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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缘于终南山下的女子读书会
萧耳：写小说就像让光照进“林中空地”

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真理有如林中空
地。”陕西西安城郊，终南山下，一群女性

自发地展开一场名为“林中空地”的读书会，大家坐
到一起，品味《喧哗与骚动》《局外人》《变形记》《老人
与海》《鼠疫》等经典文学作品，从中获得滋养心灵的
精神营养。这就是作家萧耳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

《林中空地》里的核心情节。
熟悉萧耳的读者想必都对她笔下细腻的江南印

象深刻，一个带着江南文脉特质的作家，突然写了个
西安终南山下的故事，这不免令人好奇。11月11日
下午，萧耳从浙江杭州来到成都，在SKP书店与小说
家罗伟章进行了一场文学对谈。

书写女性精神困境
受“林中空地”读书会启发

萧耳说，《林中空地》的创作，缘起于

她在西安的好友念青组织的“林中空地”

读书会。在西安终南山脚下，来自各行

各业的女性共读着世界名著，在阅读的

作品中汲取力量。现实生活中她们也逐

渐熟络起来，彼此帮助走出各自生活的

怪圈。

在萧耳看来，这片有着乌托邦色彩

的“林中空地”鲜活地反映着处于不同境

遇的女性的精神困境，她们在真理中寻

找着精神出口。这个读书会让萧耳很受

触动，从而有了《林中空地》这部小说。

《林中空地》里的读书会成员，会读

文学名著来寻找一种精神的价值。这也

引发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在一个匆忙

节奏的时代，文学阅读的意义为何依然

如此重要？或者说，阅读一部长篇小说

所提供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

罗伟章分享了他的一个感受，“我个

人的阅读比较杂，医学书、哲学书包括历

史书都读。这些书都很好，但是仅仅读

这些书，我还是会感到精神空虚。我还

是需要去读点好的小说，去填补这个空

虚。这是很奇怪的。我就在想，这是为

什么？我自己的结论是，可能我需要在

精神世界建构一种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

另一种生活。小说恰恰满足我这种需

求。往往是通过小说，我发现，人类一些

美好的品质我有，但一些糟糕的品质，我

也有。我不比别人卑下，也不比别人高

尚，我们都是平凡的生命个体。但是作

为平凡的生命个体，我们的一举一动、一

言一行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生机。”

罗伟章说，自己由于近期家里事情

繁杂，还没来得及读完《林中空地》，但

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把这本书读

完。因为自己深受这本小说吸引，“首

先在于它的内容非常安静，没有追赶热

点，回归了文学的本相。第二是，它让

我思考生命的本相。我读的时候感觉

到身上一阵一阵地发冷，为什么？因为

我感觉，身上好多没有被自己意识到的

精神上的一些困境，被写出来了。由此

我也再次意识到，好的作品往往启发、

帮助我们发现、命名我们此前没发现的

东西。”

《林中空地》虽然有现实的人物或者

事件原型，但是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

设置都是萧耳虚构的。对于虚构与现实

的关系，作为资深的小说写作者，罗伟章

分享了他的感受，“你写小说里的人物，

如果越写越像原型，那往往意味着你写

坏了。越写越不像，反而是好的。因为

这意味着小说里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

命，不断自我生长，那这个小说就成了。”

小说的内容
引导作者用不同的语言风格表现

罗伟章还特别注意到《林中空地》里

的行文风格，“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很

干净利索。我是文学杂志编辑。在编辑

小说的时候，我最怕小说里无缘无故抒

情。有些情当然要抒，但无缘无故抒情，

就显得矫情。其实，抒情不一定是通常

的那个样子。一个简单干脆的陈述句也

可以表达你的情感态度，它也是抒情。

矫情是艺术的敌人。其实，我们写一个

东西的时候，心可以很热，但文字不要太

热，要冷一点。萧耳这方面做得就很

好。我非常欣赏她的语言模式，读起来

很舒服。”

对于语言风格、文体这个问题，萧耳

说，她的写作风格，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

有所微调，“通常都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内

容，引导我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去表现。

严格来说，不是我选择怎么写小说，而是

小说选择我。比如我写《鹊桥仙》这样的

小说，会自动往古典的、话本的那个风格

去走，气息比较缠绵悠长。《林中空地》是

干脆利索的风格。我下一部小说将会呈

现怎样的文字，我还真不知道。”萧耳说，

自己的兴趣爱好比较复杂多变，“以前有

一些朋友说我是‘杂食动物’，我有一个

强大的胃口，我觉得蛮贴切的。所以目

前我不知道我的定性在哪里。我似乎很

难做到确定性风格，我下一个小说可能

去写公路摇滚了。”

有读者在现场向罗伟章请教，自己

最近也在写小说，“在找到自己的语言风

格方面挺困惑的，想听罗老师一些建

议。”对此，罗伟章回答说，一个作家的作

品呈现出自己非常清晰独特的语言风

格，当然是很好的，比如鲁迅的小说一看

就知道是鲁迅的小说。但是写作者在写

作过程中，最好不要太刻意非要找到自

己的风格，“一个人越想确定自己的风

格，往往越是写不好，反而把自己限制住

了。你只管尽你所能，写出好的语言，最

终往往可能，一种好的风格自然而然就

在你的作品中形成了。”

萧耳是一位有着三十年工作经验的

媒体工作者，她写了很多非虚构性质的

文字作品，包括出版不少文化类随笔。

但是近些年来，她发现，“写小说这件事

情在这几年越来越吸引我。小说就像一

片林中空地，可以让光照进来。那个光

为我打造一个精神空间，在这里我可以

用虚构的形式，表达或呈现我的精神追

求，我对社会、人性的观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

近日，作家邹瑾创作的生态主题

长篇小说《地坤》，在成都文轩BOOKS书

店高新店举行发布会。作家阿来、文

艺评论家李明泉、诗人谷禾等人通过

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式，分析研讨了《地

坤》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阿来通

过视频分享了他的读后感：“这本书在

未出版之前我已经读过两次，确实是

非常有价值的书。”

《地坤》是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重

点扶持的作品。小说聚焦“脚下土地

的可持续发展”，讲述了在成都平原向

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上发生的一个关于

生态环保、资源节约的故事。2023年8

月，《地坤》被当代中国文学大刊《十

月》杂志选用发表。

谷禾也通过视频谈到，这部小说

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人物形象塑造

鲜明、语言鲜活，有流畅的叙事，有强

烈的在场感，让小说更具力量，给人以

深思和启迪。

评论家李明泉在新书发布会上对

《地坤》作了评析，他说，《地坤》具有鲜

明、单纯而丰富的审美特点。小说里的

人物群像呼之欲出，十分具有雕塑感。

同时这又是一部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思

想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相融合的小

说，作者写出了东方哲学关于生存、生

活、生命、生态的思考与追问，鲜明地体

现出了小说的思想性。

邹瑾出生于川东大巴山深处，曾于

县市和省级机关任职数年，现供职于四

川省文联。著有长篇报告文学《蜀道重

光》、散文集《走出心墙》等作品。小说

《雪梨花儿开》曾被改编为电影。在发

布会上，邹瑾讲述了追求文学梦的故事

和他创作《地坤》这本书的心路历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供图

聚焦“脚下土地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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