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套《哥伦比亚中国
文学史》将中国文学视为
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存在，
确认文学不是自在自为
之物，而是社会政治、文
化事实等交织互动的产
物。在经济生活的视角
下考察文学发展进程，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对“布衣诗人”予以了较
多关注。

外国人研究中国文
学，视角往往比较独特，
让中国学者感到新颖。
比如重庆大学教授张全
之说：“这的确是一部个
性鲜明、风格独具的文学
史，与我们见惯了的那些
大同小异的文学史著作
迥然有别。……就文学
史写作来看，还没有哪一
本文学史将文学的外延
释放得如此之宽、之广
……这样一种文学概念，
在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
文学史中，还绝无仅有
……足以颠覆我们传统
的文学史观念。”这套书也
得到叶嘉莹、乐黛云、钱理
群、温儒敏等人联袂推荐。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小姐妹》是鲁迅文学奖
获奖者、作家黄咏梅的最新短
篇小说集，近日由长江文艺出
版社出版。黄咏梅把笔触探
入社会熟龄人群，试图安放人
性深处共通的情感与命运。

黄咏梅生于上世纪 70 年
代，年少即出版诗集，后转向
小说写作。她的作品构思精
巧，擅长在短篇小说篇幅内编
织普通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密
度极大，充满电影色彩。出道
二十多年来，黄咏梅发表作品
数百万字，成为国内备受瞩目
的“70后”小说家。

写出普通人生活的“日常感”

《小姐妹》作品中收录的
《小姨》《表弟》《父亲的后视
镜》中的主角都是通过熟人、
闺蜜、亲眷的视角来展开故
事。黄咏梅认为，通过建立这
种熟悉的人物脉络，从写作上
更便于去观察、倾听、理解乃
至共谋。在这样的宁静中自
己能听到他们的喘息声，听到
他们那些说不出口的忧患，感
知他们快乐时微微变化的心
跳。而从阅读上，也希望能为
读者营造一种“居家感”，也就
是“日常感”。读者获得更多
共情和共振。所以，有读者在
阅读后会发表“我家就有这样

一个小姨”或者“我家的弟弟
就像那个表弟”之类的感受。

在同质化表达盛行的年
代，写作不应该被人物身份禁
锢，而是应该脱离角色设定，
退回到一个“普通人”的特点，
这样才能写出人人能读懂的
普通人的故事。

从抒情诗转向小说写作

黄咏梅在少年时期就出
版过诗集，从抒情诗转向小说
写作，也是基于在写作的过程
中渐渐发现，自己对理性的表
达想要更加深刻。

虽然诗歌对于理性的表
达也是必须的，但黄咏梅认
为，自己通过小说的写作可以
更 得 心 应 手 地 传 递 这 种 理
性。因此，《小姐妹》中的 7 个
短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虽然
没有那么丰富的戏剧性，但却
能够将某个切面的情绪或者
状态完整的呈现，这也是这部
作品想要给读者带来的独特
之处——以细微的切口呈现
人生不同状态下的面貌。

写作应该是雌雄同体的

从书名上来看，《小姐妹》
可能会让人以为这是一部聚
焦女性故事的小说集，但其实
这部作品中的短篇不仅仅聚
焦女性。收录其中的《父亲的
后视镜》曾获得鲁迅文学奖，
其中父亲这一卡车司机的形
象与其所处的时代特点紧密
结合，具有浓浓的时代元素。

在如今这个关于女性力
量的讨论越来越多的时代，作
为一名女性作家，黄咏梅深刻
认同英国作家伍尔夫所讲的，
写作应该是雌雄同体的。在
写作中，不论是关于男性还是
女性的讨论，作家最终都应该
将笔触聚焦到“人性”。毕竟，
在作品的观念和思想等方面，
作家不分男女，应该努力去握
着一支“人类的笔”。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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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经典再版
从新的角度打开中国文学史

中国学者
写的各种版本
的中国文学史
有好多种，我
们为什么要读
一本美国人编
写的中国文学
史呢？大学者
季羡林生前推
荐引进这套
《哥伦比亚中
国文学史》时
说的一句话，
可能会是一个
好解释。他
说，身为该套
书主编的美国
汉学家梅维恒
“眼光开阔，看
得远一些。我
们不注意的一
些东西，他注
意到了。”

《哥伦比
亚中国文学
史》英文版早
在 2001 年出
版。2016 年
出过中文版。
2021年再版，
也是最新的中
文版，由新星
出版社出版。
主编梅维恒是
哈佛大学中国
文学博士，汉
学家，著述宏
丰。此次增加
了梅维恒的新
版序言，万字
长文，梳理学
术前沿动态，
述说 20 年后
研究思路的变
化，回应学术
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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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时读的中国文学史，
虽然版本很多，优点也不少，但是
思维定势也很大。比如一部中国
古代文学史，哪些作家可以入史，
哪些作家不能入史，基本上有一
个不言自明的边界。很多文学史
总是努力地给作家排座次、分等
级。从章节安排到论述的字数，
从作品分析时的用词到价值定
位，都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外国
人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些。

此次出版的这套八卷本中国
文学史，以世界文明史、文学史为
参照，全面描绘了中国文学传统
的各类景象。在对三千多年来中
国文学的各种特质与发展提供兼
收并蓄、细节极为丰富的概览时，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并不太重
视作家的总体成就及其文学史地
位。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品评作
家，给作家以史的定论，而是将作
家的部分优秀作品分析给读者，
这显然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而不
是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写作方式。
而且，这套文学史从头到尾没有使
用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套概念体系：
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
代文学。而是将古今文学熔为一
炉，以文学体裁为主体单元的全新
写作视角，让人感到新奇。

在体裁上，除了通常认为是
文学的诗词歌赋小说戏剧，还包
括了语言文字、哲学谚语、注疏批
评等内容，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
这些不太文学的内容。在视野方
面，也非常广阔，作者不仅关注汉
文化核心区域，也关心地方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最后 3 章
还介绍了中国文学对朝鲜、日本、
越南文学的影响。作者还特别重
视口头文学和女性文学，关注书面
文言文学文本和口头白话文学的
差别与联系，在诗歌、小说、戏剧、
文字等章节都专门介绍女性作者、
女性角色、女性视角等，特别难得
的是专门介绍了湖南江永女书这
种类似日文假名的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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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妹》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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