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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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希望通过广大作家、编辑家、评论家和出版家的不断努力，中国文坛能出更多的小小说名
家、大家，出更多的小小说经典作品，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小小说作品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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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由100名小小说作家一人一册单行本（共100册）组成，麒麟书香出品，尚振
山（东方）先生总策划，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本书为其中一册《就要那棵树》，书中收录了《郑木的稻草人》、《乡村的重量》、《新草帽旧草
帽》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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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中正，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文学报》《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小小说1500余篇。
获国家、省、市级奖励30余次，有多篇小小说作品被《读者》《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转载
。
小小说《戏子老二》获第八届中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小小说《旮旯羊事》获首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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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米唐的门口长着一棵树。
树是樟树，枝繁叶茂，像一大团无法握住的云。
　　米唐常常对那棵树一望好半天。
她在树下唱歌，在树下写字，还在树下跳舞。
米唐娘看见了，说，米唐不唱了，该吃饭了。
米唐就不唱了。
米唐娘说，不写字了，该去撒把鸡食。
米唐就不写了。
米唐娘还说，米唐，不跳了，该去园子里剥些菜叶来。
米唐就蹦蹦跳跳去了菜园。
　　米唐考进了城里的学校。
那棵树成了米唐学费的一少部分。
凑学费的那些日子，米唐娘就想到了门前的樟树。
当米唐娘的身后跟着几个肩背锄头手拿斧锯绳索的人时，米唐就知道，再怎么挽留这棵树也迟了。
　　那一大团无法握住的云倒下来的时候，米唐远远地站着，买树的人也远远站着。
树一倒地，米唐抓着一根枝就哭起来。
买树的人见了，劝她：米唐，别哭了，不就一棵树么？
　　那些挖树的民工也跟着帮腔：再说，树就栽在离你学校不远的地方，你还可以去看！
　　米唐就渐渐地住了哭。
　　买树的人示意那几个人锯断了一些树枝。
那几个人手中的锋利锯子，来来回回地寻找树枝最柔弱的部分下锯。
树枝脆裂的声音很响，响在米唐空旷的屋前。
　　树让一家工厂买走，那家工厂在城里。
米唐看见那棵脱光了衣服的樟树走上了去城里的路。
　　米唐在樟树生长的地方，又开始唱歌。
米唐娘听了，说，米唐，不唱了，你比娘幸运，树到了城里，你还在城里能看见，娘就真的看不见了
。
　　娘的话，又说出了米唐的眼泪。
　　米唐沿着那棵树走过的路，进了城。
　　米唐念书的学校，隔那家工厂不远，也就是隔那棵树不远。
米唐下了课，就对那家工厂望，就对那棵树望。
　　星期天，米唐就去看那棵樟树。
米唐看见樟树栽在厂门口。
厂子里的人很讲究，还为樟树搭了远看近看有点黑的凉棚，树很快就活了过来。
那些发出来的新芽长出来的新叶就说明了树没有死。
米唐还看见有一个人还在为树浇水。
渐渐地，米唐就跟浇水的那个人熟了。
浇水的是老魏。
米唐每次走的时候，就跟老魏说，魏叔，很感谢你，过几天来看你。
说完，米唐就默默走开。
　　回到宿舍，米唐拿出画笔和纸，一笔笔，很快画出了那棵树。
画完，米唐把那幅画贴在床头。
她起床时看，睡觉前还看。
同宿舍的女生弄不明白，就问：米唐，好多的事物可以画，干吗要画一棵樟树？
米唐淡淡一笑，再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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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出去，米唐邀了个有照相机的女生。
在树下，那个女生为米唐照了好几张照片。
　　米唐回到家。
米唐就高兴地对娘说，娘，那棵树长得好好的，还发了芽。
说完，米唐还拿出了在树下照的照片。
娘听了看了跟着高兴。
米唐说，娘，往后，我还要买回那棵树！
　　米唐还到那棵树下去。
接纳城市的阳光和雨水，樟树完全活过来了，再没有那黑黑的凉棚遮盖它美丽的身躯。
米唐站在树下，老魏还在为那樟树浇水。
只是那些从厂里出来的人，边走边说，有的人说到了树，说到了厂长，说厂长不应该拿职工要发的福
利去买树，说这厂弄不好就要垮了。
老魏看看他们走远，才对米唐说，米唐，这厂子怕不行了。
　　米唐问，魏叔，厂里的人往后会不会对这棵树起坏心？
　　老魏说，工人情绪不稳，说不定哪。
　　米唐“啊”了一声。
米唐很艰难地从那棵树下走回了学校。
　　米唐从那所学校毕业后就恋爱了。
　　米唐领着男友走向那棵树。
站在那棵树前，米唐停下步，用手指着那棵树枝说，你看你看，那棵枝上还歇了一只黑鸟。
男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米唐说，你多看一眼，就不行？
男友说，行。
男友就紧紧地盯着那棵树。
那树上的一只鸟让他盯飞了。
　　这个时候，米唐很幸福，也很沉醉。
她让男友的手轻轻地揽住了自己的腰。
　　这个时候，米唐的眼里就有一些晶亮的泪水。
　　城市这么大，这么繁华。
米唐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那棵树下。
她经常把男友带到那棵树下。
她看见那些从城市吹来的风，一阵一阵地翻看樟树的叶片；她看见那些枝头落下的叶片很眷恋地飘向
大地；她还看见老魏很坦然地在树下做最后的守望。
　　男友起初弄不明白。
男友说，米唐，恋爱的地方多着呃，你再换个地方行不行？
你说行，我把那棵树买给你！
　　米唐要的就是这句话，她等的就是这句话。
　　米唐的眼里浸着泪水说，这棵树就是我家原来门口的那棵树，我想让她回家！
　　男友说，行。
　　米唐门口的樟树又回来了。
　　米唐也请人给那棵樟树搭了凉棚。
她还对娘说，娘，有空的时候，给树浇上水。
　　米唐走后，村里有人和米唐娘坐在屋里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门口的樟树：米唐娘，你家米
唐能耐呃，那棵你舍不得卖的树，又给你弄回来了！
　　米唐娘说，当日挖门口的樟树时，我家米唐还在树下哭呃。
我就晓得她舍不得，说不定她还要把这棵树要回来。
　　米唐娘说完，两行泪径直往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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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
　　天气一暖和，村庄就暖和了。
游桃的院子里有一株桃树。
桃树不高，是女人那年走进游家的门槛后栽的，一枝一枝地开着花，要是静下心来，就能听到桃花开
放的声音。
那花红红的。
远看近看，似桃树的衣裳。
　　那株桃树坚定不移地守着游桃的木屋。
木屋是跟着村庄一起暖和的。
女人没有出远门，守着游桃留下的木屋，守着木屋里走过的日子。
　　游廊的光线格外强烈。
女人坐在游廊上看那些桃花又红。
有一只青鸟，体型不大，无序地飞来飞去，翅膀上是春天响亮的阳光。
青鸟有时不小心，擦下一片两片的薄薄桃花来，轻轻地落在地上。
　　地上是女人精心喂养的一只母鸡。
女人起初喂过两只的，那一只小的时候，让外村疯癫跑来的狗，龇牙咧嘴重重地咬了几下。
她从狗嘴里拉出来的鸡，三下两下动弹后，死了，外村的狗再没来，另外的母鸡就活了下来，单纯地
活到现在。
　　母鸡的腿黄黄的，黄黄地走来走去。
在母鸡的眼里，悠闲纷撒的桃花，像一粒粒熟透的食物，母鸡就咯咯叫着跑过去，张开嘴猛啄几下，
衔在嘴尖上，又快速吐掉。
　　女人看了，觉得好笑，就傻傻地一笑，院子里就她一个人的笑声。
　　女人看过一阵后，想起一件事来。
这件事对别人不重要，对女人重要。
她弄不明白，男人到底在外面是不是有了一个四川婆娘？
两年了，也不回来一次。
　　女人想到了离开，并且这想法如开着的桃花，越来越强烈。
　　屋内的光线照样明亮。
女人起身进屋，用手打开了一口旧的箱子。
　　女人不显一点粗糙的手很好看。
纤细的手指，美丽光洁。
只有女人自己知道，开了春，她的手还没挨过简单的活儿。
要是以往，这手在山上不知翻弄了多少柴，在灶膛不知捧了多少灰，说不定开了些口子。
　　女人打开的箱子，是她陪嫁来的。
当年就是为这口箱子，她在城里的土地上咸咸淡淡地做了两个月的饭。
包工头见她人好，走的时候，除了给满工钱外，还送了一口箱子，她就用它做了像样的嫁妆。
　　箱子像一张张开的嘴。
　　女人把一双鞋拿在手上。
鞋是女人买的。
鞋是红色的，鞋面上还起了白色的花，花不多，就一只一朵，像巧手用了心描上去的。
买的时候，游桃还对她说，穿上这鞋好看，肯定好看！
　　女人相信游桃的话没有错，相信他的眼力不会错。
女人就要了鞋。
　　女人记得游桃看她穿过时间很短的一次，就走了。
以后，女人穿这鞋的时候，仿佛少了点什么，至少是少了点话语，少了点笑声。
　　女人端详了一会儿。
她闻了闻鞋子，然后，轻轻地把鞋放在了箱底。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就要那棵树>>

箱子张开的嘴，干净地吃到了鞋。
　　女人又在床上拿了些柔和的衣服。
那些衣服，曾经是女人穿过几水了的，拿哪些不拿哪些，心里有底。
那些衣服，有女人自己买的，也有游桃买的。
　　女人的手抽出得快，才没让箱子吃进去。
　　总算扎了满满一箱。
女人把箱子一盖，两手搁箱盖上，散开的手指干净好看。
　　女人锁好箱子，提在手上。
女人就觉得自己提着一个家，一个住处。
　　女人提了箱子出来，走到游廊上，阳光射在箱子上，看不出任何的旧来。
　　女人坐下来，在游廊上又打开箱子，一件一件地掏出那些柔和的衣服。
掏得细心，掏到那件蓝色的衣服，女人的手停了下来，再不往下掏。
女人决定不要了。
　　蓝色衣服是游桃买的。
有一次，游桃天没黑从外面回来，从怀里拿出一件蓝色衣服来，在女人面前花朵一样晃动。
嘴里还说，给你买的呃。
　　⋯⋯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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