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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题目，很容易把《暗算》理
解为设计别人的阴谋诡计，其实不
然，应该把词分开理解。暗，生活在
暗影里的无名英雄，他们不能像普
通英雄一样于阳光下接受荣誉，其
所有档案属于秘密，等待解密的那
一天；算，是较量，与黑暗中的敌人
作殊死搏斗，却非真枪实弹，而是考
量着智慧与谋略，其中斗智斗勇的
过程也是算计的过程。

《暗算》讲述了四个小故事，塑
造了一批为国家繁荣安定甘愿奉献
的英雄形象。小说由“听风者”“看
风者”“捕风者”三部分组成，分别对
应情报工作的侦听、密码破译和谍
报，各个故事相互独立，又由情报机
构701一线相连。“听风者”讲听力天
赋异禀的瞎子阿炳，为701侦听敌台
作出巨大贡献，因听出儿子非亲生
而自杀的故事。“看风者”有两个故
事，一是顶级数学家黄依依破译了

“光密”，却因个人情感问题意外离
世；二是陈二湖从701退休后脾气暴
躁到生病，儿女无意发现他对围棋
有兴趣，引导他痴迷后，陈二湖从小
白迅速成长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高
手，因无对手而患病，后被王局长请
回去破译无破译价值的“炎密”，成
功破译后的巨大喜悦引发了陈二湖
的心脏病，夺走了他的生命。“捕风
者”的主人公是越南人韦夫，其肺病
死亡后的尸体成为给敌军传递情报
的媒介，敌军因而溃败。作者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创造了曲折传奇的故
事，让人读之欲罢不能。小说被改
编成影视，有人评价它是掀起当代
谍战影视狂潮的开山之作，丝毫不
夸张。

小说富有特色的一点在于，有
机智的叙事主体。一般来讲，用第
一人称讲故事亲切自然，给读者以
真实感。《暗算》用第一人称讲故事，
叙事主体有隐含作者，他知道故事
全景，有全知视角；也有叙述者，是
故事的主体。随着故事的推进，

“我”的角色随之变化，“我”也并非
同一人。不同的主人公在一部小说
中都用“我”在小说中少之又少，麦

家处理得很聪明，更换叙述者时，运
用前言或者提示语，读者能够快速
进入故事场景，也就理所当然接受

“二我差”的变化。
《暗算》有灵活的讲述形式。小

说举一纲而万目张，用一个701将故
事讲得扣人心弦。叙事主体的讲述
形式多变，有老人的口述实录，有日
记的全文呈现，有信件的往返原文，
甚至有死后灵魂的“天外之音”，这
样的奇诡视觉，出人意料。奥地利
作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的来信》通
篇是女人的来信内容，也有许多小
说将日记和信件穿插进小说情节
的，但《暗算》将这些形式处理得成
熟老练，直接让日记和信件独立成
章成篇，没有评论和赘语，让其本身
推动故事发展。多种口吻的讲述，
给读者搭建了不同的时空平台，有
效地扩大了故事的张力。场景和人
物的转换，让读者保持刨根问底的
兴趣，自然手不释卷。

成功的小说，往往塑造了经典
的人物形象，《暗算》也是如此，瞎子
阿炳、数学家黄依依、密码破译专家
陈二湖等形象鲜明，呼之欲出。小
说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主人公有鲜
明的个性和共性。他们的共性是有
真挚的情怀，可以称之为匠人情
怀。无论是阿炳、黄依依，还是陈二
湖，对待工作都倾尽全力，心无旁
骛，为了解密往往通宵达旦，憔悴如
此：“人瘦了一圈，眼睛红红的，眉头
皱得老高，头发乱得像草！”怕影响
思绪，与人见面都不交流。表面上
看，他们是与前进路上的拦路虎一
较高下，实际上，他们的对手诡谲魔
幻，是窥探国家安全的特殊敌人。
说他们是匠人，是对他们技术精湛
的认同；说他们是英雄，是对他们精
神和情怀的高度认可。他们甚至没
有名字，只有代号，但他们确确实实
默默奉献着，为筑牢国家安全的钢
铁长城呕心沥血。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现实生活
中的确有英雄依然在暗处奋战着。
向《暗算》致敬，向701致敬，向所有
在隐蔽战线上战斗的英雄致敬！

一

张雪云老师作品集的题目大都简约，往往并不简
单，就像翡翠原石。比如《蓝渡》和《青寨》。

事有凑巧，我不止一次拜读过散文集《蓝渡》，并
为之写了《写给故乡的商籁》心得体会。畅读《蓝渡》，
让我的思绪随作者一起走进她那熟悉并眷恋的故乡
神秘湘西，流连忘返。她笔下那些清丽典雅的文字，
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山水的美好，依然氤氲在脑海。简
单说，《蓝渡》是作者对故乡的深情告白，是关于故乡
的“抒情诗”。作者在行走世界里，满是山川河流的影
子，随着时间的重叠交错，叠成了唯美的写意书画。
读她的《蓝渡》，依稀在欣赏松雪道人（赵孟頫）优秀行
书作品《赤壁赋》：分行布白，疏朗从容，圆润遒劲，婉
转流美，风骨内含，神采飘逸，一尘不染。看不到丝丝
纤细与柔弱。

湘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求学、工作十余
年，人生最具理想主义和热血沸腾的时光，伴随大湘
西那漫山遍野的歌谣，陪伴了那里的花花草草，山山
水水。今次品读《青寨》，让我再次拉近与大湘西的心
理距离，纵使地理距离再遥远。

如果说《蓝渡》是作者写给故乡的商籁，《青寨》就
是作者写给故乡的交响曲。

好作品都是时间的沉淀。由《蓝渡》而《青寨》，历
时四年的沉积，青出于蓝，我读出了作者小小的“野
心”。这野心既是为大湘西的觉醒而放声歌唱，也因
大湘西的振兴而托底，更是为大湘西的历史找到了走
向和归宿而自豪。我也读懂了作者为何而写，为何而
歌。正如在《想把故乡再爱一遍》所写，“我需要抒写，
来见证这方水土，洞见这个时代”，同时“我得淬炼生
活的意义，晕染生活的美好”。我更读懂了作者对故
土家园那浓得醉人的爱。

我这篇文章题目中“青出于蓝”的灵感，其一来源
于《蓝渡》，其二是《青寨》中《最初的尘埃》和《父亲的
蓝溪，母亲的沅河》。念念不忘的蓝溪是作者祖先的
栖息地，她乡愁的发源地，作品创作素材的聚集地。

二

青寨在哪儿？大概还是作者念念不忘的蓝溪，却
又并不全是，这是她乡愁的聚集地。

《青寨》全书分为“家园·吾乡斯土、凝眸·停云时
雨、传承·灯火可亲、回望·山河远阔”四个小辑。作者
以爱为主线，在时间空间里交织，密密缝缝，最终编织
成足以媲美西兰卡普的大湘西“千里江山图”。走进

《青寨》，方生山河故人，人间行过之感。在这里，“没
有一块土地是慌张的。”

《青寨》是作者对故乡又一次精细入微的扫描，更

是一次生命过程的终极追问。没有金戈铁马的轰轰
隆隆，没有商贾马帮的影影绰绰，随声入梦，映入眼帘
的都是平凡或不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寨，一座
属于自己的山寨，一座对抗岁月和遗忘的山寨；一条
河，一条故乡的河，一条流向清晰的河。哪怕是去家
万里的游子，距离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隔离，故乡的河
就像血液一样，时时刻刻在流淌，故乡的山寨永远驻
在心房的某个地方，而热爱与写作自然而然地为它歌
唱。

作者用一支灵动生花之笔，一颗炽热滚烫之心，
胸怀大爱，为故乡神秘湘西谱写一曲赞歌，创作一部
四季田园交响曲。在这部交响曲里，历史人文与优美
环境并重，传承守护与创新开拓齐驱，土家苗族与汉
族同胞共舞。他们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
呼吸，共命运。在这部交响曲里，有作者的梦想与记
忆，有父亲的蓝溪，母亲的沅河。腊尔山的风轻拂岸
边的狗尾草，春天的苗鼓响起来，人们摆手成舞。醉
在青寨里的腔调中，畅想一脉江流下洞庭……

作者深知，人文如果离开环境会稍显枯燥，环境
离开人文又略显呆板。而在《青寨》，一切刚刚好。

青出于蓝，并不是厚此薄彼，而是我惊喜地看到
作品在保持其一贯高水准的同时，出现的一些可喜的
变化，包括在创作手法上的一些突破和创新。

《青寨》彩蛋太多，待我抽丝剥茧，一一揭秘。

三

语言能力是作品的压舱石，奠定作品的底色，辅以
其他创作技巧，一套漂亮的组合拳下来，最终决定作品
的成色。《青寨》的语言一如既往地出色：充满韵味、质
朴自然、富有诗意、蕴含哲理。如何描绘故乡的风土人
情、民俗文化和秀山丽水，作者运用了生动而富有诗意
的语言，在质朴而灵动的字里行间，散发出浓郁的乡
土气息，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
上。在《青寨》诸多作品中，作者还纯熟地运用了各种
修辞手法，比如通感、排比等，使得作品的描写更加生
动形象，并具有唐诗宋词元曲般的视觉冲击力。

这里我花海拾英，略举数例，让读者领略其中语
言的魔力。

看到舞台上吹胡子瞪眼睛的黑脸大汉，就会说，
好嘿人哟！看到柔腰软腿的花旦，就会说，长得好看，
又禁不住朝自家男人斜上一眼，免不了再补上一句，
像个败家的妖精。男人也不语，只是愣愣地朝自己堂
客看过去，用舌头舔了舔厚厚的嘴唇，假嘎马嘎地笑
了笑，眼睛不再直往台上的旦角盯。（《青寨里的腔
调》）

即便输了，也总会为自己输了的船找出一大堆不
是理由的理由：“扒上水与扒下水有欺架，扒上水总是

吃亏些！”“若不走艄，你试下家伙啰！”（《五月辰河看
龙舟》）

作者巧妙地运用方言，寥寥数语，质朴自然，乡里
乡亲的可爱形象就跃然纸上，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地
域特色和可信度。

寨子是烟熏过的半旧的寨子，是活过半个多世纪
的老人的寨子，是被云雾和大雪闭锁了的寨子，既陈
旧，又新鲜，美得让人心痛。（《想把故乡再爱一遍》）

作者通过排比的手法，将青寨的自然和人文一一
列举，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和韵律美，美得让人心痛，
皆因爱得那样深沉。

三三两两的老母鸡“咯咯哒，咯咯哒”地鸣叫，声
音由浅黄而深黄，由明黄而土黄，像是喇叭似的南瓜
花吹出来的，色泽渐次繁复，高低起伏不断。（《青寨里
的腔调》）

作者用通感的手法，将听觉上婉转跳动的声音转
化为视觉上的温暖明亮，使得自然村落的形象顿时立
体和生动起来。

究其实，黄昏与清晨一样，也是一位故人，往往随
流水而来，循波光而去，时间的胚胎里，总有秋风起于
青萍，春风跃上枝头，一些流水悄悄劫取了时间，再将
桃红李白默默许配给流年。（《近处的泸溪》）

富有诗意而哲理的描写，看风来风去，云卷云舒，
简单纯朴，悠然自在，诗意生活，不知不觉中增强了作
品的艺术感染力。

身边好多喜欢写作的朋友总感叹没有宏大题材
写，其实写你熟悉的，聚焦七寸，深挖千尺，把小人物
小题材融入大时代大背景，照样可写出大作品，好作
品。《青寨》就是这样一部以小衬大接地气的作品。

比如，音乐与舞蹈仿佛是大湘西人与生俱来的本
事，深入骨髓的DNA。农闲吉庆时节，人们往往敲锣
打鼓，唱歌跳舞。尤其是被誉为“东方戏曲活化石”的
辰河高腔，唱家国情怀，与天地对话，所有的力量和感
情如日出东方喷薄而出，彰显出人最原始的野性之美
与心灵极致的呐喊。可谓大湘西的神仙伴侣，天籁之
音。作者把民间音乐有意无意地穿插在作品中，让音
乐的节奏与作品的节奏相呼应：每一声都传递着生命
丰沛的活力，每一声都渗透出山川大地不朽的精魂，
让人心跳怦怦地阅读四季，理解生死，学会感动，找到
回家久违的路。

品读《青寨》是一次深入大湘西品味地域文化和
民俗风情的旅程。我在领略《青寨》所承载的深厚文
化内涵和乡村生活魅力的同时，折服其独特的语言魅
力。在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之余，你有没有一种冲
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最后，我借用作者家乡的土话大喊一声：如法，
《青寨》！

青出于蓝话《青寨》
——品读张雪云新作《青寨》

□李先平

别样的讲述和构架
——读麦家的《暗算》

□朱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