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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阙迪伟的小说 麦地里的云  
*

朱庆华

(丽水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 ] 麦地里的云  意蕴丰厚。最震撼人心的内容当数对农村留守女性饥饿的诗性言

说,与此同时,还婉曲地反映了农村的贫穷,打工者的辛酸以及留守女的劳苦。 麦地里的云  

在艺术上也自有特色,题材选择独具一格,心理描写精致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语言平实流

畅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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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迪伟, 国家一级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 子弹

呼啸过耳 , 在 人民文学  小说月报 十月  作

家  等著名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 60余篇。对

于这样一位创作上已然取得可观成就并富有个性

的作家,评论界甚是漠然, 几乎无人问津, 这不能不

说是种遗憾。今就其短篇小说 麦地里的云  [ 1]
作

一具体论析,以一窥其小说之独特魅力。

一、麦地里的云  之丰厚意蕴
麦地里的云 故事情节甚为简单: 云的男人

春生一年多前去广东打工了,云带着二足岁多的儿

子根儿留守家中。正是割麦插秧的初夏时节, 清

晨,云挑着干活家什和根儿前去割麦,看到不速之

客马三正在帮她割麦。马三是村中唯一没有去广

东的年轻而健壮的男人,几年前他的老婆因他闯广

东而耐不住寂寞跟一个走江湖的跑了,马三只得在

家带一双儿女。在割麦、交谈的过程中, 云与马三

逐渐由生分而自然随意起来。在正午吃饭、休息

时,同病相怜的云与马三心照不宣地期待着男女暧

昧之事,正当他们手牵着手走向麦地深处的乌桕树

时,根儿一声 !妈 ∀ ∀ ∀ #的叫唤声石破天惊, 云猛然

醒悟。夕阳西坠时分, 面对马三晚上我到你家、或

到麦地相会的请求, 云流着泪, 张皇地匆匆逃离

而去。

唐朝司空徒 诗品∃含蓄  所言的 !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 不仅是诗歌创作的一种至高境界, 其

实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法则。 !一切文学作

品都是一种吁求。# [ 2]
文学作品因布满空白点和未

定点而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随

时都在召唤着读者把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不确定

点或空白与自己的经验及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

通过再创造使其得到具体化。一部作品的不确定

点或空白处越多, 就越能激发读者审美潜能的实

现,越能为作品的阅读再创造提供无限广阔的空

间。倘若细加品味, 就不难发现, 麦地里的云 故

事情节虽说简单,但这简单的故事中却充溢着丰厚

的意蕴。

麦地里的云  最着意渲染、最震撼人心的内

容当数对农村留守女性饥饿的诗性言说。在春生

闯广东之前,云有着舒心的夫妻性事:

云想男人的时候, 手便犹犹豫豫地伸过去, 隔

着根儿,在男人身上轻轻地抚摸,轻得像蚂蚁结队

爬过麦地。男人鼾声止了,捉住了她的手。男人是

醒了呐,那手就很不安生, 传导过一种热烈的情欲。

接着轻轻地,像捧一只名贵瓷瓶一样,男人开始小

心翼翼地将根儿移动, 男人移动根儿的时候, 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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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一样紧张, 生怕惊醒了他。尔后, 男人偷儿似

的爬过来。可夫妻俩不敢张狂呐,小心翼翼的, 生

怕根儿突然醒了,张开眼。当然是男人想云的时候

多。男人想的时候,手便不犹豫, 隔着根儿伸过来

将云弄醒。云贪睡呐,将男人的手掸开,烦了, 就在

男人的手上掐一把, 掐得男人嘴里咝咝的, 差点儿

失声叫喊起来。更多时候, 云不会将男人的手掸

开,男人得到默许,兴奋了,接着就小心翼翼地重复

着他们的课题。

有一个 !吃人的老虎最可爱 #的故事, 说的是

一个老和尚带一个从未见过凡人的青年小和尚下

山,小和尚指着一个姑娘问是什么, 老和尚怕他动

了凡心,就说: !这是老虎, 会吃人的! #后来小和尚

又看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事物。回山以后,老和尚

问他: !你今天所看到的东西当中, 什么最可爱? #

小和尚不假思索地说: !吃人的老虎最可爱! #两性

相吸, 两情相悦, 此为人之常情、自然本性。我国先

哲更是一语中的,孔子曰: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

焉 #;告子则曰: !食色,性也#。性生活乃夫妻生活

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两性和谐的生理基础。然

而,云却因男人去闯广东而独守空房,夜夜孤寂, 饱

受性之煎熬。正因如此, 夫妻离别一年多的云, 面

对村中唯一年轻而健壮的男子马三时,忍不住心旌

摇动, 当马三白天说要帮云割麦而被云拒绝后, 云

便在当晚做了个令她既害怕又痴迷的暧昧之梦: 云

梦见了马三在她家的地里帮她割麦, 休息时, 马三

释放出的成熟男人体味,和着汗味, 浓烈得令她窒

息,她像喝了烈酒那样,有点醉了%%

马三坐起来,看她。她呢, 也看他。好一会儿,

马三说云你头发上有只蚂蚁, 看哪, 都快爬到脸上

啦。云一点儿也不慌张, 可她做出慌张样子, 说真

的? 坐起身来, 很蠢地伸手去乱抓。马三挪过来,

说我帮你捉吧。云真的慌张了,预感到要发生点什

么事, 又冀望发生点什么事,心跳起来,脸红得醉了

似的, 期待着那事儿的发生。马三的手指在她头发

上移动着,有一种酥酥的感觉。云木着, 说捉到蚂

蚁了吗? 马三说逃了。云问逃哪儿了? 马三没答。

云说算了算了, 我不要你捉了。马三惊叫起来, 说

看哪, 蚂蚁逃那里了。手就突然捉住了她乳房。期

待的事终于发生了,可云还是惊了,慌张了,拼命地

叫喊, 挣扎%%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

家思想源远流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已然积淀为

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意识清醒时,云尚能把

握自己,克制情欲,谨遵妇道。但在云的潜意识中,

情欲却如洪水猛兽,随时都想破笼而出, 决堤泛滥。

云所做的睡梦, 正是深藏于其潜意识中的情欲兴风

作浪之结果。情欲这一心魔,不但在云的潜意识中

翻江倒海, 而且一有契机, 便挣断锁链、冲出樊笼,

从潜意识层呼啸而出, 乱人心志, 毁人定力。当云

挑着干活家什和根儿来到自家的麦地时,云看到不

邀而至的马三正在帮她割麦,这使她无法再拒绝,

并心存感激。在割麦、交谈的过程中, 两人的心拉

近了。吃好中饭,干活累了的马三鼾声如雷地睡着

了,云也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再后来, 早醒的马三

用麦秆儿弄醒了云:

死马三! 云嗔道。

马三说,抱你到河里你也不知道,睡得沉呐。

云脸红了。马三说, 我呵, 还真想抱你到那棵

乌桕树去哩。

云见马三眼睛里有了种异样的亮, 她问干么,

抱我去那边?

云没想到会问得这么大胆呐, 马三笑了, 说看

样东西。

云低头说, 看什么东西?

马三说想看么? 想看过去就知道了。

云读马三眼睛,忽然明白了,心便咚咚跳起来,

可不知怎么的, 她还是佯问,看什么呢?

马三站起来, 伸过了手。云羞涩呐, 犹豫着。

马三就弯下腰来,牵起了她的手。

云顺势站了起来,心咚咚地跳。云好像感觉到

有什么事要发生呐,云觉得自己好像期待着这事儿

发生呐。马三呢, 就那样拉着她的手, 云感觉着他

们的手都在颤抖,汗涔涔的,相互传达着一种渴望。

马三便这样牵着云的手走出树荫,进了淌着阳

光的麦地, 向另一片树荫走去。

马三说,我们%%都苦。
这话让云眩晕呐,低下头去。她觉着麦地暄软

如海绵,浑身酥软得没劲。体内一种久违的情愫,

悄悄儿,不可抗拒地苏醒, 云感到害怕呐,她看了看

前头那棵乌桕树, 想这麦地太长了,怎么走不到边

%%这一切, 嗳呀, 怎么跟夜里的梦那么相似呢

%%云蓦地惊了下时,忽然听见一声叫唤:

妈 ∀ ∀ ∀ ,妈。

124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7卷



应该说,云是位恪守妇道的贤妻良母, 但就是

这样一位贤良女子, 面对马三并不复杂的桃色引

诱,却既非严拒,亦非婉绝, 而是半推半就, 甚至在

隐秘的内心深处渴望那事儿的发生, 何也? 根源即

在于夫妻天各一方, 久违了,而云又恰在如狼似虎

的年龄,其情欲旷日持久地得不到满足,日积月累,

干柴遇烈火,焉得不燃? 然而, 云毕竟是自尊自爱

的,二足岁多尚不会喊爹叫娘的根儿突然间一声石

破天惊的叫唤, 让痴迷恍惚的云猛然醒悟, 当夕阳

西坠时分, 再面对马三晚上我到你家、或到麦地相

会的请求时,云作出了艰难的选择 ∀ ∀ ∀ 张皇地逃离

而去。

留守女的性事是一个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

现实问题、社会问题, 小说除了浓墨重彩地描绘留

守女云典型的性饥饿外,还以概述的笔法婉曲地写

出了别的留守女所同样面临的性饥饿问题,写出了

马三的老婆因男人闯广东而耐不住寂寞跟一个走

江湖的跑了的故事, 这既拓展了生活的深广度, 又

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同时也进一步凸显了问题的严

峻性:

春生和村里的男人一走,村里便留女人和孩子

了,当然也有男人,可那都是些上了年纪或者病残

的男人呐。村里的女人就替了男人的活, 田地里疯

忙,家里疯忙,双倍地艰辛。水土好呐,村里的女人

原来是相当娇嫩的,胜似花哩, 可男人一走,就像失

去雨露滋润,花儿开始憔悴了, 枯萎了。村里的女

人黯然失色,是田地里家里疯忙所致,也是想男人

所致呐。女人不像女人了。

总之,小说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紧扣留守女性

性饥饿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情节,结构故事, 写得触

目惊心,读来撼人心魄。

麦地里的云  除了诗意地呈现留守女性性饥

饿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外,还以貌似闲笔的曲笔,

以云一家为典型,尖锐地反映了三个方面的社会现

实:一是农村的贫穷, 二是打工者的辛酸, 三是留守

女的劳苦。

云一家夫妻恩爱, 安享天伦之乐, 云的男人春

生何以还要别妻离子, 背井离乡, 独闯广东? 春生

远走广东,致信留在家中照料二足岁多的儿子根儿

的云, 嘱咐她别种冬麦, 以免来年又是割麦又是插

秧,忙不过来,田里的活也出钱雇人, 让云顾着家就

是。云又何以瞒着春生, 2亩水田全种了冬麦, 而

且在割麦插秧的农忙季节,宁可自己起早贪黑, 累

死累活,也不愿雇割麦客帮忙? 根本原因就在于家

里太穷了, 他们想早一点改善家境:

其实, 云何尝不想再做一张床啊, 可她实在舍

不得根儿分床, 再说做了床放哪里呢,房子太小, 吃

的睡的都挨在一起, 再安一张床, 身子都转不过。

他们太穷了。

%%

云也不想雇割麦客, 30块一天, 还要管吃喝。

云要自己干,力气睡一觉又出来,累不死人,干吗要

糟蹋钱哩。云想多干点就多积挣些家业, 早点

盖房。

虽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但不幸的家庭也不

全是各有各的不同, 也往往有着共同的不幸, 譬如

贫穷、譬如疾病等等。如果说因为太穷了, 因为要

改善生活, 所以春生离故土别妻儿独闯广东做了一

名打工仔; 那么,村中别的年轻而健壮的男人又何

以也去闯广东呢? 不难猜想,主要原因也不外乎一

个穷字, 或者说一个钱字 ∀ ∀ ∀ 闯广东是为了去淘

金。贫穷的农村生活图景就这样在作者笔下流淌

而出。

无数个春生背负行囊, 一腔热血, 从贫穷落后

的乡村潮水般地流向他们想象中流光溢彩、遍地黄

金的繁华都市, 打工仔队伍一时间浩浩荡荡、蔚为

壮观。然而,满怀发家致富之热望的打工仔们在这

异域他乡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真的淘到金子了吗?

不能说一个都没有, 但毋庸讳言,绝大多数则如春

生一样:

春生从广东寄回了钱,更多的是寄回了信。

%%
春生说过年就不回家了, 春运火车挤, 老板也

留他们,政府出面组织打工仔过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多挣钱也好,将来回家盖房, 再做点小买卖, 日

子会慢慢好起来。

寄回的虽说也有钱, 但更多的则是信, 可见囊

中羞涩;一年中有不少的节日, 但中国人最在乎的

莫过于春节,然而为了省点路费多挣点钱, 也只能

千里共婵娟,将就着在外过年了。这可真是有家难

回,无钱可寄,唯有无尽相思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

最可叹的是,更早出去打工的马三,不但没能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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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 最终连老婆也跟人跑了。作者画龙点睛, 寥

寥数语,便把打工仔们普遍的生存图景勾画在读者

眼前。

外出淘金的打工仔们是这样一幅生活图景, 那

么留守女们又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呢? 小说通过

对云的生活状态的呈现,予以了艺术的回答:

云起床后,先是去割菜。天还墨黑呐, 一脚深

一脚浅的,胡乱摸几棵菜拔了回家。%%洗过菜,

开始升火烧饭。烧就烧一天的饭, 中饭在麦地吃,

晚饭回家吃,只能冷饭冷菜将就了谁叫割麦忙不过

哩。烧好饭菜,云去饲猪%%接着, 云开始漱洗吃

饭,手忙脚乱,跟谁抢似的%%

%%云只好狠狠心摇醒根儿。根儿醒了, 哭

了,哭得云心疼。云抱起根儿。云说根儿根儿你莫

哭, 妈带你去割麦呐, 割了麦妈蒸馒头给根儿吃

呐%%

云抓紧给根儿饲饭, 饲着饲着, 窗户射进了曙

光;饲着饲着, 屋里渐渐白亮起来, 根儿呢, 又睡

去了。

于是,云锁上门, 挑着箩筐割麦去了。

年轻、健壮的男人都外出打工、淘金去了, 家中

里里外外、大大小小、轻轻重重的活儿全压在了留

守女身上。留守女们起早贪黑, 劳苦终日, 田里家

里疯忙不止,双倍的艰辛, 再加上思念男人,已是花

容失色,女人不像女人了。

二、麦地里的云  之艺术特色
麦地里的云 在内容上意蕴丰厚, 在艺术上

也自有特色。

(一 )题材选择独具一格

如果说将反映打工仔生活的作品言之为打工

文学的话, 那么,将反映留守者生活的作品相应的

称之为留守文学亦便顺理成章。留守者如何地忍

辱负重苦撑日子、如何地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如何

地善良贤惠养老抚幼、如何地巾帼不让须眉在家乡

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 如此等等, 往往是

留守文学中常见的书写内容。 麦地里的云  独辟
蹊径, 以农村留守女性饥饿问题作为文学观照的对

象,显示了其出众超俗的个性。小说通过对云的详

写、对其他留守女的略写, 详略互补、繁简搭配, 生

动形象地揭示出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社会

问题。

(二 )心理描写精致细腻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有句名言: !世间有一种比

海洋更大的景象, 那便是天空; 还有一种比天空更

大的景象, 那便是内心的活动 #。心理描写既是作

家的一项基本功,也是刻画人物的有效手段。 麦

地里的云  以农村留守女性饥饿问题作为自己的

观照对象, 在文学地呈现留守女性饥饿的生活状态

时,不是作赤裸裸的生理层面的粗俗表现, 而是通

过精致细腻的心理描写,把留守女内心深处波涛汹

涌的性渴望淋漓尽致地具象化,从而将留守女最讳

莫如深的内心一角完全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小

说伊始,便开门见山地写云在情欲四溢的桃色梦魇

中惊醒过来,尔后是细细地回味梦境 (睡梦上文相

关之处已列, 此不赘述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云之所以会做如此暧昧的睡梦,原因乃在于现实生

活中云旷日持久地独守空房,正常的情欲得不到满

足,干涸得太久了。在白天意识清醒时, 云尚能勉

强控制住自己, 而在夜晚睡觉时,云却左右不了自

己的潜意识。在白天马三帮自己割麦时,面对马三

肆无忌惮的引诱, 云痴迷恍惚、半推半就。小说对

云此时此刻那既犹豫不决、又兴奋渴望的心理活动

也给予了精细的描述 (具体描述见上文, 此不赘

述 )。正是通过对潜意识中的梦境这一意识不清

醒时的心理活动以及青天白日之下意识清醒时的

心理活动的揭秘,留守女性饥饿问题便清晰地浮出

水面了。

(三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云, 云的形象栩栩如生, 作

者从两个方面来塑造这一形象。云是贤妻良母: 云

家里经济拮据, 生活条件差,身为妻子,云对男人春

生从无怨言,反而嘱咐在外打工的春生别死干, 小

心累坏了身体; 春生在外打工, 云无怨无悔地在家

里独当一面, 精心持家, 身为母亲, 云视根儿为宝

贝、命根子,细心抚养,根儿二足岁多了, 还不会牙

牙学语,说不定是先天哑巴,云就更是疼爱有加, 总

之,云竭尽所能地给予根儿以最多的母爱。云勤劳

能干: 男人春生出外谋生, 云一人勇挑家庭重担, 不

但操持家务,抚育幼儿, 而且田里的农活也不甘人

后。小说极详尽地叙述了这一天云在天还没亮就

起床后的所作所为 (见上文相关部分, 此不赘述 ) ,

云勤劳能干的品性借此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马

三也是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尽管着墨不多, 但通

过有限的肖像描写、行动描写, 其健壮、能干、洒脱

的特性还是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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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语言平实流畅有意味

麦地里的云  语言不矫揉造作, 不故作高深,

简简单单,顺顺畅畅, 可谓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

饰 #,例如:

一只箩筐里,放了只特大号的搪瓷杯, 里面是

饭。还有镰刀和三可乐瓶的水。一片安尔乐, 小心

用报纸包了,丢在箩筐底一点儿不显眼。云算了下

日子, 那件事情该要来了,她羞于这些女人用品落

入人眼, 买也背着人到镇上去买。女人不比男人

哪,做不得甩手清闲客, 该想到的都要想到。另一

只箩筐里,装了根儿。根儿现在又睡去了, 云在他

身上盖了件单衣, 怕他受凉呢。看着根儿, 云心里

酸酸楚楚的,欲哭,可还是忍住了。

这样的语言,平淡朴实,自然天成,摒弃了纤丽

浮华的敷饰,露出真朴淳厚的美质, 仿佛是在与读

者拉家常,摆龙门阵, 读来倍感亲切。然而,这自然

平实的语言,看似直白简单,其实是诗意盎然, 韵味

无穷的。例如:

云打算割一天的麦, 到天黑才回家呐, 一天的

打算, 都装在箩筐里,挑在了肩上。

初夏的夜深呐, 悄静得很, 连蛙声也不叫了。

初夏的夜似流水呐, 无声无息地在云的回味中

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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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Que D iwei& s NovelYun in theWheat F ield

ZHU Q ing hua

(C ol lege ofH uman ities, L ishu i Un iversity, Zh ejiang L ishui 323000, Ch ina )

Abstract: The novel Yun in theW hea t F ield is rich and pro found in conno tation. Them ost shocking part o f the novel is the use

o f poe tic speech on the hunge r of the left behind fem a le. M eanw hile, in a circum locuto ry way, it reflects the poverty in rura l a re

a, the b itterness and hardship ofm ig rant worke rs and left beh ind w om en. Besides, the nove lhas its own artistic fea tures w ith a u

n ique se lection of subject, a delica te descr iption o f the psycho logy of lifelike characters as w ell as p la in and natura l language

wh ich is fu ll of m ean ing.

Key words: Que D iw e;i Yun in theW heat F ie ld; connotation; artistic fea 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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