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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札记年轻时读爱情小说的日子年轻时读爱情小说的日子
□陈继明

●雷达先生作为评论家，
在国内文学界享有盛誉。雷达
先生也写过不少散文，我看过

《蔓丝藕实》、《皋兰夜话》、《足
球与人生感悟》等篇什。我知
道，国内有些论者对雷达的散
文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散文厚
重、真切，常常以外部事物为载
体突入内心世界，表现心灵体
验，篇篇精粹，字字珠玑，总是
闪耀着智慧之光、理性之光、情
感之光、人格之光。

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认为
雷达的散文数量虽然不丰，但
成就仅次于张中行、王蒙，是当
代最出色的几名学者散文家之
一。我认为，雷达先生本人虽
然是学者，而他的散文迥别于
学者散文，没有这类散文往往
克服不了的呆板、繁杂甚至卖
弄的缺陷，同时他的散文也不
同于诗化的散文，更不同于纤
巧的“美文”，没有这类散文难
以避免的矫饰、绮靡、甜腻，有
一种卓尔不群的美学品格。他
的散文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可
能是由于他作为评论家的名气
太大了。

记得有一次和雷达先生聊
天，他说，我的散文，数量还比
较少，我也没打算成为散文家，
我写散文，只不过是有感而发
而已，并有意无意地实践着我
自己的“散文观”。雷达还说：

“我感兴趣的散文，首先必须是
活文，有生命之文。”“我有自设
的散文标准，那就是，看它是否
来自运动着的现实，包含着多
少生命的活性元素，那思维的
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
流，是否是实践主体的毛茸茸
的活鲜感受。”我觉得，雷达先
生首先是一个散文家，其次才
是一个评论家——这也许正是
他作为评论家受欢迎的秘密。

●读《南怀瑾选集》，补了
很多课，当细读，读完。

有一节题为“盗机与哲
学”。

什么是盗？
“不予取”，便是盗。
这样说来，人人都盗。
盗机理论，传自上古。
道家讲，道，盗机也。《阴符

经》说：“天地，万物之盗。万
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修
道者，便是利用盗机。人活着，
盗阳光，盗水，盗万物。修道，
盗什么？盗思想精华。这个世
界本来就是相互偷盗的世界，
彼此互盗，都在混水摸鱼。

盗机，大有深意。

●买书两本：朴槿惠《绝望
锻炼了我》、三岛由纪夫的《新
恋爱讲座》。先翻前一本，亲切
诚实的语言，以及可以猜想的
着墨不多的内心历程，令人感
动。能够压死人的命运，却让
朴平和、温情。重新看到一些
基本价值，善良，坚持，信心。

□王安忆

让我再谈一下年轻时读
的书。我常说我很喜欢托尔
斯泰和雨果，但年轻时托尔

斯 泰 并 不 是 我 最 喜 欢 的 作
家，也不特别喜欢雨果。我
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这个
名字对你们年轻人来说可能
很陌生，因为俄国文学不是
今天的时尚。在我年轻时，
我其实不能完全看明白他的
小说。小说里俄国的政治背
景，知识分子的苦闷，思想没
有出路，那些更深刻的内容
我不怎么了解，留在记忆里
的印象是模糊的。读书就是
这样，把喜欢的东西留下来，
不喜欢的看不懂的东西就放
到一边，等待将来的日子去
认识，好像反刍似的。于是，
我就只看到爱情的部分。屠
格 涅 夫 的 小 说 里 总 是 有 爱
情，而且是不幸的爱情，年轻
人 多 不 喜 欢 一 帆 风 顺 的 爱
情，而是受爱情的悲剧吸引，
年轻人总是伤感主义的。

屠格涅夫的爱情故事都
很伤心。在《初恋》里，一个年

轻的男孩子爱上一个成年女
性，爱得非常非常深。这份爱
里，不仅有情欲，还有成长的渴
望，希冀进入成年人的社会，和
这个社会平等地对话。这个女
人很美，很温柔，而且似乎也知
道他的钟情，有一些微妙的回
应。结果却是，她爱着他的父
亲，一个成熟的经历过生活、有
家室妻儿的男人。这不仅是单
纯的失恋，而是一个失败的博
弈，年龄、阅历、成熟度，和这一
切有关的魅力的博弈。但是，
还有一个更久远的博弈，这个
博弈还未完，还未决出胜负，那
就是未来的时间。他总有一天
抵达父亲的年龄，父亲却永远
回不到他的青春时代。所以，
博弈的双方，父与子，都是痛楚
的。屠格涅夫小说里有一个父
与子的核心关系，他有一部长
篇名字就叫《父与子》，可我注
意不到，只看见爱情，因为自己
也正处在蜕变的年龄，爱情对

成长具有启蒙的意义。
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真的

不是白读的。慢慢地，我们就
建立起种道德美学，那些深情
的爱人们，并没有放弃利他
心。虽然爱了，力情是自私的，
但是知识分子的人性理想约束
着他们，使他们保持对爱的更
高尚理解，悲剧就是在这里发
生。屠格涅夫所写的故事和我
阅读时经历的生活完全不同，
他笔下的人和事，于我的处境
称得上奢侈，但为什么我能够
从中得到慰藉和启发？可能是
有一个秘密通道，可能是青春，
可能是对爱情的向往，也可能
是成长的需要。这大约可说是
阅读生活的真谛，你和某一本
书——不知是哪一本，会有一
个秘密通道，就是这个秘密通
道，令你在书中遇到知己，能和
这本书邂逅，就是幸运。

（摘自王安忆《小说与
我》）

□许 锋

站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大
街上，人容易产生冲动。冲动
又产生激情。激情又创造价
值。这便是城市活力的源头。
你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年轻人都
想去北上广深——往街口一
站，会产生玉树临风之感，那是
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

人群中，小人物占大多
数。小人物中，有的来自乡
下，有的来自小城。

王虎的长篇小说《带着
理想爱世界》的主人公花小
凤来自西北的革命老区。与
更多土得掉渣的打工者身份
不同的是花小凤上过大学，
大 学 毕 业 前 参 加 校 园 招 聘
会 ，被 一 家 五 百 强 公 司 录

取。以花小凤这样的学历出
身，若是选择在家乡工作，找
找人，托托关系，或许会有一
份很体面的工作；但在财富
气息浓郁的南方，花小凤仍
然是一个普通打工者。

只是，王虎事先为花小
凤设定了三个标签——属于
能 力 和 外 表 的 —— 才 貌 双
全；属于道德的——品行兼
优。加之花小凤读大学时英
语成绩考过了六级，在报刊上
发表过文章，还放弃了学校推
荐她读研究生的机会，如此，
花小凤这个小人物一出场便
给人以完美无瑕的印象。

花小凤与更多打工者进
入南方的方式不同，生活状态
也有天壤之别。她有宿舍，不
用看房东的脸色。她跟着同
事去洗脚、按摩，第一次被一
个大男人捏脚心，差点叫出声
来……应该说，城市带给花
小凤脱胎换骨的感受和体验，
而这种感受和体验不是“渐
悟”，而是“顿悟”。快得让人
容易迷失。这是很多人进入
城市之后的必然。城市不是
乡村，没有老牛拉破车，吱吱
呀呀；没有农闲时日子淡得像
一碗白开水。

毫无悬念，以花小凤这
样出类拔萃的条件，她必然
要面临更大的诱惑，比如爱
情 。 如 果 花 小 凤 答 应 嫁 给
公司老板的儿子，那花小凤
从此便不再是一个小人物，
而是嫁入豪门，跻身富豪阶
层，显然，这不是王虎的本
意 。 作 为 同 样 从 西 北 ——

甘 肃 会 宁 走 出 来 的“ 打 工
者”、作家，王虎在南方的生
活体验是“富足”的，是全方
位的，他不但熟悉城市的轮
廓，规律，还洞悉城市的细
节，他虚构花小凤这一人物
形 象 的 根 本 目 的 是 想 传 达
乡 土 的 质 朴 在 城 市 的 利 来
利 往 间 的 挣 扎 与 固 守 。 这
是难能可贵的。

让人欣慰的是，花小凤
没有迷失。如果说起初她毫
不犹豫地选择进入五百强企
业工作，是受物质条件的诱
惑，后来，她选择辞职，离开
企业，进入报社，继续去实现
她文学或者文字的梦想，便
是寻求心灵的皈依。经过一
段时间的“漂泊”，她终于认
识到，理想是重要的。这种
内心的转折，最考验人的毅
力和决心。

花小凤是单纯的。在王
虎所营造的复杂的企业职场
生态环境中，如果花小凤的
内心也是复杂的，那她早已
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理想，
便 是 九 天 之 上 的 云 彩 。 可
是，因为单纯，因为固守，她
毫发无损。

正如作者所言，他没有
将花小凤写成一个创业成功
者，也没有写成一个创业失
败者，而是定位为一个有理
想、有追求的劳动者。这是
社 会 上 大 多 数 人 的 生 活 现
实。

《带着理想爱世界》所要
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怀：
面向现实，不忘初心。

面向现实 不忘初心
——读王虎长篇小说《带着理想爱世界》

□魏小河

这 本 书 出 版 于 1981
年。这一年卡佛四十三岁，
人到中年，经济窘迫，虽然
已 经 出 版 了 两 本 小 说 集 和
三本诗集，但是还谈不上靠
写作生活。事实上，一直以
来，写作都是他生活之外的
奢侈品。

很多人抱怨卡佛的小说
读不懂，一部分原因，正是卡
佛小说的形式制造了障碍。
他比海明威做得还过分，他
抽掉了一个事件最重要的部
分，诸如人物的心理状态、动
机、行动甚至结局。虽然读
完了小说，但是人物和故事
并未完全展开，你很有可能
不理解这个人，也没搞懂到
底发生了什么。中国读者还
有一个习惯，喜欢问“作者到
底要表达什么”，这对卡佛，
就更难了。

但同时，这也是阅读卡
佛的乐趣，他从来不告诉你
全部，你要去想，去猜，去注
意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而
当你发现了那把钥匙，一切
都会豁然开朗。这时，迎接
你 的 将 是 一 个 个 忧 伤 的 故
事，是一种对于这个世界和
整个生命的惶惶无力之感。

他的小说，就像生活本
身，行为充满矛盾，交谈充满
歧义，人生充满无意义，这里
没有多少戏剧化的事件，也
不会有多少传奇故事，他们
只是活着，应付一个又一个
的日子，度过它，或者度不
过。卡佛写的，往往是那些
度过和度不过之间的状态。

（摘自魏小河《冒犯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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