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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十届中国微型小

说年度奖（2021）评选结果揭晓。最

终产生三个奖项共9篇获奖作品，

其中一等奖1篇，二等奖3篇，三等

奖5篇。株洲著名作家聂鑫森微型

小说《花草之眼》喜获一等奖。

本次评选，由中共江苏省镇

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金山》杂志社、镇

江市文学艺术研究院承办，中国

微型小说学会指导。中国微型小

说年度奖自 2002年设立以来，已

连续举办二十届。该奖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推出体现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微型小说作

品，在微型小说界产生了深远影

响，推动了微型小说事业的繁荣

和发展。本届年度大奖从 2021年

度全国报刊发表的上万篇微型小

说中筛选部分优秀作品，经专家

评委投票、媒体公示，最后终评，

确保了评奖的代表性、权威性和

公正性。

聂鑫森毕业于中国作协中央

文学讲习所第八期和北京大学中

文系作家班，是中国作协会员，曾

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

现为株洲市作家协会顾问。出版

过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小小

说集、诗集、散文随笔集、学专专

著六十余部。曾获“庄重文学奖”

“湖南文艺奖”“毛泽东文学奖”

“小说月报短篇小说百花奖”“北

京文学奖”等奖项。

此次获奖的微型小说作品

《花草之眼》，借助修车师傅和盲

人妻子那花瓶里每日一换的花和

草，以小见大，道出了人和人之间

不离不弃的真情，也感动了故事

主角杨帆，相信会对她的选择产

生深远的影响。

来源于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像鸟儿一样翱翔于天际，是人们长

久以来对天空的美丽向往。观鸟，能给人

带来心灵的慰藉，细察鸟类身上漂亮的

羽毛、聆听鸟类发出动听的声音、感知鸟

类翱翔于天际的自由，能让人体验到辽

阔和自由。这应该是如今热爱大自然的

人对鸟类的认知和体悟，但回溯到 18世

纪乃至更久以前，人类对鸟儿的态度和

关系究竟如何曲折向前发展的，背后隐

藏着怎样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密码呢？

沿着观鸟的社会史的记录脚步，应该可

以寻找到一个温柔的答案。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是一部追

溯大西洋两岸观鸟运动之发展演变的著

作。全书由 17 个关键词和丰富、生动的

故事组成，全面呈现人类将鸟类作为图

腾演变为收集鸟类羽毛和制作鸟类标本

进行研究，从孤身一人追逐鸟类驻足歇

息的影踪转变为组团乘坐飞机追寻鸟类

的身影，从将鸟类当成猎物以满足口腹

之欲蜕变为呼吁保护鸟类和鸟卵，从个

体消遣活动发展为产值达几十亿美元观

鸟产业的演进历程。

观鸟的社会史是一部曲折向前的人

类自然文明史的缩影。进入 18 世纪以

来，人类由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绝大

多数人的工作地和居住地由农村转向城

市，清晨被鸟鸣唤醒的生活状态由机器

的轰鸣所替代，新阶层的精神寻根和对

自然的好奇心，促使一部分人走进“乡

下”，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一批又一批探

求真理去钻研事物本性的博物学家，开

始将真相的探求之路锁定在鸟类身上。

在现代观鸟活动启蒙时，这种“怪异”的

消遣不仅需要面临不可知的危险，更要

承受怪异的眼光和社会鸟类观察认知的

限制。最可怕的是认知和理念上的偏差，

叠加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等多种因素，

让许多珍稀的野生鸟类以惊人的速度减

少。直到到 19世纪初，人们开始接受“人

类对野生动物负有责任，同时也有支配

它们的权利”这样的观点。人类对鸟类态

度的转变，不仅促成了各种鸟类保护组

织的创立，还推动了鸟类保护的立法。

200 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经济和科学

向前发展的步伐，人类对鸟类的关系经

历着深刻变迁，不仅记录着人们生活理

念的改变，更显现出人类对自然的文明

觉醒的影像。

观鸟的社会史的背后也是一部经济

和技术的发展史。记录是鸟类之美的呈

现方式，从最初的文字记录到以画笔描

绘鸟类的形态，再到用摄影摄像设备进

行全方位的记录，技术的革新让普通野

生生物爱好者得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

上过一把奇光异彩的自然界瘾。从在观

鸟迁徙必经之地建立观测站到观鸟专用

望远镜的发展，再到利用雷达等电子技

术设备进行监测，设备的更新迭代，激发

更多观鸟人带着重新焕发的活力去从事

候鸟研究。而在观鸟的交通方式上，从徒

步到山林湖海间去寻找鸟的踪迹到自

驾、坐火车或乘坐飞机去欣赏鸟类之美，

从个体观鸟者独自出行到专业观鸟机构

组织观鸟爱好者将脚印撒向全世界，经

济收入的增加和新交通技术延展着观鸟

者探索的边界。如何正确处理好人类与

鸟类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和自然保护

两者之间的平衡，将是人类社会永恒的

课题。

令人欣喜的是，让天空留下鸟类飞

翔的翅膀，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

中国内地，观鸟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

20余年的发展，观鸟这种小众的活动已

成为时尚的休闲方式……这是社会自然

文明进步的标志。

从观“笼中鸟”到观“丛中鸟”的转

变，从向自然无尽索取到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一部《观鸟的社会史》折射的

是人类自然文明史、经济和技术发展史，

也是一部源自大自然的警示录，无时无

刻不在提醒我们，要时刻谨记“尊崇自

然、绿色发展”生态理念，心怀对美丽中

国、无垠天空的憧憬，守护住人类和鸟类

对天空共同的美丽向往。

书 名：观鸟的社会史

作 者：斯蒂芬·莫斯

译 者：刘天天、王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1月

看了《幸福到万家》的开头，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集不落地把

全剧都追完了。这部剧讲的是一

个农村媳妇何幸福的故事，她能

干、倔强、凡事认理，不妥协，一步

步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并带领乡

村们奔向更美好的明天。

她是乡村妥妥的“大女主”，

但她的“主角光环”并不是一个人

绽放，而是和看上去落后她很多

的丈夫王庆来一起创造的。何幸

福嫁去的万家庄，是一些农村地

区乡土社会的缩影。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以横向社交、纵向权威层

级与代际传递的方式，缀连成一

套不言自明的伦理规范。幸福嫁

过去的第一天开始，她就打破了

这黏稠、落后的规则。婚礼上，妹

妹在“婚闹”上受辱，幸福砸伤了

村支书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并

不顾婆家的阻拦，非要为妹妹“要

个说法”；村里建保健品厂，要征

用幸福婆家的耕地，幸福勇敢地

和万善堂对簿公堂；村上的保健

厂污染了河水，导致村民集体生

病，幸福带领村民跟利益集团勇

敢的抗争。每一步，她走得并不轻

松，但她从不放弃。

剧中幸福的丈夫王庆来的

“人设”，最开始是让人失望的。小

姨子被欺凌，他装聋作哑；自家菜

地被强拆，他说不出半句话；到了

城里工作，相比于幸福的上进努

力，王庆来身上的种种缺点更是

明显放大，他被贴上“窝囊废”“窝

里横”的标签，眼高手低，不脚踏

实地工作，让幸福不省心，明明幸

福那么好，凭什么要配一个这样

的人？看剧的网友也是操碎了心，

全网“劝分”。幸福在城里打工的

时候，遇到律师关涛，她凭着自己

的勤奋努力，从关涛律师事务所

的保洁，做到了专业前台，还帮助

公司签下大客户，成为律师事务

所不可或缺的人。让我印象深刻

的是，有一次，幸福在工作的时

候打碎了水杯，扎破了手指，关

涛赶紧过来细心地帮她包扎。两

个人在一起的画面，看上去是那

样的和谐。我心里咯噔一下，编

剧可能要“安排”庆来在婚姻里

“出局”了。

就在观众以为夫妻要越走越

远的时候，幸福却做了一个让人

意外的决定。面对日益陌生的孩

子和丧失自信心的丈夫，她放弃

了在城里的事业，为了照顾家庭，

选择回到万家庄。回到农村的幸

福，并没有安心在家做一个小媳

妇，而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在城

里的人脉，在农村开了一家客栈，

同样风生水起。

更难得的是，她在追求事业

的同时，也更用心地经营着家庭。

她总是给事业落后的丈夫包容和

理解，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庆来

准备在农村卖有机菜，幸福总是

鼓励他，帮着他买书，告诉他怎样

经营，和人打交道。庆来事业发展

得越来越顺利，成为种植大户，精

气神越来越足，变了一个模样。故

事的最后结局，走向圆满，幸福和

庆来的婚姻稳定，她同时当选为

万家庄新的带头人，带领村民共

同致富。

这样的结局，也引来一些观

众的不满。一部分人认为，幸福的

抗争是不彻底的，是委曲求全的，

她应该有更好的未来。用如今城

市的、文明的观点来看，她不能算

是真正的“大女主”。但在老派一

些的人看来，婚姻讲的不是“竞争

逻辑”，而是“和谐逻辑”。两个人

在一起，共同成长，被良好的婚姻

关系所滋养，不失为另一种细水

流长的幸福。

在众多影片里，《奇迹·笨小

孩》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影片描述

年轻人的创业历程，也是一代人为

生活拼搏，与命运抗争的励志模

板。在这部影片里有着时代的缩

影，还有着生活的百般纠缠，也是

个人奋斗的不懈追求，有着时代生

活的双重隐喻性，个人与社会发展

的融合性。电影诸多因素里，泪水

与欢笑相和，苦楚与机遇相连，随

着影片的展开，那些艰难，那些拼

搏，那些情义都一幕幕绚丽呈现。

影片初始景浩带着妹妹生活

在大都市，父母离世，兄妹相依，加

之妹妹的心脏疾病，需要高昂的手

术费用，20岁的景浩，不得不努力

赚钱，他没有退路，只能向前。这样

悲悯的人生故事生活中屡见不鲜，

而把这样的故事放在时代的浪潮

里，就有着不一样的内涵。景浩所

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

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由弱变强，

经济迅速提升。很多人借助这十

年的经济腾飞也实现了个人自身

的价值，景浩的奋斗史就是千万

个打工人在北上广深的集合体，

他的成功是个人勤奋、超强毅力

与无畏的拼搏，再加上一些幸运

的眷顾而使然。

景浩的身上有着中国人的良

好品德，诚信、担当、责任与义气皆

有体现。妹妹的天价手术费，让他

不得不拼命。妹妹的命就是他的

命，他拼命跑到深圳北站拦截总经

理，他拼命地拦截卡车，这些都出

于对妹妹生命的责任。无论多困

难，他都坚持给员工发工资，自己

出去赚钱也要发，这是诚信。能借

钱给说家里母亲生病的兄弟，这是

义气。面对女职工遭到不公平待

遇，勇敢地站出来，不畏暴力，这是

一种担当。凡此种种的行为与态

度，影片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时代

背景下，具有高尚情操的人物形

象，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平凡人的生活离不开时代的

淬炼，普通人的经历更要经受社会

变革的洗礼。《奇迹·笨小孩》这部

影片从人物故事入手，以时代的机

遇挑战为背景，展现小人物在大时

代中的有情有义，创造一个个奇迹

的过程。

年轻人的创业永远是一个话

题，而创业的过程各有不同的艰

难，正如影片所聚焦的那样，每个

人不会随随便便成功，需要经历坎

坷才知道路不是一帆风顺，需要历

经风雨才知彩虹之壮美。

虎年进行时，观看这样一部励

志的影片，无疑会给即将奋斗或

正在奋斗的人们全然的动力。世

上道路千万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只有一条，那就是脚踏实地不断

奋斗与拼搏，唯有如此，才能创造

更多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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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对天空的
美丽向往
——读《丛中鸟：观

鸟的社会史》
李 钊

秋风送凉，雁字南飞。

蓄着短发的杨帆，再次走向

这个自行车修理铺，已是十年后。

上午十点钟，株洲工业大学

的校园里很安静，学生们都上课

去了。她推着一辆刚买的“永久

牌”自行车，经过校门口的传达

室，再折向右边的一溜砖瓦平房，

在一个窄小的门脸边支好车。

店堂里，放着好几辆待修的

自行车，一个头发斑白的汉子，正

蹲着修补戳破了的车胎，洗白的

蓝工装上油污斑斑。在店堂上端

的小桌上，放着一个插了一支洁

白芦花的绿瓷小花瓶，一个侧身

而坐的女人，面对着芦花，久久

静默。

杨帆眼里兀地有了盈盈的

泪水。

车师傅和他妻子还守着这个

修车铺。

杨帆十年前从黔西一个小

县，考上这所大学的包装设计系，

师姐们就说起了这个夫妻店，还

说他们已经在此修车好几年了。

车师傅叫车百里。妻子叫蓝

姑，是个盲人。

从穷乡僻壤来的杨帆，怎么

也没想到大学的校园有这么大，

从宿舍区到教学区，要走三十几

分钟；到食堂吃个饭，到图书馆去

借书，都有不短的距离。自行车成

了校园里最受人欢迎的交通工

具。“永久”“凤凰”“飞鸽”……什

么型号什么牌子的车都有。

杨帆不敢奢望。一个贫困农

家的女儿，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读

书钱全靠父母从土里刨出来。好

不容易考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

都是由县教育局担保向银行去借

贷的。同学问她怎么不去买辆自

行车，她说：“在家走路爬山练出

了脚力，方便哩。再说车子出毛病

了，我不会修。”懂事的同学连忙

附和地点点头。

杨帆真的需要一辆车，可以

节约出许多时间，去读书听讲座，

还能去校外看展览看风景。她决

心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买一辆只

要可以凑合骑就行的二手自行

车。她从修理铺前经过时，总会情

不自禁地停下来，看码在墙边的

自行车零散配件，笼头、车架、钢

圈、踏脚，很多都生锈了。

一天中饭后，她走进了修车

铺。车师傅在校正钢圈，蓝姑在

“看”花瓶里的一支杜鹃花。

车 师 傅 问 ：“ 小 同 学 ，你 要

修车？”

“不……不。是……是那支淡

蓝色的野菊花把我引来的，真好

看。大嫂看花的样子，也很美。我

叫杨帆，刚进校不久的新生。”

车师傅笑了，蓝姑也笑了。

“我发现你每天都在花瓶里

插上花或者草，你对大嫂真好。”

“我从乡下来这里打工，带着

她，为的是让家里老人减轻负担，

也赚些钱寄回家去。这些花草，老

家的屋前屋后都有，蓝姑看不见，

但闻得出它们的气味，心里就不

发愁了。”

“你们的爱，就在这个花瓶

里，真让人佩服。”

车师傅忽然问道：“杨帆，你

没有自行车？”

“嗯。家里穷，买不起……”

“你要是不嫌弃，我用这些旧

配件，给你组装一辆车，不好看，

但肯定能骑。”

“我怎么会嫌弃！我该付多

少钱？”

“不要钱。”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只是一堆不值钱

的废铁。没事时，你就来和蓝姑聊

聊天。”

“好！”

几天后，杨帆有了一辆自行

车。她高高兴兴骑着它，去教学大

楼去食堂图书馆，去校外看美展

看博物馆，看湘江风光带。隔三差

五，她会在中午时分去修车铺，帮

蓝姑洗衣扫地，或者为车师傅递

送工具。

蓝姑告诉杨帆：“花瓶里的花

和草，一天一换，都是老车亲自去

采的。老车说，我看多了，心上会

长出明亮的眼睛，什么都看得见。

我真的什么都看见了！”

杨帆也觉得一个个不同的节

令，是在花瓶里更替的，她看得很

清楚。

杨帆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本

科，然后回到贵州，供职于贵阳的

一家包装制造厂，从事包装设计。

一眨眼，她 32岁了。

这次来株洲参加一个关于包

装设计的学术研讨会，她原本是

不想来的。谈了三年的男朋友，因

开车去一个矿区调查矿源存量，

被一辆逆行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撞

到山崖下，脸部严重受伤，经治疗

刚刚出院。按他们的计划，再过两

个月，就要结婚了。杨帆的闺蜜劝

她要慎重考虑，天天面对这样一

张丑脸，哪里还快活得起来。

男朋友力劝她去株洲，散散

心也是好的。“你常说忘不了当年

的车师傅，为你拼装了一辆自行

车，有机会要去看看人家，还要买

一辆新车送去，或许有买不起车

的贫困生入学，车师傅可以免费

让他使用。”

于是，杨帆就来到了株洲，来

到了母校的修车铺。

她喊了一声“车师傅”，再喊

了一声“蓝姑大嫂”。

车师傅转过脸，茫然地望着

杨帆，不知道来的是谁。

蓝姑转过脸，靠近鼻子的芦

花轻轻一抖，飘出丝丝花絮。她

说：“这个声音我记得，是杨帆妹

子来了！”

车师傅一拍脑袋，说：“果然

是杨帆！”

“车师傅和大嫂，一点儿都没

变，还是这么精神。”

车师傅笑了，说：“杨帆，你都

变得让我认不出了，我们怎会不

变，那不成妖怪了？”

蓝姑说：“杨帆妹子声音没

变，还是又清又亮。”

杨帆跑过去，抱住蓝姑的双

肩，眼里有盈盈泪珠在闪，说：

“你们是老了不少，可花瓶里每

日一换的花和草，还是这么不离

不弃……”

第二十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揭晓
株洲著名作家聂鑫森获一等奖

执之子手 共同成长
——看《幸福到万家》有感

张 洁

花 草 之 眼
聂鑫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