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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王蒙精选散

文集《话里有画，王蒙
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话里有画，王蒙
说》分为“生活的艺术”

“最好的人际关系”“我
的处世哲学”“读书

又解人”“遐思”五

个篇章，精选王蒙
谈人生哲理、处世

哲学的散文篇目和
文学评论、妙语短文，将人民艺术家王蒙幽默的

智慧经验、思辨的世事体悟和深刻的人文思想，
呈现给读者。

书中包括《为自己创造不止一个世界》《记
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不要以为自己就

是尺度》《集中时间和精力也是一种天才》《铁
凝———一个把自己放在书里的作家》《飞沫》等

四十余篇。王蒙丰富传奇的生活体验，立体多彩的人

物性格，对人生和世界的独到见解，对散文写作真诚
自由的理念，使每一篇作品都至真至纯，至俗至雅。

本书的亮点还在于创意人物水墨画家彭长征根据王
蒙著作和演讲中的箴言金句，所创作的 40多幅水墨

漫画，文字与漫画虚实相形，妙趣横生。（秋实）

    身患重度抑郁症十余年

的作家李兰妮，终于下决心住
进精神病院，“躺在病床上，恐

怖联想如扑天海浪席卷而来”
“我进入幽暗深谷，用属灵的

心寻找光明”……既是患者又
是作家，走出精神病院的李兰

妮说：爱是旷野的一缕光。身

在旷野的人啊，你一定要相
信，会有一束灵光为你而来，

陪你走出无人旷野。
李兰妮长篇纪实文学《野

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
日子》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作者住院
治疗的过程以及对于精神病

院内部的微观察，描绘了其他
精神疾病患者的日常生活状

态，生动勾勒精神病院里的鲜
活群像。作者身处其中，痛并

感受着这个沉默而边缘的群
体的忧欢苦乐，还原具体鲜活

的人的样貌，揭开的是笼罩其
上的误读与偏见。作者书写

“院”内“伤心人”的悲喜歌哭，
借以烛照的则是“院”外的世

道人心。
源于自救与救人的强烈意

愿，李兰妮抱病阅读、参考了中
西方大量相关书籍，梳理出精神

疾病发生的生理、病理、心理及
社会原因，书中回顾了中国建立

精神病院的百年历史，提示种种
有关精神疾病治疗的曲折路径

及发展理念。在这片文学很难触

及的领域，本书以独特的表现
力与强烈的人文关怀具备了

超越文学的社会价值。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创

研部等举办的《野地灵光》研
讨会在京举行。与会者从

不同角度肯定了作品的文

学价值、社会价值，普遍认
为该书是用生命写出的作

品，为当代纪实文学创作
提供了一种可能。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

示：“在我记忆所及，我还
没有看到过这样以非虚构

的方式来处理精神病院或
者精神病人这个群体的作

品……关于精神疾病的这
样的书写、这样的认识是

特别重要、特别珍贵的。这么一位弱女
子自己走到野地里去，点起一盏灯，点

起一堆篝火。她为此付出的一切都让
我们满怀敬意。”他认为，在这个领域

里，作者做了重要开拓，《野地灵光》应
该成为成年人的一个读本、一个教本。

深圳市文联主席梁宇认为，“李兰

妮主动深入精神病院，以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和勇气入住北京和广州两

个精神病院，接触大量精神疾病
患者和专科医院的医护人员，掌

握第一手资料，并阅读大量中外
精神病学史料，饱含真情实感写

下这部长篇纪实作品。”
文学评论家梁鸿鹰说，李兰

妮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精神：

“这部作品的意义，既是一本疗
愈个人、安放自我的书，同时也

是一本疗愈他人、抚慰社会、警
醒社会的书。所以，它有很强的

公益性。她用自己的身体，用自
己的治疗，踩出一条路来。”

文学评论家施战军说：“‘无
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

有关。’读这本书就是这样的感
觉。这本书感染力非常之强，它

是自己的一个多棱镜像，也是社
会众生的一种对话。这部书是交

流、交心，同时更是一种厚纳、厚
待，她指出这种问题，但是对每

个生命的体恤之感让我们心里
一直跟着它怦怦跳。所以《野地

灵光》闪烁的是灵魂中的暖光。”
评论家徐可认为，“这本书

不光是一个自我的释放，而是对
他人的关照，这需要有非常巨大

的勇气。”“它不光是文学性的著
作，而且是学术性和科普性的著

作；在普通的文学很难触及的领
域，向读者讲述精神病人的世

界，为我们开启另外一扇精神的

窗口”。
评论家刘琼将《野地灵光》

与契诃夫的《六号病房》对比，认

为二者“在最后效果上是一样
的，在对象上是有一致性的，她

要描写这种病痛的遭遇，也表现
当下中国人生存的状态，包括精

神危机。她阐述人类生存
困境下，包括自身的这些

细节特别打动我”。

评论家李朝全认为
李兰妮和史铁生“可能是

中国作家里两个著名的
中国病人”，“史铁生是一

个身体残疾的人，按照书
里写到的，兰妮自己是一

个‘精神残障人士’。他们

用不同方式处理或者接
近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

和世界的问题，我和外在这个世界的

关系，实际上思考的是人的生存哲学
的命题”。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
认为，“精神疾患及对它的观察研究，反

思种种，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但也是一
个光明的话题，李兰妮用她的长篇纪实

文学《野地灵光》为我们带来光，让我们

从文学中见识了她的坚强”。

    对于没去过凉山的人来说，凉山意

味着什么？想要获得答案，新闻报道和图
书报刊是最方便的渠道，但阅读凉山并

不意味着你会理解凉山，去凉山看一看，
或更能真切地从山川古道、峡谷滩涂中，

体会到凉山的框架、气息、味道等等。
近来读到何万敏的著作《凉山纪》，

就发现了一个不用去凉山也能领略凉山

历史与风情的渠道。在地质意义上，“纪”
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刻度，何万敏为凉山写“纪”，是

因为他出生成长在这里，观察思考在这里，在写下这
句“书写凉山才是最该用心的事”之前，他觉得自己

浪费了太多时光。

何万敏是“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家乡的人”。这在
以前会被当成一种悲剧来看待，而在当下，却又有

着特殊的令人动心的地方。因为工作关系，他会从
凉山首府西昌乘坐飞机飞往四百多公里外的成都，

或者飞往两千三百多公里外的北京，但忙完之后旋
即又会飞回凉山，他的人和心，仿佛一刻也没有离

开那里。

“渴望理解山中事物成为我的追求”，在《凉山纪》
中，何万敏如此说，也如此做。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

遍了凉山几乎所有的道路，到达了凉山所有重要的地
方，他是用游子般半是惊奇半是喜悦的心情，来重新

发现凉山的一切，他用“奇妙色彩”来形容山中时光，
用“梦境般的旅行”来比喻他在家乡的远足，可以拥

有这样的心境来面对自己生活许久的地方，是要有
一颗诗人般超越现实的心的。

对于外界来说，凉山有着千面万面，

对于何万敏来说同样如此，他并不觉得
“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可以在熟悉的

地方时时看到陌生的风景，是他保持家
乡写作的兴趣与动力，他在以文字为探

照灯，走进凉山的纵深之处，他写凉山的
文字充满了历史与当下的交汇，自然与

人的互动，他在向读者介绍凉山，也在向

自己介绍凉山，这两种介绍拧成了一股
绳，让读者发现了重新认识凉山的线索，也直接地看

到了一名凉山人和他笔下无数凉山人的心灵。
崇尚“非虚构写作”的何万敏，在书写《凉山纪》

的时候同样采取了非虚构的笔法，但他的文章却包
含有诗与散文的意境，虽然看不到很显眼的抒情成

分，但能感觉到这本厚厚的书中，流淌着的作者的情
绪，足以让读者发觉他的心灵之泉在汩汩流淌。作家

阿来评价何万敏的写作，是“以真切体验，捕捉历史

与现实的细节”，这种“捕捉”动作唯有辅以内心的激
动与诚恳，才会以最妥帖的方式，将作者的个人感受

毫无损耗地表达给读者。

读完《凉山纪》，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对凉山有
了很熟悉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自然与作者以

“导游与朋友”双重身份的引领有关，也与一名漂泊
者无处归依的乡愁有关。有家乡的人是幸福的，可

以每时每刻写家乡的人，除了幸福之外还会有更多
的充实感。因此《凉山纪》不但给凉山立了一个传，

它也会促使其他的有心人，在内心有了给自己家乡

立传的意图。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人冯桂林辞去国营服

装厂厂长的职务，跨入生意场内。浮沉三十余载，他
选择以场外人的视角回望场内人，将经商经历付诸

笔端，记录时代巨变下的种种世情。这正是写作的
魅力所在———只有在一次次回望中，对于自身过往

和所处时代的认识才会更为真切广阔，不断加深对
自我、他人及当下的理解，文学的开放性和生命性也

由此被拓展开来。

《生意场》由六个中短篇结构而成，也可以视为
六个篇章，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场内人冯先生近

乎传奇的经商故事。作者笔触平实精准，细致入微
地讲述了一个个曲折的故事，从场外人的视角去描

摹场内人所经历的世情人心。
“1989年 1月 5日，我独自一人来到珠海，我没

有带任何行李，也没有带替换衣服”———小说开头简
洁而富于故事感，仅寥寥几笔，其实不难揣摩到一位

青年在面对人生与时代转折点时，要迈出步伐的坚
定、果决。叙说者知道也确信着，“我”是坚定的，因

为“我不相信在那个世界里我不能生存”；但紧接着，
“我”又抛出了一个问题，新世界里“等待我的将是什

么呢？”这个问题贯穿整部小说集，在其驱动下，“我”
义无反顾地迈入了险象环生的生意场。末篇《发小》，

最终隐约给出了这问题一个回应。“我”与发小们从
童年至中年，在时代更迭碰撞中，从互相扶持到渐行

渐远，为钱财而反目……场

外人借场内人的“我”发出感
叹：“我们就像乘上了时代的

过山车，被时势裹挟，身不由
己，随波逐流”。

这似乎回答了《偷渡者》
中的疑问———“等待着我的

是什么”，但“我”对这份答案

又持自疑，“不知道当年的童
话世界和如今的现实实际，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人生”。与此同时，这份自疑还指

向开篇中的那份坚定：“我”相信自己能在新世界里
生存下来，也的确生存下来了，但生存之后，还有什

么？物质文明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几何？
尽管会有迷茫与困惑，小说主基调仍是坚定而

有力的，全书自带一份厚重的真实感。作者并不追求
寓言化的表达，而是以大量真实细节将故事填满，呈

现出一种粗粝的现实感。这不仅源于他跌宕起伏的

职场生涯，更源于他对自我和现实的忠诚。在他笔
下，场内人“我”是真正的生意场上的在场者与参与

者，同样处于时代碰撞的缝隙中，即便有身不由己的
时刻，“我”也挣扎着掌好船舵，迎风而行。我们看到，

冲击之下并非只有破灭，个人命运仍有可能因性格
和选择呈现不同走向。

当然，即便是“非虚构”，小说也无法一比一还原
现实与时代。但这部充斥着大量回忆与记录的小说，

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呈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部
分国人的不同际遇和精神面貌，我们从中或可窥见

时代之侧影。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即使是虚构，
也一定是会发生的真实”。

《老后两代破产》

这本书是《老后破产》的续作。 在前作关注独居老人的基础上，

本书进一步对日本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情况进行取材， 挖掘两代人

同住引发的危机。 子女与老人同住的家庭所面临的困境并不亚于
独居老人，子女处于无法兼顾工作和看护父母的两难境地，两代人

同住的结果是一同被推向“贫困的深渊”。 本书向读者展现日本社
会中普遍存在却容易被忽视的社会问题。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坐标书系”首辑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呈现出独有的特色。 一是继承创新，古典文学传统、现
代文学传统、1980年代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融会贯通， 有创造力的作品不断涌

现。 二是时代剧变，景观纷呈。 文学的内容、形态、审美与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 “新坐
标书系”聚焦新审美、新形式、新作家、新读者，力求为新时代的文学提供全方位、立体

性的集合。

书系里的“青年世代”指的是那些在我们的时代创

造出独有的美学景观和艺术形式，并呈现出当下时代精
神症候的作家， 以出生于 1970年代、1980年代为主，共

五十位。 他们以“长画卷”的形式描绘中国当代文学近二
十年的发展变化图景。 第一辑六种，分别为李修文《哀恸

之歌》、徐则臣《信与爱的乌托邦》、双雪涛《侦探·工匠·小
说家》、葛亮《无岸之河》、鲁敏《萎泥与飘逸》、张悦然《让

故事结束在一个新的开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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