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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先锋作家

残雪是国际文坛公认的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最具创造性
的作家之一，从不缺席的先锋本
色令她的作品往往以独特的面貌
呈现而令人印象深刻，读之难
忘。纵观残雪三十余年的文学创
作，其作品一直都具有鲜明的先
锋艺术特点，如意象的多重隐喻、
跳脱的叙事语言、如迷宫一般的
内部空间结构等。

残雪总是在无端的想象与从
容的经验之间来往自由，从一株
花、一片云、一条河流、一件小事
写起，以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作
为开端、作为肌理。《西双版纳的
女神》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总是令
我们似曾相识，“雪城”或者“蒙
城”，“麻街”或者“蛤蟆村”，这些
城镇的风貌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
常生活之中，但落实在叙事主人
公的生活里，城镇、街道、建筑却
因人物的主观情绪而发生了一些
陌生化的转变，经由叙述的日常
生活反而成为主人公精神世界的
写照，游离在真实与想象之间。

评论家对残雪小说的评价，
总是愿意用“荒诞叙事”来表征她
的先锋特色。但《西双版纳的女
神》却有着非常真实的落地感。

《宝藏地带》中的“雪城”，因煤炭
资源而生活富足康乐，但随着煤
矿资源的逐渐匮乏，曾经盛极一
时的小城不再散发幸福生活的光
彩。生活于“雪城”的卢小元透过
老唐所日夜寻找的，正是这座城
镇昔日的荣光。残雪在此隐喻了
众多资源型城镇的发展历史，带
引我们思考这类城镇在资源枯竭
之后的灰暗未来。

但“雪城”的意义却不只是停
留在隐喻的层面，从小说的更深
层次出发，“雪城”是作为主人公
的精神世界出现的。诚如卡尔维
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的处理方
式，在现代派的小说里，城镇一旦
出现在叙述之中，它一定是叙述
者精神世界的外化表现。卢小元
在“雪城”中来去自如，自在穿梭
于现实与梦境、白天与黑夜、过去
与未来，于是卢小元的“寻找”，其
实是对人的潜意识的观看，是对
人类过往历史留在精神层面的痕
迹的探索。这也是篇名题为“宝

藏地带”的重要原因。
残雪的小说很容易使人感到

碎片的触感，像是碎彩玻璃拼凑
出来的梦幻光影。然后她使它们
跳跃、游移、叠加，她又剥夺它们
的触感，将万事万物的碎片浸染
于无边无理的陌生之中，然后它
们汇集、交融，化为精神通感的微
妙意象，以纯粹理性的声音向每
个人的灵魂凛然发问。这就是

《西双版纳的女神》带给我们的独
特文学世界。

唯美纯真的艺术表达

残雪在多次采访和自述中，
一再表达自己追寻的是一种“灵
魂自身的文学”，她希望探求的
是精神层面的书写。因此，残雪
的写作始终保持着自己向内的
坦诚而真挚的探索，在不断剔除
了外界杂质之后，她的作品展现
出罕见的精神或心灵上的纯粹，
这正是众多批评家不断提及的

“那种玲珑剔透的东西”，不矫
饰，无令色。因而，她笔下的人
物，也都具有某种奇特的共通
性，似乎他们共同拥有着同一个
干净的灵魂。

新书《西双版纳的女神》在这
一点上十分具有代表性。她描述
卖菜的老人、在城市的地下开超
市的女人、居住在蛤蟆村皮肤很
黑的男孩、爱上狮王的女人、总在
读书的桂姨……残雪总是愿意将
笔触放在每个人灵魂生活的裂缝
处，以象征或隐喻直面每个人掩
藏在日常生活下最深刻的心灵暗
语，探索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孤独，
他们的精神寄托与向往，情感的
滋生与毁灭。

残雪在文中极少玩弄修辞或
语言上的技巧，绝不使用晦涩的
词语和表达方式，她所塑造的人
物，几乎也不以纯粹个人化的形
象出现，但在整体氛围的塑造和
群体性描写上，残雪驾轻就熟。
她总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是
我们司空见惯的，又是完全陌生
的，在似来似去、似懂非懂之间，
瞬间击中读者的生活情绪。好似
原本我们的心灵就是层层叠叠晶
莹剔透的结构，而残雪用一束光，
瞬间穿透了我们。这五光十色洞
穿灵魂的一瞬，极具光华，令人感
到心灵的升华与愉悦。

作家残雪最新短
篇小说集《西双版纳
的女神》近期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隆重推
出。残雪曾被誉为

“中国的卡夫卡”，因
近年高居诺贝尔文学
奖赔率榜而引起国内
媒体的广泛关注。

其 实 早 在 1985
年，残雪第一次发表
小说开始，她就已经
开辟了一片独属于自
己的文学王国。新书
由 13 个精巧自由的
故事组成，无论是随
着矿产枯竭而逐渐寂
寞的北方“雪城”、拥
有庞大防空洞体系的

“灰城”，还是因一次
小误会而痛失猫咪的
卖菜老人、在地下三
层开小超市的女人、
第一次接触死亡的小
女孩……每个人在日
常生活下最深刻的孤
独同时也最彻底的自
由，他们的精神寄托
与向往，情感的滋生
与毁灭，生命意义的
隐匿与显现，都被残
雪收录其中，以象征、
隐喻和无所不在的通
感打破了真实与虚
构、现实与精神的界
限，造就了独一无二
的小说风景。

18世纪和19世纪初，
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球，
包括落入转型危机的奥斯
曼帝国。为应对政治动
荡、体制危机和民众叛乱，
奥斯曼帝国设计了各种改
革方案。帝国成了一个政
治剧场，其中各种政治行
动者发起了斗争、合作和
竞争。

本书研究了三种相互
竞争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社群的
秩序”，或者说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
主的。为了解决危机而签订的《同盟誓约》则意味着奥
斯曼历史中的一种激进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可能
性。这些探索在不脱离全球史框架的同时，对西方中
心论的传统叙事提出了质疑，放大了过去被忽略的地
方政治文化实践，为我们进入土耳其历史提供了一个
新路径。

/ 特别关注 /

六代作家70年
接力书写“年轮典存”

近日，记者从北京长江新世纪了解到，一套名为
“年轮典存”、涵盖作品集多达 32 部的丛书即将出
版。“年轮典存”丛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以作
家的代际年龄划分的中短篇小说集，涵盖了“40后”到

“90后”6个代际共32位作家的作品集。
在这套丛书的作者名单中，不仅有王蒙、梁晓声、

贾平凹 3位茅盾文学奖得主，还有叶广芩、冯骥才、池
莉、蒋韵等 15位鲁迅文学奖得主；有作品曾被改编为
爆红影视剧的原著作家尤凤伟、石钟山、须一瓜、滕肖
澜等，还有作品曾破百万册销量的笛安、李尚龙等新锐
力量。

“年轮典存”丛书邀请到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做名誉主编，《北京文学》杂志原主编杨晓升做
执行主编，成立编委会，经过几轮论证、组稿、选篇，最
终甄选出六代作家翘楚的二百余篇中短篇小说，以回
放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 73 年岁月。用名誉主编邱华
栋的话说：“我们欣喜地看到，由这套书所呈现的、正在
宏阔进程中的21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正在形成新的
文学山峰的山脊线。”

《帝国的伙伴：
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

热播剧《简言的冬
天》原著小说。书中讲述
顶 尖 商 业 调 查 专 家
Steve——跨国公司中国
区二把手，受到外籍老板
苏珊的打压，不但升职无
望，还被全球 CEO 列入

“黑名单”。此时，东莞一
地产公司发生离奇的失
窃案，Steve前往调查，邂
逅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
的台湾省同学阿文，但此
时的阿文却已从大家族
的阔少沦为落魄的东莞楼盘销售。阳明山顶的豪宅
中，天伦之乐背后暗藏杀机。作者永城是国际注册反
欺诈调查师，作品多以其自身经历——匪夷所思的秘
密商业调查、高科技王国的神秘武器、斗争激烈的外企
职场、遍布全球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堪称当代中国商
界的007系列小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土耳其】阿里·亚伊哲奥卢 著
宋宁刚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秘密调查师·家族阴谋》
永城 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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