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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积极乐观的内在驱动力
“无腿舞者”廖智积淀十年出新书

很多人都知道“无腿舞者”廖智的故事。她从伤痛中走出来重返光明的坚韧，感动无数人。过去十
年，她经历了什么？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感悟？日前，廖智沉淀10年积累而成的新书

《活着，像光和盐一样》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廖智在书中重点围绕伤痛与自我接纳、女性个人成长以
及完美亲密关系经营分享了心得，格调积极乐观，堪称一本“生活能量书”。

一本“生活能量书”

全书分为“自我”“接纳”“关系”“幸

福”“应激”“前行”六辑，向读者倾情讲述

作者对生活的全新体悟，比如建立积极

的自我认知、与伤痛和解的能力、经营好

婚姻关系的秘诀、保持热情的内在驱动

力、女性在事业上的追求、对全职妈妈的

理解等。从中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与伤痛

和解后“活出自我、热烈拥抱美好生活”

的新廖智，感受她满满的活力和对生活

的无限热情。与她的第一本书重在传递

伤后不言弃的精神不同，新书呈现的是

作者完全与伤痛和解后“如何活出自我、

热烈拥抱美好生活”的鲜活故事。

廖智在书中写道：“做人真是充满挑战，除

非你不打算对任何事、任何人认真，只要你拿

定主意要对一件事、一个人认真，就会发现失

败必然是跑在最前面的。而只有真正敬畏和

拥有热爱之心的人才能够忽略失败，或不认为

失败是一种伤害。”

不是“逆袭”也不是“传奇”

在书中，廖智梳理了自己近些年的经历，

“我从躺在病床上到起来跳舞，再到成为一名

创业者以及为身体障碍群体呼吁‘看见和改变’

的公益倡导者、一个男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

母亲、一个独立的自媒体博主，无论是我的短

视频内容还是文字，都吸引了不少关注者。这

些关注者陪着我走过一年又一年，让原本安静

的小世界，因为有了这些陪伴而收获更多温

暖。当然，带给我最深安慰和支持的仍是离我

最近的那些人——我的先生、孩子们、父母、工

作伙伴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挚友。”

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之后，廖智透露了心路

历程，“从受助者蜕变成为能够给其他人鼓励

和力量的帮助者，不是‘逆袭’也不是‘传奇’。

我不愿意任何人神化我的经历，因为

我知道自己实在是平凡，除了经历独

特，再没什么神奇的光辉。我遇见过

来自媒体的赞美和质疑，一开始会诚

惶诚恐不知如何应对，不管是荣誉还

是诋毁，这两样都是消耗人的。而如

今，这些评价已经被我抛之脑后，我也

从中学习到：当人面对陌生的事时会

感到紧张无措，但是勇敢的人不会选

择退缩，而是带着恐惧直视它、观察

它、了解它，直到熟悉它到不再被其威

慑为止。”

书名源自亲身经历蕴含深意

这本书之所以取名《活着，像光和

盐一样》，廖智解释：“是出于我对生命

的期盼和愿望。曾经在黑暗中生活过

的我，十分珍惜出死入生后的光明，命

运让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今我得

享可贵的光明，更巴不得每个有机会

接触我的人都能被这光照亮。至于

盐，是调味料，也有防腐的作用。把爱

当作盐，它可以调剂无趣无望的生

活，可以防止心灵的腐朽。我不指

望可以借这本书教会你很多知识，

却盼望你从我的生命经过，能够感

受到自己的生命也是美好的馈赠，

即便是不完美的地方，却是十足宝

贵，是值得用一生的感恩和喜乐去

回应的礼物。你将在这本书里看

见我的生命、我的思考、我的喜好

倾向，我不会说这一切是绝对的真

理，也许多年后我也会对很多思考

有新的看法，但此刻请允许我热切

地向你发出邀请——朋友，你看，

这就是从死亡边缘被救回来的重

生的廖智，我如此深爱着造物主所

赐给我的新生命，所以甘愿拿出十

分的热情面对每一天，在你拿到这

本书的时候，请相信这不是巧合也

不是偶然，这是命中注定的邀请，

请你也领受这份祝福，热气腾腾地

活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不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波兰都

有非常高水准的作品。他们不但影响了

欧洲的写作，也影响了世界的写作。而

提到波兰文学，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波

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是波兰国宝级作家。近日，托卡尔丘

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故事》被引进中

文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最后的

故事》出版于 2004 年，是托卡尔丘克

“更克制、更冷静；更亲密、更温柔”的动

人之作。

《最后的故事》堪称一部三代女性的

“心灵史”。相比托卡尔丘克早期的小

说，《最后的故事》是更向内的，如同克

制、冷静、亲密、凄美的絮语。小说由三

代女性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三个故事组

成。本次中译本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

语翻译家李怡楠副教授从波兰语原文直

接翻译，力求呈现原作的语言风格和文

字魅力。

小说由三个故事组成，作者为这三

个故事创造了三个与外界隔离的舞台。

伊达因车祸来到一间乡野小屋，她与一

条垂死的狗滞留在了这个她度过童年的

地方；帕拉斯凯维亚常年居住在山上远离

尘烟的房子里，她的丈夫在星期日的晚上

去世了；玛雅离婚后带着儿子前往一个小

岛旅游，遇到一位患病的魔术师……小

说三个部分看似相互独立，又相互联

系。现实、记忆与回忆不断纠缠交错，作

者巧妙地构建了多层次的故事，用丰富

的形式展示了三个女性灵魂深处隐秘的

角落。母亲、外祖母、女儿，她们的人生

道路早已分开，生命却又紧密相连。这

三个故事中融合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

东欧历史，横跨过往与当下。

托卡尔丘克曾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

说中提到：“隐喻小说找到了各种命运的共

同点，使我们的体验普遍化。遗憾的

是，当今的文学缺乏这种隐喻性，这

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无能为力。”

托卡尔丘克的所有书似乎都在试图

告诉我们关于世界与生命的真相。她反

思了个体“存在”的孤独，关注历史中人

的生存，捕捉个体对历史的逃避和游

离。比如，《最后的故事》里母亲伊达曾

一次次向医生确认自己是否患有心脏疾

病，她不停尝试向内分析与自证，但所有

的医学检查都证明她是健康的。她的父

母在一年里陆续过世，女儿离家未归，丈

夫是个沉溺于形式的“学者”。她以导游

为业，带领游客周游各国。她远离外界、

亲人，甚至自己的身体，又在不停地反思

与分析中试图确认自身的存在。而外祖

母帕拉斯凯维亚和丈夫佩特罗则是“掉

进”历史的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刘珈汐

《最后的故事》：
讲述三代女性“心灵史”

当常年为作家做“嫁衣裳”的

资深出版人自己写起了小说，他

会写些什么？近日，躬耕出版几

十年的出版家聂震宁重回小说家

的身份，叙写 60 年前的一场旧

梦，成就了一部36万字的新长篇

小说《书生行》。该书已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

聂震宁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长、中国出版集团总裁，在大众

出版领域成绩颇丰。人民文学出

版社执行董事臧永清介绍，聂震宁

担任社长期间，所操持引进的“哈

利·波特”“新课标中学生课外文学

名著丛书”“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等系列，都成了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宝贵财富和经济支

柱。近年来，聂震宁一直持续、不

遗余力地推广“全民阅读”，出版阅

读学相关著作，致力于提高全民

“阅读力”。

在出版人之外，聂震宁鲜为人

知的身份是小说家。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时，他就以作品《暗河》

《长乐》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文坛

崭露头角，获得首届庄重文文学

奖。为了出版，他中断了小说写

作。这本新书是他重回小说家身

份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在长

篇体裁上的一次全新尝试。

《书生行》写的是聂震宁初中

时的记忆，是一首写给老师的“赞

美诗”。小说中故事的发生时间被

设置在上世纪中期，青年教师秦子

岩为了爱人舒甄好，回到家乡的大

山里，一起从事中学教育。这对夫

妇和一群毕业于一流高校的教师

坚守爱的理念，进行了轰轰烈烈的

教学实验。这段转瞬即逝的岁月

却成就了沂山一中的高光时刻，长

久铭刻在学子们的记忆深处。文

学创造的来源是生活，这是一个很

古老的命题。聂震宁在文学创作

与生活关系的处理与认知上，有着

自己独特的见解。“我要感恩我的

中学老师们，这就是我写作《书生

行》的最初冲动。”聂震宁说。

文学评论家白烨称赞这部作

品是为书生树碑、向教师致敬。《书

生行》写出了老师的群像。秦子

岩、舒甄好等人在不可能中创造可

能，他们热烈、真挚地投身到教育

事业中，用爱感化，用心奉献，昭示

了真、善、美的永恒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聂震宁《书生行》：
写给老师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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