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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阿措的长篇小说《沧城》由云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读后感到这部作

品打开了一扇深入探索边地女性命运

的大门。

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沧城》的故事

发生在横断山脉的山城。那个寒冷的

冬天，仙婆子的离世，将沧城的隐秘往

事一一剥开。众人传言她死于毒杀，这

一悬念，牵引着读者探寻真相。随着情

节推进，知晓仙婆子邱水仙悲惨而传奇

的过往：幼时被土匪劫掠至打鹰山，亲

人离世后沦为伢子，直至解放军到来才

重获新生。此后，她在沧城以卖草药、

做生意、算命为生，与斋姑娘、女赶马、

劳改犯书生等人上演了一场场爱恨交

织的情感大戏。最终，谜底揭晓，她竟

是认命吃草乌自尽。

《沧城》在人物塑造方面堪称边地

写作成功之作。阿措刻画的人物性格

鲜明、形象立体：仙婆子的野性不羁、斋

姑娘的文静内敛、女赶马的泼辣炽热，

还有文弱书生陈敬先，他的落魄、懦弱、

胆怯。

情节编排上，《沧城》如同精心编排

的交响乐，开篇便巧妙平衡悬念与转

折，精准把控节奏，每一处细节都似精

心埋下的伏笔，在合适的时机绽放光

芒，使故事逻辑严密、环环相扣。

环境建构中，沧城不仅是故事发生

的背景，更是一个鲜活的存在。它的物

理空间——观音箐、打鹰山、茶马古道，

宛如一幅幅精美的水墨画卷，展现在读

者眼前。而其社会系统，独特的文化规

则、历史记忆，又似一张无形的大网，笼

罩着城中的每一个人。

除了环境的立体建构，《沧城》的主

题表达亦如多棱镜，折射出丰富的内

涵。显性主题下，旧社会的兵荒马乱如

同一幅斑驳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呈现于

眼前；隐性主题中，对斋姑娘等女性所

处成人社会的批判，又如一把锐利的手

术刀，剖析着社会的痼疾。

冲突设置是《沧城》的点睛之笔。

人际冲突：聚焦人物间的直接矛盾，如

“邱水仙与金凤为情而争，展现人际情

感纠葛”；环境冲突：强调人物与时代

的对抗，如“人物在动荡时代中与命运

抗争，凸显环境对个体的压迫”；自我

冲突：深入人物内心矛盾，如“文弱书

生陈敬先的懦弱与挣扎，揭示自我认

知的撕裂”。

在叙事风格上，她以个性化、情感

化的笔触，深入女性内心世界，将仙婆

子等女性的情感波澜、心理变化，描绘

得细腻而深刻，使作品充满了真实感与

亲和力，引发读者共鸣。

书中内容充盈着故土风物，弥漫着

乡土情结。她用第一人称手法，叙述

“我”所知道和听说的故乡沧城的奇闻

轶事。从地形地貌到方言俚语的描写，

无不体现出作者对故乡的稔熟，这种情

感投射让小说充满了生命力。

《沧城》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如

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被时代阴影笼

罩的女性世界。阿措以敏锐的洞察力，

细腻地描绘出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与

挣扎，展现出她们在逆境中自我救赎的

光辉，传递出对生命的尊重与对生活的

热爱。同时，她对性别与权力关系的探

讨，如一声惊雷，引发人们对社会现象

的深刻反思。

《沧城》通过对历史的反省，深刻

探讨了社会、历史与人性，记录了边地

的时代变迁，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

展的构述，实现了对人生和社会的反

思。特别是历史钩沉往事中打捞出的

人物命运、悲欢离合、跌宕起伏，揭示

生命的真谛。

在表现手法上，阿措将现实主义的

真实、浪漫主义的唯美、魔幻主义的奇

幻融为一体，进行着实验性、自传体性、

先锋性的勇敢探索，为边地文学注入了

新的活力。

通读全书，感到爱情是动乱时期

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感怀于仙

婆子的痴情，跨越半个世纪的等待

外，更感伤情感的撕裂，以及不能承

受生命之轻，这是边城女性的生命咏

叹调。

《沧城》也有不足，除取材、技巧、风

格上还有提升空间外，小说体现的有些

前卫观点需要商榷；又如主题思想和主

旋律的深化，尽管作品展现了女性的坚

韧，但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深层刻画

不足，离充分提炼出超越时代的女性价

值内核还有一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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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翠湖畔的青云街四号，是一

家牙科诊所，名字就不说了，挺俗的。

不妨就叫它青云街四号。青云街四号

名气很大，因为它有一位传奇的主人，

江湖上皆尊其为“王医生”。

王医生雅号多。有谓“江湖一盏

灯”，因为半夜三更路过的人，总能看

到里面有暧昧的灯影和绰绰人影，不

知道在干吗，可以肯定绝非是在做牙

科手术；有谓“第二文联”，因为常有各

种作家艺术家文化人不请自来，或是

捧着腮帮子蹒跚而来，谁呢？可不得

了，仲呈祥、刘心武等泰斗都来过；有

谓“民国名媛”，因为她最爱一袭旗袍，

除了白大褂，就是旗袍裹身，韵味十

足；有谓“最具人文情怀的医生”，因为

当她坐镇于诊所之中，九成九时间在

胡吹海侃文化与文学、天文与地理，还

有各种惊世骇俗的爱情。

王医生办过两场“约会”，特别不

务正业，一曰“春天的约会”，一曰“秋

天的约会”，间隔四年，皆在莲花池庭

院剧场。三百年前，绝代美人陈圆圆

即栖居于莲花池，一缕芳魂，萦绕至

今。剧场主人邵氏，乃江南巨族闺秀，

负文化使命而入滇，其婉约典雅，更甚

于王医生。陈、邵、王三者，虽时代迥

异，命运殊途，其风雅风流则可谓异曲

同工也。

两番“约会”之盛，名流云集，群贤

毕至：御笔文胆、铁嘴教授、出版耆宿、

国学名家、央视名导、古筝皇后……甚

至，还有无法亲临之京中大佬发来贺

电。诸君或朝或野，身份各异，却几乎

都是文化刻进骨头之儒者雅士，更无

一例外全系王医生之患者。“牙疼不是

病，疼起来真要命”，他们都曾八方求

医，痛不欲生，最终，他们都走进了青

云街四号，龇牙咧嘴地来，轻轻松松地

去，从此牙好胃口好，吃嘛嘛香。

医术方面太专业，不敢妄言，我单

说说王医生的行医特点。你怀疑人

生，她为你沏上一壶好茶，先喝茶先喝

茶；你痛不欲生，她拽着你谈文学和人

生，别着急别着急；你哭丧着脸说你真

的要死了，这个时候至少已经过去一

小时，她方翘起兰花指，威严发出指

令：好了，来！于是你恍恍惚惚上了手

术台。还没回过神来，便又听到温柔

笃定的一句：好了，下来！你简直莫名

其妙：开始了吗？接着便传来让人充

满遐想的那句：已经结束了。

然后，仅仅严肃了不到几分钟的

王医生又嫣然一笑：稍微等会儿就没

事了，咱们接着喝茶，接着聊人生。

王医生的诊疗风格如此令人印象

深刻，恍若知己，宛如红颜，如沐春风，

她对自己的做派则透着一股狠劲儿。

一次，她沏茶时玻璃壶炸裂，碎片飞溅

于大腿之上，一道口子鲜血长流。但

见她镇定自若，以酒精略为消毒，稍做

了些止血处理，也不打麻醉，拿起牙科

手术的针线就自己缝了起来，嘴里不

喊不叫，三下五除二，仅几分钟，再看

那道口子，已变成一截规则的“拉链”，

又像绣花的针脚，又像透着殷红的蝴

蝶结。

如此特异的王医生，犹如一株奇

葩，赢得了几乎所有患者高度认同。

比如曾获鲁迅文学奖的诗人海男，嘴

巴里装着王医生的假牙的海男，作为

王医生的亲爱的闺蜜的海男，甚至专

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来讲述王医生

及青云街四号奇葩的如梦如幻的故

事，就叫《青云街四号》。

时光如梭，转眼又是四年，王医生

又想起了她如奥运会般四年一届的

“约会”。我说，当然要继续举办，大约

在冬季吧，只办四届，春夏秋冬，圆满

收官，然后，我们就让它绝响，成为传

说，成为传奇。

见王医生有所犹豫，我接着说：你

就应该成为一个研究的样本，成为我

们解剖的对象。来吧，请上手术台！

边城女性咏叹调
——简评长篇小说《沧城》

＞书评 □ 和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