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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罢张宗政老先生的短篇新作《蓝旗袍》，我们

看到的是一个旧时代，上世纪30年代，山河破碎，民

族危亡，正处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旧中国的小人物姚

锡林的悲戚命运，是一幅不折不扣的风情画。人总是

生活在一定的经济、物质生活的环境当中，很多现实

的因素，譬如地位、金钱、禀赋、性格、涵养等等，

限制了我们生活的范围，阻碍了我们展望的视野，难

以从“自身”解放出来，这是命运的“围城”，并不

能从精神层面上让我们获得充分的自由和畅快的游

弋。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人性未必在进步，甚

至可以说有时人性在倒退。人人在追求诸多享乐，欲

望滋生疯长，却永远得不到满足，“沟壑难填”。有

时一个人的正常需求，七情六欲，人之常情，也未必

能得到合情合理的满足，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压抑和沉

重，难以释怀。

　　而《蓝旗袍》的主人公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

地地道道的一个裁缝，只管本本分分做衣裳，过简简

单单的日子就行了。裁剪合身的衣服，裁剪合乎身份

的衣物，只想做一个好裁缝，这是他的追求和梦想。

但不得不问一下主人公，你对自己裁剪的衣物都很满

意，在行内做出了名声，顶一顶二的，尤其是缝制的

蓝色旗袍，使自己在裁缝这一行做到了极致，以致松

厅、圆庐等政治上层人物也夸赞你的顶尖功夫，但你

想过没有自己的命运你缝合好了吗？想必，读者一定

会给出自己不同的答案来的。“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在预设自己的未来，姚裁缝

可能也不例外。他天天莫名其妙地思念黄金桂，这是

他一个令人神往的未来，他先压抑了下来，后来当他

觉醒时，黄金桂却鬼使神差地嫁给了朱爷，想不到的

是他“爱口释羞”，“错失良机”，朱锤子、朱世民

倒捡了一个“漏”，占了便宜：朱爷发现了一个“假

相”和“真相”，凶多吉少，没好日子过的姚裁缝被

毒打、被冤打，把一只眼睛弄瞎了，成了独眼裁缝。

被毒打、被冤打的是姚裁缝的身体，难道仅仅是他的

身体？他的心也被毒打、心也被冤打了。“裁缝”是

姚锡林的命，是一辈子的标签。后来，独眼裁缝姚锡

林，“独”行天下，游走他方，靠摆摊做衣服为生。

在游走他方，“独”行天下的同时，寻找他心中身材

匀称、符合裁缝心中美的标准的黄金桂，这是他的一

个梦，经常做的一个梦，梦到她的手、她的腰、她的

胸、她的阴丘……人体的 36 个尺寸，皆烂熟于姚裁缝的

心里。一切一切的细枝末节，由外而内的了解，由外而内

的美，打动了他，情动于中，身不由己，而未发于行，只

使他做了一件世上最好的蓝色旗袍。这件蓝色旗袍是姚裁

缝所做的蓝色旗袍中最好的，有别于松厅、圆庐等贵夫人

的，这件原本最适合自己的“蓝色旗袍”从自己手中一针

一线缝好的，可以说是爱不释手，却白白 地从自己手中

滑落，却做了别人的“嫁衣”。小说《蓝旗袍》结尾处有

一首《裁缝歌》：“一副褡裢走四方，一双巧手做衣裳。

好想和你拜个堂，你翻起脚板跑的快！”道出了裁缝姚锡

林的情有独钟，永远把蓝色旗袍下的黄金桂作为自己的精

神支柱、精神伴侣，也注定了姚锡林独特的命运，也给姚

锡林独特的命运抹上了诡谲的蓝色调。

　　张老的《蓝旗袍》挖掘了人性的真实美的一面，谁也

不能说谁高尚，谁也不能说谁低俗，这是真实生活的写

照，是生活的原生态。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黄金桂”，这

是美好的，不可亵渎的。尽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折

射出大部分人，包括姚裁缝、朱世民朱锤子、朱爷、黄金

桂等，尽管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三教九流，在各自的

舞台上生活，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困顿和衰败的挣扎之中：

虽然都在用各自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 ，像

姚裁缝手中的剪刀在大胆抑或小心翼翼地裁剪自己的生

活，留下些许的“边边角角”。生活也许留下了许许多多

的“边角料”，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不足、无奈甚至

无助，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戏剧意味。生活往往会背离我

们的初衷，背离我们的精心“裁剪”和苦心经营。           

　　姚裁缝一路走来，或风光无限，或跌跌撞撞，为别人

做嫁衣裳，心中不免悲戚、些许无奈、些许叹息，但是他

的眼中仍然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和等待。

　　没有什么比张老在《蓝旗袍》里呈现的上世纪三十年

代社会所形成的一种心灵对立图景更深刻清晰的了：自己

的愿景充满对幸福的追求与向往，但是肉体却总是无望地

行走在破败不堪的现实道路上。灵肉不能融合，是一件多

么痛苦的事啊。

　　《蓝旗袍》告诉我们，我们似乎都有机会去追求个人

的幸福与自由，而这个“幸福”，这个“自由”却像松

厅、圆庐等贵夫人那样高不可攀，不会被人轻易找到。也

许黄金桂是姚裁缝心中的“蓝”，“蓝”得不可捉摸，

“蓝”得令人难受，“蓝”在心上。读者可能在心理上，

盼望着这对苦命的人儿不仅心在一起，而且人在一起。如

想象成另一种生活的图景
——从门外汉的角度品读《蓝旗袍》

◎胡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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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姚裁缝和黄金桂登上了《蓝旗袍》的封面，俨

然成了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当然也不仅仅是。鲜

活的人物形象，已深深地烙在读者的脑海中。深入

小说内部，才会深入小说人物的心理，与小说人物

同呼吸，共命运，或喜或悲。

　　话得说回来，张老确实是一个能讲故事、会讲

故事、善讲故事的人。一位老者在你面前呈现了一

个有关风花雪月的故事，揭示了与众不同的存在。

娓娓道来，如一杯清茗在握，如醍醐灌顶，让人明

白许许多多人生的意义或许是人生的真谛。对姚裁

缝后来的命运，或许时代的变迁，或许命运改变，

黄金桂会不会走进姚裁缝的生活……这一连串的疑

问，不可捉摸的偶然性，让读者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和回味的余地。张老的这部短篇发现和创造了存在

的独特价值，这个存在就是与命运抗争的姚裁缝姚

锡林。人物与人物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与之发生的故事，

充满了未知的神奇与偶然。在这部小说中，铺排陈述和独

特的川西方言、民风民俗固然值得关注（张老先生的川西

方言是独一份的，是他特有的，是“这一个”而非“那一

个”，是弥久常新的，是生长在川西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

那种鲜活的语言），更重要的是那些反常或不平凡的人物

和人物的灵魂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命运和人生。

　　这部短篇小说思考的是人的存在，细读这部小说，品

味这部小说，让人留下的不仅是人生的感慨，更多的是对

未来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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