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朔真正意义上的虚构小说
《起初·纪年》

王朔著 新经典&新星出版社

自 2008 年出版《和我们的女儿谈

话》，王朔已经14年没有推出新作。沉

寂的10多年，皆是为《起初·纪年》系列

作品做准备。王朔讲述了从汉武帝亲政

到去世五十多年的人生，以及生活在他

的时代众多立体饱满的人物各自跌宕起

伏又彼此交织的经历，构成了群星闪耀

的故事之网。对于这部新作，王朔称：

“我以往的作品多少都在写自己，可算作

‘非虚构’，只有这部作品，才是我真正意

义上的虚构小说。”

孙犁忘年交30年编撰而成
《孙犁年编》

段华著 人民出版社

孙犁的创作生涯有两个高峰，早年

的《白洋淀纪事》纯真质朴，晚年的《芸斋

小说》老辣深沉，滋养了大量读者，启发

了众多作家。作为孙犁的忘年交，段华

潜心于孙犁作品研读，追踪和搜集孙犁

的相关资料。30多年终于集腋成裘，写

成40多万字的《孙犁年谱》，是一部孙犁

研究的拓荒之作。2022年孙犁逝世20

周年，《孙犁年谱》出版发行。

叙事魅力为学术作品插上翅膀
《漫长的余生：

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罗新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

以北魏宫女王钟儿漫长而跌宕起伏的一

生为主线，并以她的眼睛去看身处的时

代。全书采用25幕“舞台剧”展示，叙事

风格多是看不出任何情感色彩的文献式

陈述。但《漫长的余生》的表述非常自

然，很有讲故事的亲切感。在保持严谨

的史学规范基础上，通过有文采的词句，

进行适当的、节制的情感抒发，无疑会为

学术作品插上飞翔的翅膀，带领读者更

深体会历史的韵味。

一个吴侬软语里的江南故事
《鹊桥仙》

萧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才子佳人、烟雨水乡，历朝历代文人

的作品，尤其是古诗词，培植了一个美

丽、富饶的文化-地理概念“江南”。《鹊桥

仙》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

“栖镇”的纷纭往事，书写了数位小镇少

年的成长故事。身为江南女子的萧耳，

从小生活在运河边的塘栖镇，说着一口

地道的吴语。书中对方言进行适当的运

用，也让这部小说散发着独特的语言魅

力以及浓郁的江南水乡人文气息。

江南岭南风日好，世道味道总关情
《燕食记》

葛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葛亮最新小说《燕食记》延续其既往

的美学风格，以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

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为线索，借美食

之跌宕故事，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年世

态人情的变迁，堪称“岭南梦华录”。评

论家杨庆祥认为，这部小说是“对中国文

学地理创作版图的一次推进。”

将学术成果变为公共知识
“中华经典通识”丛书第一辑

陈引驰主编 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通识”是一套专家学者为

大众解读传统经典的“大家小书”。丛书

第一辑含五种：《〈资治通鉴〉通识》《〈老

子〉通识》《〈庄子〉通识》《〈西游记〉通识》

《〈红楼梦〉通识》。作者都是该领域卓有

建树的一线学者。作为这套丛书的主

编，陈引驰教授提出的要求是，写作者除

了提供关于这部经典最基本的和最重要

的知识，还要能传递学者对人生、对学术

的思路与“智慧”。“通识”系列，力求兼具

学术严谨性与通俗易懂，将学术成果变

为公共知识，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用“十二时辰”讲述12个脱贫故事
《中国十二时辰》

李舫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最新散文集《中国十二时辰》里，

李舫巧妙地使用十二地支与12个地方

相对应，写出12篇文章。李舫给每篇文

章赋予一个核心关键词。比如与“子”对

应的《壤塘，壤巴拉居住之所》，关键词是

“天堂”；与“丑”对应的文章《长缨——西

海固，我的土地我的母亲》，关键词是“长

缨”；与“寅”对应的文章《高山之上的凉

山彝族》，关键词是“觉醒”；与“巳”对应

的文章《来自十八洞村的答卷》，关键词

是“回响”……回望过去几年深度走访的

12个地方，让李舫印象最深刻的是凉山

彝族自治州，“为了写好凉山的扶贫故

事，我曾3次专门去当地走访，同时阅读

了很多关于彝族历史的书籍。”

50后计算机博士的陕北往事
《椿树峁》

谢侯之著 中华书局

谢侯之跟史铁生是同时期到陕北插

队的北京青年，两人有着共同的难忘记

忆。史铁生在其自传体小说《我的遥远

的清平湾》里，描写了他在陕北的插队生

活。日前出版的谢侯之的散文集《椿树

峁》，也是写当时的陕北生活。有点类似

《平凡的世界》，《椿树茆》采用方言土语，

文笔自然朴实。作者和少年小伙伴们与

当地质朴百姓的日常来往，勤奋自学、努

力向上的生命经验，超越时光，散发出馥

郁的馨香。

《百年孤独》译者写起了幻想文学
《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
范晔著 顾湘绘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称“猫科动物之友”的北大西语

教师范晔，用文字创造了种种古怪可爱

的小动物和它们的奇妙故事，顾湘还为

全书配上插画，让书里的幻想动物世界

愈加丰富可触。范晔最广为人知的身

份是北京大学教师、西语文学译者，译

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波拉尼奥的

《未知大学》等作品。在书中，范晔按照

现代动物学归类方法，虚构了40多种

动物，还煞有介事地为它们编了拉丁文

名字。乍一看以为是科普书，其实虚虚

实实、真真假假，散发出幻想文学的独

特魅力。

写作不再只是作家的秘事
《修炼好文笔：人人都能妙笔生花》
叶开著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今信息时代，写作早不再只是作

家的秘事。但除了极少数人，写作能力

基本都不是天然获得的。叶开作为一名

资深编辑、作家，他讲写作，不走纯理论

路线，而是以古今中外耳熟能详的作品

为例，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不光易于

理解，实际操作度也非常高。比如作者

为跃跃欲试的写作者，拆解出动手写作

的三个步骤。首先，写作者要根据自己

的个性和情况，找准方向。比如，你是

“社会型写作人格”还是“自我型写作人

格”？自我型写作人格，更适合在写作中

剖析自己，书写人生中的复杂情绪和各

种冒险，写成长中的打“怪”过程；社会型

写作人格，会更关注外在世界，适合构思

玄幻、武侠等类型文学，创造一个世界，

在写作中掌控人物命运。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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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攀高的滚滚热浪，诗人脚步踏空式的失恋，电影《隐入烟尘》中细微但令人动容的真爱……沸腾之世，审美者仍有一方清凉
世界。卓越的作品不是孤岛，它诞生于群体之中，以婉转晶莹的形式，对照现实人生。平心静气，读一部气息绵长的作品吧。

阅读中，去遇见江南水乡小儿女，领略近代百年岭南史，感知大凉山深处的心跳，回望40年前一群北京青年在陕北山村
里追寻知识之光的动人场景。北大教授罗新在一则墓志铭里读懂了一个1500年前普通宫女的一生；王朔一个猛子扎进时间
长河，15年“露头”出来，给我们讲汉武帝的故事……

读这几本书，将来我们回望，这个八月不只有高温，还有认真耐心走进的一个个深远的心灵世界。

是在热浪中眺望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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