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阿来：
“中国当下长篇小说的宝贵收获”

阿来说，自己一直高度关注罗伟章的文学

写作，对他的作品相当熟悉，一直赞誉有加。

最近读了罗伟章的新作《隐秘史》，更是让阿来

惊喜地发现，罗伟章从20多年前的写实主义

走到今天，在题材上始终忠实于自己，同时在

形式上实现了超越。

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

忘录》中提及：后世的文学在超越前人，要在

“轻逸”“迅捷”“确切”3个方面下功夫。在阿

来看来，“罗伟章的《隐秘史》在修辞、在章节的

遣词造句上，就展现出了这3种特质。不管是

遣词造句，还是章节结构，都体现出了足够的

创新度。在小说早就起不到耸人听闻作用的

时代，一部作品，要上及审美的天空，下及生活

的暗流，才称得上是好作品。在我看来，这不

仅是罗伟章自己的收获，也是中国当下长篇小

说的一个宝贵收获。我非常期待批评界对《隐

秘史》展开有趣的讨论。”

对于“魔幻”这个概念，阿来直言他不喜欢

“魔幻”一词，更愿意称之为“超现实”。中国古

典小说中，有很多超现实的优秀作品，比如《搜

神记》《聊斋志异》，超现实给予作家无限的自

由创造的艺术空间，以此表现出更广阔的现

实。因此，当他读到《隐秘史》中的主人公桂平

昌进入山洞，和一具白骨躺在一起聊过往生活

时，他感受到了这部作品超越现实的努力。

学者李怡：
“写出现代人内心的真实状态”

卢一萍与罗伟章同是来自大巴山的作家，

又是曾在上海念一个作家班的同学。“这么多

年，多次找他，他总说自己在老家。我一度以

为他是为了躲应酬。现在看他的小说，觉得他

是真的回了老家很多次。在现在这个资讯发

达的时代，罗伟章的小说还能打动我们，这跟

他下了很大工夫分不开。”

卢一萍坦言，自己看罗伟章的小说，“最深

感觉是沉痛。我感觉，他现在到了一个新境

界、一个新的高峰。他通过小说的形式，把乡

村的五脏六腑剖出来拿给我们看，没有留面

子。这让我很震撼。”

作为研究文学的学者，李怡格外注意到罗

伟章小说中“史”这个字眼，认为今天已经到了

另外一个理解“史”的层面。除了宏大叙事意

义上的“史”，在个体心灵状况上，也有“史”的

意义。在这方面，《隐秘史》与著名小说《乌克

兰拖拉机简史》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李怡看来，《隐秘史》写出了现代人在当

下世界内心呈现的真实状态，追问我们内心被

严重忽略的精神深处的隐秘变迁，“这怎么不

是史？只是它很难被发现，也很少被记录。是

被人严重忽略的历史。”

李怡还透露，一开始听说罗伟章新写了个

乡土小说，“坦白说，我当时不是很想看。但

是，看了后发现，这个小说写出了新意，有创

新，我就有兴趣了。”

由于小说题材多集中在家乡大巴山，罗伟

章的小说常常被称为“乡土小说”。对此，罗伟

章说，作品出来了，读者有评价的自由。不过，

“并不赞同乡土小说的划分。因为，一个成熟

的作家写小说，写作的时候一定不会说，我要

写一个乡土小说或者城市小说、青春小说等，

他就是在写小说。”

虽然自己写的人物故事多发生在四川，发

生在家乡大巴山，“但作品写出超地域性的东

西，是我的艺术追求。”同时，罗伟章也解释为

何他的大部分小说中，地理空间都是一致的，

“我认为，在小说家头脑里，其他都可以虚构，

但是地理空间最好是自己非常熟悉、真实的地

方。因为只有在自己最熟悉的空间里，那个气

氛不需要虚构，写起来非常自然。”

谈到《隐秘史》的缘起，罗伟章说，生活中

的裂缝，普通人难以言说、找不到原因的情感，

“是我写小说的好奇心和动力所在。”

出版人范红升：
“在阅读中获得更深切的认知”

2022年5月，《隐秘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出版。早在它还是书稿阶段，就获得了首

届“凤凰文学奖”的评委会大奖，由李敬泽、吴

义勤、梁鸿鹰、谢有顺、苏童、毕飞宇、池莉等

11人组成的评委会，在众多参评作品中，一致

推选了罗伟章的《隐秘史》。《隐秘史》的结构、

叙述、人物形象、思想意蕴，对人心的深度挖

掘，在当代小说中都非常罕见。据出版人、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范红升透露，“《隐秘

史》出版短短两个月就实现了加印。”

在各种讯息短平快的今天，读一部长篇作

品的必要性是什么？范红升在分享会上有一

番精彩的论述：“阅读一部优秀长篇作品，沉浸

到这样一部用心血和情感浇灌的小说里，跟着

人物的命运往前走，跟着他们的情感升华你的

所思所想，在这份完整的体验中，你会获得对

世界更深切有效的认知；你会对具体的人，你的

亲人、朋友的情感和行为，更加理解和包容；你

的格局会打开。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情感世界

中，你都会变得更加从容。我们需要沉浸式地

阅读好作品，系统地阅读好作品，这是碎片化信

息模式所不能实现的、不能取代的价值。”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四川作家罗伟
章的小说爱用“史”
命名。比如此前备
受好评的《声音史》
《寂静史》，以及最新
出版的《隐秘史》组
成三部曲，在文坛备
受瞩目。小说运用
“史”的概念，在阿来
看来，“其中包含着
作家为时代立传的
野心。当然，文学家
所写的‘史’当然不
是历史学的概念，它体
现的是哈罗德·布鲁姆
对史诗的解释，即审美
的历史，包含着人类不
懈奋斗的精神，通往
最深的智慧。”

7月9日，“魔幻
与真实——罗伟章
《隐秘史》新书分享
会”在成都方所举
行。罗伟章与阿来、
卢一萍3位小说家，
以及评论家、学者李
怡相聚一堂，围绕罗
伟章最新长篇小说
《隐秘史》，展开一番
论述。话题涉及小
说题材和形式的创
新，小说分类的局限
性、地域性与超越性
的关系，现实与超现
实的平衡，文学意义
上的“史”是一种心
灵和精神的深度，以
及创作者在写作过
程中小说的河该怎
么流动，等等。谈论
观点精辟，深入，犹
如给观众上了一堂
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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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沉浸式阅读长篇小说？

文学帮助我们洞察内心“隐秘史”

《隐秘史》

罗伟章 张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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