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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三千年》
作者: [美]西

尔韦纳斯·莫利
出版社 : 天

地出版社

《玛雅三千
年》是美国玛雅
文明研究代表
人物西尔韦纳
斯·莫利先生的
经典之作。 莫利
先生通过自己在
尤卡坦半岛 20
多年发掘与考察的经历，以专业的视角、流畅
通俗的笔触，展现了玛雅文明的历史和面貌。
可以说，本书是部从地理、历史、天文、历法、
习俗、艺术诸方面，融合考古学、历史学、人类
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全
面、系统、深入呈现玛雅文明的作品，也是迄
今为止研究玛雅文明的权威著作之一。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作者: 三毛
出版社 : 南

海出版公司

《我的灵魂
骑在纸背上》细
腻生动地还原
了人们既熟悉、
又陌生的传奇
之外的三毛。 三
毛真诚书写着
她 的 喜 悦 、 自
豪、 烦恼与挣
扎，向亲人诉说旅居的喜怒哀乐，与友人探讨
生活与艺术， 向年轻读者传递生活的信念与
勇气。《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将带读者走近
一个更加平易亲切、真实灵动的三毛。

作者 : [英 ]
特里·伊格尔顿

出版社: 后浪/
海峡文艺出版社

在这本通俗
易懂、 妙趣横生
的书中，特里·伊
格尔顿提出了一
系列耐人寻味的
问题。 在精彩的
分析中， 伊格尔
顿向人们展示了
如何在阅读时充分注意文学作品的语气、节奏、
质地、句法、典故、歧义和其他形式方面。他还研
究了人物、情节、叙事、创造性想象力、虚构性的
意义以及文学作品说什么和表现什么之间的紧
张关系等更广泛的问题。 （本报综合）

《文学的读法》

“学医的经历对池莉一生的
写作以及认识人性与生活本相，
影响巨大”“许是岁月的磨砺，让
当年锋芒毕露的王跃文， 在步入
中年的过程中， 逐渐成熟稳重”
“书写农民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
落和心灵蜕变， 是关仁山的一个
想法，也是一个目标”……这些是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对当代
著名作家的评价。 与学院派的评
论家不同， 她的结论是从扎实细
密的采访中得来的。 在《深度对话
鲁奖作家》一书中，作者舒晋瑜追
踪采访了 7 届 49 位鲁奖获得者
和 10 位鲁奖评委，其中受访作家
包括史铁生、冯骥才、韩少功、刘

恒、余秋雨、池莉等，受访评委包
括陈建功、丁帆、牛玉秋、李炳银、
吴思敬等。 在这部访谈录中，作家
和评委面对舒晋瑜的提问敞开心
扉， 披露出诸多鲜活生动的一手
信息： 大到几十年创作的心路历
程、文学生涯的起落得失，小到获
奖前后的心态变化、 某部作品的
创作机缘等。 更为难得的是，《深
度对话鲁奖作家》 还通过评委的
讲述，直抵文学评奖的要害之处，
让我们看到文学的另一番风景与
天地。

“不同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
鲁迅文学奖门类多、获奖作家多、
争议的声音多———种种因素，有

可能使任何人涉足其中都招来微
词。 但这些都不曾动摇我的决心。
在起意写《深度对话茅奖作家》的
同时，我就决定下一部写‘对话鲁
奖’。 这两项国家级文学大奖，囊
括了众多优秀作家，在各类体裁创
作上， 他们是中国文坛的领军人
物。 其中很多作家有 30年以上的
创作经验。 ”舒晋瑜认为，梳理他
们的创作脉络，对当代文学的创作
和研究，应该是有意义的。 她希望
能够通过平等对话，从创作与评奖
两个角度透视中国作家群体与文
学界，呈现当代文学的心灵地图，
进而让更多读者了解到真实、丰
富、立体的作家形象。

评论家潘凯雄认为，舒晋瑜作
为一名资深记者，深谙提问之道。
她不仅对作家的获奖作品非常熟
悉，而且对作家的基本状况和其他
代表作也比较了解。 她的提问，涉
及受访人的诸多重要作品，也涉及
作家的生活种种。“这种多角度、
立体式的问题设置，体现了对‘深
度’的追求。 ”而在作家刘庆邦眼
中，舒晋瑜是“作家的知音”。他说：
“当作家的大都不爱多说话，并不
是他们无话可说，相反，每一个勤
学善思的作家都有一肚子两肋巴
的话要说。 饭端给饥人，话说给知
人，他们在等待、在选择，等待能倾
听他们说话的人，选择能和他们双
向交流的人。舒晋瑜以诚恳、尊重、
虚心和学习的态度，赢得了作家的
好感和信任。 ”这部作品，正是作
者与作家交心的成果。

（据《人民日报》）

《长安》：工业题材小说新收获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带读者重回文学现场

读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
总会自觉地联想到中国当代文学
中的工业题材这一脉络。《人民文
学》1979 年第 7 期发表蒋子龙的
《乔厂长上任记》， 引发当时社会
的热烈关注， 代表着这一题材创
作的高光时刻。《乔厂长上任记》
中乔光朴心怀大局，勇于担当，在
机电厂处于困境时大胆改革，其
大刀阔斧、 刚正不阿的性格成为
时代精神的象征， 也使得改革文
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写进了当代
文学史。

在这一脉络上，《长安》 可以
说是工业题材写作的新收获。 它
从秦岭方向奔涌而来，声势浩大，
气概不凡。 其题材是更为具体的
重工业题材， 这一题材的特殊性
质以及相关创作经验的稀缺，决
定了小说创作的难度。

作者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
名的工厂大院里， 在这座工厂参
加了工作，又参与过企业管理，尽
管后来离开了， 依旧对工友们一
往情深， 依旧和他们保持着热络
的联系， 工业情结已经渗透进他
的血液。 把工人群体呈现到文学

舞台上，是作者一直以来的梦想。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几代工
人艰苦奋斗、 攻坚克难、 精益求
精、勇于奉献，为共和国历史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但在文学艺
术的舞台上， 他们的形象相对较
少。《长安》要做的，正是还原他们
的血肉， 让读者一同去体味他们
沐浴过的建设热浪、 经历过的前
进磨难、获得过的成功喝彩。

作者深得小说创作之道，始
终将笔墨集中在人物塑造上。 忽
大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 他
命运的一波三折和国家的时代风
云、 行业的际遇变迁紧密联系在
一起， 他是那个不平凡年代的见
证者和参与者。 分析忽大年英雄
性格的形成， 除了个人和家庭
原因， 也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
时代的托举。 成司令关键时刻对
老部下的救助， 钱书记的倾心交
谈……这些都体现着党的领导和
关怀。 忽大年历经革命、建设、改
革年代， 不同时代特征也在他身
上留下烙印。

忽大年也是一个有个性、有
感染力的人物。 小说通过丰富的

情节和细节， 展现他农民出身的
军人性格，展现他的直率真诚。 许
多情节体现世情小说特色， 写出
了世道人心的变化， 也使作品有
了人间烟火气和生动的可读性。
除了忽大年，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
如黄老虎、忽小月、黑妞、连福等，
也都写得有个性，有年代感。

作为读者， 我们除了希望看
到独特的文学人物， 也希望在作
品中了解那个时代更多信息，这
是文学的知识性要求。 作者在创
作之初， 翻阅了包括企业厂志在
内的许多档案， 借阅了新中国成
立后的《人民日报》 和《陕西日
报》，近两人多高的合订本，一页
一页翻过。 在《长安》里，我们能看
到深刻的时代烙印， 看到作者对
时代深入而又体贴的描摹。 小说
的基本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
尤其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 ，显
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
神。 同时，作品中有诸多现代小
说元素 ， 特别是人物心理的摹
写，大大丰富了小说内涵。 因此，
《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
构成的结果。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