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作家王妹英长篇新作《得城记》

深度描摹当代女性成长

继《山川记》之后陕西作家王
妹英的又一长篇作品《得城记》出
版。 《得城记》为中国作家协会定
点深入生活重点作品，首先在《中
国作家》杂志刊登，后由陕西人民
出版社推出，并获得“《中国作家》
剑门关文学大奖”。

小说用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

笔触， 以细致入微又气势磅礴的
文字， 讲述了从豆蔻年华来到省
城旧都的凌霄、九米、艳红三位女
性融入古城生活的故事， 并经由
她们牵连出众多的古城人物 、时
代变迁。 三位女性的不同命运，尤
其是艳红在为官之道上的成功与

迷失，透射出当代女性的迷惑、得

到、失去、成长与思索。
作家王蒙评价，《得城记》“紧

扭着现实， 沉醉着也拼搏着锐利
的笔触，以时而灿烂时而坚硬、冷
峻的语言， 回归与推动传统小说
的叙述语式， 而又结合了现代的
诗性意象涂染， 捎带着火气的奔
放， 给你明明暗暗地讲述得到与
失去的故事，自成非凡一格”。 同
为陕西作家，贾平凹也肯定了《得
城记》，“格局宏大， 行文细密，力
道深邃，有大气象”，是一部“要在
历史上留下响动的作品”。

有评论称，“《得城记》是一部
得到现在失去过去之书， 也是一
部得到城市生活、失去乡村伦理，

亦或部分得到物质庇护、 部分失
去真正自我之书”。 小说中，王妹
英阐释着她对是非和准则的态

度，“什么是合理的， 什么是该抛
弃的”。

在近日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
评论家白烨认为《得城记》继承和
延续了《山川记》的批判性。 《山川
记》着力表现物质生活的变化与乡
土伦理的不变之间的博弈，《得城
记》则剥离了社会层面的描述包括
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等，直接进入
到三个闺蜜之间的关系，展现她们
的努力奋斗和迷失曲折，“一个女
性作者对女性的解剖和批判达到

了冷酷无情的程度，这一点上是很
多女作家做不到的。 ”

进入新世纪开始， 农民工进
城、 底层人群在城市里的生存挣
扎成为很多作家创作的主题 ，评
论家孟繁华从《得城记》延展开来
分析， 他认为很多描写城市的作
家面对的共同问题是 “对城市文
化写的特别犹疑 ， 或者不知所
云。 ”体现在“每个作家进城方式
和发现的问题不一样， 当中有概
念化的东西， 很多人物形象代表
了不同的观念和想象中的模样 ，
这和真实的城市文化没有构建起

应有的关系。 ”
评论家范咏戈《得城记》对语

言艺术的探索与实践予以好评 ，
他认为， 小说不论是叙事语言和
人物语言， 都植根于底蕴深厚的
地方文化， 有很多原滋原味的东
西，语言也作旧了，使得小说有了
辨识度和文化地标。

（据新华网）

作者：程郁缀
出版：上海交

大出版社

本书是北京

大学中文系程郁

缀教授历时六年

之久，在李佩先生
主持的“中关村专
家讲坛”系统讲授
中国古代文学的

讲稿。作者学识渊
博， 诗文满腹，从
先秦到明清，将中
国历史文化长河

中的文学故事娓娓道来， 名章佳句信手拈来，
有诗词引述，有评点讲解；有历史缅怀，有当下
感慨；对比中有感悟，诙谐中含寄托，给读者以
一种艺术与精神的美好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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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华传统美德》
作者：徐小跃
出版：江苏人

民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

化内容丰富，作者
通过长期研究，从
诸种美德中选择

出足以能够全面

而又精确反映中

华传统文化的价

值观及其精神的

十种美德，最终提
出十德说， 即仁、
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 作者追根溯
源，从词义出发对这十德进行了释义，梳理了
传统诸经典对这十德的相关论述，进而结合当
前的形势，分别阐述了十德的现实意义。

《一日看尽长安花》

《四十个房间》
作者 ： （美 ）

格鲁申

出版：中信出
版社

四十个房间

代表了女人一生

中大大小小的选

择。 有的选择本
身就举足轻重 ，
比如是拥有一栋

房子， 还是四处
旅行； 是结婚生
子，还是自由不羁；是留在故土 ，还是远走他
乡；是追逐梦想，还是脚踏实地。本书被国外媒
体赞为：“格鲁申的作品就像一道精心编织的
谜题， 展现了她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普遍的天
赋。 ”“非常杰出的作品，让人心醉神迷。 ”

（综 合）

茅奖作家张炜：

杰出作家不被手机“绑架”
从 1973 年发表第一篇作品

至今， 作家张炜的写作生涯已逾
四十年。 从《古船》《九月寓言》到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你在高原》再
到 《独药师 》《艾约堡秘史 》，他的
小说一直以纯文学的写作路线 ，
构建着他的思想星球。

最近， 张炜推出了他的随笔
新作 《海边兔子有所思 》，这本被
称为“思绪绵密的静书”作品收录
了他近两年来关于写作、 关于阅
读、关于故乡、关于人生的思考。

“散文很自由 ， 完全敞开自
己， 任何事情没有比敞开自己来
得有意思，来得高兴。 ”在鲁迅文
学院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 依旧
儒雅的张炜这样形容散文写作的

“快感”，历数他的创作，超过一半
的数量是散文。

《海边兔子有所思》这个书名
听起来颇为奇特，张炜解释，所有
的好作家都像是一只会思考的兔

子。 兔子“俊美、和平、友爱、单纯、

活泼、机灵，与白沙和树林相得弥
彰。 更重要的是，兔子食草，它们
始终与弱者站在一起。 ”

张炜出生于山东烟台， 这里
是典型的半岛地理， 有漫长的海
岸线和分明的四季。 张炜喜欢“小
地方”，不习惯吵闹，现在，他的大
半时间都生活在这个海边的城

市， 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在海边
若有所思的兔子。 这本散文集收
录的正是张炜近年来在海边居住

时产生的对人生、 事物以及写作
和文学的观察思索。

发布会上， 张炜与中国作协
名誉主席王蒙、 鲁迅文学院常务
副院长邱华栋围绕 “向一个时代
表达伟大的善意”话题，畅聊各自
对文学的看法和创作经验。 王蒙
称张炜是 “长篇能手 ”，他尤其欣
赏张炜对文学的忠诚 、 投入 、坚
守、认真与爱。 “虽然现在是一个
讲求传播、多媒体的时代，文学不
那么热闹了， 但总还是要有人沉

醉于文学，用思维去感受艺术的。
张炜有 ‘死磕文学 ’的精神 ，谈起
文学来有深情，有骄傲，对文学绝
不撒手。 ”

而张炜却忧虑“过分迷恋文学
生活，用惯性写作会毁掉自己。 ”逾
四十年的写作生涯里 1000 多万字
的积累，这样旺盛的创作力常令人
叹服。 “对于一名成熟作家积累字
数是容易的，我害怕的是手里这枝
笔非常熟练了，不自觉地凭着惯性
写作。 编相似的故事，用相同的笔
调不停地写下去。 ”在他看来，作家
就是要用不同的生活打碎文学板

块，如果不这样，仅凭惯性写作，就
不能形成新意。

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对文学的
“侵噬”张炜也感同身受，他忠告年
轻作家，“越来越多的人被手机‘绑
架’，但对于一名作家来讲，手机就
像是损坏文学的炸弹，如果不把它
扔掉， 大概就没有希望成为杰出
作家了。 ”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