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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并关注小小说文体和小小说作家作品。
在我的印象中，小小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世说新语》《搜神
记》等古代典籍。
可我又觉得，小小说更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它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历经90年代的探索、新世纪的发
展，再到近几年的渐趋成熟，这个过程正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同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昭示着小说繁荣的又一个独特景
观正在向我们走来。
　　首先，小小说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读者需要、很有大众亲和力的文体。
它篇幅短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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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
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因此，历经20年已枝繁叶茂的小小说，也被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当做“话题”和“现象”列为研究课题
。
　　其次，小小说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
小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小”，因此有人称之为“螺丝壳里做道场”，也有人称之为“戴着镣铐的舞蹈
”，这些说法都集中体现了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滴水见太阳，以平常映照博大，以最小的篇幅
容纳最大的思想，给阅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他人、认识自我提供另一种可能。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小小说文体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文坛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离不
开广大报刊的倡导规范，离不开编辑家的悉心栽培和评论家的批评关注，也离不开成千上万作家们的
辛勤耕耘和至少两代读者的喜爱与支持。
正因为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小小说才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
　　特别是2005年以来，小小说领域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出版了不少“两个效益”俱佳的图
书，也推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标志性的作品。
今年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最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明确小小说文体将以文
集的形式纳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奖。
而且更有一件值得我们为小小说兴旺发展前景期待的事：在迅速崛起的新媒体业态中，小小说已开始
在“手机阅读”的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的未来景况也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
出来。
总之，小小说的前景充满了光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出版就显得别有意义。
这套书阵容强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由100个当代小小说作家一人一册的单行本组成，不愧为一个
以“打造文体、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为宗旨的小小说系统工程。
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激励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推动小小说创作的进步；对于促进小小说文体的推广和
传播，引导小小说作家、作品走向市场；对于丰富广大文学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精神世界，
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对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不可
估量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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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小说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读者需要，很有大众亲和力的文体。
它篇幅短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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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
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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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白、孙春平、野莽、凌鼎年、东瑞(香港)、谢志强、宗利华
、蔡楠、刘国芳、徐慧芬、陈毓、非鱼、周海亮、海飞、曾颖、秦俑、许均铨(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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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书为“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丛书之《亲吻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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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岸，1967年生于河南商城，河南省作协会员，郑州小小说学会理事，信阳市作协常务理事。
2000年开始创作系列小小说《黄泥湾风情》《青龙街纪事》，在《小说界》《百花园》等数十种文学
杂志发表200多篇，同时发表短篇小说、诗歌，多篇作品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作家文
摘》《中华文摘》《读者》《青年文摘》《新世纪文学选刊》等选刊转载，被中央电视台及多家文学
网站推介，用于数十城市中招试题，入选《小小说十才子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中国微
型小说300篇》《中国精短小说名家经典》《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中国当代小
小说大系(第一卷)(1978～2008)》等50多种选本，著有小小说集《孤岛》《喊魂》《世上最疼我的那个
人去了》。
作品《旦角》获《小小说选刊》2003～2004年度优秀作品奖，作品《亲吻爹娘》获第五届全国微型小
说年度评选一等奖，作品《吃轮供》获首届吴承恩文学艺术奖，作品集《孤岛》荣获郑州小小说学会
第二届优秀文集奖。
代表作为《旦角》《亲吻爹娘》《吃轮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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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品荟萃木匠大爹张三九寿材熟亲碾磙上树留碗底儿松套修积孤岛旦角药渣喊魂吃轮供炒盐豆改口钱
借了父亲一头牛送老小名红灯照摸秋溺水者三个盲人爷爷的心愿上梁垃圾股亲吻爹娘冲喜望子成龙五
爪猪砸锅年关娘亲我的警官妻子画痴”经典游戏两个人的战役纪念品干咳姑妈再给爸妈烧回炕珍贵的
礼物一将上当进行到底没有鳔的鱼探花郎的后代快乐的马车夫我为什么要有小蜜一家人走神复活闹钟
大风口世仇谈判花喜鹊长明灯八大脚噙口钱野樱桃天上掉下来大馅饼上门女婿剃头铺杀生冥婚沉塘摔
老盆作品评论春风明月过江岸体味民间底蕴，感受乡土内涵黄泥湾：江岸的小小说王国赏心悦目的“
黄泥湾”江岸的修积创作心得我的小小说创作创作年表创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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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木匠大爹　　木匠大爹年轻时在外做木活，瞅空就钻女人们的房屋，三十岁上还没娶媳妇。
话说这年腊月二十，听说镇上有七八个异乡女人待售，木匠大爹立马从黄泥湾赶去了。
　　二十多年后，木匠大娘笑弯了水桶似的腰身，对我们说：那老鬼自己瞎着眼睛挑的我，还当我是
黄花闺女呢⋯⋯　　女人们蒙着脸瑟缩在条凳上。
木匠大爹挑花了眼：一律的大屁股、大奶子。
要是能看看脸蛋，就买得十二分称心如意。
　　不行，不行，不能坏了规矩。
　　木匠大爹绕前转后又兜了几圈。
最后，他挑中了那个臀部滚圆的女人。
女人腚大骨盆大，好生崽。
　　木匠大爹一揭开头巾就傻了眼。
这婆娘满脸麻坑，一张嘴巴阔得能吞下整个的糠菜馍，眼角的鱼尾纹显示出她亦不太年轻。
可是银洋易手，木匠大爹眼一闭，认命了。
　　春节这天，木匠大爹舀出一升细白面，让女人做火烧馍，自个儿去集上割肉。
回到家，烙好的馍热热的少了半个。
　　馍呢，哪儿去了？
木匠大爹气粗了。
　　吃了。
回答竟平心静气。
　　狗吃了？
　　女人不答，笑着眼看了别处。
　　木匠大爹气不打一处来，挽起衣袖，把女人就地按倒，脱下鞋子揍得她三天没下床。
第四天，木匠大爹咬着牙齿骂：滚起来，出牛粪去，谁家的女人像你这吃货这样懒？
　　好久好久，木匠大娘没说一句话。
　　女人家都是生了儿子，男人的拳头才下得轻了。
木匠大娘没这福气。
过了仨月，过了半年⋯⋯木匠大娘的肚皮依然一平如鼓。
　　就这么过了二十多年。
　　木匠大爹亲自动手给自己和老伴一人做了一具寿材。
寿材，家乡又称老器。
木匠大娘说他一辈子促狭，还真没说错，老器一奇大，一奇小。
　　你以为他在乎那点木料？
才不呢。
老鬼要死在头里，剁两截也睡小的。
木匠大娘说。
　　木匠大爹就惶然，就念叨老女人咋个就不死。
　　老女人真个死了。
抬头看太阳，一阵晕眩，仆地不起。
抬回屋不足一个时辰，就只出气不进气了。
这下遂了木匠大爹的心愿。
　　半辈子两人挤一个被筒，木匠大爹腻歪透了女人那一堆肥肉。
现在没人挤了，倒空落出意外的滋味。
第二天他自己做了一顿饭，焦糊得不能吃。
他想起女人那次因洗菜糊了饭，他揍得她浑身紫乌，勒令她三天不吃饭，心里竟酸溜溜的。
　　木匠大爹老得快了，一张脸皮缩成核桃壳儿，队里就不让他下田，他当了五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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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闷极了，他就想起木匠大娘，就恶声恶气地骂：老骚货，咋个就那么会享福，撇闪下我一个孤
老头子。
　　老了老了，木匠大爹竞滋生出一种深挚的感情来，几乎没有一天不提到老女人、老骚货。
他终于卧病不起了。
他吩咐队长，千万把他葬在胡兰香的身边，房子给队里，但队里要竖一堂碑，刻上他和胡兰香的名字
。
　　什么什么⋯⋯　　胡——兰——　　木匠大爹念叨着木匠大娘的名字，头一歪，便一动不动了。
　　张三九　　张三九是整个初中阶段最让我不待见的人。
怎么说呢，他处处跟我比着干，特别是学习成绩总在我左右翻腾，让我闹心。
说实在的，我真想考一个出类拔萃的分数，一下子把他撂开老远，就像超越除他之外的所有同学一样
。
可我总是办不到。
他如影子般鬼鬼祟祟地跟在我身边，稍不留神，就蹿到我前头去了。
　　也难怪，张三九和我，都是除了学习一无所长的穷学生。
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般情况下，不唯趾高气扬的男生对我们置若罔闻，那些粉蝶般飘飞的女生们更是
熟视无睹，形同陌路。
只有在考场上，邻座的女生施恩似的解颐频笑，我们才能稍享秀色。
这样的机会一年也就期中和期末两次。
唯其稀少，方更显珍贵。
　　我们学校本是高中，为了提高生源质量，从全乡招收了五十名初中生，号称初中尖子班，加以重
点培养。
上到初三时，当初的五十人大都渐渐调整到了普通初中，乡机关干部子女蜂拥而入，就连街上刘屠户
的儿子、赵裁缝的侄女都挤了进来。
我和张三九来自偏远的黄泥湾，算是硕果仅存吧。
　　上体育课是我炼狱般的日子。
　　乍暖还寒和乍寒还暖时节，是最让我为难的季节。
别的同学可以脱了外罩，孔雀开屏似的露出大红大绿的毛衣和球衣，在操场上龙腾虎跃。
我或是还未换下破棉袄，或是已经换上了破棉袄，脱了棉袄，里面只剩下一件打满补丁的汗褂。
那时我真希望索性是数九寒天，人人都不脱，也就罢了。
要不运动吧，体育老师大声吼你；要是运动吧，要不了三五下，准会折腾出一身臭汗。
甭提多别扭了。
　　每当这时，我又庆幸有了一个张三九。
瞧着他通红着脸、满头淋漓大汗的难受劲儿，我就像照着镜子一样。
　　终于有了一个超越张三九的机会。
　　有年春天，县剧团下来演出。
一位跑龙套的远亲抽空到我家看看，顺便给了两顶剧团演出用的帽子。
一顶是目寇的军帽，一顶是八路的军帽。
弟弟打不过我，撅着嘴巴戴着目寇军帽走了。
我兴冲冲地戴着八路军帽去上学。
那是一顶浅蓝色的帽子，四周还围着一圈护耳布，正前方中间部位缀着两粒黑色的纽扣，和银幕上八
路军叔叔所戴的军帽一模一样。
　　这一下使我出尽了风头。
　　我一走进教室，便感到所有平时对我不屑一顾的目光刷地一下将我淹没了，我徜徉在目光的河水
里，兴奋又得意。
几个男生冲过来，摘走了我的军帽，你戴一下我戴一下，纷纷做出昂首挺胸虎视阔步的英雄相。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男生都来借我的军帽，我一下子变得灸手可热，只好让他们排号轮流戴，一人只
准戴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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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个女生把帽子借去戴了一天。
那一天，该女生的回头率在校园里绝对百分之百。
齐耳的短发，滚圆的眼眸，溜溜的鸭蛋脸，配上这顶军帽，那扮相真是英姿飒爽。
拿现在的话说，真是酷毙了。
　　全班男生唯有张三九未跟我借过帽子。
　　每日看着张三九独处一隅孤零零的样子，我倒又有点同情他了。
被人重视的感觉真好，可惜张三九无由体会。
　　时向过得好快哟，我还未从热闹中清醒过来，期末升学考试眨眼间就来临了。
成绩公布后，颇让我不服气，张三九居然考上了县高中，我只考上了本乡高中。
后来我听说张三九并未到县高中就读，心里才平静了少许。
　　现在，我非常怀念张三九。
要不是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做了民办教师，张三九肯定会比我这个小公务员更有出息。
　　寿材　　黄泥湾人忌讳多，把棺材不叫棺材，通俗叫“板”，文雅一点叫“寿材”。
我就想不通。
数字8可以是“发”，音符4可以是“发”，棺与官谐音，不也可以是官吗？
家乡不还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出门见棺，抬头见喜”嘛。
那还避讳个什么劲儿呢？
我很小的时候，有时听见父亲他们老弟兄三人总凑在一起，说咱娘的板如何如何的话，有些茫然。
及至大了，才明白是商量给奶奶打棺材的事儿。
　　奶奶的身体尽管很好，但在她五十九岁那年，父亲他们弟兄三个已经将奶奶的寿衣棺椁置备停当
了。
我家自留地边上有两棵双人合抱的柏树，父亲他们将那棵大的锯了，替奶奶做了四寸厚的柏木寿材。
寿材上了桐油，油光发亮地架在奶奶的睡屋里。
奶奶浑然无惧，不时地抚摩一下，那种慈爱的情形，就像抚摩她的乖乖孙儿。
有时，奶奶还轻轻敲敲寿材，低沉的叩击声嘟嘟嘟地回响在棺内棺外，十分阴森可怖。
从那以后，我轻易不敢迈进奶奶的睡屋一步，也不再让奶奶用她布满老趼的手摩挲我的光脑袋了。
附近的老头、老太太都来看奶奶的寿材，摸一摸，敲一敲，十分羡慕。
奶奶在别人的恭维中，总抿着嘴笑，满意得不得了。
　　这副寿材刷过第三道桐油的那年腊月，大娘患病，查出来是胰腺癌晚期，不多久就死了。
大伯一时钱不凑手，买不起寿材，现伐树做一副，又觉对不起劳碌了半世的大娘，便和奶奶商量，借
奶奶的寿材用了。
　　村人都感叹，这老大媳妇死着了，这么好的板，哪儿找去？
大娘娘家人对大娘的葬礼也很满意。
　　来年春上，大伯和父亲他们商量好了，木匠的工钱和桐油钱由他出，锯了剩下的那棵柏树，替奶
奶再做一副寿材。
新的寿材做好了，只有三寸厚，仍架在奶奶的睡屋里，奶奶仍然不时抚摩着，敲一敲，只不过回声没
那么低沉了，梆梆梆的，像敲着一面鼓。
　　谁也想不到，这副柏木寿材奶奶竟也无福消受。
这年秋天，收了秋，叔叔闲下来，上山打了一些石料，拉到街上卖。
下坡的时候，车翻了，一块块石头滚落下来，将叔叔砸成了肉饼。
奶奶的寿材就让叔叔睡了。
　　这下，本该婶子给奶奶张罗个寿材了，可是，婶子家孤儿寡母的，日子艰难不说，她还就不提这
一档子事儿了，反正奶奶还有两个儿子，轮不到她这个寡媳着急上火。
这一拖，拖了好几年，奶奶真的见老了。
父亲和大伯无奈，只得替奶奶买了一副杉木板。
杉木虽没柏木结实，却也是素常做寿材的木料，奶奶也无法不满意。
只是奶奶再也不去摸一摸，也不再叩一叩听听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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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就在奶奶一天天的苍老中过去了七八年。
　　那年，五十多岁的大伯死了。
大伯只有一个儿子，叫混子。
大伯患了病，混子也不送他上医院，也不给他备棺材。
父亲急了，一遍遍催混子，让他赶紧买寿材。
混子好像没听见，也不看父亲一眼，也不搭腔。
大伯快死的那几天，父亲对奶奶说：娘，老大眼看不行了，混子也不问事，怕是要占你的板，你千万
莫答应。
奶奶流着混浊的老泪，只痛哭着说：阎王爷咋不收我去啊，怎么一刀刀割我的心肝肉啊？
一遍遍数落，说个没完。
父亲叹口气，只得走了。
　　果然，大伯死了，混子也不问奶奶，也不问父亲，径直带人闯进了奶奶的睡屋，要抬奶奶的寿材
，装殓大伯。
奶奶坐在床头，似未看见，也未听见，任由混子折腾。
父亲闻声赶来，喝止了他。
　　父亲说：这板是我给你奶做的，你不能动。
　　混子说：这板有我大的份儿，怎么不能动？
　　父亲说：你要动可以，俺们丑话说前头，你要给你奶再做一副。
　　混子说：奶奶还有儿呢，凭啥子让我当孙子的做？
　　父亲火了，一下子骑到棺材上，眼睛瞪着屋顶，不说话。
　　僵持了一会儿，混子软了。
混子跪在棺前，对父亲说：二叔，你先下来，我都答应了不成吗？
　　父亲拍拍手上的灰尘，下来了。
混子这才让人把寿材抬走。
　　后来，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混子才勉强伐了几棵松树，替奶奶做了个火柴盒似的寿材。
做好了，往奶奶屋里抬的时候，奶奶死活不让放进去。
混子只得放在牛栏里了。
　　说来也巧，这副寿材做好不久，还没有干透，也还没来得及布一道桐油，奶奶却突然寿终正寝了
。
父亲望着大家将奶奶往那个不成样子的小匣子里放的时候，不禁失声恸哭起来。
哭声惊天动地，响遏行云，连远处稻场上觅食的麻雀都被吓飞了乱糟糟的一大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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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系列之《亲吻爹娘》，书中精选了作者的部分小小说精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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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广泛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寓意深刻，给人回味无穷的阅读乐趣。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亲吻爹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