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夢

書介
圖文：笑　笑

一台電腦、一部相機、一
輛單車，曾經讓人朝思暮
想，曾經是中國人的夢。今
天看來非常遙遠的景象，卻
是三十年前那一代中國人熟
悉的生活寫照。普立茲獎得
獎者、著名新聞攝影記者劉
香成走遍大江南北，捕捉了
無數不為人所關注的細節。
本書收錄他百多張作品，照

片大多聚焦於百姓的日常生活，如上世紀七十年代工人
在工廠上班的情況；八十年代人們品嚐可口可樂、身穿
西式婚紗拍照的景象；九十年代至今中國社會轉向個人
主義的瞬間等。

作者：劉香成

出版：商務印書館

一個中國人的一生（一書三冊）

出生於雲南昆明的李昆武
與法國外交官歐勵行，碰撞
出跨文化火花。本書是「國
產漫畫系列」的第一炮，榮
獲今屆中國國際漫畫節「中
國動漫金龍獎」之「中國漫
畫大獎」。這部自傳體長篇
漫畫，講述小李（李昆武）
的經歷。全書分為東方紅、
沸騰、參軍、解放、成長、

萬木更新、第一桶金、「拆」、復興、走進現代等十個
篇章，通過三千餘幅畫，描述了一個普通中國人自上世
紀五十年代到現在的人生經歷。

作者：李昆武、歐勵行（法）

譯者：余軼

出版：三聯書店

十年未晚

二十個短篇故事，寫下年
輕都會女子的故事。這個時
代很複雜。生於這個時代，
經濟欣欣向榮、社會機會平
等，看似幸福的生活環境，
卻隱藏很多危機，愛情是可
望而不可即的希望，還是如
夢似幻的泡沫？年輕女子的
情懷，需要新的故事新的小
說來承載。〈貓說不〉中，

「我」總是愛上不該愛的人；〈結束〉裡，「她」的蝸
居被男友日益侵佔；〈熨斗〉的她邊為丈夫熨衣服，邊
思考婚姻；而〈十年未晚〉的「我」終於重拾當年夢
想，展開西班牙之旅⋯⋯這是她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
事。

作者：楚

出版：三聯書店

天空的冒險

這是關於台灣的一本書。
日本暢銷小說作家吉田修一
情繫台灣，過去幾年每隔幾
個月就去台灣一次，看楊德
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
事件》、侯孝賢導演的《悲
情城市》，然後看《海角七
號》，不明白內容卻愛上
〈野玫瑰〉這首歌，在日本
再看配上字幕的《海角七
號》，友子奶奶的背影，讓

他忍不住哭了。對台灣，他有一點類似於鄉愁的感覺，
他褪去旅人的外衣，融入台灣街景那樣的生活實感。遊
走台灣，當個平凡人，然後遇上美好的事情，這是屬於
吉田修一的浪漫。

作者：吉田修一

出版：麥田

你怎能不愛上辯論──亦恩的辯論天堂

為了紀念熱愛辯論卻不幸
早逝的女兒，台大新聞研究
所副教授林照真，走訪亞
洲、歐洲和美國各地，採訪
超過120位辯論好手，完成
這部結合東西方論點與文化
的辯論專書。賴亦恩是新店
高中健言社社長，十六歲的
夏天，因為一場車禍告別人
世。承接女兒對辯論的熱
忱，林照真仔細整理亦恩的

部落格與筆記，與各國的辯手、教練對談，帶回了許多
有趣的成長故事。這種 重思辨、批判、非娛樂取向的
辯論文化，對於人的成長與生活十分重要。

作者：林照真

出版：INK印刻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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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1931年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門羅在
荒僻寧靜的小鎮度過了大部分的時光，由
此，門羅小說的故事背景大多為鄉間小鎮
及其鄰里。她的作品一般都寫平民愛情和
家庭生活瑣事，故事人物和現實中人並無
二致，亦經歷出生與死亡、結婚與離異。
但泥土芳香的文字背後，卻是對成長疼痛
與生老病死等嚴肅話題濃墨重彩的描寫。
細膩優雅、不施鉛華的文字和簡潔精緻、
寬廣厚重的情節，常常給人「於無聲處聽
驚雷」的莫大震撼。
門羅主要出版了11部短篇小說集和1部類

似故事集的長篇小說。據稱，《快樂影子
舞》是門羅前後花了20年才寫完的，而
《愛的進程》曾為門羅帶來第三座總督獎。
很多人把門羅和寫美國南方生活的威廉．
福克納及丹尼爾．約翰．奧康納相比，而
美國猶太作家辛西婭．奧齊克甚至將門羅
稱為「當代契訶夫」或「女契訶夫」。

女性的出走與逃離

《逃離》是她首部被翻譯引入中國的作
品，全書由8個短篇小說組成，由中國社會
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著名翻
譯家李文俊翻譯，2008年由新經典文化有
限公司引進，2009年7月由北京十月文藝出
版社出版。
《逃離》由8個略長的中篇小說組成，其中三個是

連貫的。這些小說的主人公，和作者本人一樣，常
常是一些居住在小鎮的女子—清一色的女性視
角。一篇一萬字的東西常常涵蓋了一個女孩悲情的
一生：農活、甜點、清湯寡水的日常交際、萬語千
言的日記和書信；她們目光所及處的風景，也是我
們或許陌生的：楓樹、野菊花、落雨的下午、地毯
上的線條；她們所經歷的生老病死，更接近於加拿
大另一位著名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所謂的
「由自然之力造成的死亡」。這一切是極具加拿大氣
息的，提示 作者的地域屬性和文化身份。但在她

們的生活中，那種陰森的現
代性卻並沒因此而減少，
「逃離」就是現代社會賦予她
們的悲劇性機緣。
其實，女性的出走與逃

離，向來是作家們青睞的話
題。從易卜生被比作「婦女
解放運動的宣言書」的名作
《玩偶之家》，到後現代劇本
《去年在馬里安巴》中X對迷
惘美麗的A的誘逃，被拯救與
叛逃幾乎成為了女性成長的一種文化基
因。逃離，或許是舊的結束，或許是新的
開始，或許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間，就
像看戲路上放鬆的腳步，或像午後窗邊悵
然的嚮往。門羅的小說都是以女性作為第
一主人公來寫的，《逃離》也不例外。
「她」要逃離的，始終是兩性、是家庭、是
自我。但是，這種逃離步履維艱。
在門羅的小說作品中，幾乎每個字都有

自己的深意，需認真去閱讀，因為她所有
的文字或詞語背後都具有雙重甚至三重意
義。例如書名「逃離」，是指人和寵物二者
對於作品中的女子們而言，要麼開車逃
離，要麼坐火車逃離，甚至讓幻覺控制自
己，也是一種逃離現實的方式。她們的情

感逃離掉了當作品人物注視往事或者現實的時候，
不論她們是否戴 玫瑰色的眼鏡，生活自身總是在
若干不同的層次，同時消失。門羅的才能和她的成
功，在於能夠細緻地寫出這一切。

從「陌生」到「扎堆」出版

如今的內地出版圈圍繞諾貝爾文學獎的競爭愈來
愈激烈，幾大外國文學出版社一直盯 各國大牌作
家。按照國外版權慣例，尤其是文學作品，一般情
況下都只授權一家出版。於是，不少出版社往往多
採取事先買一本代表作建立關係，每年諾貝爾文學
獎一旦公佈，編輯立刻聯繫安排獲獎者作品的進一

步引進計劃。
不過，門羅作品的簡體中文

版權，目前主要散落在江蘇人
民出版社、譯林出版社、新經
典文化有限公司等機構。隨
門羅獲諾貝爾文學獎之際，出
版方將加快出版進度，人們有
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門
羅作品中文版將從「陌生」走
向「扎堆」出版的繁榮局面。
諾獎公布當晚，譯林出版社

在其官方微博稱，「剛剛獲得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
的作家艾麗絲．門羅以下7部重要的短篇小說集，將
獨家出版《快樂影子舞》、《恨、友誼、追求、愛、
婚姻》、《太多的歡樂》、《少女和女人的生活》、
《公開的秘密》、《一個善良女子的愛》、《愛的進程》
簡體中文版」。
譯林出版社外國文學分社社長田智表示，這些作

品囊括了門羅早中晚各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
說作品。作為國際一線作家和目前活躍的重要短篇
小說作家之一，門羅一直是譯林出版社關注的對
象，這一攬子作品的版權引進早在2013年上半年就
已基本上談妥，出版社將首先出版《公開的秘密》，
譯者之一為秦俟全。預計最快於2013年底前面世。
其他尚未有中譯本的作品將安排最合適的譯者開始
翻譯工作，預計2014年陸續出版。
作為《逃離》的策劃方和出版方，新經典文化有

限公司外國文學部總編輯黎遙表示，2009年第一次
出版時是5萬冊，他進一步向媒體透露：「門羅獲諾
獎消息一出，我們當晚就已經加班加點開始加印
《逃離》，計劃是10萬冊。另外，2012年我們還引進
了門羅的新作品《親愛的生活》，品質也非常好，可
以與《逃離》相媲美，2013年內將會出版。」
其實，高額的獎金與強大的產業推動力，讓諾貝

爾文學獎得以勉強躋身於奧斯卡、格林美、大力神
杯之列，讓文學在大眾文化的雜亂後花園裡，有了
一點容身之地——這或許也算是大眾文化為傳統文
學留下的一樁不朽功德。

作為一名七十後，我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印象，主
要由武俠言情小說、日本電視劇、香港武打片和流行
音樂的西北風等構成，等到成年後想要尋找那個年代
的思想巨人，發現已經與他們有了隔閡。
好在，在拉近代際距離方面，總不乏引薦者，文化

學者李輝就是辛勤的一位，他曾出版《蕭乾傳》、
《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沈從文與丁玲》等諸多著
作，把有關諸多文化老人的歷史記憶以及他們的生活
形象，忠實記錄了下來。
《絕響：八十年代親歷記》是李輝的一部新作，和

以往的著作不同，這本新書沒有以人物或事件為主線
進行敘述，而是用「八十年代」命名，講述了八十年
代的社會和文化氣氛，書中收錄的人物如盧新華、蕭
乾、賈植芳、胡風、曹禺等，也成為年代洪流中的小
船，生存之顛簸和精神之動盪，足以成為那個年代的
驚心動魄。
李輝幾乎所有的著作中都帶有在場感，有許多歷史

性事件，他是參與者或近距離觀察者，而對一些於他
而言都是歷史的事件，他也能夠做到穿越時光阻隔，
帶領讀者感受到親眼目睹般的真實感。這得益於他對
報刊出版物、書信手札等文史資料的使用，這其中，
又有許多是與他本人有關的資料，所以，他的書總是
比同類著作多一些人間煙火。
《絕響》這本書，突出了作者記錄歷史人物和事件

的「親歷」成分。所謂「親歷」，即當下很流行的
「面見新聞當事人」的新聞理念，但李輝的「親歷」

遠不止這些，他走進了當事人的生
活當中，成為了他們生活中的朋
友、思想上的交流對象。於是，這
樣的「親歷」又多了些審視、判斷
和只有近距離才能得到的準確評
點。
我讀《絕響》，覺得最有趣的部分

是牽扯到當事人書信往來的那部
分。八十年代是由書信交織起來的
一個年代，李輝這樣記錄賈植芳的
書信生活：「入獄多年，一旦獲得公民身份，賈先生
就像沒有受過挫折和磨難一樣恢復舊時習慣，他又營
造起自己最自由的私人空間。」
這個「最自由的私人空間」，即是和朋友之間的通

信，八十年代的文化老人，有不少在此前的文化大革
命中因為私人通信而遭受陷害，可一旦時代走上正
軌，社會政治變得清明，便忍不住想要借書信來表達
情感、交流觀點。根據《絕響》中的記錄，許多書信
在經過雙方通信人同意之後，是可以公開發表在報刊
上的，現今已經很少有這樣的事情了，當然，現在寫
信的人也多轉移到互聯網上，同時更注重通信的隱私
性，不願公開發表信件內容了。
李輝在書中感慨，不知道這些文化老人如果活在一

個由博客、微博、微信構成的社交媒體時代，他們還
會不會在新媒體上寫作，究竟會寫甚麼。但就書中披
露的內容看，風格是完全不適用於現在的媒體平台

的。我喜歡這些書信，它們袒露了書
寫者的靈魂，是真正的心靈回音，比
如曹禺在致巴金的信裡這樣寫道：
「一個人表起態來，可以有七十二變
化。但夢中，卻似被金箍棒打醒，真
面目出現，我常因此十分討厭我自
己！」類似的聲音，迴盪在文化老人

們相互的通信裡，這是傷痕被觸動後的內心呼喊，是
一個年代的疼痛。
除了經歷之痛、思想之疼，這些書信也不乏生活溫

情的內容。高行健在寫給巴金的信裡這樣寫到：「我
們全家都惦記你，時常談到你」；賈植芳在給李輝的
信中寫：「你可以慢慢來，不用急」；巴金在給曹禺
的信裡這樣寫到⋯⋯
我喜歡書信裡那些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句子，喜歡

是因為體會到句子背後所蘊藏的深沉情感，那是一種
歷經苦難滄桑卻依然對人與人之間保持信任和依賴的
珍貴情感，這種情感成了一個年代的保鮮劑，不至於
讓剛從悲劇中甦醒的人們內心徹底腐蝕。讀完《絕
響》，很想提筆給某人寫一封信，但這些信寫甚麼內
容、寫給誰，都成了問題。現在回望八十年代，已經
遙遠得聽不到回聲，還好曾經有那樣的人、這樣的書
存在，讓讀者掩卷之餘，發出一聲美好的歎息。

見字如面的八十年代 文：韓浩月

作者：李輝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為加

拿大作家艾麗絲．門羅（Al i ce

Munro）。消息甫公佈，便在微博、

微信上引發熱議。有人認為門羅獲

獎實至名歸，喜歡她作品中的「真

實和沉重」；有人則替多年得諾獎

呼聲最高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

感到惋惜。而早在2009年簽下門羅

《公開的秘密》擬放入「經典印象」

叢書卻拖 沒翻譯出版（譯者足足

拖了三四年）的浙江文藝出版社社

長鄭重則表示「特後悔」。

文：潘啟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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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羅小說的故事背景大

多為鄉間小鎮及其鄰里，

文字簡潔。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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