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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前，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工作时，那时刑法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以法条为基础
所进行的刑法解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我国1979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
刚刚生效，司法实务部门的很多工作人员
都还没有适用刑法的经验，社科院法学所
的老一辈刑法学家欧阳涛先生等人就编著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注释》一书。这部
适用性极强的法律工具书，当时的销量达
到100 多万册，后来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
出版。1997 年新刑法颁布后，我又协助欧
阳涛先生主编出版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新
刑法注释与适用》，此时国内的刑法学研究
早已是各路大军齐头并进了。我们的这本
书第一次出版社印了1万册，接着又加印
了1万册，合计2万册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后来，随着刑法理论水平的提高，法条解释
逐渐退出了学界的视野，甚至被视为低层
次的刑法研究。世事轮回，近几年来，各种
版本的刑法注释又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至少说明，刑法注释
应当回归为刑法学研究的方法之一。

我的博士研究生雷达独自编著完成了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条文注释与实务指南·
图解版》一书，她请我作序。雷达入校才一
年有余，刚进来的时候我并未对她抱过高
期待，但她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以我多年培养博士生的经验和教训，我认
为雷达同学一年多来的学术之路是符合一
个青年学者的成长规律的：她先给我们社
科院的年度刑法论坛撰写了连续两年的会
议综述，成果公开发表；然后在我的指导
下，我们合作撰写的文章见于《南方周末》；
在此基础上，她又主动撰写论文并请我指
导……有了这些积累，现在再就一部“小切
口”法律独自写一本体系性的注释书，我认
为这对她下一步撰写一篇高质量的博士学
位论文乃至出专著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专门为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制定的一部“小切口”
法律，它立法进程快，体现急用先行，是“小
快灵”立法的重要实践。《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的颁行标志着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工
作迈向了新阶段。当务之急是既要加强反
电诈的普法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防
骗意识，又要努力做好本法的解释与适用
工作，写好“后半篇文章”。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条文注释与实务
指南·图解版》共分为条文解读、实务指南、
法律适用三个部分，并在不同部分展示出
自己的写作特色。首先，本书的条文解读部
分强调基础性、理论性。作者对本法五十个
条文逐一归纳提炼形成条文主旨，并结合
法教义学知识对各条文所涉及的基础理

念、基本概念进行注释式解读，能较好地发
挥普法宣传作用。其次，本书的实务指南部
分强调典型性、体系性。作者所选取的案例
来自不同层级法院通报的与电信网络诈骗
相关的典型案件，并结合理论和实践关注
的热点问题，从电信网络诈骗的组织形式、
行为方式、从重处罚情节、跨境电信网络诈
骗、帮助犯的主观认定、共同犯罪、对象特
征、罪数等不同侧面进行整理分类，可以
发挥典型案例的释法功能。最后，本书的
法律适用部分强调针对性、实用性。作者
从多个法律规范中摘取选择关联性最强
的部分，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各章为依
据，划分为综合部分、电信治理部分、金融
治理部分和互联网治理部分，以方便读者
翻阅查找。虽然本书不一定彻底解决前述
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也许有些疑难问
题本身就是立法缺憾，需要未来借助指导
性案例、司法解释甚至修法才能加以解
决），但与同类著作相比，仍然不失为一本
特色鲜明，简明扼要，集释义、案例和法条
为一体的便利法律工具书，相信会对普及
宣传和贯彻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起
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是为序。
（刘仁文，隆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中
国犯罪学会副会长）

法条注释：刑法学人的一项基本功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条文注释与实务指南·图解版》序

刘仁文

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吧，马笑泉初涉文
坛，我读到了他的小说《愤怒青年》，就被他
的充满血性和刚毅的文字惊住了。以后陆
续看到他拿出了一部又一部新作，一步又
一步地在文学的山路上跋涉和成长。如今
他已是当代文坛的一名非常有实力的作
家，他在小说、散文、诗歌等领域都有所造
就，即以小说为例，就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
以及中短篇小说集。这一次他告诉我他又
有一本小说集要出版了，并将整理好的电
子版发给我看，我却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了，
因为这对于马笑泉来说，无非是水到渠成
的事情。他像一位勤劳的农夫，日复一日
地耕耘在土地上，同时他从土地上得到的
收获也是非常丰沃的。

我一直很欣赏马笑泉的小说，这当然不
止是因为他的勤劳，更因为他在艺术上有一
种不断开拓新空间的执着劲。《愤怒青年》是
马笑泉的首秀，这篇小说也是他的自然天性
的真实呈露，他带着一名湘中汉子的刚烈和
淳朴，用冷凝的笔，挑开了一个特定时代的
征象。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美国作家塞林
格的经典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马笑泉所
塑造的愤怒青年楚小龙作为一个时代的征
象，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典型化的文学形
象，这一形象可以接续到以塞林格《麦田里
的守望者》为代表的坏孩子形象谱系中，为
世界文学提供了中国元素……马笑泉成长

于一个文化迷乱的年代，他若继续以《愤怒
青年》的方式，书写这个年代的精神乱象，也
许能成为中国的“塞林格”。

但马笑泉并不想把自己困在一种固定
的模式和风格里，他接下来写的《银行档
案》仿佛像四川的“变脸”一样完全换了一
副笔墨。他不满足于像《愤怒青年》那样真
性情地自然书写，而是把重点放在形式上
面，自觉探索小说的形式感。小说借用档
案的文体形式，给银行的二十余位职员重
新立了二十余份档案。因此它也被人们称
为“档案体”小说。这种档案体看似没有主
人公，没有中心事件，但作者通过这种形式
找到了散点透视的视角，每一份档案或人
物就是一个视点，每一个视点又从不同的
角度折射出整体……人事档案是苍白的，
它用层层伪装把活生生的人包裹起来。马
笑泉反其道而用之，他为某银行职员书写
的档案，是把他们身上的伪装层层剥去，直
到裸露出他们的灵魂。

长篇小说《放养年代》是他对自己的童
年记忆进行一次文学化的修饰。长篇小说

《巫地传说》则是他对自我基因的一次文化
溯源。《巫地传说》取材于家乡的异人轶事
和民间习俗……他从家乡亦真亦幻的传说
里，看到了一种介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

“象”。我想，马笑泉所看到的“象”，可以说
就是历史岁月附着在这些传说中的文化密
码。长篇小说《迷城》也许是他下功夫最足
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就对家乡的
文化和历史作了较为深入的开掘。但这部
作品是发生在一座小城市里的现实故事，
对家乡文化和历史的开掘只是为了对现实
的把握更加透彻。我在这部反映现实的小
说里，看到了马笑泉深沉的政治情怀……

这一回出版的是一部小说集。马笑泉
已出版过多部小说集。我发现，马笑泉对
待小说集也是非常认真的，或者说，他总是
将小说集当成一次新的写作目标来对待，
具有比较统一的主题，或是对某种文学构
想的系统尝试。比如《回身集》，收了八个
短篇小说，都是以武术为题材的；又如《幼
兽集》，收了十二个短篇小说，都是以南方
小城飞龙县为背景，刻画一群不同阶层的
县城少年。前者马笑泉是由武术进入到中
国传统的术文化，并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
后者则是马笑泉在小说中追求诗意的尝

试。收到这本《对河》的文稿，我就在想，这
一回马笑泉给自己订了什么目标呢？

《对河》的书名就很有意思。我看到这
个书名，心中不由自主地用湖南方言念了
一遍。“对河”应该是一个湖南方言中的熟
语，而且在南方其他省份中的方言中也普
遍流行。但在我的印象中北方似乎不说这
个词语。我特意查了一些字词典，都没有

“对河”的条目。“对河”是一个关于地域的
词语，是指一条河流的对岸。马笑泉这本
小说集的目标显然与“对河”有关。其中有
一篇小说名就是“对河”，写的是一座县城
里有一条河流过，县城的主体在河这一
边。对河虽然也属于县城，但在童年时的

“我”眼里，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一座桥
通往对河，“我”总想从桥上走到对河去，但
似乎最终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阻止了

“我”。后来“我”的文学与爱情都和对河建
立起了联系，“我”最初最崇拜的诗人就来
自对河，去城里读书时遇到一位心仪的女
孩也是住在对河的。小说的结尾却是假期
里“我”兴致勃勃地去对河寻到女孩的家里
时，女孩惊恐地将“我”拒之门外。“我”返回
桥上时，“怀着越来越深的后悔和悲凉，离
那个对河越来越远”。这篇小说表现出马
笑泉在面对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虚与
实之间的冲突时一种困惑和追问。小说集
里的另外三篇作品大致上都与这一主题有
关联。《离乡》中的雷安野练就了铁布衫的
武功，以为就可以放心闯天下了，但他走出
去所遭遇的一切完全不是他所预料的。《诗
兄弟》中的诗人廖独行确实是一个特立独行
的人物，他与世俗的一切似乎完全格格不
入，小说最终是以他烧死在洞中的悲剧而结
束。《笼中人》的“我”进入县地税局当公务员
……最终凭着自己的文学才华考取了南京
大学作家班。这几篇小说写于不同的时期，
可见在马笑泉的心头一直萦绕着那些精神
性问题，这大概也证明了他一直在研习梅山
文化吧。如果一名作家不仅要将自己的家
乡作为自己的文学原乡，而且要从哲学和精
神的层面上去探测家乡的文化基因，那他就
有可能构建起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马笑
泉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贺绍俊，著名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副会长；马笑泉，隆回人，湖南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

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
——序马笑泉小说集《对河》

贺绍俊

天龙山是老家的第二座名
山，仅次于龙山，其秀丽的风景
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前来采风
观赏。前年暑假，我刚好回到
老家。某日，学弟刘诚龙组织
作协一帮人马上天龙山采风。
其实，我加入家乡作协多年，极
少能有机会参加作协活动。好
不容易碰上，我自然不想放
过。这次活动，多位家乡文学
名家、书画大咖齐聚天龙山。
大家座谈，名家挥毫泼墨，然后
夜游天龙山，次日乘游船观赏
下源河景致。大家一路谈笑风
生，趣味盎然。第一次听学弟
做讲座，文白夹杂，浓糯的乡音
顿挫激昂，尤感亲切；第一次听
学弟山上江边放歌，歌声高亢
雄壮；第一次近距离观其形象：
剑眉直立，虎虎生威，好一条

“汉子”！
其实，是我有眼不识“龙”

山！学弟早已成“龙”，且为家
乡的一条文学“猛龙”，大名鼎
鼎。说来惭愧，我们结缘于同
省一师范学校，我高他两届，成
了他称之的“学姐”。其实我们
并未交往，后我们分配于家乡
不同的地方教书育人，也未谋
面。再后我便离开家乡，一别便是二十余年。我们能
续学姐学弟缘，实在要感谢市作协的一次活动，我们互
加了微信，我这才开始关注他与他的文字。不看不知
道，一看吓几跳。原来他早已驰骋于文学的江河湖海，
各类文体游刃有余，文章妙笔生花。他的杂文已经独
树一帜，形成了“诚龙体”。作品如天女散花般在国内
报刊杂志频频刊登。

我读过鲁迅的杂文，横眉冷对，似匕首如投枪，严
肃冷峻，给人以斗志与力量；学弟的杂文，赋幽默风趣，
伴喜怒哀乐，于轻松愉悦中说理叙事论道，读来过瘾有
趣而意味无穷！学弟的散文随笔也写得摇曳多姿，满
纸锦绣，读得你醉。尤其他写他的老家铁炉冲、家乡的
父老乡亲，信手拈来，对家乡的情与爱写得重墨浓彩，
写得情深深意切切，读来酣畅淋漓。读得我这得了“思
乡病”的学姐，泪蒙蒙气哽咽，读得我这位学姐不停拊
掌，油然赞叹！

学弟拥有众多文学粉丝，也变得非常忙。除了自
己笔耕不辍，还要帮这个文友那个好友，指导修改或写
序做评。我佩服他旺盛的创作精力与热情、奇思妙想
的大脑，惊人的阅读量与广博的知识面。让我认可的，
更有他的为人。在众人眼里，但凡大咖“清高”与“倨
傲”者众，做文与做人不能等同，品行与才学未能兼修
者不在少数。而学弟的作品和人品皆好。我与其接触
极少，续缘时间甚短。我重新提笔写文章也是近年的
事情。前年秋，我斗胆发了一篇《老屋》给他，希望得到
他的指导与推荐，他答应试试。不到半月，他回信告诉
我已经刊登了，让我找报纸，见于2020年9月10日的

《邵阳日报》。后我又发了一篇《清明祭父》给他……他
推荐给了《永州新报》，不久便刊出。我无意“植柳”，刊
发两篇文章，也再试出了学弟的“言而有信”。

然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最近他为我的散文集
《苔花如此开》写的序。九月初，当我把文集共77篇电
子稿内容发给他时，他说手头上“已有一部书稿在校
对，要为一位浙江作家写序，还有 150 篇学生作文要
评，如果学姐不急的话，可以。如果急的话，那就没时
间”。话语真诚不虚。即使手头如此忙，他依然没有拒
绝，我真的特别感动，忙说不急……一天下午，我收到
了他写的二千多字的序《敏感出文学》，对我浅薄的文
稿内容给予了中肯的点评，不吝鼓励又充满期许，也忆
天龙山之欢聚，更满含昔日同窗学姐学弟的深情厚谊，
字里行间透出真诚善良。一遍读罢，我已感激涕零。

学弟在《序》尾中所言：“吹过你吹过的风，我与孙
姐三十多前就已相逢，都在一个叫梅城的县城读师
范。梅城青石街之青石上，踩过共同的脚印，资江边的
柳堤上，吹过共同的河风。”好风吹拂着青春，也吹老了
我们。“因校友故，因文学故，学姐学弟成了好姐弟。足
可珍惜而记之。”如此“侠义柔情”的学弟，令我动容。
友情不隔时空，不弃岁月，一直都在！文学不分先后，
只要热爱，终会相遇，总会结缘。缘分天空，星光闪耀，
如此美好。

（孙纵香，新邵县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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