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鹰一生不争不抢淡泊名利，她懂得爱，活得坦荡，慷
慨大方，她是我心中仰慕的老三届那一代精英，坚韧而美丽。

我是到快退休时，才发现原来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就
“一碗汤”的距离，而年轻时就喜欢的女作家人如此纯真、和
善如邻家姐姐。当我觍着脸向她表白“是看着你的书长大”
时，她说大牙快笑掉，摇手爽朗道，我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呀，
写小说是我的日常，长篇小说最适合家庭妇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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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是最长情的爱王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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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鹰的母亲于93岁高龄告别人

世，只隔了一年，小鹰的婆婆去世。小

鹰虽然自己刚刚歇下来，写作计划一大

堆要完成，但是她不忍公公一人在家的

境况。23年前，公公一口答应“借儿

子”，让小鹰夫妇一同回家陪了亲家母

23年的无私慷慨，一想到这份恩情，与

丈夫商量后，两人像救火队一样搬回了

五原路公公家，住回了他们结婚的房

间。公公王维是老革命家，原解放日报

总编辑，此时，他也94岁了，虽然身边有

保姆照顾，还是需要有人在旁说说话，安排处理各种

事务。儿媳小鹰义不容辞一肩挑，担当了起来。

小鹰对陪伴老人的方法熟门熟路，公公个人

吃穿健康方面种种细节她都门儿清，特别之处，在

于她愿意倾听公公谈论国家大事、世界格局、人间

世态种种话题。小鹰说，在公公身边陪伴的十一

年间，她不出门闻天下事，从公公身上学到很多很

多。公公到了九十多岁高龄时还是保持着清晰的

头脑，思路敏捷。有老部下老朋友来聊天，他常常

劝慰有些看不惯世道人情、肚有怨气的人要记得

一个字，就是“休”，我们离休了，退休了，万事都要

休，不要插手不该管的事，相信年轻人，要给年轻

人让道。公公豁达开放，言传身教，让以往比较感

性的小鹰获益匪浅，这体现在小鹰的生活态度，也

体现在她的写作成果上。

王小鹰陪伴公公从94岁安度到104岁。王维

先生住院期间，小鹰几乎每天要去华东看望，坐在

公公病床边与他说些家里的事，聊聊新闻，帮他解

解闷，安排叮嘱服务员阿姨，与医生护士沟通公公

的病情。我住在小鹰家附近，经常在路上遇见挎

着包低头急匆匆赶路的她，可以说，那些年，母亲

和公公的身体健康时刻牵制着小鹰的心，她不是

在医院病房陪护，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小鹰说，

直到送走104岁的公公，她才恍然惊觉，自己也已

经是老人了。

我最早见到王小鹰文字，是二十多岁时在出版社校对科的

校样上。当时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已在全国重要文

学刊物上发表小说。生活中的她，大眼睛亮晶晶，长得娇小玲

珑，穿素雅合体的中装，举手投足焕发着古典美，声音脆生生很

亲和。第一面，我便被她圈粉。文如其人果不其然呢，王小鹰

小说文字行云流水，唐诗宋词意境盎然，细节刻画精致，文句节

奏韵律悠悠，起承转合既有巧妙的戏剧性又不突兀作怪作妖，

阅读她作品，令人有一种在适温阳光下娴静、安然的舒适感。

2022年底，“静安讲坛”邀请到王小鹰做客直播间，与读者

们分享她创作第10部长篇小说《纪念碑》时的心路历程。小鹰

的大学同学、好友赵丽宏特地跑来开场，他发言道：“王小鹰是

一个纯粹、真诚的好作家，她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同

时，她的生活负担和困难又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有人觉得，

这就是忙着做家务的家庭妇女，但她又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从

来没有停止对文学的追求。她的作品是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对

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所经历的生活的思考。”

王小鹰当专业作家几十年，在她的书房里，书橱、书桌、地

板上堆满了书，伏案阅读与写作是常态。同时，她是妻子、女儿

与母亲，有黄山茶林场下乡7年的劳苦经历打底，将陪伴家人

料理家务看作是当然的责任。小鹰是长女，四个妹妹有的去了

国外，有的在外地定居。母亲70岁那年，为了照顾她的生活，

小鹰与丈夫一起搬回母亲家，同住了23年。

小鹰母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新四军老干部，1949年以

后一直在区委会和司法局等领导岗位上工作，母亲工作上是

“拼命三郎”，能干而洒脱，生活能力却不太强。体贴入微的小

鹰到家后主打一个陪伴，出差、旅游能带上母亲的就带上她散

心开眼界。有一次，她去北京开作家代表大会，也带了母亲同行，让代表

们惊讶又羡慕，直夸上海出孝女。

2000年，小鹰陪80多岁的母亲到皖南云岭，参加“皖南事变”殉难将

士牺牲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见到很多战友，母亲兴奋不已。会后，母亲

提出要去新四军驻地寻找当年的足迹。原来新四军刚成立时，在皖南有

一个教导大队，母亲那时在全是女兵的八队当学员。小鹰二话不说，陪

着母亲坐车上山，徒步很久才找到了女战士当年宿舍旧址。当母亲激动

地与同行的原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夫人何子友抱在一起，情不自禁唱

起新四军军歌，那一幕让小鹰泪盈满眶。她对母亲说，我要为你与你的

战友们写一部小说。母亲惊喜万分，为有一位作家女儿而自豪。其他离

休干部陆续有回忆录出版，母亲不急，她说，我女儿会给我写。母亲得空

就在本子上记材料，足足记了7本笔记本，她还拿出二十几位姐妹的通讯

录、旧照片讲故事，指点小鹰认识这些女战士。在母亲身边的二十三年

来，王小鹰一部部长篇小说写完，出版，得奖，母亲有时候不免着急，会催

问她，小鹰，你什么时候写我们那本书啊？

陪伴母亲让王小鹰养成了专注与心定的性格。因为同时要照顾母亲、

养育女儿，写作时间被分割成了零碎，但逐步习惯后小鹰手里忙着，心里则

在沉淀，构思、咀嚼，坐下来铺开稿纸就能写，慢慢写不断写，集腋成裘，聚

沙成塔。小鹰感慨道，此生当作家是我的幸运，职业妇女也好，家庭妇女也

好，任何生活都不会浪费。与勇敢、睿智的母亲朝夕相处，帮助她思想愈益

成熟，老一代人勤奋节俭认真的中华传统价值观与道德观得以完美传承，

陪伴老人不光是付出，同时也是得到，这一点毋庸置疑，她感谢母亲。

2021年7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承诺母亲的那本长篇

小说《纪念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王小鹰花了二十年时间准

备，终于用六十五万字厚厚两本书向母亲交了作业。

作为上海女作家代表的小鹰从小受

作家、画家父亲芦芒的影响爱上读书与绘

画，她对《红楼梦》《西厢记》等古代小说一

见钟情，小学生时偷偷摸摸画仕女画，11

岁时迷上了越剧，沉浸至深。有一天，唱

腔酷肖、扮相绝美的小戏迷不知从哪里打

听到招生消息，自己做主前往面试，竟一

举考进了杭州越剧团。马上就要去剧团

前，工作繁忙的母亲才得知情况，硬是把

小姑娘从才子佳人的道路上给拽回来，但

此时，对古典戏曲的热爱已深入王小鹰的

骨髓。讲述这些的时候，小鹰脸上露出神

往之情，说自己后来写小说，临古画，抄经

书，学弹古琴，唱昆曲，一切文学艺术的修

养达成均源于此，用王小鹰的话说，“生命

的一切从《红楼梦》开始”。

说起《红楼梦》，小鹰滔滔不绝，她赞

这部枕边书“风吹哪页读哪页”，每一页随

时读得进去。小鹰平时博览群书，但到了

自己动手开写前，所有书都扔开，只看一

本《红楼梦》。她要让自己沉浸于中国式

气场，流连于古典诗词意境，体会曹雪芹

创作《红楼梦》时的语感、节奏、整体起

伏。这就是所谓的沉浸式写作吧，是小鹰

写长篇小说的独门秘笈，没有法宝的人不

要试。我问小鹰自己十部长篇小说中你

最喜欢哪一部，答：《丹青引》。

小鹰年轻时拜国画家王康乐先生为

师学中国写意画，数十年临摹习得，她的山水风景画得

气韵流畅，纯熟老到，透出文人书卷气。她的书法是自

学的，小楷、隶书、魏碑都写，《大般涅槃经》7000多字，

书桌上那一大卷抄写进行时。小鹰说自己主业是写小

说，绘画和写毛笔字是写作间隙的调剂，养情怡性，舒

缓情绪。而弹古琴、唱昆曲更令她愉悦放松。她每周

至少一次出门上古琴课或唱昆曲，与一班趣味相投的

小姐妹一起唱戏弹琴，别提多开心了。去年9月，小鹰

在“夜光杯”写了一篇题为《最撩人春色在哪里——记

澎派昆曲研习中心的师姐妹们》的纪实文章，文中的大

师姐、小师妹、津羽老师等，个个有故事，小鹰在其中是

最年长的，褪去作家外壳，与同学们一起上课学习，排

练演出；一起量尺寸做旗袍，化了妆、扮上相，嘻嘻哈哈

拍照、录像，浑然忘记写到一半进展艰难的小说，每次

归家身上病痛都消失，心满意足。

由于住得近，我得以经常蹭到小鹰的戏票、电影票，

接到“侬夜里有空 ”的电话，我就晓得有戏！我与小鹰

相见恨晚，同行有得聊，还“沉迷”欣赏她的穿着打扮。

小鹰喜欢穿中式服装，自己挑选料子，自行设计式样定

制。棉布的真丝的羊毛的，无论哪件穿在她身上都得体

别致典雅，散发着古典美。小鹰不识世界名牌，不管是

车车还是包包的牌子都经眼不闻，不CARE。妹妹送给

她一只意大利名牌包，为了让她记住牌子的叫法，告诉

她，一样东西跌到地上，“啪啦嗒”一声响，就是它！

如今小鹰在家安安静静地陪伴着丈夫，买菜做饭，

过着普通上海人的生活。她手机里存着无数张女儿棒

棒和外孙辈的照片，随时随地有越洋连线让她满足亲

情。朝南客厅里阳光特别好，书桌上摊开着笔墨，古琴

上摆着琴谱，小

鹰灵活地穿梭

忙碌，喝茶看

书，弹琴写字，

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