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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晓声的小说创作总是贴近社会、关注时
代。他习惯于把宏大的命题纳入个人经验之中，重
申理想和人道主义价值，表达蓬勃向上的真挚情
感。他的作品往往以恢宏的时代为背景，讲述小人

物为实现人生价值而不懈奋斗的酸甜苦辣，用他们
的执着追求展现时代变迁和历史进步。

小说集《人间烟火》收录了《人间烟火》《失聪》
《唱歌女孩》三篇小说。小说通过独具特色的人物，
描述了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环境，让读者从
一个个小人物身上得以窥见整个时代的发展。鲜明
的时代特征、近乎写实的手法，带给读者深沉的思
考。

梁晓声的作品大多反映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作品中的人物原型也大多出自他自己、家人以及身
边的朋友。他曾说，写作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他
认为，没有作家能够仅凭经验和技巧，就把自己并不
相信的价值观写出来；能写出来的，一定是发自内心
的表达。有读者说，从梁晓声的作品中能读到崇
高。这的确难能可贵。而这份可贵恰是因为梁晓声
的文学创作理念：“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的价
值在于它能够给人以精神滋养，人类归根到底需要
文学，还是因为它促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品格上提升、
再提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学才和人类发生关
系，它具有引人向善的力量。”他始终对文学怀有一
颗敬畏之心，坚信“文学作品一定要引导人做好人”，
一直都在尽最大努力向现实主义致敬，通过笔下不
同层面的人物，传达他对社会的感知和愿景。

《人间烟火》以建筑工人葛全德及其儿女的事
业、爱情、人生轨迹为线索，用深刻的笔触还原了20
世纪中后期城市建设、返城青年就业等真实景象，通
过众多人物视角展现社会的发展变迁，场面宏大，体
现了浓厚的时代感。

即使面临生活的困境，葛全德一家人仍然保持
善良本性：葛全德放弃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争取使自

己的施工队誉满全市；大儿子葛玉明为了同事的正
当利益，敢于向队长发出挑战；二儿子葛玉龙不顾身
份问题，送一位昏倒的老人去医院；女儿葛秀娟为了
保护托儿所的小女孩，与当地恶霸产生争执……小
说中，作者也讽刺了社会转型时期那些利用家庭背
景、权力地位谋取私利的人，揭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
贫瘠。作者笔下的“人间烟火”是对时代的真实记
录，也给予我们反思和警醒。

《失聪》是一篇具有荒诞情节的讽喻小说，梁晓
声的描述带有一种黑色幽默，将荒诞的事物赋予了
某种意义上的存在感，暗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审视。
这一类小说具有鲜明特点，其中的人物无论经过多
少磨难，承受了多少委屈，有过多少隐忍，他们的落
脚点都在一处，那就是在不合理的现实中去努力寻
找某种合理性，并始终相信它的存在。正如他在《唱
歌女孩》中所说：“我从来也不敢据此便认为从前比
现在好。”

这些作品的视角是开阔的，在众多人物中，具有
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优秀共产党员，与那些以
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毫无疑问，梁
晓声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考者，他将身
处个体困境中人物的复杂情感呈现出来，展现他们
的人生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既能感受到社会
变革中的阵痛，也能感受到个体在现实境遇中寻找
出路的坚持，正如梁晓声所说，未来“一定是希望，是
信心”。

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来，梁晓声始终在人世间
穿行，见证历史，抒写时代。他的写作使文学与真善
美的结合不再是一个夸大的想象，而成为实实在在
的现实。 安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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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前不炫

生活中有一个常见的现象，穷人怕别人知道自
己穷，富人怕别人知道自己富，有本事的人怕别人高
估自己，没本事的人怕别人低估自己。

《菜根谭》中说：“淡泊之士，多为浓妆者所疑；检
饬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稍变其
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

往往越喜欢炫耀的人，越没本事，越是有本事的
人，越是深藏不露，如高山不言，静水流深。人生在
世，不怕没本事，就怕自以为有本事。

战国后期，秦国攻打赵国，赵王任用了经常在他
面前炫耀兵法知识的赵括为大将，结果被秦国大将
白起坑杀了40万赵军，“纸上谈兵”从此成为千古笑
谈。

三国时，诸葛亮任用了经常在他面前炫耀兵法
知识的马谡，结果痛失街亭，成为他一生中用人的败
笔，马谡也因此赔了性命。

有能力就在工作中表现出来，就算什么都不说，
人家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古往今来，真正
有本事的人，从来不会在人前炫耀自己的能力，他们
始终不显山不露水，表面柔顺小心，内心洞察事理，
外愚内慧，待人低调而谦和。

2
人后不谤

孔子说：“君子慎独。”为人处世的涵养，是懂得
在任何场合，管住自己的嘴。别人的事情，没必要谈
论；他人的是非，没资格评价。一个总把心思放在别
人身上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

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贡，十分聪明，深受孔子喜
欢，但他经常喜欢在人背后说坏话。

孔子知道后就十分生气，批评他说：“你的高明，
一定要通过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来凸显吗？如果是
我，我就没有这个时间。”子贡听了，感到十分羞愧，
自此再也没有在人后议论他人。

为什么孔子要说，自己没有时间在背后批评别
人？因为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

《颜氏家训·勉学篇》上写：“古之学者为己，今之
学者为人。”与其去指责他人的错误所在，浪费时间
与错误纠缠不清，不如去做更正确的事情，把时间用
来完善自己。

3
人上不傲

古人云：“小人得志扬其势，君子得志扬其道。”
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他们发达之后的行

为处事。
有智慧的人得到重用，仍然会保持自己的谦卑，

进而施展自己的抱负，为百姓造福；愚笨的人有了靠
山，便会原形毕露，进而耀武扬威，横行无忌。

李林甫是唐朝的一位宰相，在得势之前做了许
多功绩。得势后却开始大肆排斥异己，妄图掌控更
多的权力，风头一时无两。正是因为过于傲慢，他引
得众人不满，被群起而攻，最终削去官爵，没收家财，
甚至累及一家老小尽皆身死。

苏轼一生就秉持着谦卑的态度，在黄州任官时，
能深入百姓之中，很快便结交了许多乡间的农民朋
友。在被调离回京之后，仍能时刻放下身段，与他们
保持来往，并竭力施展自己的抱负，为民生谋福祉。

苏轼曾评价自己说：“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
卑田院乞儿。”这句话也确实是他性格谦和的写照。

“满招损，谦受益。”巅峰低谷，皆为常态，犹如四
季更迭，春夏秋冬。

身处低谷，要充实自己，积蓄力量；身居高位，也
不能抛弃自己的初心。保持住一颗平常的心，方能
善始善终。

良好的品德，是一个人刻在骨子里的修养，也是
一个人幸福的根源。而一个人最好的修养，就是秉
持谦逊，人前不炫；保持尊重，人后不谤；谨守谦卑，
人上不傲。人生在世，只有心存敬畏，谦卑处世，才
能走得稳当，到达更远的地方。 来源：人民网

最好的修养：

《道德经》中讲：“胜人者力，自胜者强。”真正强大的
人，总能克制自己。尤其是人到中年，行止有度，把握分
寸，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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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不炫，人后不谤，人上不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