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婆 
                    许晓琴 

    外婆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么美丽，满头的银发总是被她收拾得干净而有型，

身体健康，气质优雅。心灵手巧的外婆不仅能做我们喜欢吃的各种小吃，烧上十

几桌大菜也不在话下。记忆中，家里的大事小事，需要做饭的就必须请外婆过来

帮忙。大学毕业后，我很少回家，每次回家外婆都会赶来为我做好吃的，第一次

带男朋友回家，外婆也是赶过来做了可口的饭菜，让人至今难忘。 

   外婆是一位真正出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典型的中国式农村妇女，却又极

有涵养，是我心中敬仰和爱戴的长辈。在她手中，精致的各式中式纽扣一会儿就

能成型。儿时夏日里，我躺在星空下的饭桌上，可以随心地听到外婆给我们讲各

种唯美动听的故事，或是让我兴奋、思绪遨游、至今记忆犹新的谜语（那都是地

道的通州话，用普通话表达就没那个味道了）。 

据说外婆生了 10 个娃娃，而存活的有 8个（3男 5女），我妈在女孩里面

排行老四（总排行第六）。因为我妈比较听话，所以外婆外公特别喜欢妈妈，爱

屋及乌，也特别喜欢我和弟弟。加之我和弟弟是她 17个孙辈里面难得考上响当

当的大学的（农村里我们算是有出息的，吃了公粮），所以我们每一次回家，外

婆都会来我家陪我们住上几日，让我们享受一下她亲手烹制的美味。但她做了那

么多可口的美味，自己却不舍得尝一口。 

   外婆总是那么能干，她也是远近闻名的医生。农村里有种叫“火丹”的病，

又痒又疼，实际是各种疱疹，多严重的疱疹她都能医治，腮腺炎、被蜜蜂蛰了、

被蛇咬了等疾病和外伤，她均能用她的土方法医治。外婆还曾是一名接生婆，村

上的很多人都是在她的帮忙下出世的，所以很多人的生日她都记得…… 

亲爱的外婆却在 90岁时被查出患上了良性子宫肌瘤，医生考虑到她年纪已

大，于是建议保守治疗。谁知这是一个营养瘤，越长越大，直接压迫了神经及其

他器官，使得一向爱干净的外婆大小便开始失禁，我能够想象她的内心有多痛苦。

病痛折磨了她 4年了，这次我特意回家看望她，不禁泪眼模糊，再也说不出一句

话。可怜的外婆瘦得只剩一把皮包骨头了，除了四肢因为循环出了问题变得肿胀，

还有那可恶的瘤子凸在那里。我眼睁睁地看着外婆或安静或痛苦的表情，用我温

热的手握着那冰凉干枯的手，轻抚那半截肿胀的手指；她痛苦时我抽出一只手去

轻抚那可恶的瘤子。外婆大多数时候是闭着眼睛的，听说是我和弟弟回去了，她

睁开了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和我们打着招呼，用手比划着我们能明白的意思，继

而流出了眼泪。我完全明白她的内心，可我对她的病痛无能为力…… 

固执高傲的我终于明白，人世间没有完美存在。亲爱的外婆，我希望你仍能

在世上陪我一段时间…… 

 

 

 

 



 [阅读札记] 

隔着岁月亦能触摸的殇 
                            读《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有感 

 

                                                             朱文艺 

     在一次朋友聚会闲聊中，我听到两个大男人说起一部中篇小说，他们对作

者文采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说起情节的悲恸之处，两个人简直恨不得抱头痛

哭……于是，怀着对小说内容的好奇，更是想体验一下他们阅读过程的那份心动，

我读了李存葆所写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这部小说。 

    小说的基本情节并不复杂，它描述的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渡

江第一连”及“锥子班”），在“史无前例”的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在极左路线与

野心家的驱使和愚弄下，为修建一座并非为国防的国防工事，所承受的那种可悲

可叹可慨的磨难，还有最后被残酷毁灭的结局。 

读完第一章，我便大概了解了作者描写的年代以及故事的整个基调。作为

80 后的我其实更喜欢看华丽的童话般美好的故事，但是此文的作者对人物心理

的描写甚为生动形象。例如“自己在对方眼里不过是一片飘起来的糠皮儿”这一

句，一针见血地刻画了殷旭升对郭营长轻视自己的无奈，“糠皮儿”瞬间让我想

到奶奶经常说的饥饿年代的主食，小说与服饰一样，无意间会透露时代的流行。

整个小说生动描写了各种人性的善良，自私，懦弱，黑暗，无奈……无不牵扯着

读者灵魂深处的那抹心疼。在文革年代，每天都有悲壮的故事发生，平静美好的

生活可能毁于你对生活的赞美，安分稳定的日子可能被你的风雅才华撕毁殆尽，

揭发批斗自己的良师益友吞噬了有些人生命的良知，狂风暴雨中，有人怒吼有人

呐喊，却也有人无助有人屈服…… 

随着情节的深入，爱情的主线也逐渐浮出。小说描述了彭树奎与菊菊饱受磨

难的婚姻，从另一种角度发掘和展示了动乱年代的人民与士兵的生活悲剧。刘琴

琴与陈煜互相倾情与关爱，感情淡如兄妹却浓如恋人，还未曾来得及表白，佳人

却因保护一张“太师椅”而悲惨逝去。彭树奎与菊菊等来的不是出生就注定的婚

礼，而是经历艰辛、饱含时代之痛的回忆；郭营长付出生命的代价，一脚将殷旭

升踢回到了良心的岸边；世忠与大壮死于刚直不阿却也死于愚昧，是时代的浮夸

鼓励将他们推向死神的怀抱…… 

整篇小说所呈现的社会生活是那样的广阔、厚实，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是那样

的尖锐、深遂，所展示的希望与信念又是那样的强烈、执着，以致这部悲剧所唤

起的壮美与崇高感，不能不使读者的灵魂受到净化和升华。 

读完小说，我仿佛听了一曲沉浑、苍凉、撼人心弦的交响乐，怀着感伤、哀

婉、悲痛的心情，隔着岁月，我亦能触摸到那十九座坟茔拗出的痛的姿势…… 

 

 

 



旅行的意义 
 

                                江南文学社   陈秋菊 

人们喜欢旅行，缘于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总想探索未知，遇到奇妙

的事，认识有趣的人。很荣幸，我选择了一个有关旅游的专业，思量我的所见所

闻，我有很多收获，也希望未来能去更多的地方。 

我选择的旅行目的地，往往是我喜欢的城市。我喜欢在苏州的夜景下徜徉，

走过山塘街、观前街、平江路，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

从小我就被古典文学中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所吸引，如今走在木渎古镇

的街道上，就仿佛真的在体验那种生活。小雪是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一个朋友，

只要有她在，那么笑声就无处不在。我们一起去爬了天平山，山虽然不高，但我

们一起在山顶呼喊、俯瞰天地的感觉着实舒服，这就是青春的感觉吧！我们相约，

有一天要一起去攀爬泰山。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间有太多关于旅行的故事，我从小就是听

着这些故事长大的：郑和七下西洋，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唐代玄奘历经九九八十

一难西天取经……关于旅行的文章、电影、综艺节目很多，都在不断地讲述着旅

行的精彩与意义。我看过一期《超级演说家》，有位演说者叫陈州，他自幼父母

离异，后来又不幸失去了双腿。有一天，他流浪到泰山脚下，历经十二个小时终

于登上了南天门，途中他的手划伤过无数次，但他还是很开心，因为他看到了只

有登上极顶才能看到的泰山日出。从来都是仰视别人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俯视

的感觉。在他的旅行中，他十三次登上泰山，走过二十多个省份、七百多个城市，

开展大大小小个人演唱会三千多场。他旅行中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的妻子和女儿。

他说，他没有了双腿，他的脚步就变慢了，但也正因为脚步变慢了，所以他才能

体会到人生旅行的生命之美。这也是旅行的意义之一。 

    作为一名旅管专业的学生，我走过了自然环境优美的雁荡山、惊险刺激的方

洞栈道、小桥流水的乌镇；看过了跌宕起伏的大龙湫、别有风味的兰亭、留有鲁

迅足迹的故居；领略了美丽的西子湖，畅游了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等……我也由

此懂得了时常出去走走的好处，时常劝说我身边喜欢宅在宿舍看电视、玩游戏的

朋友出去走走，世界那么大，你不去看看怎么知道它的美好呢！你走过的地方越

多，那么，世界在你的眼中也就会慢慢变小。而且由于每个人性格不同、心境不

同，所以旅行的感觉又各不一样。生命的奇妙便在于此，除了遇见美食之外，或

许，多少年后，你还能有一个机会与久别的人儿重逢，喝喝茶，聊聊天，散散步。

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 

故事遇见诗人会变成一首诗，遇见歌手会变成一支歌，遇见作家会成为它自

己。走在南京最繁华的夫子庙，我曾经遇过糟糕的交通，拥挤的人流，但也尝过

美味的小吃；走在上海宽阔的外滩，我曾经吃过不大合口的食物，遇过态度恶劣

的商家，意图行骗的骗子，但也遇到好多外国人，见了新鲜事；奔走在演义三国

城里，我曾经玩得头晕目眩，跌得满身泥土，但至少我笑靥如花……外出旅行总



会不适应，但是如果可以用一种更为宽容和乐观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不适应、不愉

快，你会发现，所有这些经历本身就是你人生的喜怒哀乐。如果没有经历苦难，

又何以体会云开月明的欢喜呢？ 

其实旅行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只是，旅行之后，换了一种心境，然

后可以慢慢恢复对待问题的勇气。这种美好的心境和态度，便是我在旅行之中得

到的最为重要的收获。所以，趁着这美丽的时光，背上背包，抖落身上的压力，

去更多的地方旅行吧！ 

 

 

 

 

 

[好书推荐] 

荒诞而悲哀的故事：《变形记》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短

篇代表作，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

说作品之一，创作于 1912年，发表于 1915

年。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赢得世

人惊服，与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

伊斯等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驱和大

师，1915 年因短篇小说《司炉工》获冯

塔纳德国文学奖金。 

《变形记》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

感与陌生感。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

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尽管他还有人的情

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

类，被家庭和社会遗弃。他三次努力试图

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

有死亡。格里高尔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卡夫卡通过小说

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议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如同美国作

家奥登所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人变成甲虫”，这一荒诞的情节为什么在读者的体验、联想中显得真实可

信呢?这是因为卡夫卡在整体荒诞的情节中运用了细节真实和心理真实的手法。

写甲虫的行动，是符合甲虫的习性的；写甲虫的思想感情，是符合格里高尔这个

人的言行逻辑的；写亲人的变化，也是符合社会生活的。这种荒诞、变形的艺术

构思和写实的叙述方法的结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使作品荒诞得令人震惊和

信服。小说用许多笔墨写了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悲哀凄苦的内心世界，他突然发现

http://baike.baidu.com/view/2197676.htm


自己变成大甲虫时的惊慌、忧郁，他考虑家庭经济状况时的焦虑、自责，他遭亲

人厌弃后的绝望、痛苦，无不展示了一个善良、忠厚、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渴望

被别人理解和接受的心理。只是这种愿望终于被彻底的绝望所代替，弥漫在人物

心头的是无边的孤独、冷漠与悲凉。在作品中，卡夫卡的叙述语调平静得近乎冷

漠，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一个凄惨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这不禁更加令人警醒：

当可怕变得平庸时，平庸就成为了更加可怕的事。作品由此激发读者去思索人的

生存现状以及改变这种现状。 

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表达了个人式的、忧郁的、

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

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变形记》的主题具有

强烈的批判性，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阅读，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

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会处于绝

境；有人认为作品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批判了亲情淡薄、人性扭曲；

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

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读者可以结合自己的阅读和生活经

验，走进卡夫卡神秘莫测的文学世界，并获得自己的思索和理解。 

 

 

 

 

 

 

风 
吴叶民 

才过灞汜绿杨柳， 

又凋春花泗水流。 

潇洒拂过人面去， 

抛与骚客说离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