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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迟子建：《烟火漫卷》

作者| 迟子建① 赏析| 张晓燕

【编者寄语】

“无论春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灵”“无论寒暑，
伴着哈尔滨这座城入眠的，不是月亮，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人们。”迟子建以清丽的笔触，
开启了《烟火漫卷》的导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莫不是人间烟火。作者以细腻生动的笔触、
独到的情节，把人间烟火中每个人的收获与苦难、离合与欢笑、过错与怅惘，在跌宕起伏而又
平静如水的叙述中，勾勒出一派烟火漫卷的人间画卷，其中蕴含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正是
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人生。正是这些琐碎平凡的生活，日复一日稳定普遍的美好，最终汇聚成城
市的烟火，安抚着历经挫折伤痛的灵魂。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个窗口的灯火，都是
尘世的花朵，值得珍惜。”让我们走进小说，感受人间烟火，寻找人生幸福，探寻人生真谛。

【文本研读】

烟火漫卷
“烟火”既指自然的烟火，也

指生灵的烟火，更多的是指弥

漫生活气息的烟火。“漫卷”

原意为“随风翻卷”，在这里

取“遍卷，席卷”之意。题目

的含义：宇宙洪荒，生命浩瀚，

万物有灵，世界皆是烟火。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
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
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
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
间不变。”（“老朋友”表明两人之前有交情，很熟识；

“又来医院”暗示翁子安一直遭受病情反复的困扰。这句

话貌似无心，实则引出下文的插叙内容。）

第一部分：清明节的前一天，

刘建国接到翁子安电话，开着

“爱心护送”车去医院接他。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
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北方有理发的习俗，祈

求一年的好兆头。为下文两人理发的情节悄悄埋下伏笔。）

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
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
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
分明，气质不俗。（以刘建国的视角，勾画翁子安的外貌

轮廓，写出了对他的第一印象——阴郁、气质不俗。）翁
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
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
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
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
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接下来一系列的动

作描写，表现了翁子安的神秘、独特，像一团迷雾，暗示

会有故事发生，吸引人们继续读下去。）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
并不反感，（“像是遭绑架”“任由驱遣”却“并不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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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表现翁子安的个性魅力，也为下文两人进一步交往奠

定感情基础。）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
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
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
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
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轻描淡写

的叙述，背后隐藏着几十年刻意寻找的艰辛。平淡如水的

文字，似乎在诉说着这样的事实：找寻早已成为刘建国生

活的全部，也是支撑他一直坚持下去的内在动力。从这个

意义看，“寻找”不仅指血缘关系的寻找，也指主人公精

神灵魂的寻找。）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
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
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
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
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
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行车，吃饭，剃头，付

钱，两人不动声色，配合默契。“理发”这一细节描写呼

应上文，“发丝握手”以拟人手法写出两人关系在烟火生

活中不断升温，为下文情节发展做铺垫。）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
能开这车了吧？”（第一次见面，就能说出对方准确年龄，

貌似“突然”，实则有备而来。）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

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
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
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
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寥

寥几句话，看似玩笑恭维，却又真诚善良，消除误会。表

现了翁子安豪爽仗义、心思细腻的性格特点。）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感情继

续升温。）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
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
是刘建国。（刘建国在意别人对他的称呼，不愿以长者自

居，侧面反映了他心态年轻、积极乐观的性格。）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
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
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不约而同”再

次写出了两人初见如故、很有缘分的特点。）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
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
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
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
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
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
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 第二部分：三年前的农历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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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
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
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翁子

安付“双倍费用”，送给刚认识的病友摩托车，表现了他

慷慨大方、济人所难的高尚品质。这正是烟火人间的一抹

光亮，给人们以温情和暖意。）

二，刘建国驾驶“爱心护送”

车第一次接翁子安，二人同车

同行，由陌生到相识。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
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
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
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
尔滨看病的。（这段文字说明翁子安的善良行为不是一时

的心血来潮，而是一贯如此。这样写丰富了人物形象，加

深了对人物的性格刻画。）

第三部分：继续交代刘建国和

翁子安之间的“爱心救护”和

爱心往来，进一步由相识到熟

识的过程。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
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冰冷”

“瘦削”体现了病情对翁子安的摧残，“沉默”表明了他

默默承受的强大内心。）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
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

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
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
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翁子安饱

受病痛折磨，却依然保持着热爱读书的习惯，反映了他坚

强不屈、积极进取的性格。）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第四部分：回忆结束，接叙开

头。刘建国接到翁子安，开往

目的地。

(文本一的情节安排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一定的跨度，看
似松散无序，实则紧扣“爱心护送”这一核心事件，身患
疾病的翁子安和一直在寻人的刘建国两个人物的命运彼此
交织又各自独立地向前发展，使小说具有一定的张力。在
作者不疾不徐的叙述中，一幅充满北方烟火气息的场景徐
徐展开，一个充满温馨、浓郁人情味的故事拉开帷幕。）

文本二:
2019 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

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
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
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
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
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
却不惧风吹雪打，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公园环境描

写渲染了阴沉荒凉的氛围，烘托出麻雀不畏严寒、顽强生

存的特点。作者以物喻人，象征着只有内心强大，才能抵

御外界的风霜。）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
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
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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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
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
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
的一道白流苏。（操场跑道由修成到破损再到重铺的变迁，

象征着人生是变化无常的，悲伤和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生命又是顽强的，历经磨难后的生命会更抗压更坚

韧，终将迎来新生和美丽。）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
大连参加完东北学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透过车
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
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
的人性黑暗啊。（作者以夜的黑暗联想到人世的黑暗，直

抒胸臆，表达了唯有内心强大，才可战胜黑暗，迎来光明。）

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
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
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
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
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烟火”这一细节的描写，照

应题目，寓意深远。天上的烟

火短暂而灿烂，至美而诱惑，

令人震撼；地上的烟火绵长而

悠远，平淡却温暖，令人回味。

每个人自降生起，便注定拥有

属于自己的烟火人生。生老病

死，悲欢离合，五味俱陈，尽

在其中。这段文字虽有伤感，

却不低沉，以此暗示人们：生

活有黑暗，也有温暖。无论遭

遇多少苦难，生命依然可以像

烟火一样璀璨。人间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这大概就是“烟

火漫卷”的真谛吧。

（有删改）

[注]①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
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

【知识建构】

小说的叙述顺序
叙述方法，即记叙和述说。它是一种记人叙事并陈述其来龙去脉的表述方法，它一般包括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六要素。叙述，从不同的角度有多种划分方法，而最通
常的是按叙述的先后顺序，分为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平叙。

1.顺叙：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进行叙述的方法。顺叙是按时间的推移，
空间的自然序列，作者或人物的思想感情发展的进程，人物活动的次序或事件的始末进行叙述，
这是一种最基本最常用的叙述方法。它循着事物发展的程序，符合人们的接受心理和阅读习惯，
便于把叙述内容表述得条理清楚，自然顺畅。运用顺叙要区分主次，讲究详略，注意疏密相间，
防止平铺直叙。

2.倒叙：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一突出的片段提到前面来写，然后再从事件的开头进行叙述的
方法。倒叙是先把叙述事件的结局或事件发展过程中某个突出片段提到前边来写，然后再按事
件的发生发展顺序展开叙述，传统上称为“倒插笔”。倒叙强调了事件结果或高潮，容易造成
悬念，形成波澜，引人入胜.采用这种方法一定要根据表达的需要，不应强行运用，要注意起
笔的“倒叙”与后文的“顺叙”部分的衔接，使之连接紧密，过渡自然。

3.插叙：在叙述主要事件的过程中，根据表达的需要，暂时中断主线而插入的另一些与中
心事件有关的内容的叙述。插叙是在叙述过程中，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暂时中断主线，插入
相关的事情或必要的解说，插叙结束后，仍回到叙述主线上来，插叙的内容可以是对往事的回
忆联想，可以是对某些情况的诠释说明，还可以是对人物，事件，背景的介绍。插叙补充丰富
了人物，事件及背景，使文章内容得以充实，叙述曲折，形成断续变化，使行文错落有致。

4.平叙：就是平行叙述，即叙述同一时间内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这也
就是传统小说中常说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对那些紧系于同一主干事件中的分支进行叙
述时，多采用交叉叙述，这可以把头绪纷繁的人与事表现得有条不紊，并且突出了紧张气氛，
增强了表达效果；对那些联系不甚紧密，而又由同一主线贯串的几个人，事，物进行叙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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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多采用齐头并进的平行叙述，这可以把平行发展的事件交代得眉目清楚，显得从容不迫，而
读者则可以同时看到平行的各个事件，从而获得立体的感受。

5.补叙：在叙述过程中对前文涉及的某些事物和情况作必要的补充，交代，补叙的作用在
于对前文所设伏笔作出回应，或对前文中有意留下的接榫处予以弥合。补叙，可以使内容完整
充实，情节结构完善，使记叙周严，不留破绽。

这篇节选的小说结构显然使用了插叙，暂时中断主线，插入两人初识的相关事情，对两人
关系做必要的解说。插叙结束后，仍回到叙述主线上。插叙的内容是对往事的回忆联想，对情
况的诠释说明。插叙使文章内容得以充实，叙述曲折，行文错落有致。
【试题解析】
1.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刘建国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是因为他希望自己与他人像朋友一样交往，也透露出豁
达超脱的心态。
B.小说两次写到了“握手”，分别是发丝的“握手”和真正的握手，两次握手的过程也正是二
人逐渐熟识的过程。
C.文本一的故事主要依托刘建国的“爱心护送”车来生发，身患疾病的翁子安和一直在寻人的
刘建国两个人物的命运彼此交织又各自独立地向前发展，使小说具有一定的张力。
D.文本二中作者写了外滩公园的塑胶跑道由新成到破损再到重铺的变迁，看似无意的描述却寓
意深刻，丰富读者的联想，耐人寻味。
答案：A.
解析：“豁达超脱”不恰当，“豁达超脱”的表述有些言过其实，程度过重，由原文“刘建国
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为了寻找孩子，历经苦难和折磨，且一直在找寻的路上，
可见不能说豁达超脱。
2.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正面、侧面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请以翁子安的形象为例，简要分
析。
参考答案: 正面描写：①用肖像、动作等细节描写凸显人物的个性。如文中通过刘建国的眼睛
对翁子安的肖像和动作进行描写，“阴郁”“气质不俗”“奔向车子”等，使这个人物在一出
场时就蒙上了神秘的色彩。②语言描写。与刘建国的对话中，展现了翁子安热心、年轻、对人
尊重、身体状况不佳等形象特点。
侧面描写：①用典型化的场景烘托人物状态，如爱心护送的路途中的蓬灯、担架、书，衬托了
翁子安的心态、个性和爱好。②借助其他人物来烘托人物品质。由刘建国刚开始觉得“自己像
是被绑架了”“并不反感”到后来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侧面反映了翁子安的人格魅力和性
格特点。
解析：此题考查分析人物形象的能力。总体上抓住正面和侧面描写，细节上注意侧面描写中的
“场景烘托”即可。
3.请结合文本一、文本二的内容，分析迟子建创作本篇小说的意图。
参考答案:①表达生命本身是无常的，悲伤和痛苦是生命的一部分。翁子安尽管正当壮年却摆
脱不掉病痛的折磨；文本二中塑胶跑道的变迁，显示着世事的无常变化。②表达坚韧与顽强应
是生命的底色。刘建国即使年近七十，依旧通过驾驶“爱心护送”车的方式接触不同的人、去
不同的地方寻找当年因他而丢失的孩子，勇敢地承受生命的苦难。翁子安一次次入院出院，依
旧热爱读书、顽强生活。文本二中麻雀无惧风雪吹打，飞起降落，对抗命运，内心强大就可以
抵御黑暗。③表达无论经历过什么，都应该心存善念有尊严地活着。翁子安尽管自身患病，但
总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刘建国坦诚地对待他人、对待生活，彰显了生命应有的
尊严，像烟火一样绽放，摄人心魄。
解析：分析小说的主旨，需要关注情节、人物和细节描写。回答时由浅入深，分层表达。生活
具有两面性，残酷和温暖都是其一，刘建国命运被无常改写，被人间治愈；面对人间苦难，生
活依然还要继续，坚强不屈、积极乐观是人的底气；即使曾经受过伤，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也
依然热爱生活，心存善良。刘建国、翁子安都是这样的人，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反馈检测】
1.下列对文本内容及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翁子安每次都给刘建国双程车费，并在回程时也不让他空车，表现出他对刘建国的尊敬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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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B.“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看似平淡的一句话背后却是刘建国半生
的艰辛与执着。
C.文本一的情节安排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一定的跨度，看似松散无序，实则紧扣“爱心护送”这
一核心事件，用质朴的语言将故事娓娓道来。
D.两则文本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的不幸遭遇还是后记中的日落黄昏与茫茫黑夜，始终笼罩在一
种低沉黯淡的色彩中，萦绕着一种悲伤的叙事氛围。
2.请概况分析两人初次见面时，刘建国对翁子安的感情变化特点。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晓燕）
【相关链接】

城市烟火背后的残缺与疗愈
——读迟子建《烟火漫卷》有感

《烟火漫卷》是迟子建长篇小说新作，以温暖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山川自然、大地生灵、城
市风貌与人间烟火。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哈尔滨”这座城市作为故事背景，以“寻找”作
为线索，聚焦百姓的生活。刘建国、于大卫、谢楚薇寻子，黄娥寻夫，翁子安寻亲，或者说是
寻爱，作者通过这些线索，串联起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人文自然和人物的命运交响。

这部作品的独特所在，就是以对哈尔滨的春夏秋冬、白昼交替的构筑作为故事背景，运用
大量的环境描写去书写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城市主体”的阅读体验，带给读者纸上旅行的感
受。在这部作品中，哈尔滨这座城市仿佛才是故事的“主角”。作家在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都
用优美精妙的语言描绘哈尔滨的自然风貌和充满烟火气的底层市民生活状态。纵观整部作品，
作家也不吝笔墨，带领读者去领略哈尔滨的特色建筑、民俗风情，去倾听这座城市最平凡的市
井人声，去观察这座城市的万物有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风貌。从字里行间，读者能够感
受到作者蕴藏其中的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

但迟子建又不只是纯粹对城市的描摹和介绍，她对城市的书写，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故事。
对城市风貌的书写给了故事更好的铺设和架构，这恰恰是作者结构和内容规划的精巧之处所在。
发生在哈尔滨的生活故事本身就与哈尔滨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对哈尔滨的书写与对
生活故事的书写就如同树的枝干和树叶，交相辉映。

迟子建笔下的“人间烟火”着眼于底层人物的生活，在这部写景与叙事完全交织融合的作
品中，人物的塑造无论是从数量抑或是质量都是值得赞叹的。在这部作品中共有二十多个人物
出现，作者给每个人物都充实了足够的故事，塑造出众多丰满而多面的人物形象。作者不仅直
接关注人物本身的行为、心理，而且在情节的组织中也着意去凸显人物性格，突出人物形象，
也因此我们能从中看到人物间的内在联系。小说以开着“爱心救护车”的刘建国为中心人物，
以他为主线，扩散到刘建国的大哥刘光复、妹妹刘骄华、经常搭乘刘建国的“爱心救护车”的
神秘客人翁子安、莫名找上门的黄娥和她的儿子杂拌儿等人物群像。涉及到的二十余人，每个
人的内心都有着一层隔膜，将别人所看到自己包装起来，隐藏了那些不为人知的苦痛。

作者在人物刻画上突出“真、善、美”，这是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个特点，而
这也符合迟子建一贯的创作风格。《烟火漫卷》中最难得的部分，即生命的张力和从未消磨的
人性的善良。一如主人公刘建国，又如刘骄华帮助出狱的人找工作解决生计问题、黄娥为刘光
复守护松花江以及她包容榆樱院的孤寡老人郭老头等。

这部作品中对人物形象刻画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每个人物都具有两面性，就如同作者迟子
建在作品中所写的那样，“对于一个本质善良的人来说，罪恶是不会被岁月流水淘洗掉的，它
是一颗永远在萌芽状态的种子，时时刻刻要破土而出。”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一种
“残缺美”，每一个经历过生活痛苦的人都能够保持她善良的一面，然而在善良的背后又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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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罪恶”。
作者赞颂人性善良的同时，也将他们的“罪恶”在情节推进中一点点揭开。对于人性“丑

恶面”的揭露，作者并没有采取一种回避态度，她先是客观地去叙述，而后又以一种包容的主
观情感去修复。《烟火漫卷》这部作品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是舒缓平和且治愈的，这部作品中
的每个人物都有“罪恶”的一面，且作者客观理性并真实地将其展示出来，然而这样的人物形
象却并未给读者带来心理上的不适感。这是由于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注重对人性“丑恶面”的疗
愈，即作者所关注的“救赎”主题。

迟子建在采访中说：“生命本身是无罪的。”在这部作品中，迟子建对于人性的残缺一直
在不断地修复和疗愈，她尽力为人性的残缺提供一个理由，从而更凸显人物内心的温暖。

正如这部作品的名字一样，整部作品讲述的就是“城市烟火”，即城市中的人们最平凡最
真实的生活。迟子建在这部作品中着意于生活细节的攫取，注重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真实再
现。因此她笔下人性的“丑恶面”也是真实的，如在黄娥被撞伤抢救时，关于谢楚薇的反应的
描写，“好像黄娥已死，她已继任为杂拌儿的法定监护人了。”而在翁子安开始在物质上照顾
黄娥时，谢楚薇“巴望黄娥坠在贫困的渊薮不得翻身”，如果从价值观层面来评价，谢楚薇的
想法是不道德的，但从现实生活中去看，一位母亲多年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突然有了“杂拌
儿”这个精神寄托和母爱宣泄的对象，谢楚薇内心的想法的确具有真实性。“她为了杂拌什么
都不顾了”，这样的想法并不合理，但是从情感共鸣角度上，她又是合情的。

在《烟火漫卷》的结局，迟子建给了“寻找”一个圆满的结局，翁子安的身世被解开，杂
拌儿和黄娥也回到了故乡，而刘建国以残存的余生去补偿自己年轻时的罪恶。迟子建认为，人
的一生难免会犯错，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赎罪感”，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最终都通过各种方式得
到“灵魂”的救赎，这种“赎罪感”带给读者独特的阅读体验，向往“善”，挞伐“恶”，人
生中善恶交织，然而却能一直保持温度。

（来源：湖北大学报 2021-05-31 作者：陈心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