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1日 星期五 主编 杨莉 责编 叶红 版式罗梅 校对 汪智博当代书评 12

用小说为温州立传
以文学想象力带动日常经验

《误入孤城》的主人公马本德是军

阀潘师长的司机，全军覆没之际，受命

将主人的汽车开往潘师长在浙江W州

（温州）的老家，将临终书信及遗物交

予师长之女潘青禾。沿着地图行到无

路之处，马本德翻山涉水进入W州这个

当时的偏僻之城。马本德的社交圈串

联起潘青禾、柳雨农、何百涵、迟玉莲

等人，他们随着变革的大时代完成从

士绅向实业家的人生转型……

人物与历史相映照，从《中英烟台

条约》开放温州海关，到电灯公司、汽

车运输公司、医院等现代文明的进入，

温州的地方特性掺杂了来自海上的开

放胸襟。陈河的叙事宛如徐徐展开了

一张地方文明史的探险地图。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作家邱华栋看来，《误入孤城》是一部

非常重要的小说，“它给我们的当代文

学、汉语写作提供了一份特别值得分

析的文本。陈河是当代新华人作家群

中的佼佼者，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宽

阔、深广的状态，既体现在题材上，也

体现在写作的深度上。”邱华栋表示，

陈河根据欧洲、北美洲、亚洲三个地方

的生活经验，生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写

作状态。“经验和想象两者之间的关

系，在陈河的写作里表现得特别突

出。在消化材料、处理日常经验方面，

陈河做得很好。《误入孤城》用文学的

想象力将日常经验带动了起来。”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作

家陈福民读完《误入孤城》的感受是，

“作为一个温州籍的作家，陈河在为温

州立传。他为中国近现代史当中一段

不为人所知但又极其重要的历史存在

赋予了特别鲜明的历史地位，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同时，陈福民称赞了

陈河的小说语言，指出《误入孤城》拥

有很好的语言腔调，它的语言是通透

的。“在这本书里，陈河呈现出了他的

文学才能，即一种具有冲击力的、不拘

小节的、浪漫的，同时又非常准确的文

学表达。”

避开一般家族史的惯用路数
阅读《误入孤城》想起《百年孤独》

《文艺报》原总编辑、评论家梁鸿

鹰表示，中国历史进程的推进，特别是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

有一部分是在中外文明的撞击当中形

成的，而陈河的作品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我们国家自身的历史发展结构、

发展规律之外，在中外文明的交流、激

荡、互动当中，很多事值得我们书写。

陈河避开了一般惯用的家族史、爱情命

运史、情感史的路数，他为一座城市的

历史写传，为一个地方人的成长写史，

为中外文明的交融、碰撞、互动立传。”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

家敬文东认为，《误入孤城》是一种“创

世纪”式的故事，这让他联想到《百年

孤独》。“《百年孤独》书写的是走出伊

甸园进而走向罪恶和流浪之路的过

程，结尾，马孔多镇永远不存在的原因

是没有爱，但是《误入孤城》最后有爱，

有希望，这是它们之间很大的区别。

因为小说故事像‘创世纪’一样，每个

人物面对的都是新的东西，所以在虚

构的过程中，每个人物面对的每一件

事情都有可能是悬崖，是危险，都容不

得恍惚。这一点小说把握得非常好。”

文学叙述建构另外一种可能
从人物看到宏大历史发生的细节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

提到《误入孤城》可以有很多种读法，

“把它当成全集的一部，或是当成温州

的地方志，都可以。但还有一种读法，

是把它与茅盾《子夜》，萧军《八月的乡

村》这样的小说进行对照阅读。这样

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叙述，这就是文学

要做的工作。历史叙述已经终结了重

新叙述的可能，但是文学叙述可以建

构另外一种可能。”

《文艺报》副编审行超认为《误入

孤城》最重要的贡献，是阐述并复原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在现代性

转型的过程中那些具体、生动、鲜活的

细节。“这部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历

史原型，有着一定的真实性。我们在小

说当中看到的一系列重要历史课题，或

者社会的现代性转型阶段及过程，都是

通过人物以一种充满文学性的表达传

递出来的。所以我们能从这些人物身

上看到宏大历史如何真实发生，以及如

何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产生影响。”

作家陈河坦言，“虽然在海外写

作，我还是受到了国内文学界各位同

仁的关心和关注。大家提的意见和建

议我都做了记录，我回去好好消化，争

取以后写得更好一点。我们在海外也

同样讲中国故事，希望能够讲述有趣、

有力量、有影响力的中国故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

群从编辑的角度讲述了作家陈河的特

别之处，“海外的华语文学已经成为当

代汉语文学写作绕不过去的存在，陈

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他是

一个文学的骑手，在不同的地方总能

发现不一样的风景，所以他的小说题

材非常广阔又新奇，这是陈河作为一

位作家非常独特的地方。同时，陈河

注重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在意小

说的故事性，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他

对小说的理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图据主办方

贾平凹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近些年

来他的文学写作保持高产节奏。日前，

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河山传》出版，这

是他出版的第20部长篇小说，目前已入

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河山传》以农村青年和企业家两

个代表群体的命运来书写过去四十多

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承袭世情小说、笔

记小说和志人小说的传统，以时间为

经 ，以 人 物 与 事 件 为 纬 ，讲 述 了

1978-2020 年间几代进城农民的故

事。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认为《河山传》

堪称一部小人物的“列传”，当下世风

的“喻世明言”，“一部具有现代意识

的、讲述中国变革时代经验和中国故

事的小说。”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具影响力的作家

之一，当代现实主义和乡土文学作家的

代表，著有《秦岭记》《暂坐》《秦腔》等。

他从1973年开始发表小说。2008年，凭

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为何能保持高产的节奏，一部一

部地出新作？贾平凹在创作后记中

说，“写作者的我是尊贵的、蓬勃的

……那文思如草在疯长，莺在闲飞。

不写作，我就卑微、胆怯、慌乱，烦恼多

多，无所适从。我曾经学习躲闪，学习

回避，学习以茶障世但终未学会，到头

来还是去写作。这就是我能一部作品

接着一部作品写作的秘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文学的骑手”陈河：
在海外讲述有影响力的中国故事

有一些作家，生活在海
外，用中文写作、发表文

学作品。他们的作品是华语文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在海
外华语文学领域，温州籍作家陈河
表现亮眼。陈河1994年出国，曾
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
1999年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
在海外工作、生活之余，他热衷文
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

《夜巡》《我是一只小小鸟》《黑白电
影里的城市》《南方兵营》等，长篇
小说《沙捞越战事》等，曾获第一届
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四
届百花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
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2023年，陈河推出长篇小说
新作《误入孤城》，由《十月·长篇
小说》2023年第4期刊发，深受瞩
目。《误入孤城》讲述清末民初现
代工业文明进入浙江 W 州的故
事。在这部小说里，陈河参考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温州旧报资料，
神游百年前的偏僻孤城，努力用
文学的方式为一个地方立传。近
日，“陈河长篇小说《误入孤城》研
讨会”在北京出版集团举行。在

《十月》杂志社执行主编季亚娅主
持下，邱华栋、陈福民、敬文东、李
林荣、刘艳、杨庆祥、饶翔、行超、
樊迎春、刘诗宇、贺嘉钰等十余位
文学评论家深入探讨《误入孤城》
的文学成就和艺术特色。

贾平凹最新长篇《河山传》出版

作家陈河谈感想。

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发言。

研讨
会现场。
◀

《误入孤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
编辑韩敬群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