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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出版社
钮文新是我国

第一代专业财经记
者， 二十多年的财
经新闻工作使其眼
光独到， 大量的阅
读与写作积累，让
其思路开阔、 见解
深刻。 丛书涉及国
际国内经济、金融危机、实业、金融、股市、汇
市、债市、利率、汇率、市盈率等经济问题，整体
思想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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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年

轻人撰写的“回忆
录”，讲述平凡人传
奇而真实动情的故
事。 这本书，诚如麦
家评价： 丑丑恪守着宜静明澈的爱、 怜悯和敬
意，在时日的仆仆风尘中，守望命运的沟渠和崇
山，承受来自记忆深处那凛冽的风和刺骨的寒。

在丑丑的世界，在她的生活里，从不营造物质，

只与梦想交易； 她把自己装裹在黄昏投下的漫
长阴影里，远离尘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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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的

是村上春树的御
用插画家、更具个
性的旅人安西水
丸走访日本

20

个
城下町的旅游日志与心情素描。全书散落着
水丸从幼年期到成为知名插画家的各个重
要人生转折点的小插曲，以一段插曲带出一
个古城（即城下町），水丸畅谈城下町的历史
（战国幕府时期的武将故事）、城下町的现在
（祭典、 美食、 名人渊源地、 影视剧拍摄地
等）。 一本读来让你忍不住想乘上电车去旅
行的欢乐有趣的散文集。 （据新华悦读）

张翎最新长篇小说《劳燕》写抗战

让所有的苦难长出新生的花瓣

张翎作为常年旅居国外的
“海外华文”作家，创作非常勤奋，

之前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
地震》就改编于她的作品《余震》。

近几年来， 她以均衡并保持着水
准的创作， 越来越受到评论界和
读者的关注。不仅如此，常年旅居
海外的经历， 让她能以足够浓烈
和赤诚的情感去回顾残存在记忆
中的中国经验， 以一个超然的旁
观者视角冷静剖析，入情挖掘，将
有关女性内核的“痛感”经验深刻
而又不失厚重地表现出来。 她新
近的长篇小说《劳燕》将视角对准
了抗战。

《劳燕》 的叙事方式极为独
特， 它以三个鬼魂追忆往事的视
角转换，还原出整个故事。小说在
一开始就抛出了故事中所有人物
已然死去的事实， 面对这一吊诡
的悬念， 读者迫切想知道故事该
如何讲述下去。 作者借牧师比利
之口冷静而又满含深情地告知了
答案。 所有的主人公都以亡灵的
形式聚于一个叫“月湖”的地方，

践行当年“生前别离，死后相聚”

的约定， 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共同
还原和补缀前尘往事， 三人围绕
一个叫“阿燕”的女孩，再现出逼
仄苦难的战争环境下人性的千疮
百孔。

简单地说， 三个鬼魂都是女
孩的恋慕者， 因为他们三人与女
孩不同的经历， 女孩拥有了“阿
燕”“斯塔拉”和“温德”三个不同
的名字， 三个名字展现了女孩的
三个侧面， 也展现了三个男人不
同的私欲和各自人性中幽暗的斑
点。这三个追忆往事的鬼魂，轮番
上场， 将各自所知道的故事吐露
出来，以此形成小说不同的章节，

错落穿插，互相补充，犹如纺线织
布一般丝丝入扣， 由点及面地将
整个故事还原呈现出来。

作者在《劳燕》这部小说中，

除了用多声部鬼魂叙事还原故事
外， 还采用了多种文体材料互相
补充的方式，让小说骨肉相连，更
为详实丰满。 书信、日记、新闻报
道、地方志、戏文，等等，多种文体

全都被张翎有效地纳入到了自己
的叙事进程之中， 甚至整部小说
有相当的篇幅是两只狗之间的日
记书信和对话， 这种标新立异的
文体实验和叙事策略， 并没有影
响小说的故事脉络和叙事节奏，

而是让整个故事更加的情真意
切，骨肉丰满。

《劳燕》带领读者直接亲临了
战争的残酷性，在小说的开首，春
和景明里，一颗炸弹呼啸而至，美
丽的茶园留下一个巨大的弹坑。

而破坏其实刚刚开始。 战争不仅
吞噬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还将所
有人的命运吸附到一个骇人的黑
洞中去， 曾经拥有的貌似恒久的
东西，一瞬间全都化为乌有。小说
中，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战争
的腹脏里， 就此开始了世事的艰
辛。活着或者死去，成了每天面对
的现实。这样的恐惧，既碾压着小
说里的人物， 同样也碾压者读者
的感受。

张翎在这三个人感情关系处
理上，起笔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但
很快她就把这种情感提升到了一
个更为宽阔恒久的层次， 那就是
来自生命的更为深厚的爱与陪
伴。阿燕面对苦难面对背叛，最后
的还击是“以德报怨”，以“爱”的
力量让所有的苦难都长出新生的
花瓣。这个形象温柔又有力量，宽
容又有原则，坚韧却又丰沛，宽恕
但不遗忘，独立却又承担。作者也
正是借由阿燕这样一个角色，展
现了在苦难的磐涅和命运的蹂躏
下， 我们民族的女性所展现出来
的强韧的生命毅力和令人动容的
情感动因。

（据新华网）

在流浪中学习

旅行达人三年骑遍中国画出《流学的一年》

深陷生活泥沼， 终日忙忙碌
碌的现代人， 似乎都在探讨如何
“逃离”，如何“寻找自我”，但究竟
以哪种方式寻找才有意义？ 一个
叫白关的年轻人骑行了十二万里
路，回答了这个问题。

七年前， 三十二岁的白关放
弃在上海游戏公司六年的积累，

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用六万
块公积金，走遍了三十多个省。

旅行对白关而言是“流学”

———在流浪中的学习。 古人说的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无非就是
说一个“学”字，让人们在路上变
得更成熟，更明白世界的规律。流
学不仅为了亲近自然， 更为了深
入当地文化， 用自己的筋骨去体
验世界之大。

在浙江， 白关在三毛家的院

子里吃了顿饭。在福建登山观景，

认识了成为他妻子的那个姑娘。

在厦门大学重温学生时光，在鼓
浪屿迷了路。 在广东喝凉茶，在
海南骑着车进入新的一年。 在广
西捉了许多海参却无处下口，和
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一起在客栈
里过年。 这一路上， 白关补过车
胎，断过辐条，淋过大雨，睡过墓
地，发过高烧，遇过火灾，丢过心
爱的自行车， 骑过惨不忍睹的泥
泞路……滚滚车轮走过山川大
地，考验无处不在，但最美的风
景永远在前方。

白关用三年时间骑行全中
国，走了这么多路，他究竟有没有
发现心中的自己？

如果说踏上旅途需要巨大的
勇气， 旅途后的反刍更需要隐士

般的胸怀与恒久的耐心。 白关的
反刍始于结束旅行的那一刻。 骑
行归来，他没有停歇，而是开始埋
头履行对自己的承诺———画一本
记录一路见闻的绘本故事。 画里
的每一个字都是他独创的字体，

每画一张就需要一天时间， 就这
样持续了三年。

七年后，承诺终于兑现。一路
的风景与心境都变成了散发着墨
水味道的鲜活画面。读过的书，知
道的地名，都变成脚下的风景，成
为身体每个部分的记忆， 相遇的
人，发过的呆，都成了刻印在生命
里的年轮。路上碰到的女孩，成了
生命中独一无二的人。现在，夫妻
俩在北京郊县租了一块地， 开辟
了小小的菜园， 过上了亲自耕种
的生活。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