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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全新作
品，收录了作家近
年来创作的三部钩
沉东北历史的中短
篇小说。《喝汤的声
音》聚焦海兰泡惨
案，述说哈喇泊家
族三代人在黑龙江
畔的生死传奇与爱
恨情仇；《白釉黑花
罐与碑桥》以宋徽
宗的幽囚岁月为切
入点，展开一场亦
真亦幻的相拥与别
离、荣辱与兴衰的
穿越之旅；《碾压甲
骨的车轮》以晚清
罗振玉所藏甲骨失
散为引，围绕一桩
迷雾重重的失踪
案，探寻人类心灵
世界的烛火微光。

内容简介

作者

迟子建
女，1964 年生

于漠河。1983年开
始写作，已发表以小
说为主的文学作品
六百余万字，出版有
百部单行本。主要
作品有长篇小说《伪
满洲国》《越过云层
的晴朗》《额尔古纳
河右岸》、小说集
《北极村童话》《白
雪的墓园》《向着白
夜旅行》、散文随笔
集《我的世界下雪
了》《也是冬天，也
是春天》等。曾获得
第一、第二、第四届
鲁迅文学奖，第七届
茅盾文学奖，澳大利
亚“悬念句子文学
奖”等文学奖项。作
品有英文、法文、日
文、意大利文、韩文
等海外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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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吉镇在乌苏里江下游

跟我说的这个小镇在乌苏里江下游，叫万吉
镇，所住人家多是打鱼的和养奶牛的。我说只知
道有个抓吉镇，万吉镇在哪儿？

“万吉镇当然在万吉镇呐，就像你的屁股一
准儿在你胯骨下，不能跑到你脖子上一样。”揶揄
我的是个四十上下的女人，自称乌苏里江摆渡
人，她长脸，高颧骨，中分直发，穿一条绛紫色麻
布长袍，戴一串木珠项链，脸很黑，一双狭长的眼
睛深藏着磷火似的，幽光闪烁。

她什么时候进的江鲜小馆我不知道，因为我
压根儿没听见脚步声，她就飘落在我对面的长凳
上了。她仿佛老相识，跟我眨眨眼，挑剔我不会
点鱼，说这时令不该点马哈鱼，名气虽大，却不是
新出水的，倒不如雅罗和船丁子新鲜好吃。她说
话时喉咙像塞着团棉花，哑腔哑调的。

我是陪领导来饶河工作调研的，下午去过小
南山遗址考古挖掘现场，三天的工作日程也就结
束了。沿着微雨后湿滑的土路下山时，我望见山
下水墨画般的广阔湿地上，有两只白鹤翩翩起
舞，大秀恩爱，这动人的情景令我想起麦小芽，她
离开我十二年了，虽然四年前我再婚了，现任妻
子贤德淑惠，待我不错，但在我成功或是悲哀时
刻，特别想与人分享喜悦或倾诉苦闷时，心底呼
唤的名字还是麦小芽。她是个历史学者，在一次
田野调查中，遭遇特大山洪，被波涛卷走，从此后
我见着所有的江河，都委屈万分，觉得它们辜负
了我的爱情。我太想在乌苏里江畔独享一个黄
昏，喝上一顿酒，隔着遥远的时空，和麦小芽说说
悄悄话了，所以下山后我跟领导谎称自己有个姑
妈在饶河，多年不见，想去探望一下老人家，晚饭
就不随团吃了。领导再有半个月就退休了，饶河
是他任内最后的公差，一向傲慢和冷漠的他，骤
然变得开明而亲民，他微笑着说你去吧，给你姑
妈带好，晚上早点回来，明天咱们就回哈尔滨了！

从小南山下来，我像出笼的鸟脱离团队，奔
向乌苏里江畔，择了片柔软的沙滩坐下，迫不及
待地摘下口罩，让江风亲抚我的脸，望着这条波
光粼粼的向北流去的江，边晒太阳边抽烟。

初秋的阳光像一束束丰收的麦穗，有股说不

出的芬芳，让人有收割的欲望。我给麦小芽点了
一棵烟，放在鹅卵石上，淡蓝的烟雾云图一样铺
展开来，仿佛她真的吸了。麦小芽嗜烟如命，我
们在一起最惬意的时光，是晚饭后对坐着，沏一
壶热腾腾的茶，吞云吐雾地神聊。人们都说吸烟
伤肺子，但麦小芽说肺子经由烟熏，这块鲜肉就
变成了腊肉，腊肉比鲜肉耐储，所以她认定吸烟
能铸就铁肺，百毒不侵。我们偶尔吵架了，所道
歉的方式，就是给对方点上一棵烟，悄悄说声：

“咱熏腊肉吧”，这比献上玫瑰和热吻管用，矛盾
随之烟消云散了。

天色由明媚变得暗淡，我默默和麦小芽“熏
腊肉”至黄昏，留下两堆烟蒂，一堆是我的，一堆
是她的。我取一棵麦小芽的烟蒂，多想发现她湿
漉漉的唾液啊，可是没有，烟蒂焦干，像一堆冰冷
的子弹壳，仿佛告诉我它们来自死神的世界。我
把两堆烟蒂合在一起，没舍得扔进垃圾桶，而是
揣进裤兜，去江畔寻吃鱼的地方。

那条街上装饰华丽的江鲜大酒楼有好几家，
而我惯于钻的是小馆子。除却价格便宜，经验告
诉我，小馆子不宰客，食材好，灶火旺，掌勺的师
傅个个身怀绝技，能做出令人惊艳的菜肴。而且
小馆子客人常来常往，热络，活泛，可以不拘小节
地高声谈笑，纵酒，吸烟，甚至放屁。还有一点，
这样的馆子一般望得见后厨，你相中哪棵葱哪头
蒜为你的菜打江山，可指点它们上阵，店主一定
会遂你心愿。

从食街主干路岔过去，有一条绿意葱茏的玉
簪似的斜街，我选的这家圆木打造的小馆，就像
一颗琥珀，缀在斜街尽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食街客人不多，店铺多半冷清，但我进去时，
他家却很热闹。有两个男人喝得半醉了，正在划
拳斗嘴，一个咕哝：“俩好呀——你丫的。”一个叫
嚣：“五魁首呀——你大爷的！”小馆摆的桌子有
圆有方，但供客人坐的都是长凳。随客人入店的
口罩，像误入笼中的一群鸟儿，有的病恹恹地瘫
在桌角，有的软塌塌地挂在客人的一只耳朵上。
更多的人把口罩当袖标，戴在胳膊肘上，所以他
们举杯时，五颜六色的口罩有点鸟儿挣脱樊笼的
意味，向上冲去。我择了西北角的一个空位坐
下，点了软煎马哈鱼、黑斑狗鱼炖茄子和椒盐江
虾，还有一斤烧酒。其实我知道这时节的马哈鱼
来自冷冻箱，不在盛时，但因这是麦小芽爱吃的，
所以首要点的是它。

店主是个年纪轻轻的断腿男人，面貌俊朗，
穿白色T恤，他摇着轮椅，自如地穿行于餐桌过
道，端酒续茶。我进门时，他驾着轮椅从北侧飞
快迎到门口，招呼道：“兄弟您请——”然后奔向
收银台，那里摆着一紫一白两个玻璃酒罐，紫的
是山葡萄酒，白的是土豆烧酒，店主说这是他们
自酿的。他说所有的来客进门都可免费喝一盅，
男的通常喝土豆烧酒，女的喝山葡萄酒。我说我
两个人，所以两种都喝。店主打开白色酒罐的龙
头，先接了一盅土豆烧酒给我，看着我喝下，然后
又接了一盅紫色的山葡萄酒，摆在收银台上，说
等我约的人到了，就端给她喝。我说她已跟我一
起进来了，拈起那盅酒，一饮而尽。店主狐疑地
看着我，半晌没说出话来。

我坐下后才明白，这青灰的水泥地面，矮矮
的收银台和看得见灶房的落地窗，是为了店主的
轮椅而特别设计的。

店主见我点了三道菜，提醒我说他家的菜码
大，一个人吃的话，一道黑斑狗鱼炖茄子就能把
人撑得半死，可以减一个菜，如今挣钱不易，省点
儿是点儿。我谢过他的好意，说是喝了两种酒，
菜也自然是俩人吃，请他上两套餐具。店主大约
领会我的用意了，他不再犹豫，对着灶房的师傅
发出号令：“同罗走菜喽！”

2015年，在一次前往冲绳的旅行中，我第
一次接触到“离岛”这个概念。冲绳是深受日本
年轻人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但我发现，对他
们来说，冲绳指的不是那霸（他们将那霸称为

“冲绳本岛”）。他们会直接飞到更南边的石垣
岛，以这个小岛为中心的八重山群岛，是他们热
爱的可以潜水和度假的“冲绳离岛”。

当我把冲绳的离岛全都去过一遍之后，就
大概懂得了日本人对离岛的浪漫想象。它意味
着透明的大海、丰裕的自然、美味的海鲜以及一
种与世隔绝的理想生活——悠闲缓慢，自给自
足……总之，在游客的认知里，离岛是城市生活
的正反面，当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想要逃跑的
时候，他们总是去离岛喘一口气。离岛是世外
桃源。

离岛，从概念上来说，是指那些远离本土的
岛屿。

今天我们谈论日本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其
本土由北至南的五个主岛：北海道、本州、四国、
九州和冲绳，即在世界地图中一目了然的日本
部分。事实上，日本之所以称为岛国，是因为它
是一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国家。主岛之外还有
更多的岛。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分类，除了
上述 5 个主岛之外，其余的岛屿被称为“离
岛”。多数离岛处于无人岛状态，但即便是少数
的有人居住的离岛，如今也仍有416个。

前些年，日本诞生了一份名叫《离岛经济新
闻》的免费报纸，专门为已经生活在或是想要移
住到离岛上的人们提供生活和工作情报（可见
已经有相当的用户需求）。我在上面读到：离岛
人口总数为 61 万余人，占据日本总人口的
0.5%——也即是说，每 200个日本人中就有 1
个人生活在离岛。我对这些人感到好奇：他们
为什么生活在离岛上？为什么没有离开？为什
么还有新的人移住？冲绳的八重山群岛作为日
本最著名的离岛目的地，毋庸置疑已经被高度
观光化。可是，除它之外，在那些还没有太多游
客涉足的离岛上，人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我用了几年时间去了解离岛。离岛中较为
著名的几个，在历史上曾是日本天皇和贵族的
流放之地，这一罪名被称为“流刑”。政治斗争
中的失败者，多数人在离岛上度过了郁郁的余
生。离岛成为一处流放目的地，由它的地理位
置而决定，如同它的名字中浓缩的意义：被隔离
的岛。其偏僻的特性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它们
在日本国土上的边缘性，使得这些小岛成为日
本历史上最国际化的地方：它们曾是遣唐使前
往大唐时告别日本的离岸之地，也是他们归来
时登陆日本的第一站；它们曾经是亚洲海上繁
盛的贸易港口，中国人和朝鲜人都在此留下了
生活痕迹；它们还曾是江户禁教时期基督教徒
的藏身之地，保存着完好的教堂建筑群……这
些文化价值令它们在今天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
可，甚至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又由于
它们远离本土的封闭性，在明治之后的漫长时
间里，较少遭受现代风潮的侵蚀，这令它们成为
日本传统文化和传统艺能保存得最好的地方。

离岛存在着多元的价值、启示和可能性，
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维持人类活动时所面临的问
题。在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中，年轻人从农村涌
向城市，传统农业和渔业衰落，农村集落解体，
传统艺能因为后继无人而面临消失，都是离岛
真实面临的困境。

离岛是一个问题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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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想要逃跑的时候，
他们总是去离岛喘一口气。”离岛——远离本土
的、隔绝于世的岛屿。每200个日本人之中，就
有1个生活在离岛。作家库索历时三年，独自走
访了日本最为偏僻的数个小岛，切入岛国鲜为人
知的边缘地带。这里没有超市、便利店、医院或
任何娱乐设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半个世纪里急
剧流失人口，少子化和高龄化现象空前严重……
与此同时，满怀热忱的建设者正为离岛带来转
机，如同海风吹来的种子，扎根于泥土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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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隐匿在冻土深处的故事，以前似乎是浑
噩的，如今却鲜润明媚，像熔岩一样漫出地层，闪
烁着，跳跃着，让我看到了艺术的霞光。

引领我们进入故事的现实主人公，仿佛就是
我们自己，有这样那样的委屈和无奈，但生活依
然静水深流，烟火漫卷。

一个人的长夜，注定听了更多这世上雨打风
吹的声音；一个人的柴米油盐，自然也浸透着难
言的辛酸和苦楚。

青春一去不回头，白发一来不再去。虽说渐
渐走向人生的黄昏，但我对文学热望不减。如果
说这世上有一条绳索可以缚住不羁的我，那一定
是写作。

当然不仅仅是人，还有那山岭间深沉的水

流，青草上晶莹的露珠，划过长空的飞鸟，不惧燃
烧的太阳，有盈有亏的月亮，踏着泥泞的野鹿，迎
风斗雪的苍松，耕田的牛，负重的马，洄游的鱼，
等等等等，都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坚韧、美好、不屈
和安详，无言地鼓舞了我。

作家和读者最曼妙的相遇，一定是在故事
中。

初秋的阳光像一束束丰收的麦穗，有股说不
出的芬芳，让人有收割的欲望。

玉就是玉啊，可以碎，但不会化为尘土。可
是你呢，怎么就化成了烟啊。

好的故事是无价之宝，千金难买；烂故事是
垃圾，臭不可闻。

摆渡人不语，只问我，这故事值这顿饭钱吗？

《东北故事集》金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