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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匠人的劳作、创意、梦
想，落在作者王苗朴素、明快的文
字上，《石上生花》让我眼前一亮。

该书讲述了以一分之差落榜高
中的杨思铭进入曲阳雕刻学校学习
石雕，结识了孙苇航、马闯和田贺阳
三个小伙伴，展现了四个男孩的同
学情谊、少年故事。学校里的高、贾
二位老师是艺术的引领者，也是少
年学子人生之路的开启者。石头可
以生花，但需要匠人的慧眼、慧心；
少年必须成长，但必须经历人生的
风雨、磨炼、淬火。

王苗以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石
雕、杨琼等曲阳石匠为故事原型，
将少年杨思铭的身世故事与石雕
技艺的传承结合起来，向读者展
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用心打
磨、不求名利、默默无闻的石雕
匠人群像。

而王苗下了大功夫表现当代艺
术学校的生活，更是使这部作品拥
有一个很现实的主题。职业技术教
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乃至人
民英雄纪念碑修建过程，通过主
人公的回忆与对老照片的溯源探
寻，成为互相重合的时空，为小说
叠加出一个非常厚重的背景与深
刻的内涵。

作者将艺术的宗旨和追求，在
一个个故事里安静、从容地展现。
历史的沟壑被岁月之光逐渐充填，
最后落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不
朽的杰作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石
匠的工作水乳交融在一起，体现了

曲阳石工的匠人精神和艺术才华，
让人感知到一种特殊的韵味。

书中人物性格刻画生动。比如
孙苇航的反抗是源于他的父母长不
大。他的父母是独生子女，不少独
生子女永远把自己当小孩，这是特
殊的社会现象。还有马闯的调皮和
田贺阳的挑战贫困。田贺阳家境贫
困，但是他对贫困的态度、以打工改
善生活条件的行动等都描写得非常
深刻。加上主人公杨思铭，包括女
生叶玲玲对家庭关系的处理都有特
别浓郁的当代气息和烟火气，从中
可以感受到作者是贴着人物写的。

这些鲜活的少年人形象不仅具
有各自的性格特点、生命历程与人
格魅力，而且具有成长性。他们的
成长体现在对未来的探索、对艺术
的感悟、对责任与担当的思考等诸
多宏大的方面，也体现在作者落笔
于书中的每一个精心组织过的“巧
合”与琐事。主题的不断深入以及
向更加宏大的方向发展，是与少年
主人公们的成长轨迹密不可分的。
这些中国的少年身上洋溢着的是少
年人的稚嫩与蓬勃朝气，也是中国
少年气象的一段剪影，一个特写。
而这些，令《石上生花》这本书与
书系“少年中国”这一主题十分契
合，让我很惊喜。

不足之处我认为是每章后面附
上的一首小诗，让人有脱离文本的
阅读之感，小说中根据情节或人物
塑造需要加一两首诗即可，这是我
的一点批评建议。

引领艺术，开启人生
——评王苗《石上生花》
□高洪波

以前就读过王苗的《石上生花》这
部作品，今天再读依然觉得其题材独
特、很有艺术魅力。让我感触最深的几
点，一是成长。写成长的作品很多，大
凡以少年儿童作为主角的作品都会涉及
成长的主题，有的写静待花开，有的写
拔节之痛，也有的写少年不识愁滋味，
但更多的是写苦难中的成长。不管什么
姿态的成长，王苗之作都与这些作品有
不同之处或者说过人之处。

当四位男生一一出场之后，我们开
始会以为这是一部反映石雕艺校生活的
作品，四个男生同处一室，他们之间会
有很多故事发生，这是惯常所见少年文
学或者青春文学的写法，他们之间会有
矛盾、摩擦或者友谊，会为了一个女生
争风吃醋。很显然，王苗没走这条俗路
子，你看四个男生之间几乎没有矛盾，
没有故事。

她着重表现的是“内在成长”之
力。对于十五六岁的少年，当他们确立
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那种源
自内在的成长力量是非常打动人心的。
整个作品始终充溢着这样一种蓬勃向上
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形成又是非常真
实自然、水到渠成的。四个大男孩，有
各自不同的成长背景，每个人的成长轨
迹都非常清晰，是一条条独立的成长
线。应该说，主人公杨思铭的故事最具
戏剧性，也是最丰富的一个，是贯穿全
书的一条主线。只是起初我们并没有想
到他会是最有故事的那一个，低起势、
大波澜，这个人物不仅勾连了另外三个
男孩，同时串联起贾、高两位教师，联
结起了历史与现实，让一个本来的平面
故事变得厚重、丰富而深刻。他太爷爷
曾经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他的爷爷也
是有名的石雕艺人，是贾老师的舅舅，
贾老师与他的爸爸则有过一段改变了两
家命运的故事。而杨思铭在得知了这些
以后，并没有立志继承祖辈的手艺，成

为一个优秀的石雕艺人。中考时他以一
分之差落榜，没有上成高中，以为从此
断了上大学之路。他在高老师的启发
下，知道自己还能通过学石雕上美术学
院的雕塑系以后，点燃了上大学的希
望，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不忘初
心、为自己的理想而发奋学习的精神既
合乎情理，又相当感人。而另一个少年
孙苇航则完全是另一种姿态，父母幼稚
不成熟，完全没有做好生养一个孩子的
准备，不知如何当一个好家长，对孩子
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表面冷漠、另类、时
不时就耍酷捣乱的小男生，实际上是一个
很有想法、很有头脑、很有追求的当代少
年，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他是和老一辈石雕艺人差异最大的新时
代石雕人。他从入学第一天起，就不断地
挑刺，不满老师的教学方式，然后从他那
不着调的妈妈那里搞来一台电脑，从此开
始自学数字化石雕设计程序，并且真的
把一只带翅膀的狮子用电子技术雕刻出
来。这个人物刻画得非常好，那种青
涩、棱角分明、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蓬
勃向上的姿态写得非常到位。不只是石
雕艺术，任何一门技艺、任何一项事业，
后代一定要有超越前人的信心和勇气，这
样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可以说，如果没
有孙苇航这个人物，这部作品会逊色很
多。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新时代少年
可贵的精神品质，那种特质是内源性的，
具有典型意义。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那就是现代数
字化技术与传统技艺的冲突，作者把控
得很好，当然这其中也有先进与落后的
冲突，作者点到为止，并没有因为有了
数字化技艺就贬低传统技艺，也没有为
了刻意地坚守而抑制现代科技，很理智
地强调无论高科技多么省时、高效、精
准，传统的技艺是不能丢的，人的因素
是第一位的。这里，作者还是注重写
人，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这一点可以

看出，王苗很成熟。
另外两个人物也写得很好。马闯家

在当地开石雕厂，是当代企业家，马闯
有天然的优越感，但他本质不坏，显然
这个孩子是要子承父业的。最后一个孩
子田贺阳，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基于
两个哥哥没文化、多灾多难的命运，他
只想不像两个哥哥一样卖苦力，要学一
门谋生的手艺，这种想法也很有代表
性，也是大多数普通家庭孩子的想法。
四个孩子四种个性，都刻画得非常到位。

作为艺人的道德精神是亘古不变
的，不为赚钱出卖良心，犯了错、触碰
了底线会自责、自我惩罚。比如，贾老
师和他表弟杨思铭爸爸的故事，拒绝福
建商人，甘于当一个清贫的老师。还有
那个走出家乡不再回头的著名教授的忏
悔信，他没有错，但他不能原谅自己的
虚荣、浅薄与世俗气，自我鄙视，不能
容忍自己人格的低俗。这种内在的思想
内涵弥漫在整个作品之中，是通过多种
手法、多种方式来体现的，有的是藏在
故事之中，有些是显性易感的，更多的
是包含在细节、语言和形象之中，像生
活里的空气，像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
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让这部作
品很充实饱满，内在精神充沛丰盈。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嵌入也很自然，红色
的、大主题的东西拿捏得很好，很自
然，很到位。

独特的石雕艺校及艺人生活，还有
专业知识和技艺，呈现得自然真实，无
编造感和明显的硬伤，完全看不出是一
个不懂行的年轻女孩之作。可见作者有
生活积累，同时也在艺术表现上下了功
夫。这部作品是很值得推荐给当代少年
阅读的，因为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做人做
事的道理，也适合家长阅读，包含着怎
么育人、怎么培养孩子艺术特长——热
爱是第一要素，激发孩子内在驱动力才
是健康成长的最佳路径。

成长小说的特殊姿态
——评王苗《石上生花》
□徐德霞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与别人有
所区别的点，才能写出好东西。王
苗是用心寻找的。在《石上生花》
的后记里，我们看到了她的寻觅。
她从家乡人家乡事中找寻灵感。她
从小熟悉家乡石匠们打石头的样
子，所以她写石雕工艺非常真
实。文中所出现的诸多石雕工艺
细节，唯有熟悉此行，并用心感
受石雕魅力、爱石雕的人才能写出
如此细腻、有质感的文字。

书写少年小说，是难度写作。
此书的语言，用力张弛有度，特别
在人物心理描写上，精准细腻。一
开篇的文字就很精彩——阳光、
墙、墙上的新漆、杨思铭为了缓解
紧张情绪而做出的抠墙动作……画
面感极强，营造出新生的紧张和
没有考上高中的孩子难以掩饰的
沮丧感。类似可圈可点的用笔有
很多地方。小说的心理描写部分，
很有力度，赋予读者很强的共情
力，是此书一大亮点。

小说的后边越写越精彩。由杨
思铭的身世，牵引出父亲的故事、
大伯贾老师的故事、太爷爷杨二生
和徒弟高志存（也就是高老师的爷

爷）的故事。这条隐线的伏笔设计
得很精妙。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
隐藏的线索浮出水面，成为主旋
律，牵引故事走向深处。由此，故
事主题也得到深化，石上开花的表
意是对石头的雕琢，其深意是对人
性的雕琢。作家由一个小点，写了
一个大故事。故事由“他”，写到了

“他们”。由一个匠人的命运，写到
了匠人群体的命运、写到了被时代
裹挟的一代代人的命运；由人的表
象，写到了人性，触及人性的多面
性，既写了人性的贪婪、软弱、虚伪，
亦写了人性的良善、坚毅与纯真。

在小说中融入知识性的内容，
是有难度的。非虚构部分（包括工
艺流程、地方人物志等）内容的融
入，拓宽小说的视野，但同时，如
果处理得不够妥帖，会显得生硬，
削弱小说的文学性。在这本书里，
王苗作了勇敢的尝试。

少年小说《石上生花》，以中
国传统工艺——石雕为载体，书写
中国几代匠人的工匠精神、书写当
代少年的成长，为少年的成长留
痕，为时代发声，融地方元素与中
国传统工艺元素，寓教于乐。

《石上生花》品读
□李秋沅

王苗的作品《石上生花》是我视野
范围之内极少见的儿童文学作品。说它
少见，一是作品所关注和描写的人群是
职业技术学校的中专生，适读年龄层也
偏高，属于YA文学。YA文学是西方出
版 商 梳 理 的 一 个 图 书 产 品 分 类 ——
Young Adult Literature，直译过来就是

“年轻的成年人所看的文学作品”，主要
是针对13—17岁青少年的文学作品。出
于对读者和市场的考虑，在国内，YA文
学很少见，而以描写中专生学习和生活
的现实题材儿童文学更少。二是作者以

“石雕技艺”作为叙事时序的主线来结构
故事，这在写法上不仅非常少见，而且
特别大胆、有创新。这个题材常见的处
理方法是把石雕技艺课作为副线，在讲
述主人公的故事时侧面书写或者包含在
主人公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之中，但
是，《石上生花》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有
两条故事主线，一条是显性的，就是石
雕技艺课，即从石雕技艺的入门到创新
创作的工艺全过程；一条是主人公杨思
铭个人成长及其家族传奇，同时也在人
物关系中展开对杨思铭的同学及老师的
生命成长及命运浮沉的书写，并且后者
故事的展开以前者为依托，在叙事时序
上，以石雕技艺为主线来结构全文。这
种写法，让我们读完全书，掩卷深思，
再看书名，“绝妙”二字顿时涌上心头，
真的是“石上生花”啊！

因为石雕技艺所呈现给我们的不仅
仅是立足于田野调查和科学描写所呈现
出来的严谨真实的石雕工艺课，还有伴
随着对石雕工艺的细节探讨所呈现出来
的人物故事以及故事之下的人情与人
性。所以，《石上生花》简直就像石雕一
样，是以石雕技艺书写，一斧一凿雕刻
打磨出来的一堂美学课。

一是“石雕技艺”书写之中的人情
美。《石上生花》包含了一个石雕家族四
代人的故事 （因为爷爷几乎略写，所
以，我们只讨论太爷爷、父辈和杨思铭
这三代人）。太爷爷、爸爸和杨思铭在各

自的大时代之下，现实处境和命运遭际
都各不相同，但都呈现了这个家族像石
头一样的坚韧、像石雕作品一样美好的生
命细节。太爷爷杨二生在故事中的时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他是曲阳县最优秀的石雕匠人，是建造雄
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员中的一员，是建
设祖国洪流之中的无名英雄。爸爸生活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真诚善良的匠
人，他在随同贾秉杰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英
年早逝。父亲的早逝，母亲的改嫁，对杨
思铭的性格形成和人生成长造成了很大
的影响，因而到了杨思铭这一代，他成了
一个敏感、内向、多疑的孩子。他既具有
当下这个时代许多青少年成长中共同的
迷茫、压力和困惑，同时，他仍然保持着祖
辈的善良、忍耐和坚韧。这几代人都受到
身边的人的影响，比如太爷爷要面对徒弟
高志存类似于“背叛”的离开，爸爸要面对
贾秉杰的怂恿和时代的诱惑，杨思铭既要
处理好同学关系，又要在家族重负和个人
人生理想之间进行抉择和努力……尽管
有矛盾、有误解，但是，这几代人之间，这
几代人和他们各自的时代以及时代里的
人，都呈现了石雕一样淳朴、真诚的美。
比如高志存的忏悔、贾秉杰的回归和杨思
铭的同学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各自的困境
以及面对困境时的天真和勇气、善良和真
诚。这些，都像石雕工艺和石雕作品一
样，既有整体的造型美，也有细节的真实
美，我们在审美中感受到了人情美。

二是“石雕技艺”书写之中的人性
美。《石上生花》中对于人物的塑造和人
性的刻画，是在丰富、真实和复杂的基
础之上来呈现出人性美的。比如高志
存，他虽然只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小匠
人，但是，当他来到了北京，有了见识
之后，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想要追求
更高更远的东西，既包含对石雕技艺的
追求，也包含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这是
真实的人性，以至于他离开了师傅，并
且在余生中不断逃避自己的出生。可
是，到了晚年，作者又以一封信来“揭

秘”，在这封忏悔信里，我们既看到了一
个老教授的“匠心”，也看到了一个艺术
家的“真心”。又比如贾秉杰，他人到中
年，仍然沉溺于自己曾经的失败之中，
颓唐度日，但是，却在面对自己学生的
时候，日渐醒悟，选择回归，重新找回
积极努力的自己，并把自己的石雕技艺
传给更多的年轻人。再比如杨思铭及其
同学，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鲜明性
格，也都有各自的现实困境。在人物刻
画上尤其突出的是他同寝室的同学孙苇
航，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凡心所
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充满了禅意，也和孙苇航这个孩子的现
实处境及人生追求相呼应。

三是“石雕技艺”书写之中的互文
美。我觉得这是该书在文学艺术性上最
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点：首先
是石雕技艺与文本呈现的互文关系。我
们知道，石雕技艺是朴素的，甚至是粗
粝的，它不像苏绣，是在锦缎上绣花，
而是在石头上雕琢。《石上生花》无论是
语言选择、故事铺排，还是人物塑造，
都像是石雕，作者非常有耐心，让故事
和人物，在平实的语言文字和真诚的叙
述腔调之下，一点一点，像石雕一样浮
现。其次是人物设置的互文呈现。如太
爷爷与高志存，他们是两个匠人在做人
和做事方面的两极呈现，并相互对照，
犹如白天与黑夜，手心与手背。没有对
错，有的只是两种人生的可能。再比如
爸爸和贾秉杰的人物关系，也一样是同
一个时代之下一个匠人的一体两面。当
然还有杨思铭与孙苇航等同学们的互文
与对照，更加丰富，也更加多侧面。最
后还有每个章节后面的小诗，这一首首
诗和石雕一样朴素，同时，又和本章节
的人物心境及故事情节之间形成互文。

《石上生花》从整体框架，到叙述文本的
诸多细节大量的互文呈现，让文本更加
契合“石上生花”的主题立意，同时，
也让故事、人物更加丰富、多义，犹如
杂花生树，参差多态，摇曳生姿。

“石雕技艺”书写之中的美学课
——评王苗作品《石上生花》
□舒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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