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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民·阅读

■ 新书速递

《李夕夜，不再沉默》

韩民族文学奖、申东烨文化奖、白

信爱文华奖得主，80 后新锐小说家崔

真英最高代表作。本书荣获 2020 年

韩国文坛最高荣誉“万海文学奖”。《熔

炉》作者孔枝泳、“永远的青年作家”朴

范信、小说家黄玄进力荐。

从 11 岁起，李夕夜每天都会写两

份日记，一份是交给老师检查的日记，

另一份是写给自己看和珍藏的日记

⋯⋯李夕夜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自己

的错。或许这么想反而简单。本书以

日记的方式呈现，描述着年纪轻轻的

李夕夜遭受性侵后心境上的转折，以

及事发前、事发后主角生活上和家人、

和他人、和自己相处时的变化。“从前

我因为是个小女孩而被无视，现在成

了年轻女人却依然受到怀疑，未来还

会因为衰老而遭到冷落。”

《疯狂诺贝尔》

“当你疯狂想赢的时候，你就离输

不远了。”顶着冒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大作家的风险横空出世的作品，揭示

人性复杂与变化的方式令人称奇。波

谲云诡的唇枪舌剑，不断反转的输赢

格局，隐藏多年的秘密浮出水面，悬疑

的氛围节节升级。究竟是记者入了作

家的圈套，还是作家被记者逼问出了

隐情？是正义的胜利，还是欲望的吞

噬？结局永远在你的意料之外。读者

不停地惊叹诺冬对话体的精彩与犀

利，也对不断反转的情节直呼过瘾，更

有惊天秘密揭开的悬疑与刺激！此次

版本改名便于读者理解，贴近小说所

展现的人性的疯狂，以及作者关于欲

望与人心的疯狂探索！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普雷泰克斯

塔·塔施活不了两个月了，死前的独家

报道让记者蜂拥而至。塔施多年以来

在作品中疯狂地留下秘密的线索，但

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享受着愚弄世人

的快感，内心深处却一直等待着那个

秘密被发现。

青春太单薄，单薄到总是需要另一种物质

或精神作为承托。

还记得收集了一个假日的电影海报，一满

格抽屉的漂亮本子，夹在课本里的小纸条⋯⋯

它们都是青春的承托，只是，它们留存下来的现

实意义到底还有多少？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另一

种完美的寄托方式——阅读。

有一些书，我可以轻快地一览而过，当我翻

到下一页，已经淡忘了前一页的内容；有一些

书，可以为我所用，认真地加以评论；有一些书，

仅仅为我提供一些信息，无需评论；然而，还有

一些书，我是如此长久而深情地挚爱着它们，用

心灵的力量逐字逐句地品读它们，走进它们。

小时候读的书大多数是一些童话书，书中

纯真的感情，简单而又美好的结局，在我幼小的

心灵留下了一片纯情。其中最早的一部名著应

该是《彼得·潘》吧。我的脑海里还隐约记得书

中的画面：小彼得·潘在漫天星星的夜晚站在女

主人公的窗口，很美，很恬静。他永远也不会长

大，甚至当女主人公变成外婆时，彼得仍然站在

窗口，等待女主人公的外孙女，和他一起手牵手

遨游夜空。小时候看《彼得·潘》时，脑海里充满

了幻想，在每一个有星星的夜晚，我都会等待小

彼得·潘的造访。而现在想起来却多了一份伤

感，我们总会像女主人公那样长大，然后渐渐老

去，彼得·潘也被淡忘在童年的梦里，但我还是

要谢谢彼得·潘，是他引发了我对阅读的热爱，

是他引领我不断走向成熟。

后来我又读了《夏洛的网》《面包房里的猫》

《小王子》《格林童话》等一系列儿童文学。这些

洋溢着童真梦幻的书，给我稚嫩的心灵带来了

风和水潺潺相激的和声，花卉默然无言开放的

秘密，黎明天空无声对白的寂然。

幼年的热爱让我的读书之路越走越宽，不

知不觉中，书已经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家园。在

润物细无声中，我学会审视自己、拷问心灵，并

努力去拥有一颗纯粹坚贞的心。多年坚持不懈

的书香之路，让我欣喜地看到，有很多的种子正

在萌动、破土、发芽、开花并开始结果。在每一

个孤独拧成的日子里，我独自沉浸在名著的海

洋之中，当缕缕书香疏离了喧嚣，当浮躁的内心

回归了宁静，幸福感如约而至。

喜欢几米的画与箴言，它让我拾起了对书

的那份感念，在他的文字中我呷出了人生百味，

懂得了自己的灵魂会在对书的感悟中升华，穿

越岁月的迷雾，拥有自己的思想；我也喜欢苏童

的文字，假如我有满柜子喜爱的书，我就不会有

一颗孤独的心；村上春树笔锋清新，沉静如水，

愿意思考死亡，在他的文字里我读出了那种对

时间的安静审视。

很多时候，阅读成了低剂量的致幻剂，再包裹

上一层安慰剂的外衣，默默地抚慰我那颗被分数

深深刺痛的心。慢慢地，面对心酸的现实，我与书

相互依靠，是书给我带来了心灵的慰藉，让我学会

释然。阅读，俨然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从一本本书里品读出了世界的精彩，而

这些定格的经典瞬间，还将随着时间连成更长

更长的画卷。

■ 读书沙龙

阅读，生命的一部分
周楚韩（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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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人苏波笔下，鸟鸣、洗衣机、塔吊等诸

多意象，似乎都与生命紧紧相契在一起。在我

看来，《遗址与回声》是诗人与生命的一次零

距离对话。遗址是生命的积淀，而回声又为生

命孕育新的可能性。

后记中，诗人说到“一场大病后的死里逃

生，让他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如是感觉于

我感同身受。某些时候，疾病或许就是一种救

赎。正因如此，对于生命的理解或感悟，我们

会更深一些，更透彻一些。珍惜，加大内心的

坚持。而诗歌，在一个诗人眼中，无疑是一种

生命的成全。

苏波的诗，是记录，是塑像，是挖掘。当我

与这些诗句相遇，其实是在与一个充满内力的

生命体碰撞。有火，有焦灼，更有经历后的释

然。在这些诗中，诗人通过词性转换，语义的

多重架构，赋予文本更深邃广阔的空间。那种

专属于个体独特情感和技艺表现力的向内掘

进的过程，为文本和心灵最终的抵达铺设有效

通道。内敛的叙写，注重事与物最适合的表

达，令文本具备大的扩张。

诗集中，《回乡》《楼顶上的月亮》《存在》

《钟声》等佳作，尽管表现视角不一，但它们都

力图通过意象的解构以达到诗歌呈现的繁复、

多义。这是作为一个优秀诗人有别于他人的

技艺。让一颗心沉潜，于不变中求变化。这种

切近本质化的描摹，建立在事物客体与作者精

神层面的相互融合。它的有效性，不仅是为文

本找到更大的精神空间，而且为我们的读者提

供更丰富的阅读指向。“方向盘转动，方言刻

画石碑上的公里数”（《回乡》）；“它掩埋我，又

挖掘我，以悲悯的虚无/它抚摸我，又抛弃我，

从 你 中 置 换 出 的 我 ，又 回 到 了 你 ”（《钟

声》）⋯⋯一束束光亮就隐藏在句子与句子中，

透过这一束束变幻无穷的光亮，我们总能在彼

此间找寻到一种闪耀光芒的“寄存物”，像灯

塔，像虚拟化了的心灵的故乡。

意象的隐喻作用在诗人的写作中至关重

要。精准使用意象扩充文本的外延力量。很

多诗人在书写时对一些意象情有独钟，是因为

这些意象已深深植入作者的生命意识之中，并

与灵魂同构。苏波也一样，在阅读进程中，

“鸟鸣”出现频率很高，这不禁让我不得不静

下心来，要去细细揣摩。“那只熟悉的鸟的叫

声愈来愈近了”（《回乡》）；“鸟鸣很近，但你看

不到鸟，鸟藏在枝叶间/每片树叶都是一只鸟，

只需一阵风树便会飞去”（《夏天的钤印》；“鸟

是会移动的树叶/鸣叫使每片叶子闪闪发亮”

（《鸟鸣三十行》）；“树枝弹出骨头和鸟鸣/那些

鸟像树叶一样牢牢地长在枝杈上”（《鸟鸣的

十三种诠释》）⋯⋯鸟鸣一次一次出现在诗人

的文本中。关于鸟鸣所赋予诗人的特殊涵义，

作者在《鸟鸣三十行》《鸟鸣的十三种诠释》

《鸟鸣是改组时间的一种形式》等篇什里已给

了我们明确的答案。诗人说：“鸟鸣是生锈和

除锈的方式”，它“测算着生与死的速度”。很

显然，鸟鸣于诗人已远远超出鸟鸣范畴，它不

仅是一种召唤、指引，还是一种深层次的依附

和沉浸。

苏波用《遗址与回声》阐释时间与生命的

关系，并藉此向诗歌及一切的存在致敬。存

在，是惟一的对抗与和解。

我们存在着，“坐在上升的火焰中”。

■ 读后有感

在人间，诗是一种成全
——读苏波诗集《遗址与回声》

流泉（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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