孩
子的屋子！”天云振振有词地说，“而
且你比我大好几岁，是哥哥，你还不
让着我！”当父亲想先洗的时候，天云
认真地对父亲说，“以后我得在你前
面洗，你要是先洗了，我再用你用过
的澡盆，万一怀上个孩子怎么办？”

“谁告诉你用了爸爸洗过澡的盆，就
会怀小孩子？”父亲笑着问。“别人告
诉我的，你就别问了。”

天灶出去倒水，遇到同班同学肖
大伟，“这股洗澡水的味儿真难闻。”
肖大伟大声说，“肯定是你奶奶洗
的！”“是又怎么样？”天灶说，“你爷爷
洗出的味儿可能还不如这好闻呢！”

“你今年就着谁的水洗澡？”肖大伟果
然被激怒了，他挑衅地说，“我家年年
都是我头一个洗，每回都是自己用一
盆清水！”“我自己也用一盆清水！”天
灶理直气壮地说。“别吹牛了！”肖大
伟说，“你家年年放水时都得你烧水，
你总是就着别人的脏水洗，谁不知道
呢？”“我告诉你爸爸你抽烟了！”“我
用烟头的亮儿找冰嘎，又不是学坏，
你就是告诉他也没用！”天灶万分恼
火地提着脏水桶往回走，走出很远，

他又回头冲肖大伟喊道：“今年我用
清水洗！”

小说用丰富的比喻和大量的色
彩词汇，使作品不时闪耀着智慧的光
芒。比如：盛夏光着脊梁的小男孩的
脖子和肚皮“好像那上面匍匐着黑蝙
蝠”；湿浊的热气在屋子里“像癫皮狗
一样东游西蹿着，电灯泡上果然浮着
一层鱼卵般的水珠”；奶奶的屋子传
来了哭声“就像山洞的滴水声一样滞
浊”；锅里的水被火焰煎熬得吱吱直
响“好像锅灶是炎夏，而锅里闷着一
群知了”；蛇寡妇“那道白眼和痰组成
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天灶将火炭
拨了拨，拨起一片金黄色的火星“像
蒲公英一样地飞”；当父母亲同时洗
澡出来后，天灶发现他们的眼神既幸
福又羞怯，“好像猫刚刚偷吃了美食，
有些愧对主人一样”。

小说的最后，天灶终于洗上了他
人没有用过的清水澡，他要告诉老同
学肖大伟——“我天灶是用清水洗的
澡，而且，星光还特意化成皂角花撒
落在了我的那盆清水中了呢。”天灶
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小说也在表达儿
童自尊的过程中得以升华。

小说的作者迟子建，1964年出生
于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系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
2000年，她的短篇小说《清水洗尘》获
得鲁迅文学奖。

文学博士宋海婷认为：《清水洗
尘》中以一种舒缓的笔调充满温情地
描写大千世界之中的凡俗人生，在普
通人的生活情状的真实描绘中，流露
出纯真善良的情怀。

宋诗之河流四方 宋韵文化传千里
——读《宋韵常山》有感

历史是见证一个城市、一个地域
的使者。如今的常山也是时代麽练
而铸就的。正是赶上繁荣的“宋代，
尤其是南宋”时期，让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偏远的小县城名人荟萃、商贾
云集，这一批批学者、文人们或过道
常山，或常住常山，分别来到招贤古
渡、三衢石林、定阳脚下、草坪驿站
等，给常山带来了文化的春风、文学
的气息、文人的聚集；这不仅促进了
常山当时人才的流动、物资的丰盛，
更是经济和文化的繁华与盛世，渐渐
使常山这座平静、安详的小县城平添
了文化交融、人才辈出的好光景，也
使沉睡了千年的古县具有了别样的
好时代。

《宋韵常山》这本书籍是由政协
常山县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本书分别收录了王春国、童
辛、毕建国、王晓华、邓永平、王有军、
祝慧君7位文学作者的作品。全书分
为宋史脉络富、名人名著富、名人迁
居篇、名人轶事篇、宋韵拾遗篇和宋
韵赋能篇6个篇章。

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为接续

正朔，迅速开启了统一天下的步伐，
一股強劲的宋风由北往南迎面吹
来。地处吴越的常山县虽说还在吴
越钱王俶的执政时期，享受钱王“保
境安民”的执政恩惠与执政开明之
福，但此时，也悄然与吴越国一起静
候大宋的一统天下。

“千里钱塘江，最美在常山”。被
誉为“宋诗之河”的常山港，滋养了一
方百姓，也孕育了常山这座千载古县
底蕴深厚的宋韵文化。从历史的长
河中，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是中国
历史上鼎盛时期。近些年来，常山县
正在欣起“宋诗之河”热潮正是宣传、
传承历史文化最好的形式。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
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
五声”这是出自宋代曾几的《三衢道
中》，本书正是说明了它的分量和寓
意。浙江省目前正在打造文化强省，
丰富多彩的历代诗词，积淀着常山厚
重的人文底蕴，这是常山珍贵而丰厚
的文化宝藏。值得称道的是，常山在
钱塘江诗路带建设中，较早地把具有
常山鲜明特色的宋诗作为重点挖掘

和运用的文化标识，创造性地以打造
“宋诗之河”为突破口，大力推动整体
诗路文化建设，成为浙江诗路建设的
突出亮点。

正如该书所述:我们今天谈宋
韵，所要汲取的，不是良莠并存的两
宋文化，而是两宋文化中优秀的文明
元素、文明记忆、内在精神和展延至
今的文化价值，这就是不断去研究、
发掘、整理的宋韵文化。

《宋韵常山》其核心是韵。就如
同常山是土壤、是沃土，宋韵是点缀、
是精华。宋韵包含有多层含义：一是
出此书的初衷、目的是突出韵题；二
是常山县上下对“宋诗之河”的启动、
重视展现韵心；三是它是挖掘、延续
钱塘江文化之韵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常山
的千年历史，这里留下了璀璨繁华、
文学盛世。如今，传承、弘扬宋韵文
化任重道远。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引，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
文化人、以文铸魂，凝聚起恢宏磅礴
的文化力量，为助推“钱塘江文化”中
的“浙西第一门户”建设尽心尽力。

《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

作者：夏晓虹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秋瑾，是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的先驱、近代著名的女诗人。百年来，关于秋瑾
的研究硕果累累，夏晓虹教授的这部新作，则在借秋
瑾案透视晚清社会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关注她与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关联，进而辨认埋没在历史深
处人物的身影、活动和他们的心事，呈现出有人有
文、有动有静的百年政治风云与学术潮流。

《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

作者：刘诗平 孟宪实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敦煌宝藏120多年来的散佚与回归，既牵动每

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也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
困顿与奋发。本书围绕敦煌宝藏的发现、流散与回
归，回顾了两个甲子以来敦煌文物的往事，以及数
代敦煌学人呕心沥血追寻国宝、研究国宝、让国宝
重光于世的艰辛历程。

《少年前传》

作者：姚鄂梅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少年前传》以少年为题。当生活的主题只有

学业，当人的评价标准只剩下成绩时，一个人是否
会在这过程中遗失些什么？《少年前传》所指涉的是
我们对“立人”的想象，它是一份成人启示录。善
良、正义、诚实，这些为人的品质，正是在一次次的
道德困境选择中呈现清晰，也只有一次次地守护这
些行动和选择，才能完成对人的塑造，对良好社会
的推动。少年成长为成人，这是他们，或者说我们
必经的阶段，而这终将引导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钱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