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杨老师您好！首先要感谢您
对焦作日报小记者工作的支持，上次我
们对您关于小记者如何提高写作能力的
采访，在报上发表了以后，反响很好。

杨晶：我也收到了不少微信，有孩子
的，也有孩子家长的。我为能给孩子们
提高写作能力提供帮助，感到很高兴。

记者：杨老师，听说你的长篇小说
《拿钱说事》最后一部已经出版，向你表
示祝贺！我看到第一部是 2010 年出版
的，第二部是2012年。我从你的后记里
看到，第三部在 2015 年就写成了，为什
么一直到现在才出版？

杨晶：第三部写好后，一个是在不断
地修改润饰，一个是打算找机会把三部
书同时再出一下，同时还在考虑是不是
用原来的书名，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

记者：原来的书名是什么？
杨晶：原来的书名是《硬币故事》。

出版社出的时候，换成了《拿钱说事》，可
能是为了迎合市场吧。这个名字我不是
太喜欢，还是想用原来的。

记者：那这次为什么没有更换过来
啊？哦，我明白了，还是没有一下子全部
出。

杨晶：是的，现在出版社出书非常谨
慎，主要是市场不好。书写成以后，一直
放在电脑里也不是个事。再一个，我年
龄也大了，想得多一些，所以还是自己出
了算了。出来了就放心了，同时读者也
能看到完整的故事和人物的归宿。原来
只有两部时，故事是不完整的，线头扯出
来了，没有收尾和绾结，读者得不到完整
的概念，影响了艺术效果。

记者：是的，我也觉得在看完了第三
部以后，对整部书的故事情节，还有人
物，了解得更加清晰，才明白了你那样安
排设计的意图。第三部样书我看了以后
非常震撼，书的全部劲道和能量，在第三
部里像火山爆发一样得到了释放。故事
的结尾也很出人意料。

杨晶：是的，所以这第三部出版是非
常有必要的。只有当读者看完了全部作
品以后，他们才能体会到这部作品的分
量。

记者：你这部书的叙述方式与前几
部截然不同，你为什么会采用这么一种
方式？又是怎么想到用硬币讲故事的方
式来构思的？

杨晶：这部书（指的是《拿钱说事》三
部）的结构方式和我以前的作品结构是
完全不同的。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适应
大众的阅读习惯，因为现在人们习惯于
阅读较为短小的带有一定故事性的篇
什。早些年，在中国所有的杂志里，《故
事会》是发行量最大的。再一个就是为
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在书里，我也尽
量让各个故事显得新奇、短小、精练。这
样的结构方式和批判精神，古今中外的
文学作品里都有。如外国的《神曲》《十
日谈》《一千零一夜》《格列佛游记》及中
国古典文学《聊斋志异》《镜花缘》《儒林
外史》等作品。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
当年明月先生著的《明朝那些事》。《明朝
那些事》是一种非常新奇的历史著作。
作者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揉进小说原素，
写作姿态降得很低，如同在和老百姓拉
家常。当年明月先生把十分残酷重大的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轻松幽默的语
言表述出来，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当
时十分迷恋这种写法。《明朝那些事》连

续出版了七本，我买了七本，看了七本，
觉得非常舒服，也非常过瘾。

小硬币讲故事的灵感源于我在《光
明日报》上看到的一则小故事，故事的名
字叫《一枚硬币的旅行》，总共也就一千
多字。在这个故事里，作者采用拟人化
手法，写了一枚硬币在主人的口袋里被
带到各种场合，几经转折，在滚滚红尘中
的奇特遭遇。后来，这个故事一直在我
的大脑里挥之不去，最终成为《拿钱说
事》的创作灵感。但经过加工改造后，作
品里不再是一枚硬币，而是比较符合中
国人口味的108枚。我设计的情景是：
这108枚硬币共存于一个储蓄罐里，它
们在房屋的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为了度
过寂寞而无聊的时光，在一个叫作启的
硬币的组织下，开始依次讲故事。讲它
们在滚滚红尘中所遇到的那些最奇特的
事，这些故事有升天入地，有各色人等，
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共同组成了当代社
会浮世绘式的生活图景，对当代社会丑
恶现象给予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2010年这部书出版后，网上的点击率还
是相当高的。

记者：这是形式，那么内容呢？你在
这部七八十万字的小说里，主要想表达
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呢？通过阅读
后，我能感受到你的忧国忧民，你的揭露
和批判，你的期望和拯救。但我还是想
具体听一听你的创作理念。

杨晶：我的这部书是继《危栏》《危
崖》之后的《盛世危言》三部曲的最后一
部，因为是小硬币讲故事，所以名字叫
《危言》。原来没打算写成三本，写着写
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三本书在创
作理念上，和前两部一脉相承，在创作
方法上都应划为“批判现实主义”一派。

现在当我回忆起发生在我国二十世
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现实生活时，有
的事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由于种种
原因，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一夜之间占据了
人们的精神世界，金钱主宰了社会的方
方面面，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丑恶现象。
那个时候还有句流行话，叫“跑部钱进”，
整个社会机器里的人都在往北京跑，往
他们对应的各个部委跑。跑什么呢？跑
项目跑钱，怎么跑呢？就是“上货”，就是

不择手段地上。他们的口号是“千方百
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各种低级下流
的手段都能用上，给部长、司长送土特
产，送钱送物，甚至送保姆。上行下效，
各级政府也都在往上一级的政府跑，跑
的目的就是要好处。而掌握着资源的
各级官员，把他们手里掌握着的职位
啊、项目啊、资金啊，就发送给那些跑得
最快最勤送得最多的人。“讼以钱免，官
以贿成”，司法腐败和官场腐败，被老百
姓深恶痛绝。社会到了什么程度啊！
过年的时候，领导们所在家属院门前上
货的车排成了长龙，堵得老百姓都没法
出入。各级党委政府门前经常遭到上
访群众的围堵，以至于领导都不敢在办
公室上班。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干群
对立的恶性案件。我在《盛世危言》三部
曲里塑造了李经纬、方达成、甄德友、彭
广闻等几个深受其害的公务员。他们在
某个机关里工作多年，因不谙官场潜规
则，也因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去向腐
败低头，所以他们一次次地失去了升迁
的机会。

我们的医院成了有钱人的天下，面
对奄奄一息的病人，因交不起医疗费，医
生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学校的老
师们也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卖辅导材料，
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把应该在课堂上
讲的知识，放在自己开办的培训班里才
给学生们讲。警察成了拦路虎，公开私
自收过路费、过桥费。老百姓在他们家
门口的道路拉上一道绳子，就可以对来
往车辆收钱。自行车上的铃铛都被小孩
子们拧跑了。小车上的标志，也被人撬
掉了。每个家庭都有丢自行车的经历，
有的家还不止丢一辆。饭店里正吃着
饭，就有人跑到操作间掂菜刀出来砍
人。家属楼的阳台上到处是密如蛛网的
护栏。制假售假成风，假酒、假烟、假农
药，甚至假种子等到处可见，人们之间完
全丧失了信任和理解。

河里污水横流，鱼虾绝迹。天空浓
烟滚滚，遮天蔽日。歌星一首歌，影星几
分钟挣的钱，就能顶住一个农民一辈子
的收入。还有电视里整天是相亲选美，
是媚俗粗鄙的综艺节目，那些一头黄鸡
毛的瘪三们在上面打情卖俏，他们侵蚀
着我们的祖先经过千百年努力而建立起

来的精神支柱，在透支着我们的国运和
人民的福祉。人们说知识分子是道德的
最后一道屏障，可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也
在为虎作伥。现在想想可怕不可怕，假
如再得不到治理，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无数有良知有
责任感的作家拿起了笔，来揭露这个可
怕的现实，来鞭挞批判这个无序的社
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几本书，是王跃文
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还有山西
作家张平的著作等。他们高举批判现实
主义的旗帜，来向腐败开战，来表达社会
的良心和人民的诉求，来捍卫真理，捍卫
正义。我可能就是这无数个作家中的一
员吧。在《危言》的《乱象》《寻求》《惩戒
与救赎》三部书里，我试图沿着事物的
发展逻辑，来概括出社会嬗变中由乱到
治这个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也表达出我
内心的担忧以及改造这个乱世的理
想。我让那个叫彭广闻的公务员，趁着
其内兄的远洋货轮，周游四海访问列
国，用隐喻或暗示的方法来揭露我们社
会的丑恶现象，并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他在那个君子国里找到了可以医治人
们日益颓废精神的圣水；他在变头国里
找到了可以改变世道人心的宝典；他在
大耳国里找到了可以让人死而复生的
灵丹妙药。他历经重重危难，最终把这
些宝物带回了自己的祖国，让自己的愿
望变为了现实。

我在书里还热情赞颂了以党中央在
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的反
腐运动。他们以摧枯拉朽排山倒海之
势，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来扭
转乾坤，挽救我们的党，挽救我们的国
家，真可谓英明之举。同时我也清楚，腐
败为多年痼疾，一朝岂能根除？所以，我
在书里又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和疑问。

记者：杨老师，你刚才的一番话真可
谓回肠荡气，也能感觉到你是一个有强
烈责任感的作家。我从你的后记里也看
到了这一点。我相信，经历过那段岁月
的人看了《拿钱说事》三部曲都会产生共
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拿钱说事》三部
曲是有着深厚内涵的著作，有着巨大的
警世醒世作用。

杨晶：谢谢你，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假如我们的公务员、知识分子以及那些
有社会责任感的朋友们，他们能在闲暇
时翻阅一下这几本书，能够从中得到一
点启迪和警示，那我的心血就没有白
费。我热切期望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
复兴大业早日实现，我们的人民永享太
平。

记者：杨老师，市委、市政府曾把你
作为文学领军人物几次登在对外宣传册
上。你的几部亲情散文，以及最近出版
的长篇小说《谷镇的戏院》，都得到了读
者的广泛赞誉。长篇小说《危栏》被誉为
呼唤政治文明的力作、杰作，并和《危崖》
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不知你现在还
有什么新作正在酝酿？

杨晶：谢谢你，我的信条是“小车不
倒只管推”，我定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此
生多写点，以不辜负大家的厚爱。现在，
我正在写我人生最为重要的书，用已故
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的话讲，是将来可
以“垫棺作枕”的书。至于是什么，等将
来写成以后，大家自然就知道喽！

记者：好的，杨老师，耽误你宝贵的
时间了。我们期待你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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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 垒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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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至3月22日过生日的小记者，凭小记
者证和户口簿到焦作火车站大丰商城一楼中街103
号优实多家居行领取孔明锁一个。

马千雅可凭小记者证和本期《小记者周刊》到
焦作火车站大丰商城一楼中街103号优实多家居
行领取一个“矫姿宝”。

马千雅马千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锴锴 摄摄

琴声悠扬马千雅琴声悠扬马千雅琴声悠扬马千雅琴声悠扬马千雅
当环南一小一（5）班的马

千雅婉婉落座在钢琴旁，本就
像小公主一样的她显得更加优
雅。只见她抬起纤纤玉指，抚
上琴键，宛转悠扬的琴声让人
陶醉。

马千雅从三岁半开始练钢
琴，每天坚持，从未间断。多年
来，每学一首新曲子，马千雅都
用心去听、去揣摩。在她眼中，
黑白琴键就像一个个小精灵一
样，让她陶醉其中。正是因为坚
持，才让她有所收获。在第二届
美育中国·李斯特青少年钢琴艺
术团暨李斯特青少年国际钢琴
比赛河南选拔赛中，她获得了钢
琴独奏幼儿组金奖。

马千雅的音乐细胞来自妈
妈，妈妈是一名二胡老师，从小
培养她的音乐才能。除了钢琴、
二胡，她还特别喜欢唱歌。仅仅
学习了一年，她就在中原文化艺

术优秀特长生系列推选交流活
动暨第二届“少年星唱将”全国
青少年声乐艺术展演河南选拔
赛中，荣获声乐独唱幼儿组金
奖。

马千雅还有一项强大的技
能，那就是记忆力特别好。在她
很小的时候，就在识字认字方面
展现出特别的一面。妈妈给她
读过几次的绘本，里面的字她就
能认识个大概，下回出现在别的
书里，她都能认出来。幼儿园期
间，她已经可以认读600多个汉
字。现在，她每天坚持背首古
诗，一本60首的古诗书她已经
背得滚瓜烂熟。

如此追求上进的小记者，怎
能不让人为她点赞呢？希望她
可以一路坚持下去，达成自己的
目标。

本报记者 李 锴

焦作市教育局
焦作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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