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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15—2018）《人世

间》，是当代作家梁晓声创作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分
上、中、下三卷，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平民区为背景，
以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围绕春节欢宴、
家庭聚会、重大事件布局全篇，展示近50年来中国社
会的发展变迁。贯穿其中的，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光
荣与梦想，也直面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

题记：悲喜自渡，冷暖自知；人间烟火，道义担当。

■单士兵

世道人心是有深度的，很难进行
探测估量。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把生
活的某个片段作为切口，来找个角度
进行分析判断。

这样切片式的观察，容易失之偏
颇。比如，社交媒体上有个流行的标
题句式，叫“世道变化，是从……开始
的”，乍看上去，这很容易带来情绪价
值，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观点失去理
智。

历史是有连贯性的，社会也处于
复杂变化中。用孤立视角看待某个年
代，有人会觉得那是如其所愿的盛世，
有人则认为那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其
实，世道人心的复杂深邃，一直隐藏在
生活之中。从某种意义讲，历史学的
铺陈和社会学的思考，往往不如文学
更能让人看清生活的真相。梁晓声的

《人世间》，就是雕刻生活的现实主义
佳作。

“人世间”，是民间习惯用语，是一
个罩得住世间万事万物的词汇，意思
如同高尔基的《在人间》，都在以一个
更加开阔的视角观照人间世事，展现
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梁晓声是文坛“常青树”，代表作
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
风雪》《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知
青》等等。他喜欢聚焦某个历史年代
的现实场域，对生活进行深度透视；他
也是文学界的一位思想者，他的《中国
社会各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我
们的时代与社会》《我相信中国的未
来》等非虚构作品，充满人文关怀，凝
结着他对社会的思考。

《人世间》这部作品，从1972年开
篇，到 2016 年收尾，时间跨度长达 44
年，它像一面岁月的镜子，映照着时代
的辙痕。比起梁晓声以往作品，《人世
间》刻画的生活场景更为广阔悠远，提
供的思想力量更为厚重深刻。因此，
这部作品以最高票数获得了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

“尽最后的努力对现实主义的一
次致敬”，梁晓声如此表达写作《人世
间》的心愿。创作这部作品时梁晓声
已经 63 岁。这个早就著作等身的老
作家，似在用这部作品作为自己的“封山之
作”。对历史和现实都曾有过太多激愤与忧
思的他，最终选择回归生活本身，在人间烟
火中寻找安抚人心的力量。针对这部作品
的内容，梁晓声这样概括——既要写“人在
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
是怎样的”。

人得活在现实中，人应活在真实中。人
是个体的人，得有坚守的独立人格；人也是
家庭的人，应有守护的责任伦理；人还是社
会的人，有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活在人世
间，悲欢各不同。但，人是高贵的生物，要活
出人的样子，只能以价值坚守来捍卫人格尊
严。《人世间》描写了大量人物，时间跨越近
半个世纪，这部作品对“人在现实中应该是
怎样的”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个好人”。

大道至简，大巧若拙。“做个好人”，这个
主旨看似轻简，其实凝重。真正走进这部作
品，走进书中残酷的世界，就会明白“做个好
人”并不是个矮化要求，而是一个既有普适
性又属高标准的期待。不论是在那是非颠
倒黑白不分的历史年代，还是在今天依然充
斥着戾气的现实社会，总有一些人活得或如
同扭曲的蛆虫，或如同凶猛的野兽，以至于
有一个社会流行语，叫“做个人吧”。

“做个好人”显然比“做个人吧”要更加
高级和高贵。这也意味着，《人世间》主张的

“做个好人”，正是时代最为需要的价值观。
道德从来不是靠喊口号得来的，法律有时也
只是对人的最低道德要求，世道人心要真正
变好，归根到底，还是得由生活教化。在生
活面前，很多人活到老，依然还是个孩子。

《人世间》正是通过大量令人动容的生活场
景、细节故事，凝聚起“让人成为好人”的文
化力量，让人性返璞归真，让生活更加温和
而理性。

做好人不仅需要仁善之心，也需要勇气
和挑战。梁晓声的现实主义叙事，也是如
此。比如，如何展现十年动荡走向结束的社
会场景，如何讲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的人心变化，如何表达上世纪80年代末国
家进行的精神污染清除，如何呈现一次次历
史风波对个体人生的捆绑打击，都需分寸拿
捏，做好迂回包抄。拓展文学记忆历史，对
作家是一种综合能力测试。在《人世间》中，

梁晓声巧妙地通过社会场景描写，来
对历史事件进行暗示。比如，梁晓声
这样书写周秉昆去找楠楠的沿途场
景：“市中心区情形反常……人们似
乎要去参加什么大型集会，或是去看
什么热闹。”显然，相较于梁晓声在

《年轮》《知青》等作品中关于历史幽
暗年代的呈现，《人世间》更为克制和
内敛，却不失真实感和反思性。生活永
远离不开妥协与平衡，写作也不例外。

《人世间》聚焦一个叫“光字片”的
地方展开叙事。不过，这里只是一个
城市边缘的狭窄地带，曾经的生活很
少有欢乐，街巷也没有多少光亮。作
家通过对这里的工厂、商店、粮店、洗
浴中心等地标建筑进行一次次探照，
把街坊邻居和城市面貌都集纳成为遥
远生活的记忆。与此同时，梁晓声还
将视角移向光字片之外的电影院、和
顺楼、北普陀寺等城市空间，通过更宽
广的视野，来展现特定年代的整体社
会背景，探究光字片这个地带贫穷的
形成原因。

底层叙事，民间立场。梁晓声写
下光字片无数的生活琐事，通过呈现
人们在漫长年代中的生活变化和命运
变迁，描绘出一幅幅极具人间烟火气
息的民生图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
部小说堪称是“一个片区里的中国”。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
是茅奖作品《芙蓉镇》的经典表达；“人
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是余华
在《活着》中讲述的生活真相。以文学
诠释“活着”的意义，《人世间》是迭代
升级了的。小说中很多人的生存境遇
仍是困苦的，生活质量依然是低劣的，
但是，作者已经走出“他人皆地狱”的
冷漠旁观和指摘批评，看透了做人的
艰难，依然选择去做个好人。在《人世
间》结尾，历尽生活磨难的周秉昆这样
自述人生：“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
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不
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尽量这么做
了，却并没有做得多么好。”

这句“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
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乍听起来似
乎有些“消极”，其实折射了一个普通人
的灵魂高贵。有一种文化误会，就是

很多人总是简单地把“积极”当作褒义词，把
“消极”当作贬义词。其实，在仁爱、善良、自
由这些价值领域，消极往往比积极更重要。
对此，社会学有过很多理论阐述，比如，“消极
自由”要比“积极自由”更有价值，这个理论已
成普遍认知。道理很简单，积极是一种高标
准，消极是一种底线要求，比起经常积极唱
高调，很多时候能守住做人的底线，社会就
很美好了。所以，周秉昆“做个好人”的消极
自由，体现的正是底线价值，是人性光辉。

《人世间》写的其实是一个好人集群，他
们通过在人间烟火中担当起应有的道义责
任，共同集结成一个产生好人土壤的闭环。
周秉昆在朋友涂自强被执行死刑之后，去给
其遗孀郑娟送钱，发现郑娟是个被强奸后生
下儿子且带着盲弟生活的苦命人。后来，他
对郑娟投注了全部的爱和责任，照顾起这个
女人的全家生活；周志刚是秉昆父亲，原本
不同意儿子秉昆与郑娟结合，面对郑娟因按
摩自己妻子而变形的手，他对周秉昆说：“再
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
我撑住了，而且要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
希望。”周秉义是周家长子，凭优异成绩考上
北大，走上领导岗位后，大公无私、两袖清
风，尽心尽力帮助普通人过上更好生活，后
来承担起对光字片的改造搬迁工作……

做好人是不容易的，除了要承担生活苦
难，有时还要承受打击报复。在《人世间》
中，遭受太多命运磨难的周秉昆这样说，“走
一步看一步，走一步走好一步，苦吗，嚼嚼咽
了。”令人动容，催人泪下；周秉义站在善良
和道义的立场，却因为没能在分房问题上关
照秉昆朋友曹德宝，遭遇到曹德宝的举报构
陷，后来周秉昆和曹德宝不经意相遇，后者
只能低头而过。从某种意义讲，《人世间》承
载着梁晓声“为生民立命”的理想：让竞善成
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之路，让“做个好人”成
为无数人共同的选择。

越是理智塌方的年代，越是人心迷乱的时
代，越是需要释放向善的力量。正如雨果所
说：“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
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
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

人间烟火，悲欢离合；仁者无敌，善者
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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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涵仪

在法治的宏大叙事中，中国政
法大学罗翔教授的《法治的细节》一
书散发着理性与智慧光芒。该书以
其深刻的世情洞察、生动的案例研
讨和深入浅出的评析阐述，探寻那
些被忽视的细节，洞察到正义与良
善的交织，为读者展现了对法治价
值的思辨，琢磨出思想的光焰。

《法治的细节》开篇便以对法治
理念的深刻剖析，引领我们走进法
理的世界。作者以其深厚的法学素
养，阐述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
取向。他强调了法律的普遍性、公
正性和平等性，让我们明白法治是
社会秩序的基石，是保障公民权利
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经典法学案例
的分析，作者揭示了法治对人性的
关怀和对正义的追求。由此，读者
得以明白，法治的目的不仅仅是惩
罚犯罪，更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
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这个部分，作者还探讨了法
律与道德的关系，强调了良善之心
在法治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法律
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道德则是法

律的灵魂。只有当法律与道德相
互融合，才能构建一个和谐、公正
的社会。此外，作者讲述了许多关
于善良和宽容的故事，让我们感受
到了人性的美好光辉。他告诉我
们，在法治的框架下，我们应该用
善良和宽容去对待他人，化解矛盾
和纠纷。这种对法律与道德关系
的深刻剖析，让我们认识到法治不
仅仅是一纸法律，它蕴含着深刻的
内涵和道德责任。我们只有拥有
良善之心，才能真正理解和践行法
治，以此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美好
的社会。

在我看来，《法治的细节》的一
大价值还在于它为法理与实践架
起了一座桥梁。作者以其独特的
视角和深入浅出的阐述，将抽象的
法理与生动的实践相结合，让我们
看到了法治的全貌。在书中，他不
仅分析了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适用
范围，还探讨了法律在实际应用中
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他通过对案
例的深入分析，让我们明白法律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解释和适用。这种法理
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我们对法治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他还强
调了法治教育的重要性与其思路
方法：只有通过广泛的法治教育，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
才能真正实现法治。

综上所述，《法治的细节》不仅
是一本法学著作，更是一本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书籍。作者
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实案例的分
析，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另一方面，他通过对案例
的分析，让读者看到了法治在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他还倡导
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启迪读者
思考我们在法治社会中应该扮演
的角色：作为公民，遵守法律、尊重
他人的权利，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法
治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法治的细节》也是一本具有
深刻思想内涵和重要现实意义的
书籍。它以深刻的思想洞见和对
事理直击人心的体察、剖析，为我
们展现了法治的魅力与价值，为法
理与实践架起了一座桥梁。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学生）

探析《法治的细节》：为法理与实践架起桥梁

《太空火锅城》

作者：重庆文学院、重庆新闻
媒体作家协会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从1992年-2023年的31
年里，重庆老中青三代共计38
位作家携手完成了一场文学
接力，共同完成了这部长篇小
说《太空火锅城》。小说中，38
位作家按照统一设定的主要
人物和故事线，以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不同时期重庆的市井
百态和人民生活。这些故事
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和市民心态，也展现了重庆独
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气息。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性光辉，
让读者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
重温已经远去的情怀。

【荐书台】

《北碚文化丛书》

近日，由西南大学出版社出
品的《北碚文化丛书》亮相发布。
丛书共分为《史话北碚》《名人北
碚》《抗战北碚》《乡建北碚》《教育

北碚》《科技北碚》《诗文北碚》《书
画北碚》《民俗北碚》《景观北碚》
10册，涵盖了历史沿革、文化遗
产、贤达名流、教育科技、文学艺
术、民俗风情、民间艺术、人文景
观等方面，构成了图文并茂、鲜活
生动的北碚文化长卷。是继“重
庆人文丛书”之后，重庆市域内第
一部全面系统的区县文化丛书。

丛书于2018年11月启动编
撰工作，定位是通俗读物，集知识
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要让
广大群众能读懂、有兴趣读，所以
受众面宽，在校学生、普通市民都
可以读。

编前语：
在浩瀚的书海

中，每一本书都是
一座独特的灯塔，
照亮求知者的心灵
之路。由本报主办
的第一届全国大学
生书评大赛自10月
30日启动以来，收
到了不少来自全国
各地大学生的书评
征文。它们或深刻
剖析书籍内涵，或独
到阐述阅读感悟，展
现了当代大学生丰
富的精神世界和敏
锐的文学触觉。

今天，我们选
登三篇书评，一起
感受青年学子们的
阅读体验。同时，也
期待更多的大学生
踊跃参与，共同书写
阅读的美好篇章。

书评投稿邮
箱 ： dxsspds@
163.com，请注明
姓名、学校、专业、
联系方式等。

■胡洁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颜色的
观念性较强，所以宜于表现观念性
较强的内容。”以色彩代表某一事
物或观念，使表面的颜色词具有象
征意义，这是古已有之的文化现
象。在麦家小说《人生海海》一书
中的主人公上校就是一个行走在
黑白世界的光辉人物。

有人说，活着不一定要鲜艳，
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黑白，是
对英雄归来之后颠沛流离生活的
真实写照，也是悲剧的代表色，更
是作者及千万读者的怜悯与叹
息。书中这样写道：“粗壮的褐色
树干是红色箭头的演变，墨绿伞形
的树冠巧妙地把可能有的一排字
覆盖，而从树冠钻出的两根绿藤，
挂落，是为了串起四盏红灯笼，灯
笼里隐隐含着蓝色火焰。”树木的

褐色、墨绿色、红色、绿色、蓝色，以
刺眼的存在不断刺痛着上校的过
去，也不断助长人性的卑劣。上校
被迫接受普通人的崇拜、质疑、抗
拒、不解、好奇和以讹传讹，试图在
平庸的、泥沼般的日常生活中找回
存在的意义，但最后只是穿上黑色
西服，被一块白布从头盖到脚。上
校这个充满谜团的人物，他的身份
和经历充满了曲折和秘密。他的
命运如同树干上的箭头，经历了多
次变化，最终被树冠覆盖，象征着
他的人生被隐藏和掩盖的部分。

上校一直是一个英雄人物形
象。拥有超群能力的上校铤而走险，
当特务时期为获取情报出卖肉体，与
日本女人走在一起，上校是“以牺牲
小我成就大我”的真实写照。

而众人口中的“太监”“汉奸”，
这一系列污蔑性的词语始终伴随
着他，对于上校而言是人生的至暗

时刻，但上校的人格光辉却一直被
人尊敬，就像乌云密布的上空有数
道光线洒落人间，叫人不至于太垂
头丧气。就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
人生像海洋一样波涛汹涌、复杂多
变，而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

正如小说中所言：“人生海海，
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
就某种意义来讲，黑白，是人生的
一种常态，让我们无法回避。所
以，我们应该极力摒弃消极，凸显
善良与温柔，善于在无聊的生活中
找寻别样的色彩、善于发现苦难中
的温情与崇高，而不是“把人格的
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
去了站起来的精神脊梁”，汪曾祺
先生在《人间草木》里写道：“在黑
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
黑白。”这，或许也恰好表达了《人
生海海》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为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生）

《人生海海》：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

■刘语萱

在文学的浩瀚星空中，长篇小
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犹如一颗璀
璨的星辰，以其深邃而复杂的内
涵，照亮了人性的深渊。这部作品
通常被认为是俄国文豪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巅峰之作，作家以他卓越
的文学才华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在
作品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关于家
庭、信仰、理性和自由意志的道德
角斗场。这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
更是一次对人性深度的勇敢探索。

《卡拉马佐夫兄弟》以老卡拉
马佐夫及其三个儿子为中心，构建
了一幅错综复杂的人物群像。

老卡拉马佐夫，一个充满矛盾
的人物，既是虐待狂又是受虐狂，既
自私自利又展现出父爱。他的性格
充满了悖论，但正是这种复杂性，让
他成为了一个人性矛盾的象征。

长子德米特里，一个充满激情
和内心冲突的人，他的行为常常带
有毁灭性的冲动，但在内心深处，
他柔情善良，愿意牺牲自己。

次子伊万，一个深思熟虑、理
性冷静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
矛盾和冲突，理智与情感不断斗
争，使他陷入深深的内心挣扎。

三子阿廖沙，一个单纯、善良、
天真的人，他对信仰的坚持和对善
的追求，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光明
的一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四个
角色，生动地展示了人性的多面
性。他们既是罪恶的载体，也是善
良的化身，这种复杂性让人无法简
单地用善恶来评判。正如书中所
言：“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也看
到了人性的黑暗。我们看到了信
仰的力量，也看到了信仰的虚无。
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也看到了
生活的痛苦。”

《卡拉马佐夫兄弟》不仅是一
部关于人性的小说，更是一次信仰
与理性的深刻对话。伊万，作为理
性与智慧的代表，他的内心充满了
对世界的困惑和质疑。他无法接
受一个充满矛盾和罪恶的世界能
够由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所创
造。他的挣扎，代表了理性与信仰
的冲突，也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普
遍的信仰危机。

而阿廖沙，则是对信仰坚定不
移的追求者。他的纯真和善良，让
他在面对世界的复杂和黑暗时，依
然能够保持一颗光明的心。他的
存在，是对伊万理性质疑的一种回

应，也是对人类信仰力量的肯定。
作家通过这两个角色的碰撞，

探讨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他告诉
我们，信仰并非盲目的崇拜，而是对
人性深处善良和美好的坚守。而理
性，也不是对信仰的否定，而是对世
界的深刻理解和思考。二者并非水
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
人类精神的双翼。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充
满矛盾和冲突的作品，但它却让人
感到振奋和鼓舞。它让我们看到，
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人的灵魂
也能找到光明的一面。正如书中
所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
有一束光在等待我们去发现。”这
部作品，不仅是对人性深度的探
索，更是对人类精神力量的颂歌。

作家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
深刻的哲学思考，为我们展现了一
个关于人性、信仰和理性的壮丽画
卷。在这幅画卷中，我们看到了人
性的光辉与黑暗，也看到了信仰的
力量与理性的光辉。这部作品，不
仅是对俄国社会的深刻剖析，更是
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它
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也让
我在困惑中找到了希望。
（作者为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生）

人性深渊中的光与影
——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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