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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先生的中篇小说《过往》，浙江
文艺出版社新出单行本。一部好的小
说，一定是悬念制造者，用悬念编织故
事的魔术师，《过往》也是如此。

小说从仇家雇凶开始，开篇便制造
了一个悬念，要杀的人是谁？兄弟见
面相争，生母戚老师想回来同住，兄
弟都不愿母亲回来。母亲的生病，秋
生甚至不相信，悬念随之而来：什么
样的母亲让儿子如此避之三舍？母子
失和的原因是什么？让读者充满疑
团。戚老师回来后，大儿子秋生拒见
母亲，戚老师强闯儿子的娱乐公司，
被儿子命令手下人架了出去，更让观

众迷惑不解，为何儿子对生母如此狠
心？究竟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才会
如此不近情理的举动？母子关系最终
能否和解？一时悬念迭起。

回来与夏生同住的戚老师，后来担
任剧团顾问，秋生与母亲相见。母子失
和之谜、秋生入狱之谜、冬妹变疯之谜
逐渐揭开。新的悬念继续生成，演出能
否成功？三兄妹与母亲能否和解？母亲
的病情究竟是真是假？悬念随解随生，
如影随形，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迷雾
重重，最终柳暗花明。

《过往》的人物冲突分主副两条线，
主线是戚老师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并由

此引发子女之间的冲突。副线是戚老师
与主演庄凌凌的冲突，穿插剧团内部的
冲突。众多的冲突场景：作为母亲的戚
老师、作为剧团顾问的戚老师、作为首
场主演的戚老师、作为杀人救儿子的戚
老师、作为生命最后一息的戚老师，始
终处于冲突旋涡的中心。小说塑造了一
位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众叛亲
离，无怨无悔，最后渴望理解宽容的复
杂的母亲形象。

小说改编成电影《追月》，近期已在
全国各大影院热映，主演何赛飞老师，
越剧是她的看家本领。影片中大量的越
剧元素、服装、造型、音乐、唱腔，成

为影片的多元看点。主演何老师与电影
中戚老师合二为一，表演得出神入化，
一时分不清何老师便是电影中的戚老
师，还是戚老师便是现实中的何老师，
庄生梦蝶，栩栩乎蝶也。

影片人物前后形象角色的差异，给
演员的表演造成不少的难度，何赛飞老
师的表演同样令人叹服，没有炉火纯青
的演技，很难精彩演绎角色的前后巨大
的差异。众多的冲突场景，高超的演
技，何赛飞老师无疑是影片的灵魂，也
因为出色的表演，何赛飞老师荣获金鸡
奖最佳女主演奖，可谓实至名归。

观影过程中，我隐约听到后排一位
三十岁左右女性观众，情不自禁地抽
泣。或是电影勾起她的诸多往事，一
齐涌上心头，一时不能释怀，泪洒衣
襟。如我是三十年前的少年，想必此
刻，也为之掬一捧陪同之清泪，这或
许就是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强大的
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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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香南雅集
第四集《彤管清扬一一马小
起小楷作品展》面世。本书
由朱良志题签。书中录入陈
子善、鲁敏、陆灝、赵珩等
众多社会名流的题字或寄
语。书中还录入马小起的书
法作品及文章。马小起是翻
译家李文俊的儿媳。她多年
坚持写字临帖，师法魏晋诸
家，其小楷秀丽古朴。《彤管清
扬一一马小起小楷作品展》所
录作品，形式多样，有对联、扇
面、信笺等；内容丰富，有古
诗词、吉语、楹联，读来赏
心悦目。

2024年2月，南海出版公司推
出中文本《我们八月见》。此书作者
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克斯。马
尔克斯 （1927—2014），生于哥伦
比亚马格达莱纳海滨小镇阿拉卡塔
卡，小时与外祖父母同住。1936
年，他随父母迁居苏克雷。20世纪
40年代，他考入大学，并于报界工
作。随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67
年出版名作 《百年孤独》。1982
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长篇小说《我们八月见》是马
尔克斯的遗作。年近半百的女主人
公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每年8
月16日那天都习惯前往一个小岛，
搭着旧时的出租车，住着旧时的酒
店，再买上一束鲜花，前往墓前悼
念母亲。然而在那一年，平静的生
活在那天被打破，主人公开始她的
全新生活。书中情节很有哲学性，
展示出智者告别生命、领悟命运的
深层主题。

《我们八月见》
□冬 来

《彤管清扬一一马小起小楷作品展》
□宋淑娜

1933年，新生命书局出版了“新生命大众文库”《民
族英雄事列之二——马援》。此书由钟敬之先生装帧设
计。一匹骏马前脚抬起奔向前方，后脚立足草地上。马
上将军马援手持长枪，远眺前方。书名、作者名等横排
画面上侧。整个装帧设计，大气端庄，令人眼前一亮。

历史上，江苏涌现出像范仲淹、王士
祯、史缙等大量贤吏清官，他们即便至晚
年，也能坚守初心，为人清白，究其原
因，《江苏贤吏的老年阶段》也有剖析。
总的来说，江苏地区的官员与民众，热爱
读书，注重品德的培养。具体来说，首先
是“读书养老亦养廉”。明清以来，江苏
逐渐成为文化强省。江苏人乐读书、勤读
书、善读书，就拿清朝科举考试来说，仅
苏州一地就涌现出20余位状元，即便像
位于苏中的如皋古邑，也出过多名进士、
举人。对于大多数书中所述贤吏，读书不
仅明理，而且已成习惯。书籍有很大的作
用，即对读书人的人生观会产生影响。正
因如此，江苏出生的官员、前来江苏任职
的外地官员，往往都沉浸于江苏浓郁的读
书氛围，以君子自许，不屑成为贪财之
人。

其次，文人世家大多推崇家教。人的
第一个老师往往是父母，第一个课堂往往
是家庭。家学家教对于人的影响潜移默
化。《江苏贤吏的老年阶段》还特别介绍王

士祯的家教故事。王士祯为自己的后人写
下《手镜》50则，总结自己的为官经验，
又劝说后人记住“清、慎、勤”三个字，
切勿追求钱财。还有那位曾任两江总督的
曾国藩，他早年在南京淘史书，日后又派
人前往如皋等地淘书。久居高位的读书人
曾国藩还坚持前后三十年给家人写家书。
《曾国藩家书》涉及修身、教子、持家、交
友、用人、处世，还鼓励后人勤俭持家，
努力治学，很不鼓励后人追求高位富贵。
正如《江苏贤吏的老年阶段》点评他们的
为官之道：“老年阶段，良好家风、严格家
教，至关重要。”

再次，老年阶段为人生最后一个阶
段。在重视名声的封建时代，保持晚节，
守住底线，是确保官员“盖棺论定”的最
后一关。由此，不少官员，于暮年格外小
心，远离官场，热衷读书育人。

总而言之，《江苏贤吏的老年阶段》
如同一面明镜，里面不仅仅是两鬓雪白的
老人生活，更是一个个清廉故事，值得后
人细品回味。

阅读有感《江苏贤吏的老年阶段》兼谈如皋廉吏的暮年生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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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读后感
□姚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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