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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长在天边上》

内容概要

以故乡为起点的一场诗性旅程。
《今天》《天南》重点作者、先锋导演唐棣的处女作短故事集！
这些作 品被作者戏称为“战场残骸”。 “每次写作都执意在文字里树立一个敌人，像打仗。结果自
己总是失败者，然后另起一篇收拾残骸⋯⋯”
媒体评论与名人推荐
在唐棣的小说里，欲望的隐晦目的，有着和电影不一样的流动方式，但都叫人疼痛、忍痛沉入混沌之
梦。
——著名诗人 廖伟棠
他小说里的一切都是活的，从人物到语言，到时间的变化。他经手制造的故事，甚至连其中的光线都
能触摸到。
——著名作家 路内
别才唐棣的小说提供了极端个人写作的思考立场，而这正是我们文学缺的东西。
——著名作家 宁肯
唐棣坚持写作短篇，他对这一文体保有极大的虔诚。他喜欢寻找他人不曾和很少关注的角度进入小说
，因此也有了某种“先锋”的意味。
——70后代表作家 徐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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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长在天边上》

作者简介

唐棣，2002年高中肄业，2003年开始写作，目前从事电影编导工作，业余写作文化相关随笔。自2008
年起发表小说，至今著有中、短篇小说约100余万字。2014年被日本《火锅子》杂志列入“华语文学人
物”之一。主要文字作品有《只要想起那些后悔的事》（随笔集）、《西瓜长在天边上》（小说集）
《进入黎明的漫长旅程》（电影小说集）等。执导处女作《满洲里来的人》受邀参加39届香港国际影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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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长在天边上》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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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水边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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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后记：他们都是我恐惧的反射

Page 4



《西瓜长在天边上》

精彩短评

1、嘻嘻喜欢唐棣
2、第一篇有点读出大陆小镇少年杀人事件的味道，唐棣是属于那种心怀妖孽又接地气的魔幻主义，
镜头感和奇怪的欲望捉人，但我知道更好的东西正在酝酿中，那种我说的坏蛋正放马过来的感觉
3、一些遗憾的小故事。描写画面感很强...
4、真心好小说
5、喜欢西瓜，然后被封皮个书名吸引，第一篇，有点没明白，看书评才知道讲得什么。有人评论说
，唐棣是一个心怀妖孽又接地气的魔幻主义，打算等有时间在看看他的书。
6、小说在“严肃”和“瞎聊”之间来回转换。在小事上，作者板着身子，大事则一笔带过。到底是
什么把我们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正是这些琐碎，已经被遗忘到七零八落的小事啊。
7、头两篇有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 但是是不接气儿的魔幻 后几篇人物故事丰富一些后又有些落入俗
套了 但不同的是每篇的“我”或者“我”的熟人 都或多或少有着一些难以捉摸的欲望在其中 这或许
就是唐棣后记里说的 脱掉那些缺陷的外衣暴露出的坦诚吧 挺好的 接下来的书还会支持
8、感觉是镜头式的写作，有点累人。有些故事难以沾捉，作者在细节处藏了很多锋利的刀子。以及
中国人民的日常真是全息投影的悲剧文学。
9、每篇小说都带着敏锐的痛感，强烈个性化的主观表达的同时，经常会在阅读里模糊掉视角，故事
里的一切都只是在那个虚构的小镇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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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长在天边上》

精彩书评

1、●桫椤（书评人）曾有西方人评价中国的小说“有一半以上是自传体”，并非全无道理。我们的
作家重视个人经验，个体记忆是文学书写的重要资源。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对自身
的思索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反思建构在自我体验上，而不是被现实价值规训后的所谓“集体感受”。
横跨小说和电影的“混合型”作家唐棣在这一点上与同时代作者并无不同。有趣的是其先锋写作手法
，小说集《西瓜长在天边上》再度开启回忆的闸门，以小说的形式钩沉记忆，以电影化的视角重建对
现实的想象。唐棣的写作简单直接，写乡村青年的成长和天生的疼痛感。其中《朋友》写一个年轻人
之死，背景则是小镇上一群“狐朋狗友”们的日常生活。从铁路部门辞职的来根是那一带的头头，在
“我”父亲的小店对面开租碟店，新来的“我”很快成为他的朋友，一起滑旱冰、看女孩，做那些社
会小青年能做的事。来根出事了，他的母亲“胡姨”去白石镇看见那一具四分五裂的尸体前，一直以
为死去的人应该是“我”，并好心地安慰“我”父亲。此后“我”以那个“被死去”的身份展开回忆
，扒火车的凶险令“我”产生死亡的幻觉，“我”又以死者的身份见证那些参加“我”的葬礼的小城
青年。面对这些面孔，作者说：“他们的脸上除了青春，什么也没剩下。”回望与父母的冲突、对社
会秩序的冲荡和自以为是的玩世不恭，夹杂着小镇青年之间的“江湖义气”，这句话揭示了“我”的
内心隐痛：依旧对青春心怀悔恨。从叙述者这个主体向被言说者这个客体的转换制造了强烈的“文学
性”。与之相似的另一篇作品是用作书名的《西瓜长在天上》。“我”的隔壁住着外乡女人和她的女
儿红红，“我”抽出墙壁上的砖，隔着墙洞与红红说话。墙洞成为“我”与世界进行联系和反躬自身
的隐秘通道。15岁的少年无法理解现实世界的残酷，外乡女人的死使这对少年男女梦幻般的交往中断
，“我”因此关闭语言的按钮，再也不想与这个世界交流。我们看到唐棣的书写多次进入与青春本身
并无多少联系的死亡问题中，这是因为死亡是最为惊悚和震撼人的人生经验，对死亡的思索会一直伴
随着人的成长。在《天上有只鹅》中，作者的书写回溯到更早的人生阶段，小说中的人物尚处在“过
家家”的年龄，他们面对死亡时满是懵懂，“日暮时的风，吹得我打了个寒战”，人物对现实的恐惧
深埋在这寒战之中。《幽会时光》和《水边的纪念》则写记忆在现实中被复活的故事，或旧情复燃，
或阴差阳错，以记忆为坐标体味出回忆的温暖和现实的冷酷，再次显示了经验的力量。无论《朋友》
还是《西瓜长在天上》，作者除了现实的残酷之外，还有离别的萧瑟和失落之感，人物在患得患失中
备感孤独与落寞。而在这个主题上，《追随》和《乱发美人》表现得更加绵密。唐棣并未遵循“讲故
事”的原则，而是用语言的穿插回环形成陌生的景象。这些句子让人印象深刻：“我满头大汗的奔跑
形象没有出现在任何村里人的视野中”，“她的举动引起了床铺吱吱作响的回应”，叙述主体的转换
使它们弹性十足。青春视角对现实生活的解构充满了新奇感和不确定性，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小说世
界必然迥异于客观现实，上述语言方式无疑也是重要工具之一。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解释道：“可
以说，你看到的这些小说都是恐惧的反射，想象力夸张了那些不安，包装了我的紧张”，自言“它们
充满了坦诚”。而在我看来，唐棣之所以花样百出地将现实拆解后重塑，完全是以遮掩的——而不是
其宣称的“坦诚”——的方式抚慰生命的惶恐和不安。晶报深港书评201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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