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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阅读

新年开卷，名作家献上第一个故事
2019 年开年，多

位名家的新作集中亮
相 《人民文学》《收获》
《当代》《十月》 等纯文
学期刊，对时代做出文
学的呼应。其中尤其亮
眼的是，冯骥才时隔多
年重返“小说现场”，以
一段跨国恋情探讨中
西文化碰撞，独特的津
味书写再续 “怪世奇
谈”；老将王蒙、莫言、
刘庆邦、迟子建笔耕不
辍，纷纷带来最新短篇
小说，令“短”的美学得
到更多面向的创作实
践；叶兆言、阿来则转
向真实的历史和时代
事件，打造了创作脉络
中的不容忽视的标志
性代表作，拓宽了中国
故事书写的维度。

■丽水书城新书

新家庭如何塑造人
这是维吉尼亚·萨提亚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家庭治疗的开

山之作，它不仅是家庭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人员的专业
用书，更是每个渴望家庭和谐、自身成长的人的必读书籍。 正
如萨提亚本人所说：“我写这本书是希望帮助我们每个人获得
成为和谐的人的权利和义务。 书中所展现的经验和榜样会引
导我们用创造性的方式去理解彼此、关爱自身和他人，为孩子
提供一个让他们得以发展出力量和完满人格的基础。 ”

我们头脑里的导盲犬
那些被你遗忘的心灵创伤， 在潜意识中变成了

动物、植物、人物、风景、神怪……它们藏在你的头
脑里，左右着你的性情、喜好和选择，消耗着你的生
命力。 阅读玛塔·提巴迪著的《我们头脑里的导盲犬
(来自荣格红书的自我认知课 )》，唤醒潜意识里的导
盲犬，可以有效化解这些伤痛，助你走出眼前的人
生困境。

� � � �近 15 万字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在 77 岁
作家冯骥才心中孕育了 30 年。 小说首发于今年
第一期《当代》， 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
本。 故事发生在 19 世纪津门地区，1862 年之后，
天津建立英法租界，成为历史上中西文化碰撞的
前沿。于是，一段跨国恋情，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
流中，小人物的爱恨情仇，演绎着那个时代中西
文化历史碰撞下的命运悲剧，并在更深层次反映
了两种文明相互的误读、猜疑、隔阂。 作为小说中
最重要的意象，单筒望远镜意味着“使用它只能
用一只眼，有选择地看对方”，变身 150 多年前文
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
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年过八旬的王蒙“花开两枝”———今年第一
期《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分别首发了他的 5 万
字中篇小说《生死恋》和短篇《地中海幻想曲》（又
一章），主题都是爱情。

《生死恋》的时空从北京胡同的院子辗转到
世界多地，连着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
中国。“情感和血脉、空间和时间的温软、冷硬，全
都攸关生命本该有的悲喜忧欢。 可是道理说出轻
巧， 真真切切发生在人物和他们之间的过程，在
《生死恋》 貌似轻快的语调之下， 回旋着沉郁顿
挫、无法释怀的人生咏叹。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
军如是评价。

《地中海幻想曲》（又一章）洋溢着生机勃勃
的气息，既有世道沧桑，更有强烈的生命活力。小
说女主角隋意如有显赫的家世、学历、荣誉等，却
在谈婚论嫁上屡屡触礁，小说以意识流写法讲述
了她登上地中海幻想曲号邮轮后的旅行经历。 读
者在短小精悍的故事篇幅里， 仿佛跟随 40 岁的
她遍览人生沿途风景，令人感叹王蒙笔力之老辣
精准。

莫言的《一斗阁笔记》首发于《上海文学》今
年第一期，含 12 篇短小说，最短的 200 多字，长
的不过 400 来字，依然是写家乡高密，古代传说
交织童年记忆， 穿插了形形色色的乡间人物故
事。这 12 则故事让人联想起《聊斋》《阅微草堂笔
记》， 却又完全不同于古人， 而是当代作家对家
乡、对土地、对世俗人性的描画。

刘庆邦最新短篇《到外面去睡》首发于《江
南》今年第一期，小说写了一段别样的青春记忆，
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几个乡村青年，通过离
开家、夜里到外面去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独
立、叛逆以及对摆脱管束的渴望。 那些曾被时代
和环境禁锢的青春心灵，在广阔无垠的幕天席地
中，尽情释放自我，挥洒年轻多余的精力，以此寄
托对外面世界与自由的强烈向往。

叶兆言的文学雄心就是写一部非虚构长篇
《南京传》，现已完稿，预计今年内出版单行本，而
书中章节《应天府———〈南京传〉之大明王朝》首
发于《花城》今年第 1 期，能让读者们先睹为快。

阿来 20 多万字长篇新作《云中记》 首发于
《十月》2019 年第一期， 单行本将由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推出。 小说将文学聚光灯投向 11 年前
的汶川大地震， 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
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
界的活力和喧嚣， 交织成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回
响。

许旸

做最好的自己

� � � �潘宇浩《迹·向》的书稿放在手头
已有一段时间。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
关于成长的书。 从《走向》《痕迹》再
到《迹·向》，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
潘宇浩的每一步，都是“成长轨迹的
最真实的记录”。

当初的“懵懂”少年如今正背负
时光之磨砺，不断成熟，不断走来。
步伐那么矫健，青春那么阳光。 我感
动于时光的这份温暖，更感动于一个
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强大
的自信和勇气。 在《迹·向》中，这一
份别样的“自信”和“勇气”仿佛就在
告诉我———“一切的成长， 均取决于
态度”。

因而，在我看来，《迹·向》又不仅
仅是关于成长之书， 而且还是关于
成长中的态度之书。

潘宇浩的大学生涯结束了。可以
说，大学生的生活之于潘宇浩， 是一
种“熔炉中的锤炼”，思考更加明晰，
对客观世界的观照更具自己的 认知
和见解。 换句话说， 这样一种体验，
他已很好地完成了从“走向”到“迹
·向”的裂变，从“感知”到“思辨”的
进程。《迹·向》一书，收入其大学 期
间的大部分文稿，内容宽泛，形式多
样，思维活跃，个性鲜明。 其间透 露
出来的， 既有他的浓烈的文学情怀，
更有他在“熔炉中的锤炼”的心境和
感悟。

“两年已过，青年做了很多事，但
很少能让他把其定为自己青春的里
程碑，主持人、主播、演说家、辩手、
歌手，从一个人完成节目录制、音频
剪辑、封面制作、电台运作，再到后
来在创业比赛中拿省里的金奖、国
家级的银奖。 回顾两年，青年做了很

多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情，因为他不
想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角落里，而且这
些角落都不会是最后的远方。 ”———
《两年很短，遥盼很长》。

“从黑暗中醒来，在很多人还在
狂欢的时间段睁开睡眼而不再惺忪
是一件多少有点痛苦的事。 不断切换
音响里不合时宜的音乐，就像与那些
不搭的朋友一一告别，宣告彼此都是
大浪淘沙里面淘下去的沙，普遍又普
通， 然后把彼此小小的忧虑，作为对
岁月无情的致敬，用一次次的睡眠和
失忆， 对时光表示渺小的不屑和抗
议。 然后下一个早晨，这些东西已经
被自己丢到九霄云外。 ”———《闪忆如
斯，成念莫及》。

“如果在相遇时就没有分别，那就
不用在依依不舍的夜晚里徘徊于自我
沉浸的专属的寒冷里， 也用不着带着
恐惧，在没有彻底分别之前，内疚地想
留下些什么。 这一夜，是雨夜，春天的
气息还没相遇，一场场夜雨牵 起了冬
日不舍的宁静，松松的雨声，密集而又
温柔，敲响了地面，敲响了 雨棚，敲响
了时间指针的摆动、沉默的话语、行李
箱的提起、 尝试交流的键盘和不停走
远的脚步。 ”———《雨夜，遇见时没有再
见》。

或思量，或迷惘，或期许，或等待
……随手拈来的上述一些文字，多多少
少都寄寓着他成长中的“疼痛”和处于

“青春裂变期”里的矛盾心理。 它们，是
真实的心跳，是生活，也是不可规避的
一生中的某段经历。

当这些音符跳动着汇聚在一起，
就是一部激情澎湃的青春“交响乐”。
相比于更多同龄人，潘宇浩似乎显得
更加“老成”，也许，潘宇浩之所以是
潘宇浩， 原因正在于此———“带着梦
想思考，带着惶惑前行，带着态度追
逐”。

斯坦福大学著名行为心理学教授
Carol Dweck 德韦克有一名言 :“做最
好的自己， 取决于你是否拥有成长的
心态”。 从某种意义上，通过《迹·向》站
在我面前的潘宇浩， 就是这样一个拥
有良好的成长心态的潘宇浩， 一个认
真而有情怀的潘宇浩。 前路漫漫，但他
义无反顾已在路上。 如此之决绝，是我
十分欣赏的， 同样， 也让我对他的未
来、对他的越来越优秀，充满了更多的
期待。

“做最好的自己! ”愿以此与潘宇
浩共勉。

市直 流泉

■本地新书

■热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