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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百部小小说名家出版工程，旨在打造文体，推崇作家，推出精品。
集结杨晓敏、许行、聂鑫森、孙方友、孙春平、刘国芳、谢志强、陈毓、周海亮、海飞、曾颖等当代
小小说最华丽的作家阵容和最具经典意味的力作新作，由100名小小说名家一人一册单行本（共100册
）组成，兼容不同年龄不同区域不同流派不同内容不同风格，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小小说的系统出
版工程，是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认识社会人生、充实人文精神，提升文化素养，增强写作能力
的最佳读本。
    本书收录了万芊的小小说作品，分为作品荟萃、作品评论、创作心得和创作年表四部分。
篇幅短小，制式灵活，内容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气息，为广大读
者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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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芊，本名沈明。
1959年3月生于江苏昆山。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昆山市文联副主席，昆山市作家协会主席。
出版《游进城里的鱼》《最后的航班》等文学作品六部。
先后获得第三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五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等十多个奖项
。
作品连续多年入选年度微型小说精品集，有三十多篇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等权威选本，有作
品被翻译介绍至美国、加拿大、泰国、新加坡、土耳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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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乡音　　那年，银泾村的阿秀，在陈墩镇上读完初中后，靠在城里做科长的姨夫的帮助，进了国
营棉纺一厂做了农民长期临时工。
阿秀，名字秀，人也长得秀，瓜子脸蛋，眼大大的，嘴小小的，稍一打扮，比那明星还明星，可一开
口就露了馅，她把“这里”说成了“该爿”，把“那里”说成了“给爿”，把“糖”说成了“同”。
跟她一起上班的女工，都是爱笑的，一听她说“该爿”就止不住笑，后来不知是谁，干脆不叫她阿秀
叫“该爿”。
有一次，厂长听人唤她“该爿”她应着，很奇怪，问身边的人：“好像厂里的工人名册上，没这人么
。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有的女工止不住笑，还直唤妈。
因此，在厂里阿秀是从不轻易开口的，一门心思学技术干活。
阿秀手脚挺麻利，又吃得起苦，干起活来，常常一个顶两个，进厂没两年，车间主任就让她当了能管
十来个人的工班长。
手下的人常常不服气，跟她较劲，可技术上谁也较不过她，只能取笑她的乡音，一时间，车间里到处
是“该爿”、“给爿”的声音。
可阿秀一点也不往心里去，该做的照做，该管的照管，只是仍然从不轻易开口。
　　不料，阿秀的好景不长，厂里因销售不善，入不敷出，工资常一拖再拖，实在是难以维持，厂工
会一班人，开始按厂长办公会的意见，做那些农民长期临时工离岗的思想工作，阿秀也在其中。
可阿秀死也不答应，哭着跟工会主席扳理：“厂里好的时候，还不是靠伲该些农民工撑着，干的活最
多，拿的钱最少，可伲哪一天说过一句怨言？
为啥？
还不是因为伲把厂当成了自己的家。
”　　正在这时，厂长派人来找阿秀，说是有一桩极其重要的外商接待任务让她去作陪，并派专人来
指导阿秀化妆打扮。
可阿秀说啥也不肯打扮，说是随她意她就去，不随她意，她就不去。
厂长没法，只得随她的意，她去了，厂长的小轿车接去的。
厂里人见了，就开始说风凉话：“‘该爿’长着这么漂亮的脸蛋，干啥都赚钱，干么非要赖在厂里呢
，真是死脑筋。
”　　三天以后，厂里开全厂大会，大家都没搞懂，阿秀竟陪着个老华侨坐在了主席台上。
会上，厂长让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老华侨童先生讲话。
白发苍苍的童先生站进来，对着麦克风一开口，全场都笑了：老华侨竟是一口拗舌的乡音，把“我”
说成“伲”，把“这里”说成“该爿”，把“吃糖一样甜”说成“吃同一样甜”。
坐在前边的人这才发现老华侨说着说着已是热泪盈眶。
　　后来，厂里人才知道，老华侨童先生跟阿秀是同乡，也是银泾村人，五十年前在海外白手起家，
成就了一番事业。
这次来，他确实非常有诚意地想与国棉一厂合作。
半个月的实地考察、谈判，基本上都谈妥了一应事宜，只待签字前的最后一轮谈判，只是半途中回了
一次牵缠了他半个世纪的家乡时，他却伤心了：故居依稀还在，可家里什么人也没有找到，原来跟厂
里谈妥的投资事宜再也没心思谈了。
厂方没法，只得礼节性地设宴送别，可就在那晚宴上，老华侨竟与身边的小同乡阿秀“该爿”、“给
爿”谈得少有的投机，阿秀那说话的神态，他越看越像记忆里的小阿姐，而阿秀的敬业精神，使童老
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再加上阿秀说起生产技术上的事竟一套一套的，满心欢喜，当场拍板，由他
提供一应的资金、设备、技术、高级管理人员及百分之七十的外销业务，并让阿秀当他的全权代理。
　　谁也没有想到阿秀一顿晚饭救活了一个大厂，众人都挺感激她的，再也没有人称她“该爿”了。
只是有人间起阿秀跟童老先生是不是亲眷时，阿秀说：“只是老乡。
他家以前住村里的‘该爿爿’，伲家住村里的‘给爿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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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都会意地笑了，自然都是善意的笑。
　　最后的航班　　阿龙跑的是姑苏城至陈墩镇的航班，头天早上从姑苏城起航，一路上跑十来个码
头，下午时分到陈墩镇，在陈墩镇过夜，第二天早上再从陈墩镇起航，下午时分到姑苏城，然后就在
姑苏城过夜。
阿龙家在姑苏城近郊，就这么每两个晚上能回一次家，其实回不回家他也无所谓。
另一个晚上，就睡在航班上。
航班靠在镇头的码头上，镇上有亲戚朋友的，大多上岸去走走相约着喝点酒打打牌，有的干脆就睡在
岸上待第二天再回船。
阿龙在镇上举目无亲，无处可去，只能整日待在船上。
他不会喝酒也不会打牌，只是一个人有滋有味地抽着“飞马”牌香烟，望着镇上阑珊灯火，打发长长
而无聊的时辰。
　　阿龙待的其实就是后来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里唱的不知那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的那种客船，
客船是长长的一串，航过时一路上把拖船一只只放下，回来又一路带上。
桐油把船舱壁抹得亮亮的，那桐油的味很重，重到让坐船的人感到一种古典的享受。
阿龙正是那客船上的卖票人。
　　卖票人阿龙，于是就在某种气质上区别于掌舵的老大、伺候机器的老鬼以及拴缆撑篙的水手，卖
票人阿龙在船上雅气得像一个账房先生。
阿龙写一手好字，满船《乘客须知》《时刻表》都出自他的手笔，也挺雅气的。
挺雅气的阿龙于是便成了漫漫航程中挺引人注目的人物，自然有人巴结他，可阿龙是认死理的主，从
不因为跟谁熟，在船票上让人沾丁点便宜。
可后来，阿龙换到拖船上系缆撑篙了，知情的人说都是为了秀兰。
秀兰是陈墩镇馄饨店女工，长得挺细相，挺耐看，可年纪轻轻的，男人却犯了大事判了无期徒刑关在
西山劳改农场吃官司，男人常觉得自己很冤，在劳改农场里老是惹事，故秀兰只能常常带女儿去探望
他稳住他劝他不再犯事。
秀兰不多的工钱，就这么几处开销，终于到了没法买回程船票的窘境。
其实那天原本好好的，只是临上船，她才发现那藏得好好的一元钱，再也找不到了，她只能先花了三
毛钱上得船再作打算，结果被阿龙查票查住了，只是阿龙没声响，待到她上厕所解手时，偷偷地塞给
她一张全程票，可不料被船上其他船员撞见了报告了船队长，结果阿龙被扣了好几块钱的奖金，还换
了岗。
虽说这票是阿龙自己垫的钱，且结账时也是平的，然终究是说不清的事。
换了岗的阿龙终日闷闷不乐，几个相好的船员说还是上岸去镇上走走解解闷。
在他们的怂恿下，从没喝过一滴酒的阿龙第一回喝酒，且喝得烂醉烂醉。
烂醉的阿龙就趴在街边的窗下呕吐，呕得撕心裂肺。
待到第二天醒来，阿竟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去处，秀兰正伴着自己。
回船后才知道自己醉酒后的一切。
　　男人吃官司的秀兰，还是常常乘船来回于姑苏城与陈墩镇之间，可每回买票，新来的卖票人总是
给她一张票，对她说，你的船钱已有人付了。
秀兰知是阿龙，常想找机会谢他，于是请他吃馄饨。
秀兰包的馄饨皮子特滑溜，皮薄馅多汤又鲜，阿龙好想吃，秀兰就在家里包给他吃。
　　因为吃馄饨，阿龙常常上岸，也有人见阿龙为秀兰干这干那的，知情的人都偷偷地说阿龙跟秀兰
那个了。
而阿龙每回上岸都是天一抹黑就赶回船，相熟的几个跟他开玩笑，说阿龙呀，你只是帮人家“扯绑”
啊。
有一回阿龙一晚没回，那几个特诡秘地跟他说，这回你阿龙终于“掌橹”了。
阿龙忙解释说，秀兰女儿病了，烧了一个晚上，我实在脱不了身啊！
这回开始，众人见阿龙竟戒了烟，而且很坚决，即使人家递给他再好的烟，他也不抽。
　　转眼十年过去，秀兰的女儿考取了姑苏城的护校，要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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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墩镇也通上了公路，阿龙他们客船的乘客越来越少，最后只能停航了。
　　那最后的航班上，稀稀拉拉只有几个拖着大包小筐的小贩。
秀兰送女儿上学，也登上了这最后的航班，她女儿显然有点不乐意。
停航后，阿龙得下岗了。
在这最后的航班上，阿龙显得心事重重。
　　船靠码头，秀兰跟女儿说了声你先上岸妈有事晚一步，就候住了阿龙，说是我知道你心事很重，
不想和你说啥，只是想送你一件东西。
那是一本手抄的《第二次握手》，阿龙疑惑地打开，只见里面扉页上竟整整齐齐贴着一张张旧船票，
票上的日期依稀可见，只是有好些票面已泛黄，斑斑点点的。
阿龙捧着那些旧船票，手竟不住地颤抖起来。
　　秀兰轻轻地说，这些是我十年欠你的，以后乘车要比乘船快多了，我会用车票慢慢还你的。
　　秀兰想告诉他，法院已经同意他们取消夫妻关系了，但她没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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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系列中的一本，精选了万芊的部分小小说精品，同时收录了一些作品
评论和作者的创作心得，并附上了作者的创作年表。
 　　本书广泛了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感染力强，给人回味无穷的阅读乐趣。
作品立意深刻，构思巧妙，情节曲折，于质朴中见幽默，于调侃中见温情，于娓娓叙述中蕴含人生哲
理，展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厚体验和独特思考，对广大读者和写作者有着极其特殊的启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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