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拍手笑沙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拍手笑沙鸥>>

13位ISBN编号：9787539946108

10位ISBN编号：7539946105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跃文

页数：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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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拍手笑沙鸥>>

前言

我一直不太分得清杂文和随笔的区别，或许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一类文字，即随心随性而直抒胸臆的文
字。
似乎纯粹意义上的散文应该另有面目，散文在我看来须具美文特质，可以拿去做中小学语文课本。
所谓课本，文本上要能提供范式，内容上要经得起挑剔。
杂文之类，大多不便用作中小学课文。
因为这种肤浅而直观的认识，我的所有创作都很令自己羞愧。
写了小说，我会想：这样的小说能让没长大的孩子看吗？
写了杂文，我更会想：这样的文字未成年人最好不要看。
为什么会如此？
原来成人世界有太多见不得阳光的东西，过早让孩子们看到未必是件好事。
尽管人生总有梦醒时分，孩子们还是在美梦里久待些日子吧。
中国成年人大多是越成熟越虚伪，很多时候讲到所谓成熟其实就是虚伪。
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很多情况下扮演的是并不光彩的角色；可是，我们不忘记在孩
子们面前扮天使，还要用世界上最高尚的道理教育孩子们；而且，我们知道孩子们未来之路也许更邪
恶，也仍然会拿最纯洁的人生哲学哺育他们。
向邪恶的让步和妥协，这是中国现实暂时的特例，还是整个人类的宿命？
依我之偏狭见识，目前之中国，羞于让孩子们看到的东西太多了。
有时我会这么想：成年人如何判断自己言行，无需做太深奥的分析论证，只需想想能否过得了自家孩
子的眼！
近三十年，中国有很多家族财富上崛起了，一人可开几代人的幸福。
但是，这类人中间，很多人在家族中的未来显祖形象是需要重新虚构的。
杂文便是这类文字：既不替现实涂抹迷人的油彩，也不为未来虚构光辉的显祖。
其实可以说得简单些：杂文就是说真话。
可是作为一个定义判断，这话容易让人钻空子。
有人会说：说好话也是说真话，难道说真话只能是批判吗？
我们太熟悉有些人的所谓真话了。
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段子说，有人批评领导：您这么不爱惜身体，这是对革命事业极不负责的行为！
这样的真话，还是不说为妙。
曾见识过一种新的杂文理论：杂文也可以和风细雨！
拿年轻人的网语说：这话就有些搞了！
用这种新的杂文标准衡量，批评领导不爱惜身体，也是极不妥当的，它有违和风细雨之精神。
和风细雨之杂文，大概同某个时期的忠字舞异曲同工。
我以为，杂文除了批判，没有其他存在的意义。
鲁迅先生所谓投枪和匕首，应是对杂文的经典定义。
任何时代都需要鲁迅式的杂文，和风细雨论不过是奴才的献媚罢了。
我总不相信人心会永远如此堕落下去。
今后的人们大可忘记某类显祖，也不必去虚构他们的神武圣明。
善于健忘的中国人，索性多忘记些不必继承的东西，于未来是有益的。
虽自古有道文章千古事，但我对文章的功用总是怀疑的。
写锦绣文章而满腹杂碎的人多了去了，何谈文章真能轻易塑造谁的灵魂？
但是，只要有道德良心在，总有文章要写的。
杂文的眼睛，专要看世上的不好。
好的东西，倒真可以留给和风细雨去。
杂文是成年人的苦药，不必管他们爱不爱吃，不必包上哄小孩的糖衣。
倘若成年人吃不得苦药，世道就真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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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含了著名作家王跃文从未出版过的99篇随笔、散文、杂论。
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这是他“随心随性而直抒胸臆”的文字。
如果说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读后让人有种冷风拂过后的战栗，那么他的这近百篇思想力作就是匕首和投
枪，能够刺入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灵魂深处&gt;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但是，水到最低处，流向大海就成海水，失掉了水的真味。
人到最高处，倘在古代就是人主，缺少了人的真性。
所谓人生如戏，多指往高处走的人。
人越是位高权重，越活得不像本真的人。
演戏是常事，背叛和被背叛也是常事。
古人说“白首相知犹按剑”，大抵是指权利场上的所谓朋友。
平头百姓不必如此，自可笑骂由已，快意恩仇。
古人又说“狭义每从屠狗辈”，指的便是身在低贱处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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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跃文，湖南省溆浦县人，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湖南省政府办公室，现
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
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大清相国》、《苍黄》等，
以及小说集、散文杂文集多种。
他的文字始终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凌厉的批判锋芒，颇受读者喜爱。
有官场小说第一人之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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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融入大地曾读日本南北朝时代法师吉田兼好的《徒然草》，周作人翻译的，里面有一则讲长
生的文字，说人如能常住不灭，恐怕世间更无趣味。
“寿则多辱”，活在四十岁内，死了最为得体。
倘若过了这个年纪，就会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里胡混；到了暮年，还要溺爱子孙，执着人生，
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
这是甚为可叹的。
我读这书时，刚过四十岁，不觉骇然，陡然心虚起来，好像自己是个苟且偷生的懦夫无赖。
很小的时候，同龄人也许懵懂蒙昧，无忧无虑，我却对死有着莫名的恐惧。
似乎很神秘，没有人认真告诉过我人终将会死去，但我慢慢的就知道了。
我小时右边屁股上有块青记，长到七八岁都未褪去。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奶奶告诉我人要降生了，阎王爷朝你屁股上重重地打一巴掌，说：下去吧。
你就来到人世间，屁股上的青记，就是阎王爷打的。
敝乡的神话和民俗里，似乎很少听说天界跟玉皇大帝，听得多的却是阎罗殿，阎王爷既管生，又管死
。
似乎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是阎王爷打下凡间的，又将回到阎王爷那里去。
那便是死。
屁股上的青记，谁小时都是有的，只是不知道别人也会由此早早的想到生死吗？
我的童年，身边总是弥漫着死的氛围。
我家的老木屋，据说是明代留下来的。
奶奶敬奉先人，好几代祖宗的生辰祭日她都是记得的，中堂神龛上便隔三岔五香烟缭绕。
神龛上的供品，只有那杯酒会泼在地上，算是祖宗享用了，余下的肉或果疏，都会被家里人吃掉。
我却不敢吃。
很多的禁忌，也都同死有关。
比方看见条金环蛇从地板底下钻出来，断不能打的，只能望着它逶迤而行，钻进某个洞眼里去。
那叫家蛇。
说不定，它就是哪位祖先化身而来。
那个洞眼，便让我望而生畏。
我有时候忘记了，坐在那个洞眼旁边玩泥巴。
正玩得入迷，猛然想起那条金环蛇，吓得尖叫着腾起来。
深夜里，木屋子突然嘎地发出声响，奶奶会惊得从床上坐起来。
她说这又是哪位祖宗回来了，便满嘴阿弥陀佛，想想家里哪件事情做得不好，惹得先人生气了。
那栋古旧的木屋，仿佛四处飘忽着祖宗的幽灵。
我常常触犯一个禁忌，就是天黑之后吹口哨。
夜里是不能吹口哨的，会唤来山里的鬼魅。
而那些鬼魅，就是我的先人。
奶奶听见我吹口哨，会厉声吼住。
我吓住了，侧耳倾听，窗外萧瑟有声，真像先人御风而来。
我家的中堂宽敞而高大，地面是平整而光滑的三和泥，四壁有粗而直的圆木柱。
圆木柱上原本挂有楠木镌刻的楹联，破四旧时毁掉了。
虽然到了爷爷这代，家道早已衰败，祖上却是读书做官的。
神龛上贴着大幅毛主席画像，我多年之后才知道那画像后面仍贴着家族谱牒，世系源流，高祖高宗，
尽供奉其上。
中堂里的旧物，惟有神龛下那个青铜香炉。
那香炉现在早不见踪影了，说不定是个宣德炉也未可知。
但小时候我是很怕见那个香炉的，上面满是香油残垢，它的用场总是同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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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北边角上，放着一副棺材。
我从记事时候开始，棺材就已经在那里了。
那是奶奶替自己备下的。
奶奶很细心地照料着她的棺材，每隔些日子就会掀开盖在上面的棕垫子，抹干净上面的灰。
奶奶似乎把那棺材当着宝贝，我却害怕得要命。
因为那棺材，我独自不敢在中堂里玩，天黑之后不敢从中堂门口走过。
家族里的红白喜事，都在中堂里操办。
从小就见过好几位老人的死，先是停放在中堂里的案板上，盖着红红的缎面寿被，再择日入殓到棺材
里去。
那纹理粗重的案板，那红得扎眼的寿被，都令我生发古怪的联想。
过年时热腾腾的糍粑便要摊放在这案板上，而这案板早不知停放过多少死去的先人了；新媳妇过门都
会陪嫁红红的缎面被子，而这红缎被面又总会让我想起盖在死人身上的寿被。
新郎新娘在中堂里拜堂成亲，多年之后又躺在这中堂里驾鹤西归。
那个青铜香炉，不管红白喜事，不管人们欢笑哭号，一律都燃着香烟。
生与死，喜与悲，就这么脸挨着脸。
我原先总不明白，为什么人到老年以后，再不怕死。
去年还乡，见邻家族叔正围着堆木料忙乎，便同他打招呼。
族叔是位木匠，已快七十岁了，笑眯眯的说在给自己做棺材。
他说得若无其事，却把我震撼了，不免黯然神伤。
敝乡替老人备棺材是件很庄严的事，需做酒请客，举杯畅饮。
老人还得爬进新做好的棺材里躺会儿，说是可以延年益寿。
小时候见过好几回，老人家在鞭炮声中心满意足地躺进棺材里去。
我却是怕得要命，想不通那老人居然笑容满面。
又想起自己奶奶，她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几岁。
记得奶奶总是笑呵呵的同别人讲到自己的死，真像要去极乐世界。
哪怕村里有青壮男人做了不好的事，奶奶仗义执言，都会说道：不怕我死了你不抬我上山，我也要说
你几句！
奶奶总是把死轻轻松松的挂在嘴边，我听着却是毛骨悚然，害怕奶奶死去。
我外婆和外公脾气不合，三十几岁时就分居了，直到老死互不通问。
两个舅舅成家以后，外公住在大舅家，外婆随二舅过日子。
外公死的时候，外婆已经瘫痪，成天伏坐在门口。
人们抬着寿棺，白衣白幡，哭号震天，从二舅家门口经过。
外婆老眼昏花，问道：这是谁呀？
听说是外公去了，外婆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话：他到好处了。
我相信此时外婆心里，几十年的恩怨早已冰释云消，只有对死亡的淡定和从容。
我有回偶然在某本书上看到，原来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进入暮年之后，内在机理上会慢慢为死做好
准备，不再惧怕死亡。
我倒宁愿相信人是越活越通达的，进入暮年皆成哲人，于生死大道都圆融了。
我尚未出生，父亲就“因言获罪”，家庭陷入水深火热。
我兄弟姐妹又多，父母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难有好的心情。
父亲面色本来就黑，常年不开笑脸，很是怕人。
孩子们的耳边时常充斥着咒死声。
“老子打死你！
”“你想死啊！
”“吃了你去死！
”“哭个死啊你！
”但听着父母的咒死声，我是麻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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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怕死的原因，既不是眼见着别人的死亡，也不是耳边充斥着咒死声。
恐惧死亡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只是这种恐惧来得太早，纠缠得太深。
我很小就开始失眠，躺在床上不免胡思乱想，经常会想到自己死了怎么办？
我想自己死了就永远见不到父母兄弟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永远不存在了，今后世上还会发生很多事
情我都不知道了。
想着想着，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没有死，还躺在黑夜里。
我只看见自己躺在中堂的案板上，穿着小小的寿衣，父母、奶奶、外婆、姐姐、哥哥，都围着我嚎啕
大哭。
依着乡俗，小孩子死了不会享用棺木，多用薄薄的木板简单地钉个木箱，叫做函子。
也不会慎重的卜选坟地，而是草草地埋葬在荒地野坡，尸首常常被野狗刨出来吃掉。
我见过很多尸骨狼藉的童子坟，让人惧怕和恶心。
我猛然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早哭湿了枕头，浑身哆嗦不止。
有时被父母打骂了，满心委屈，也想自己干脆死掉算了。
我会躲到某个角落，想象自己的死。
想着想着，仍是想象全家老小围着我哭，又把自己弄得泪流满面。
但是，此刻心里却有着报复了父母的快意。
我真切的感受到死是那么容易，那么近在咫尺，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
那是夏天，我去河里游泳。
我至今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学会游泳的，仿佛生下来就能在水里扑腾，就像鸭、鹅和水牛。
可是那天，我正在河里玩得高兴，突然听说淹死人了。
我吓得要命，奋力游向河岸，仿佛水里尽是落水鬼。
从小就知道，水里淹死的人，就会变成落水鬼，须得害死一个人，自己才得超生。
淹死的那个人叫毛坨，已有二十岁了，被人捞上来抬回了村子。
一大帮男孩尾随着，有的穿了短裤，有的光着屁股。
毛坨被平放在案板上，两个人扯着他的手，来回摇摆着。
据说这么摇着摇着，人有可能活转来。
毛坨的妈妈在旁边呼天抢地，哭诉毛坨从小是多么懂事，却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
旁边有人在议论，肯定是碰上落水鬼扯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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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拍手笑沙鸥》：王跃文2011年度唯一新作，《拍手笑沙鸥》隆重出版！
深度思考社会时政，独到领悟官场文化！
官场小说第一人、《国画》《苍黄》作者王跃文十年沉淀之作，讲透中国社会真相，展现中国政治生
态，揭示最现实的官场“权规则”。
典型王式幽默，解读社会现实、官场生态，妙说各种关系。
为官从政者必读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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