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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一萍长篇小说新作备受瞩目
《少水鱼》从构思到出版历时30年

在四川作家群体
中，卢一萍在长篇

小说领域内创作力强劲，表
现抢眼。2023年年底，卢一
萍推出 40 万字的最新长篇
小说《少水鱼》。这部小说
书写一个家族百年命运遭
际，也书写迁徙与爱情。书
中虚构了李氏家族五代人，
为创建带有荒诞色彩的新
唐王国，百年间自大巴山南
麓流徙到江南，再从东海荒
岛沿长江远征到大巴山南
麓惊心动魄的经历。这部
作品一经推出备受瞩目。

“《少水鱼》的出版，对
卢一萍而言，意义是重大
的。对四川长篇小说的创
作，也是意义重大的。”日
前，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
的“乡村诗意、流逝之声与
南方气质——卢一萍长篇
小说《少水鱼》研讨会”在成
都举行。研讨会开始，四川
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侯志明在致辞中表示，“诗
歌是四川的强项，也是四川
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但是
长篇小说是衡量一个地方
文学的重大标准。”来自北
京、四川的多位作家、文学
评论家参与了研讨。其中
包括刘大先、李明泉、罗伟
章、岳雯、徐福伟、艾莲、陈
思广、周毅、白浩、刘小波、
庞惊涛等人。

长篇小说最接近现实世界模式

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小说月报》

执行主编徐福伟说，在当代文学评价体系

中，长篇是最具权威的文体尺度，是一种文

体成熟的标志，而且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

体，是对作家经历、经验、才华、思想、精神、

技术，甚至身体和耐力等的综合考量。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在当代文学史

中看到作家奋力从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

创作进军的艰难跋涉景象。这不仅是一个

作家对创作路径的一种探寻，更是作家创

作成熟之后具有审美自觉意义的必然追

求。“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所有的文学类型

中，长篇小说最接近现实世界模式。”

《文艺报》副总编岳雯也谈到如今长篇

小说所面临的困境，在媒介迭代的环境下，

人们越来越欠缺耐心阅读长篇幅的文章，

而不少人对短视频似乎有无限的热情。但

长篇小说之所以有益，在于它具备一种包

容性，可以让所有文体轮番上演，展现人与

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少水鱼》把

诗歌、戏剧这两种文体融入长篇小说里，用

长篇小说撑开了它的空间。我们阅读长篇

小说，也在阅读宏大的诗剧。”

读《少水鱼》带来强烈情感冲击

徐福伟长期在《小说月报》做编辑工

作，在经历了大量小说阅读工作的锤炼之

后，对大量题材同质化、情感平淡化的作品

深恶痛绝，“但当我读《少水鱼》时，它能带

给我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我会不自觉地被

带入小说的叙事时空中，会被人物的命运

所感动，被温暖的细节所触动。虽然我反

复告诫自己：注意，不要被带入进去，这是

圈套，要保持理性阅读。”他还提到，《少水

鱼》对乡土文学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路

径，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在《文艺报》副总编岳雯看来，《少水

鱼》是一部非常具有异质性的作品，“它也

是给批评家提供难度的一个作品。不能很

简单地把它放到某种写作模式、某个小说

类别，放到常见的一个阐释框架里进行阐

释。要阐释这个作品，是一个有难度的工

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

《少水鱼》“致力于建构一个异质的世界，这

个世界不是那种复杂的地理或者心理空间，

而是着眼于带有存在主义气质的生存性领

域。今天研讨的主题是《乡村诗意、流逝之

声与南方气质》。南方气质是肯定的。但这

个南方不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时髦的热词

“新南方”。卢一萍的这个南方其实是一个

被普遍化的、被抽象化的南方。”

艾莲说，卢一萍的《少水鱼》写得很真

诚、很耐心、很细致，“整体感很强，创作方

法和语言修辞都很精细，30年的功夫没有

白费，基本实现了他对汉姆生《大地硕果》、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风格与技巧进行双

重借鉴的追求。当然，《少水鱼》也有不足，

幽默荒诞的叙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反思的

深刻与厚重。”

《少水鱼》从构思到出版，历时30年。

作者卢一萍在现场说，他最初的构想是一

篇名叫《乡村诗篇》的小说，这部稿子写到

十四五万字，最终未能完成，成为一部残

稿。小说虽然“残”了，但小说里的人物形

象却一直活在卢一萍的心里，“他们不死，

证明他们是有生命力的，我只有把他们写

下来，才能心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姜孟欣

古典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美好的诗词

慰藉人心、充实生命。巴风蜀韵，文脉深

厚。四川历来是文人墨客歌咏的重点对

象。2023年 12月 23日下午，“《诗词若干

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诗词赏析会”在

成都文轩BOOKS书店举行。

作为本场活动的主讲嘉宾，四川大学文学

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王红

选取了《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中

的诗词，从历史文化、诗歌艺术、江山风光、风

土人情等不同角度进行解析，带领读者们进入

奇幻多姿的中华诗词“四川篇章”。

王红提到，在咏史类诗作中，本书所选

最多的是歌咏诸葛亮的诗，并连类而及刘

备、曹操，三国蜀汉历史。三国文化在巴蜀

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这本诗词集中也可

见一斑。王红还把李白、杜甫、陆游等关于

剑门蜀道的诗作抽取出来，通过比较法，为

大家展示了同样的山川如何通过不同诗人

的妙笔生花，进而融入地方文化，流传千

古。王红特别表达了对这本书的已故注释

者刘开扬先生的崇敬之情。刘老师是研究

古典文史的著名学者，这本书中的注释其

实包含了大量的文史知识，兼具专业性和

普及性，是学习传统文化一个很好的途径。

《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

这本书，有着极其独特的出版渊源。据四

川人民出版社介绍，1958年3月，成都会议

期间，毛主席抽时间选了唐宋明朝诗人歌

咏四川的一些诗词，并亲笔题写书名“诗

词若干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1979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诗词若

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流传甚广。

2018年4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诗

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2023年

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诗词若干首：

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纪念版。四川人民

出版社社长黄立新指出，这本诗词集字数

不多，但却有着极为厚重的分量。它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与范本，是中国古

典诗词中歌咏巴蜀的经典篇章，值得被大

众广泛传播和深入学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供图

2021年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

播，让人们再次深刻感受到，青年是

国家的未来，青年强，则国家强。大

名鼎鼎的杂志《新青年》，作为五四时

期启蒙一代人精神的刊物，收录的文

章和文学作品均由当时中国杰出的

爱国知识分子所创作。《新青年》是那

个时代追求觉醒的青年必读的刊物

之一。

2023年6月，由四川大学干天全

教授与文学博士胡畔共同编选的

《〈新青年〉精选》，由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正式出版。据了解，该书出版

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近期已

经第二次印刷。

《新青年》最早尝试现代文学形

式，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并开辟了崭

新的道路。尤其是鲁迅的那些白话

小说，不仅在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中成为最优秀的实绩，即使在中国当

代文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然让国人

看到它们不减的光芒。

《新青年》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

最重要的刊物和现代文化思想最有

代表性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从1915年9月15日

创办《青年》杂志，次年9月1日出版

第二卷第一号开始改称《新青年》至

1926年7月停刊，共出版发行9卷54

号，包括的各类文章和文学作品数量

多，内容丰繁，如欲全览，需耗长时。

干教授说，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

阅读，他和胡畔一起从中精选出近百

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与文学作品，作

者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

等人，体裁涉及言论、随感录、白话小

说、白话新诗、现代话剧和通信。其

中包括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

等作品。“阅读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

读者尽可从中窥探那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原貌，纵观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

巨变和新文学的诞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新青年〉精选》：
从阅读走近“觉醒年代”

唐宋明朝诗人如何咏四川？
《诗词若干首》推出纪念版

《少水鱼》研讨会现场。活动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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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水鱼》。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