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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与“十年”
文/鲁太光

读完曹明霞的中篇小说新作《色不异空》，竟一下子就想起

了她的一篇旧作——发表于《中国作家》2007年第11期的《士

别三日》。之所以瞬间就将这两篇相隔十年多的小说联系在一

起，表面上是因为题材的相关性。比如，两者都是通过对家庭

关系和单位琐事的书写，探讨情感与人生，感慨理想与现实，甚

至这两篇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都差点撞车：《色不异空》的男主

人公叫薛汉风，《士别三日》的男主人公叫宋汉风。然而，细细

琢磨，笔者意识到，之所以这样，更是因为这两篇作品内在的相

关性，即情感、精神上的相关性。从这个层面看，我们说这两篇

小说是姊妹篇也未尝不可，而薛汉风、宋汉风也是情感与精神

上的兄弟，尽管他俩姓氏不同，在小说中的作为也不相同。

先从《士别三日》说起。这篇小说中的情感与精神困顿已

然令人唏嘘。由于经商失败，宋汉风尝尽人间苦楚，我们也跟

着他看尽冷眼。我们看到了副区长周文王的冷漠油滑，看到

了宋汉风哥嫂的势利摇摆，看到了他表哥吴东汉的有奶便是

娘，看到了秦明月单位中的闹剧，更看到了宋汉风由于生意失

败、讨账艰难有亲难养、有孝难尽的无奈。因而，当小说结尾

宋汉风历尽艰辛讨回区政府的百万欠账后，本应皆大欢喜，但

作家却让我们陷入了更深沉的悲凉之中——由于父亲的去

世，宋汉风突然觉得一切“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这样的结尾

其实是想告诉我们，物质的宽裕并不一定能带来情感和精神

的愉悦，有时甚至相反。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写的是情感、精

神空间日益逼仄的现实。

可宋汉风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还有个既可相濡以沫

也可相忘于江湖的好朋友唐朝弟，还有个精神上理解他情感

上包容他的好妻子秦明月，他还可以有底气说出百万巨款没

意思的豪言，他还可以和妻子抛弃喧嚣的都市生活“归园田

居”，做起了自建小学的校长、教师。也就是说，在这篇小说

中，尽管情感、精神空间日益逼仄，但还是有可退、可逃之处，

但在《色不异空》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可退可逃之处，我们感

受到的，只是焦躁、痛苦、抑郁。

这一切，都集中显现在小说主人公刘君生身上。她是某

民俗研究馆的研究员，这样的冷门单位原本是清净、安心的科

研之地，可现在也成了你争我夺的名利场，成了要钱花钱的项

目市场。单位无奈，那家庭又如何呢？也是一地鸡毛，原本诗

意、清洁的丈夫薛汉风竟然变得油腻起来，可怜的是，竟连这

个油腻的丈夫也嫌弃她，弃她而去。丈夫没了，亲人呢？更是

惨不忍睹，一个个都陷入困厄之中。大姐君红贪财、守财，不

仅沉迷于自己的小日子不能自拔，而且还想方设法从姐妹们

手中抠钱敛钱；二姐君琳情感失败，沉迷佛教；三姐君兰更是

不堪，国企下岗、创业不顺后，自暴自弃，沉迷于麻将与酒精。

亲人不行，朋友呢？哪里还有“朋友”呀——原本的闺蜜小周

竟变成了“家贼”，打起了薛汉风的主意。果然防火防盗防闺

蜜啊！这么简单一梳理，我们就发现，这些人不仅不是补益君

生情感、精神的“药物”，反而是使其情感、精神恶化的“病

毒”。更可怕的是，她试图寻找精神依托，可如今似乎连精神

也固化、僵化，即庸俗化、教条化了。

由此，曹明霞写作的意义凸显出来。其实，多年以来她一直

在观察我们的情感、精神空间，她一直在用文字为我们描绘一幅

情感、精神变迁的地形图。她的观察告诉我们，情况不仅不乐

观，反而变得更严峻了。因而在笔者看来，《色不异空》那个略显

明亮的结尾并不真实，因为君生、君红、君琳、君兰们的困境并未

得到真正解决，这欢快是暂时的、脆弱的。不过，作家正是以此

督促我们：一定要找回失去的情感与精神，一定要找回失去的幸

福与自由，一定要找回失去的诗与远方！你明白的，作家说的不

是“鸡汤”和旅游，而是灵魂可以诗意栖居的大地，哪怕只有一角。

路漫漫其修远兮……

（鲁太光，文学评论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近 日 ，曹 明 霞 的 中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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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贺绍俊、鲁太光、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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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进行评论。本版特编发

这组评论，以飨读者。

好的文学就是一座精神寺庙
文/贺绍俊

多年前我说过一句话：好的文学就是一座精神寺庙。

读了曹明霞的《色不异空》后，竟发现，我的这句话就是为

这篇小说而准备的。

寺庙是人们宗教信仰的皈依之地，人们带着人生之困

惑和精神之烦恼走进寺庙，祈拜神灵的保佑，也安顿自己

的身心。《色不异空》可以说写的就是人们各自寻找寺庙庇

护的故事。主人公君生姐妹四个，有着不同的烦恼。君生

是民俗馆的副馆长，她在工作上不愿与功利主义的同事们

同流合污，在家庭生活中则与满足于平庸的丈夫形同陌

路，书和文字成了她的精神“寺庙”，“给她撑起了一片辽阔

的天空”。君生的大姐君红是下岗工人，与丈夫一起开起

了粥铺，“斤斤两两地算着每一分钱”，因此她唯一的信仰

就是钱，她把钱当成了自己的“寺庙”。君生的二姐君琳曾

是法院公职人员，退休后寂寞失落，便走进了佛教的寺庙，

在香火缭绕中寻找寄托。君生的三姐君兰不满于丈夫儿

子的无所作为，自己也找不到中意的工作，于是就把麻将

当成了“寺庙”。

曹明霞冷眼看待这四姊妹，她们虽然各有生活的烦

恼，但曹明霞并不想廉价地对她们施以同情，而是要通过

她们的遭遇去探寻她们解决烦恼的途径是否正确。这四姊

妹虽然有着各自的“寺庙”，但这些“寺庙”似乎并不能真正解

决她们各自的烦恼。而且细究起来，她们的生活并没有出现

多大的困境，她们不过是在自寻烦恼。她们不能以现实主义

的勇气面对生活，于是要寻找一处“寺庙”来获得自我安慰和

自我麻痹。就像君琳学佛了，尽管她说佛让她变得心宽敞

亮，日子也不那么难过了，但事实上她总是摆脱不了内心的

焦虑，常常被噩梦缠身。更有意思的是，君琳在学佛的过程

中与一位居士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将家里的佛堂也变回了

婚房，从此她也不再为地狱和噩梦而苦恼了。君兰沉湎于麻

将和酒精中图一时的快乐，显然这更是一处靠不住的“寺

庙”，因此一次醉酒、一场打闹，就会将她打回冷冰冰的现

实。她唯有从不变的姐妹之情中才能感受到一丝温暖。

曹明霞是否想要告诉读者，不要轻易地对生活失去信

心，不要推卸自己在生活中的担当和责任。这大概也是这篇

小说要用一句佛教用语的缘故吧。“色不异空”，包含着佛教

对物质永恒和变异的一种辩证认识。色是指人们所看到的

客观物质存在，人们会认为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就是实实在在

的，但佛教认为，所有的物质存在并没有实体性和自主性，因

为每一个具体的物质存在都是由众多因缘条件造成的，会随

着因缘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是离不开空性的。小说中姊妹四

个的不同遭遇也在证明这一点，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现实固

定在一种烦恼、失望的情境之中时，即使能够寻觅到一处“寺

庙”，暂时逃避现实的烦恼，但终究也改变不了现实。

佛教不仅说“色不异空”，也说“空不异色”。也就是说

一切空性也离不开具体的物质存在。这自然涉及佛理对

于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等方面的深奥看法。小说不是

用来诠释佛理的，但小说提供的生动形象具有多解性和启

迪性，这恰是曹明霞这篇小说的特点。就像小说所描述的

四姊妹，她们在生活中有烦恼，她们也各自找到了摆脱烦

恼的“寺庙”，但“空不异色”，如果你不能真正超脱心中的

执着，也就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幸福。

这篇小说也是一篇关于人生信仰的小说。人不能没

有信仰，信仰是一盏灯，它会照亮现实中黑暗的路。但我

们是否找到了真正的信仰呢？这是值得每一个人掂量自

问的。君生就是一位在不断地掂量自问的人。很可惜的

是，君生没有找到文学，不然她应该知道，好的文学就是一

座精神寺庙。

（贺绍俊，著名文学评论家）

曹明霞

中国作协会员。业余时间有三百余万
字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其中小说集《这个女
人不寻常》（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获第三届
“中国女性文学奖”；长篇小说《呼兰儿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
长篇小说《日落呼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获梁斌长篇小说一等奖。另有多篇（部）小
说被多种选本选编。系列小剧本《晚餐》《金
刚》等在中央电视台六套电影频道播出。

在或明或暗的“资源”争夺战中，有多少功成名

就、盆满钵满的胜利者，就有多少功亏一篑或者干脆

就“输在起跑线”上的失意者。《色不异空》关注的就是

“失意”状态中的人物：他们也具备相应能力，可是因

性情柔弱和过于自尊而在奋勇争先的竞争中不那么

得意，只好作为散兵游勇，与引领风潮、热气蒸腾的

“时代主角”保持距离。不过，倒是滋养出了游离物

外、冷眼旁观的“神气”。

曹明霞写作技术日臻纯熟，人生的风浪起伏也了

然于心，因此作品尽是“干货”，这无须多说，但她保持

着的“非主流”视角，却是自己独特的观察方式。《色不

异空》选取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行政日常，女主人公君

生憋不住说些“实话”、擅长破坏气氛的风格确立了

作品趋于批判的向度，这也许不是作者有意为之，

而是出于自由表达的召唤。君生对官场做事流程

的厌烦及不合时宜的语言、行动，既是她“失意”的

原因，但又给了她“放飞自我”的机会，毕竟不是谁

都可以勇敢地跳脱出日常生活语境，以疏离和反抗

的姿态，挥洒压抑不住的天性中的不羁与傲岸。《色

不异空》对虚伪做作的程式化外部世界的嘲讽是刻

薄的和痛快淋漓的，令人有破坏秩序的快感，这正

是“失意者”的自我边缘化视角带给读者的福利。

小说结尾那个单位同仁齐心协力欺骗来视察的上

级的桥段，颇有《官场现形记》的神韵，以漫画笔法，

迎头痛击了捆缚自我的环境。

作品中充满了对生活周边“失意者”的讽刺，

语言也因此犀利、不留情面，自带张爱玲的某些

孤傲与毒舌属性，但不同的是，曹明霞却不曾绝

望，也不够彻底。小说中的几姊妹虽然跌跌撞

撞、不满对方，但并未失去相互的帮衬，因此，她

们退到最后时，仍然还有可以凭恃的亲情。同

样 ，即 便 离 了 婚 ，老 薛 的 表 现 仍 然 不 算 令 人 厌

恶，甚至还有很多可动情之处。由此可见，曹明

霞并没有放弃人世间的点滴恩爱，心底深处依然

充满浓烈的情愫——那些对“失意者”的批评只

不过是因为爱惜羽毛强迫症，憎恨周围庸碌的小

人物罢了。但是就君生做戏配合欺骗检查团看，

她自己又何尝不是自己憎恶的庸众之一呢？虽

然刻毒地嘲讽，但最终无法割舍，这是《色不异

空》中传达出的曹明霞对“失意者”的态度。

《色不异空》写了君生及几姐妹的生活状态

和命运遭际，虽各有其表，但殊途同归，都是芸

芸众生如何处理自己的“内在”精神需求。她们

生活的同时，又在比较、计较着生活，被周围的

琐事裹挟，始终不能寻找到一个稳定、正当的给

自己的说法。君琳的热衷念佛、君兰的借酒浇

愁，无疑是通过麻醉的方式否定自己，安抚住跃

跃欲试的欲望，在既定轨道滑行，不失去控制。

唯有君生的“自觉”，使《色不异空》咀嚼到

人生况味的真相，进而探索背后机制。很难说君

生所悟出的“平和的善良，深切的悲悯”就是曹

明霞本人的想法，但从这个选题可知，曹明霞在

《色不异空》中拂去了虚头巴脑的“怎么写”等

“技术”问题，直接叩问“人生意义”的内核，这不

仅是作品中人物携带的问题，更是她自己不想遮

掩的诉求。呜呼！此调不弹久矣，因为世人竞逐繁

忙，“色”尚且难以满足，谈何悟“空”？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曹明霞中篇小说《色不异空》三人谈
作家简介

“失意”的悖反
文/刘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