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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如盐》

内容概要

《浮华如盐》以抗战初期盐业督办缪剑霜在茶馆听老人讲述怀家三代与一只斑鸠的传奇故事开始，全
景展示了以怀家三代为代表的四川盐商的发展历程。全书共二十余万字，该书将浓郁的诗性和宏大的
视角融汇在跌宕起伏的历史叙事之中，勾勒出了大时代下人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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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如盐》

作者简介

1967出生于五通桥。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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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如盐》

精彩短评

1、古盐业题材很少见，如其神秘性一样，个中故事也具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很明显，作者有一定
的套路，言辞流畅，某些地方也有一定的惊喜，可惜笔法不够老道，情节略冗余，人物塑造力有未逮
，比如怀荣三尚健在时却常在家族重要时刻莫名隐身，但后渐入佳境，只可惜收尾过于仓促，使得故
事没了着落。
2、以我现在的经历与来看，这是包含一个盐业的发展史与家族的兴衰史的故事，希望以后可以再读
体会更深层次的含义。这本书不应该如此冷门，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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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如盐》

精彩书评

1、盐是什么？古希腊吟游盲诗人荷马将其称为“神赐之物”，柏拉图把盐描述为对诸神来说尤为宝
贵的东西，而在作家、诗人龚静染的眼里，盐所赋予生活的，或许不仅仅是生活，也涉及到历史记忆
。在其长篇小说《浮华如盐》中，我们看到了盐的体温。这几年陆续兴起的家族史写作，似乎给《浮
华如盐》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将这部小说当作一部家族史来阅读，是误读。而龚静染以历史纵深
的笔法关注井盐的命运，是俯瞰四川井盐的过去与未来。尽管桥镇作为一个虚构的场景，却在历史中
真实存在，那就是现实中的五通桥，在这个小镇上演绎出的四川井盐故事，比自贡井盐要早，只是随
着自然生产环境变化，它落后了许多，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的视野。《浮华如盐》从道光年间的一只
斑鸠说起，山西人怀荣三卖掉所有的房屋田地，来到川南的桥镇，通过开挖盐井开始了自己的财富故
事。这乍一看，有点像个励志故事，却实在是融合了历史、潮流等各种元素在内，构成了丰富的历史
人文画卷。怀家融入到了川盐的百年兴衰：川盐济楚、清末民变、北洋盐务稽核、抗战盐业专卖⋯⋯
从手工开掘采卤到现代机器生产，这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工商业艰难而漫长的发展历程
。不过，这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寄托了作者的人文理想。四川井盐的发展，可以说是
一部四川盐业生存史。从秦代开始，盐的开采就有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龚静染所截取的只是历史
当中的一段，放大到历史场景中，且具体到这个家族生活里，怀家的一代代的生长也正与盐业发展息
息相关。怀氏家族当中的怀荣三、怀穆春、怀如望和怀如茂兄弟三代人身处不同的时代，谨守仁义礼
智信的传统商道；他们带着“盐命”在夹缝中求生存，艰难应对频繁降临的灾难，为乡邻生计、民族
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这其间的故事不只是有悲欢离合，也有着更多的现实
含义。纵观桥镇的地位，在盐业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中，也经历了许多变迁。怀氏家族中的三代人各有
其命运，仔细分析下去，他们所经历的正是井盐由发展至兴盛再至衰落的过程，至于在今天知道这段
历史的人日趋减少的原因，或许更为复杂一些。而正因如此，作为诗人的龚静染所打捞的不再是盐的
浮华世界，而是对历史的深度书写：将盐放入现实生活中，可能琐碎而具体，但其所象征的意义或是
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它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不同的人因盐聚集，而行走在盐的两面（诗人曹疏
影说：只有滩涂不产生阴影，只有尘世的化学静悄悄发生）。而这种书写方式，在四川地方历史人文
小说书写中，有如此高度的还是少见的现象。当然，仅仅将《浮华如盐》作为历史小说来阅读，可能
就忽略掉了小说中的与命运抗争，不断谋求发展的人物命运，套用时下的流行说法，那就是一个实现
家族梦的过程。这里既有时代的变迁也有脉搏，既有诗意的笔调，也有现实中的残酷。怀家的第一口
大井——卤元井是小说中的最为关键的部分，围绕着这口井，怀家三代人始终坚持信念，井废了，重
新淘，遭遇大火，再机器采卤⋯⋯一代代人以各自的方式延续了井盐的历史。在读完《浮华如盐》之
后，我找出了张学君、冉光荣的《明清四川井盐史稿》中，对照书中的细节，不难看出井盐的来龙去
脉，在小说中，井盐的历史大背景正暗含了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不难发现，与其说小说是在再现历史
场景，倒不如说是在探讨井盐的百年生活史：花盐、盐井，它们是桥镇生活的重要部分。龚静染以写
实的方式挖掘地方文化，从盐这个细节入手，还原了四川百年来的乡镇生活场景，这让小说丰满而又
厚重：世间浮华都会像盐一样消融于大地。这显现了作家的人文情怀的同时，也是对大时代、小人物
的注脚。这盐因有了现实的关注，就有了体温，历史也就变得栩栩如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浮华如
盐》带给我们的或许更为丰富，而这恰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它只是给了叙述者一种可能，而把更多
的可能给了读者。
2、盐是什么？古希腊吟游盲诗人荷马将其称为“神赐之物”，柏拉图把盐描述为对诸神来说尤为宝
贵的东西，而在作家、诗人龚静染的眼里，盐所赋予生活的，或许不仅仅是生活，也涉及到历史记忆
。在其长篇小说《浮华如盐》中，我们看到了盐的体温。这几年陆续兴起的家族史写作，似乎给《浮
华如盐》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将这部小说当作一部家族史来阅读，是误读。而龚静染以历史纵深
的笔法关注井盐的命运，是俯瞰四川井盐的过去与未来。尽管桥镇作为一个虚构的场景，却在历史中
真实存在，那就是现实中的五通桥，在这个小镇上演绎出的四川井盐故事，比自贡井盐要早，只是随
着自然生产环境变化，它落后了许多，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的视野。《浮华如盐》从道光年间的一只
斑鸠说起，山西人怀荣三卖掉所有的房屋田地，来到川南的桥镇，通过开挖盐井开始了自己的财富故
事。这乍一看，有点像个励志故事，却实在是融合了历史、潮流等各种元素在内，构成了丰富的历史
人文画卷。怀家融入到了川盐的百年兴衰：川盐济楚、清末民变、北洋盐务稽核、抗战盐业专卖⋯⋯
从手工开掘采卤到现代机器生产，这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工商业艰难而漫长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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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如盐》

。不过，这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寄托了作者的人文理想。四川井盐的发展，可以说是
一部四川盐业生存史。从秦代开始，盐的开采就有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龚静染所截取的只是历史
当中的一段，放大到历史场景中，且具体到这个家族生活里，怀家的一代代的生长也正与盐业发展息
息相关。怀氏家族当中的怀荣三、怀穆春、怀如望和怀如茂兄弟三代人身处不同的时代，谨守仁义礼
智信的传统商道；他们带着“盐命”在夹缝中求生存，艰难应对频繁降临的灾难，为乡邻生计、民族
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这其间的故事不只是有悲欢离合，也有着更多的现实
含义。纵观桥镇的地位，在盐业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中，也经历了许多变迁。怀氏家族中的三代人各有
其命运，仔细分析下去，他们所经历的正是井盐由发展至兴盛再至衰落的过程，至于在今天知道这段
历史的人日趋减少的原因，或许更为复杂一些。而正因如此，作为诗人的龚静染所打捞的不再是盐的
浮华世界，而是对历史的深度书写：将盐放入现实生活中，可能琐碎而具体，但其所象征的意义或是
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它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不同的人因盐聚集，而行走在盐的两面（诗人曹疏
影说：只有滩涂不产生阴影，只有尘世的化学静悄悄发生）。而这种书写方式，在四川地方历史人文
小说书写中，有如此高度的还是少见的现象。当然，仅仅将《浮华如盐》作为历史小说来阅读，可能
就忽略掉了小说中的与命运抗争，不断谋求发展的人物命运，套用时下的流行说法，那就是一个实现
家族梦的过程。这里既有时代的变迁也有脉搏，既有诗意的笔调，也有现实中的残酷。怀家的第一口
大井——卤元井是小说中的最为关键的部分，围绕着这口井，怀家三代人始终坚持信念，井废了，重
新淘，遭遇大火，再机器采卤⋯⋯一代代人以各自的方式延续了井盐的历史。在读完《浮华如盐》之
后，我找出了张学君、冉光荣的《明清四川井盐史稿》中，对照书中的细节，不难看出井盐的来龙去
脉，在小说中，井盐的历史大背景正暗含了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不难发现，与其说小说是在再现历史
场景，倒不如说是在探讨井盐的百年生活史：花盐、盐井，它们是桥镇生活的重要部分。龚静染以写
实的方式挖掘地方文化，从盐这个细节入手，还原了四川百年来的乡镇生活场景，这让小说丰满而又
厚重：世间浮华都会像盐一样消融于大地。这显现了作家的人文情怀的同时，也是对大时代、小人物
的注脚。这盐因有了现实的关注，就有了体温，历史也就变得栩栩如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浮华如
盐》带给我们的或许更为丰富，而这恰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它只是给了叙述者一种可能，而把更多
的可能给了读者。
3、——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浮华如盐》的对话对话人：郝冀川（作家、资深媒体人）龚静染（作家
、《浮华如盐》作者）郝冀川：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选择，您为什么要写《浮华如盐》？龚静染
：我想这个问题要分成两方面来回答。一是从我整个写作的方向来说，以前我写过很多年的诗，后来
转写随笔、小说，主要是感到诗歌对个体精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同时还要有时代氛围的融洽。但在
现实的纷繁芜杂面前，诗歌的体裁和容量显然是受限的，也可以说在诗歌中还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解
决好，暂时还没有解决的办法，这中间有我对当下诗歌的不认同；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
仅仅是诗性的，还有更多非诗性的存在，所以选择小说写作是为了打开内心更大的一个窗口，这是我
自己所期待的。二是从写作题材的选择来讲，《浮华如盐》是本写盐的小说，我有这方面的积累，下
了不少功夫。六年前写过本随笔集《小城之远》，其实是为《浮华如盐》做准备的，明年还会出一本
随笔集《桥滩记》，都跟盐有关系，也都是在同一块地里种出的各种庄稼。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
集整理地方史料，可以说我一个人干了县志办才会干的事情。不过这些准备看来是值得的，没有白费
，我想，铁轨搭了一百里，火车就只能跑一百里，但铁轨搭了一千里，情况就会大大不一样。但这两
方面好像还没有完全回答好你的问题。我也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专注地去写一个小
城的故事？我在很多地方都待过，成都是最长的，有二十多年时间，这个城市到现在还没有让我产生
写它的冲动。但是，我对成都的热爱与理解不是简单的故乡情结能替代的，若论写作的动机，或出于
机缘，或出于心理，几句话恐怕也难以说得清楚，但选择必有其理由。有十多年时间我经常往小城里
跑，那个地方值得看的见的我都看过见过了，可以说是乐此不疲。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看重钱财，
像这样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情是不会有几个人愿意去做的，这是个缺乏公义、蔑视信仰的拜物主义时代
。当然，我做的不是什么奇门遁甲之术，只不过是为历史这座大楼捡拾几颗榫头和楔子而已，这样的
乐趣也是其他东西不能代替的，写作的甘苦自知。这本书中有个细节，就是书中的主人怀如望在山上
搞风力发电来取代牛力拉卤，他在山坳里找风，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在当时也是个很浪漫的事情。萨
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曾经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向真实与虚幻间游走的理想主义致敬
，我常常在想，我可能就是那个在山顶上找风的人，而这本书就是为了架起那个高高的风轮。郝冀川
：《浮华如盐》的小说背景选择在一个叫“桥镇”的地方，有真实的原型吗？选择这个地方有什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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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如盐》

殊的意味？龚静染：书中的“桥镇”原型就是五通桥，过去叫犍乐盐场，是川南岷江边上的一个小城
。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时我家就在五通桥四望关，去过那里的人可能都知道，它正好在两
条江的交汇处，是个过去的盐关，明朝就设立了巡检司，也就是验税秤放的地方。五通桥正好处在汉
区与夷区的节点上，出了这里就是广大的彝族地区，过去设有专门的夷务管理机构，清乾隆时期还在
此设置了嘉定府通判，相当于把副州长直接派驻在那里，专管盐粮都捕，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个古老的盐场，是四川最大的盐码头，咸丰以前是“川省第一场”，盐出饷进
，非常富庶。在过去，相对于相距几百里水路的成都来讲，“桥镇”是个很偏僻的地方，真实的“桥
镇”位于川南丘陵地带，河流纵横，李白的“思君不见下渝州”就是在这一带写出来的，你想想，在
一条寂寞的江上，一个清冷之夜，这样的情绪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但正是这让人产生离愁的边地，
文学的地缘价值被充分体现了出来。《浮华如盐》中的故事和人物都是“桥镇”才有的，但它同沈从
文笔下的边城是不一样的，具有独特性，“桥镇”既有川南山水的灵秀风貌，也具市侩浮泛的工商气
质，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了让故事驳杂而深邃的可能。郝冀川：桥镇、斑鸠、卤井、怀荣三
是小说的场景、玄机、情节和主要人物，构成了一个从清朝咸丰年间到民国抗战时期关于川盐的故事
，也是舌尖上足够品味的一段历史。你写小说讲述这段咸涩的历史，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龚静染：
我说过一句话，人们可以不了解盐的现在，但不可以不了解盐的过去。在我看来，盐不仅是我们生存
的必需品，更是物质与精神的粘合剂，把已经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一段盐史淘出来，是想复活已经沉
没的一些东西。出版社当时在书封上策划的推广语是：“盐的历史就是半部中国史，不懂盐你就不懂
中国”，我想写盐的小说固然不少，但想要在故事里呈现这点的其实不多，当然，这本书也非特意在
表达这点，但这样的立意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浮华如盐》讲的是一口盐井的故事，这口井从咸丰时
期开始打，到民国时期才算真正开凿成功，这中间是一个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并没有刻意去写盐商的豪门纷争，而是更更关注人物的命运起伏。书中的怀家是个盐业世家，靠盐发
家致富，但就是这个家族仍然走的是中国传统家族的路子，虽然是豪商大贾，但最终想的还是成为簪
缨之家。所谓士、农、工、商，他们还是想挤入“士”这个阶层，所以要捐官，要把子女送到国外留
学，这都是传统的路数。但是时代的变迁把人物的命运拨弄得七零八落，这就为小说提供了施展的空
间，历史散落在人物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中国经历过久远的盐铁时代，作为民生的必需，
盐的开采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但盐的生产经营活动很快就脱离了自给自足的阶段，即从早期的刀
耕火种似的原始开采，到后来的运销分工明确、引岸税收的繁复严密、制盐工艺的不断提升，再到机
器规模化生产的到来，可以说早期民族工业跟盐业密切相关。后来盐业的资本化过程超越了简单的熬
波出素，由零散的井灶向盐矿带聚集，最后逐渐集中到几个大盐场的规模化生产，产生了如犍乐盐场
、富荣盐场等这样的大盐场，直到后来盐业格局的逐步形成，从中可以找到内地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
脉络和证据。但中国其实是鲜有资本主义这个土壤的，中国人历来轻商，“商”还得回到“士”上去
才是正道，这不像西方，财团可以干政。钱穆就讲过，西方有贵族阶层，却没有“士”这个阶层，这
点非常重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微妙之处。另外，盐是专卖，几千年延续下来，从本质上看这又是制
约自由经济的，盐业的管理制度是封建专制形式的，盐业的生产和经营就不可能完全实现自由化，就
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盐的历史确实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又是一个层面，我想《浮华如盐》中
其实也是在隐隐约约地表达这样的思想。郝冀川：后人对盐史知之不多，史学家的观点也是各有千秋
，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后人的迷茫。读完《浮华如盐》，感慨并非满足于知晓一个闻所未闻的川盐故
事，而是卤水浸泡中的一段民族工业史。这是你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吗？为何不直接写一部川盐史？
龚静染：盐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生存物质之一，说盐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也无大错，所以对盐史的研
究必然是恒久恒新的。我觉得《浮华如盐》这本小说中的“桥镇”就可视作一个研究中国盐史的小小
“基因库”，当然在这里它是文学意义的，是人文视野中的文学角度。人类社会工业文明起源于纺织
和采掘，煤炭和取卤制盐与纺织是最早的工业化生产。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古老国度，工业文明
起步较晚。1949年后，实现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工业化进程缓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原因
，其中以重工业为主，关系民生的轻工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投入相对较少，所以轻工业产品在计划经济
时期完全是定量供给，像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棉布、白糖、肥皂等，而且只保证城镇居民供给，
农村居民则享受不到。但盐是保障供给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满足了城乡居民的需求。由此可见，食
盐在我们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盐的重要在《浮华如盐》中是有不少描述的，过去有“川盐入
黔”、“川盐入滇”，这都是古代物资供给的大贸易事件。一面是淡食之苦，一面是运销之艰，它反
映出的是最为日常和隐秘的历史故事，但这又是一般的盐业专著不会太多落笔关注的，历史学家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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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讲义理，而对历史生活场景的还原却非长项，文学的魅力也在这里。当然，这部小说并非仅仅是
要说明盐的重要，其实还是想通过塑造怀荣三这样一个人物，把川盐重镇的历史演变折射出来。因为
川盐的命运与怀荣三的命运紧密相连。站在文学的角度上讲，怀荣三在桥镇的出现，让川盐的这台戏
有了角色，他是川盐的一个代表人物，是所有盐商共同的缩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尽管有密集
的故事设计和情节推进，但叙述节奏上的舒缓是我想要的，其实我更喜欢在叙述中的文字趣味，我一
直认为小说的语言是重要的，就像衣服的布料一样，它是小说的质地。不过，故事有故事的力量，小
说有人物、场景，有细节，远甚于史书的线性抒写，这也是我选择用小说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宏大主题
的原因。郝冀川：小说讲到了一些历史大事件，如有名的“川盐济楚”，你怎样看待淮盐、川盐之间
利益争夺的这段历史？龚静染：过去，官盐是国银岁入的大宗，直接对应的是盐饷。淮盐和川盐是我
国两大产盐地，受制于自然条件和课税，朝廷对两地的倚重是不一样的。淮盐成本低、产量大，有很
大的优势，同时又是皇帝的银库，淮商可以说是富可敌国；而川盐开采成本高，量也不如淮盐，运销
主要靠水运，沿江历来对川盐设卡盘剥，所以川盐工业发展相比淮盐处境更艰难。说盐不能不说到“
引岸制”。盐历来都是实行专卖，千年来都是如此，老百姓吃盐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过去什么地方产
的盐销往什么地方都是有严格规定，否则就视为私盐。朝廷对私盐的惩处非常严厉，不是跺脚就是砍
头。我翻阅过大量的盐业史料，历代对盐的管理都是非常严密的，繁文缛节，单一个盐税就达几十种
之多，说白白的盐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也无不可，因为就没有其他一样东西比得过盐。同样是产盐，也
并非每一个地方都能供应，这个跟盐场的大小没有关系，只跟朝廷的认定有关系。比如成都过去称为
府岸和南岸，有人就认为成都人吃的盐是自贡的盐，这是错的，其实成都吃的主要还是五通桥的盐，
这是“引岸制”决定的，真实的历史不能凭空臆想。过去，销岸划分得清清楚楚，你有几张引票，有
多少担盐卖到成都统计得绝对比现在的统计局准确得多，销岸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侵销是谁都不能
认可的事情。那时盐场有专门的“护商队”，都是荷枪实弹的，自己的引地焉能随便拱手相让。但也
正是这个运销的垄断，在“引岸制”的层层制约下，淮盐、川盐之间的利益纠纷是必然的，但它也是
小说波澜起伏的故事源泉。“川盐济楚”伴随的是川淮之争，其实质是一次巨大的贸易战争，也可以
说是海洋经济同内陆经济的一次战争，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多年之久。从咸丰开始到光绪年间，川盐与
淮盐在近半个世纪中，一个拥内陆运销的地利，一个据海盐之强大实力，遥远的湖北是它们的必争之
地，而朝廷重臣、盐业巨商、私枭盐匪都纷纷跃上了舞台，历史的戏剧性在此延宕。在《浮华如盐》
中，我在开头部分就讲到了“川盐济楚”，“川盐济楚”对一个小城的影响有多深？你去五通桥看看
就知道了，那里有条街叫“花盐街”，这就是“川盐济楚”留下来的，因为湖北人喜欢吃花盐，不喜
食巴盐，五通桥就出现了这样一条街，是专为湖北人的嘴巴而诞生的一条街。郝冀川：在小说中不难
看出怀荣三命运的沉浮，这个人物颇有传奇色彩，从山西跟随官府押解的囚犯来到四川岷江的桥镇，
又因从天而降的一只斑鸠，引发了他凿井取卤制盐的梦想，这也是小说开篇引人入胜的情节。历史上
有怀荣三这个人物原型吗？龚静染：斑鸠的出现是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这是有意味的，就像谱曲时
的第一个音符，为整个曲子定下了调性。有时候不管一部小说有多长，其实看第一句就好像能够感受
到整个小说的气息，这点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常常这样去判断小说是否与我的阅读趣味相投。
当然，我在小说中刻意写到了那只有些神秘的鸟，是因为它贯穿了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它用一种飞
翔或者坠落的姿势，让故事有了种形而上的牵引力量。当然，这也可能是我感到这个小说的框架太过
宏大，它应该有个轻盈的东西来呼应，可以说它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是为了叙述的穿针引线。斑鸠
的出现同怀荣三是有很大关联的，故事的偶然出于历史的必然。怀荣三这个人物是四川盐商的代表，
他谨守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商道，也有对乡邻的担当。但他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书中的人物跳不出
这个命数。我说怀荣三是“命中有盐”，是将众人的命运系于一身，时代对他的选择不仅仅是让他找
到了盐发了财，同时也选择了他去遭受磨难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讲，怀荣三实际上就具备了一个被
悲剧命运笼罩下复杂人物的特点，他的大富大贵只是惨淡世道下的一点绚烂，而且是世俗层面的，他
的苦心经营、艰难挣扎才是精神层面的。小说中的怀荣三在人物塑造上有真实历史的基因，甚至可以
找到相似的故事，但大可不必去追究真实的原型，我想这就是文学与现实的分水岭。郝冀川：“世间
浮华都会像盐一样消融于大地”，这是你在小说后记中发抒的感慨，是指像怀荣三一样的人物？还是
另有所指？龚静染：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何去何从，这是读者所关心的，我对怀家的命运已给出了答案
，但并没有真正写完，这是在情理中的。其实单就这句话而言，可以当作这本书的整体情绪，要说它
有一点哲学意味也未尝不可。这好像也是小说之外的东西，就像去看一场电影，出来之后总有那么一
点余味在萦绕。小说不管情节多么离奇、故事多么动人，但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性的关照上来，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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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正有这样的余味。（2014年6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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