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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心中的灵石——牧石小小说创作述评

[ 作者 ] 张中坡 

[ 单位 ]  

[ 摘要 ] 牧石这个名字真正在小小说界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短短三年多的时间，相继在《中国经济时报》、《大河报》、《河南商

报》、《郑州晚报》、《南阳日报》等10多家报刊发表小小说20多篇，其中《枪》一文在《河南商报》发表后，又被小小说界的权威刊物

《小小说选刊》选载，引起小小说界的广泛瞩目。 

[ 关键词 ] 小说创作

       牧石这个名字真正在小小说界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短短三年多的时间，相继在《中国经济时报》、《大河报》、《河南商报》、

《郑州晚报》、《南阳日报》等10多家报刊发表小小说20多篇，其中《枪》一文在《河南商报》发表后，又被小小说界的权威刊物《小小

说选刊》选载，引起小小说界的广泛瞩目。一、牧石其人：高尚的人追求高尚的事业牧石原名郭国谦，现任南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现实生活中的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郭国谦有两大爱好：一是喜爱收藏石头，二是创作小小说。牧石是他的笔名，《易·谦》中说：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取其“牧”字，谓以谦卑培养自己的德行。石头，坚硬、质朴而精美。取“牧石”为笔名，正符合他的心境

和秉性。文学梦被人称为“白日梦”，但郭国谦却将这“白日梦”当作一顶高尚的事业，不停地追逐和梦想，可以说，这“白日梦”贯穿

着他整个的生命历程。郭国谦1962年1月出生于南阳市卧龙区一个农民家庭，自小饱受了生活的贫困和艰辛。然而这种贫困的乡村生活却

铸就了他坚强刚毅、谦逊质朴的性格，同时作为一种辛酸而又温馨的记忆铭刻在他的心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多年以后，这些乡村

的贫困生活会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新乡师范学院学习时，是他文学的萌动期。那时，在班级，在系

里，甚至在整个学院，他都称得上一个写作的积极分子。他曾在新乡师院广播站做了三年半的编辑，当时的《新乡师院报》几乎每期都有

他的文章。在那个文革刚刚解冻，文化沙漠刚刚泛绿的时候，他的文学才能“小荷初露”，已被很多同学们羡慕，大家都称为“文豪”、

“作家”。作家的梦想，此时已在他的心中热切地升腾。然而生活却给他提供了另外一条道路。毕业后，他被省委组织部作为优等生选派

到基层挂职锻炼，过早地走上了仕途，并很快走上了主要领导岗位，整天忙于事务、忙于千头万绪的工作，文学创作真的只能成为梦想中

的事了。即使这样，他对文学仍然一往情深。没有空写，他就挤出空读。业余的时间是零碎的、有限的，收藏小小说，读小小说，逐渐成

了他的一大兴趣。《小小说选刊》他是每期必买、必看，就连1984年的试刊号、1985年的创刊号他都收藏的有。《微型小小说选刊》他也

从1991年开始期期必买、收藏。通过读小小说、研究小小说，他逐渐了解、掌握了小小说创作的诸般技巧，这为他日后创作小小说潜移默

化地打下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1983年到1995年，他在社旗县从事了12年的乡镇工作，当了8年乡党委书记，对基层和农村生活有了更

进一步的认识。1995年4月，他从社旗县桥头镇党委书记的位置上被调整到方城县检察院任检察长。当时的检察干部，文化素质低、思想

意识混乱，这让初来乍到的他顿感棘手。通过一番调查与思考，他果断地决定开展文化育检活动，通过先进文化浸润检察行业，鼓舞检察

干警读书、写作，弘扬正气，净化心灵，让检察干警首先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然后再去干属于高尚事业的检察工作。他把这种思想转化

为现实的行动。在文化育检中，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忙里偷闲、见缝扎针，读书、写作。在写作实践中，他最终把小小说创作作为自

己文学创作的最佳文体和突破口。其一是因为小小说情节简单、字数较少，从构思到写就花不了太多时间。他往往在车上构思，在夜晚写

作。其二是因为他是理科毕业，逻辑思维能力较强，正好符合小小说结构精巧、微言大义的文体特点。他发表的第一篇小小说，也是他第

一次用牧石这个笔名发表的小小说，是1999年7月7日发表在《大河报》河之洲副刊上的《城里亲戚》。这篇处女作，随后又被多家报刊转

载。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先后创作小小说30多篇，其中有许多篇都是文情并茂的佳作，如《枪》、《小镇三景》

等。《枪》在2001年6月1日的《河南商报》上发表后，又被2001年第19期的《小小说选刊》选载，并以其奇巧的构思、曲折的故事情节，

引起小小说界和小小说读者的好评。二、小小说的选材：深情的回望与深刻的凝视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都会在创作实践中寻觅到自己创

作的根基和领地。如西峡“小井”之于乔典运、“湘西”之于沈从文、“白鹿原”之于陈忠实、“葛川江”之于李杭育，等等。当然，一



个作家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决定于他是否有稳定的创作源泉，但有稳定的创作源泉，却能保证一个作家创作整体优势的发挥。在牧石的

创作中，创作题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故乡生活的深切回望。他在农村生活的时期正处于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愚昧与狂躁的氛

围，极度贫困与单调的生活，注定那是一个缺少色彩与人生意义的时代。当然，作为一个农村少年，他依然有着自己天性的爱好和欢乐，

如打弹弓、玩冰凌、到麦地里翻跟头等等。农村生活的困顿和底层人物的艰辛，使他过早地用忧郁的眼光来审视那个时代的人物和发生的

故事。通过孩提时的眼光，对苦难的农村生活的追忆，使他创作出了《梁老大》、《黑叔》等小小说。《梁老大》写的是一个没吃没穿、

好吃懒做的光棍梁老大在别人的撺掇下，要一气吃完一筐饼干，结果吃得吐血的故事。《黑叔》写的是聪明的黑叔为了大家的生存，不顾

自己的生死进退的故事。二是对世俗世相的透视。多年基层干部生活，使他对乡民的现实心态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对乡村生活有着更深

层次的思考，这使他创作出了《枪》、《城里亲戚》等描述世相风情的小小说。《枪》堪称他的代表作。《枪》写的是魏老八用一杆秤吓

跑小偷、引来假警察收枪的故事。《城里亲戚》写的是大婶靠着一位城里亲戚把女儿焕子送到城里工作而百般炫耀，到女儿不久“身子不

方便得很”，直到自己也大病一场的故事。三是对官场生活的思考。在官场上10多年的摸爬滚打、耳濡目染，使他对官场的游戏规则、工

作方法和生活方式等有着深入透彻的了解。据此，他创作出了《道理》、《小镇三景》、《老赵买书记》等小小说。《小镇三景》写了一

个小镇新上任的白书记连烧了三把“败火”的故事。四是对检察生活的描写。7年多的检察官工作，使他每天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形形

色色的案，这些形形色色的案、事、人，往往也能启迪他的灵感，诱发着他的艺术之思。《悟》是一篇歌颂检察官的小小说，写了赵老师

送错礼又被送回，儿子也被无罪释放的故事。同时对检察工作中经济犯罪的原因，他也在小小说中予以思考和呈现，如《第八任会计》

等。对纷繁驳杂生活的敏锐感应和深刻洞察，为牧石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也使他能够从容不迫地创作出一篇篇饱含着浓郁生活气息的

优秀小小说。三、小小说的意蕴：真诚的赞美与幽默的批判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从不会把文学创作仅仅作为自己娱乐和消遣

的工具，或是赚取钱财和名声的机器，他们总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自己的悲欢爱恨，写出自己的思考与愿望，写出自己的赞美和批

判，所有这些，像周大新所说的，“都是为人类日臻美好”。牧石作为一个检察官，更是以此为己任，并将其化为创作小小说的宗旨和动

力。不论是对过去乡村生活中的人物，还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检察官，他都用小小说予以歌颂和赞美。在《黑叔》中，通过写黑叔为了多给

大家分点粮食，以便保证大家生存，结果被撤去队长职务的故事，写出了黑叔先人后己、不怕牺牲自己的高风亮节和美好心灵。《悟》中

通过赵老师送礼的波折，写出了孙科长和另一位不知名姓的检察官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高大形象。在对美好人物进行赞美的同时，他也

没有放过对生活中的假恶丑现象予以无情的批判。如《道理》、《老赵买书记》等。《道理》中通过一位不被领导喜欢的干部突然被提拔

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官场上存在的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老赵买书记》通过对老赵在出差省城一路上阴暗心理的描写，批判了一些干部缺

乏正气，只求享乐，自觉堕落腐化的丑恶嘴脸。但作者对不良现象和人物的批判，总是通过幽默的语调进行叙述，往往呈现出轻喜剧色

彩，让人们在笑声中领悟出些什么。牧石还是一个民本意识很强的作家，在他的多篇小小说中，都渗透着他对下层人物苦难生活的同情和

国民劣根性格的可怜。对《城里亲戚》中祥林嫂般炫耀城里亲戚的大婶是如此，对《梁老大》中的梁老大也是如此。只不过对他们的“怒

其不争”表现在文字表层，对他们的“哀其不幸”隐含在作者的内心深处和作品的字里行间而已。对现实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深层问题，

牧石也通过小小说创作进行着深刻的思索。在《第八任会计》中，作者通过对南顶山传播站八任会计相继倒下的叙述，深刻思索了经济犯

罪的根源。经济犯罪不因年龄大小，不因生活贫富而发生，但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这种思考是凝重而深沉的，会给人们以更大的教益。

四、小小说艺术：奇巧的构思与精美的文本虽然牧石创作小小说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其在文学中的长期浸淫积淀及对小小说文体的深刻体

悟，所以很快对小小说的结构与文本的营造与建构形成了自觉的追求。这种结构与文本的自觉追求，使牧石的小小说在逐渐中形成为精美

的艺术珍品。就像在生活中他不断在河流山川捡拾精美的石头一样，在文学创作中，他通过心灵对生活的摄入、过滤与营构，不断将生活

的颗粒打磨成他心中的灵石——小小说。石头唱出的是质朴的自然之歌，小小说唱出的是他心灵中的思索之歌。小小说是一种新兴的文

体，从萌生、发轫到今天日渐成熟，不过仅仅20余年时间。作为比短篇小说更短的小说，小小说的字数局限在千字左右。要想在有限的字

数内写出耐人寻味的故事，必须要有一个奇巧的构思与结构才行。牧石的小小说无不构思奇妙、结构精巧。《枪》虽千字左右，但却写得

一波三折、环环相扣、悬念迭出、荡气回肠，读之耐人回味，给人无限遐思。其它像《小镇三景》、《城里亲戚》无不如此。牧石的小小

说还善于从惯常习见的生活中挖掘出新意，给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如《小镇三景》，新书记上任自然要烧三把火，但他烧的却是不切

实际的三把火：一是在十字路口竖立红绿灯；二是设立步行街；三是在步行街禁鸣，结果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流产，反倒成了笑柄。像这样

不切实际、教条主义地开展工作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而作者却用敏锐的眼光将其捕捉，化为小小说。这篇小小说在充满幽默

与讽刺的同时，又给人深刻的思索。由于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熟练的创作技巧作后盾，牧石在创作中没有追求语言的新潮与先锋，没有华



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用朴实精炼的语言，传达着他的生活、艺术之思。综观他的小小说创作，不管是叙述语言还是叙述人语言，都是典型

的豫西南群众语言，没有雕琢，显示出原汁原味的地域风情。这些语言精炼传神，意蕴丰厚。如在《枪》一文中，魏老八在发现小偷后，

作者写道：刚好，下午称猪用的大秤就放在床边，他抓起秤杆，从床上磨了下来。一个“磨”字传神地写出了魏老八发现小偷时那种激愤

而又悄然行事，以免被小偷发现的内心复杂的思想。其它像“很管劲”、“神经蛋”、“金贵”、“嚷嚷”、“揭挑”等，都是豫西南的

方言土语，但这些方言土语都被作者运用得纯熟自如、恰到好处，反倒不见其“土”，而愈品愈“香”。这不禁让我想起读乔典运的《香

与香》时，曾经多次为他的乡土语言的精妙运用拍案叫绝的情景。在牧石的小小说中，我们总能读到一些间隔与空白。在《城里亲戚》

中，写焕子在城里“出事”，作者说她“病得很厉害”，到底是什么原因，作者却没有明说，而是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让读者

去填充、补白与回味。同时，在牧石的小小说，又总是呈现着豫西南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使他的作品透露出浓厚的文化积淀。如

《城里亲戚》里大婶给城里亲戚送礼，总是“送新掰下来的苞谷棒子，送红心红薯，送洗得很净的黄花苗……”；如《黑叔》中玩棋的方

法等。总之，牧石的小小说创作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精炼幽默生动的语言，奇巧的构思与精美的文本，深刻的主题与凝重的思考，在小

小说文坛独树一帜，显示着不俗的成绩和独特的意义。尽管牧石在小小说领域里涉足时间不长，在谋篇立意等方面尚需有新的突破，但我

们相信，随着更加深入的创作实践，牧石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小小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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