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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岛》

内容概要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米岛》显然有着为我们脚下这片大地与苍生书写秘史的情怀与勇气。
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灵，他们的前世与今生。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
I le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 air，but I am glad I have had my flight。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 但我已经飞过。
《米岛》写下了许多人孤独而漫长一生。他们飞过这世界，没有留下痕迹。
作者所做的，是为他们留下那偶然的雪爪鸿泥。
没有人知道，这指爪是否能为他们卑微而不失伟大的生存作证，但《米岛》的书写，已将证据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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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岛》

作者简介

王十月，1972年生于湖北石首。著有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活物》《无碑》，中短篇小说
集《国家订单》《成长的仪式》《安魂曲》《大哥》《开冲床的人》，散文集《父与子的战争》，书
画作品集《王十月画集》。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
多斯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第八届、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首届
南粤出版奖，广东省德艺双馨中青年作家称号，入选娇子·未来大家TOP20等。作品百余次入选各种
选刊、选本，长篇小说《无碑》被《中国日报》评为2009年度10大好书，入选“新世纪十年15部中国
文学佳作”。多部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译成俄、西班牙等国语言出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广
东省政协委员。职业编辑，业余作家。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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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岛》

精彩书评

1、《米岛》是一部内容很全的作品，米岛村几代人的命运变化就是一个国家60年时代变迁的缩影。读
完《米岛》，会发现小说的某些情节有王十月之前的作品的影子。比如马挖苦养鸭的那段经历就雷同
《少年行》里的四毛；米立心从东莞去深圳一路被“卖猪仔”的经历以及因无暂住证而被收押做劳力
的故事也多次出现在之前的作品中；马挖苦和花一朵在米岛开化工厂污染环境引发村民得癌症等情节
在《寻根团》里有出现，而白鸿声带头为村民请愿就有点类似《寻根团》里王六一的堂哥。每个作者
在创作文化作品的时候，都会将自己记忆深刻的经历和感触投射进小说里的人物。王十月因儿时家乡
的记忆写出了《少年行》、《烟村故事》；又根据自己在工厂打工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写出了《国家
订单》、《无碑》等关注打工者命运的作品；在《大鹏湾》杂志当编辑的经历让他创作出了《烦躁不
安》里真实生动的孙天一。而《米岛》作为一部大作，内容横跨六十年，可以说，王十月几乎把他各
个时期的经历和体验以及所见所闻都写进了小说里的人物。在看过王十月大部分作品后，会发现每部
作品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把众多的作品放在一起，就发现很多情节有雷同和重复的地方，左不过
是儿时的玩伴、童年的乡村记忆、底层打工者的命运遭遇之类。王十月如果继续以这些视角创作作品
也无可厚非，毕竟这些是他的亲身经历，自然有最深的体会和感触。但还是希望王十月能跳出“舒适
圈”，下笔不再只是写自己最得心应手的题材，而是去发现一些新的视角进行创作，这样才能带给读
者更多的惊喜。
2、两天的时间，看完了王十月的《米岛》。这是一部类似白鹿原的史诗般的小说。小小的米岛，大
大的人间，阴阳两界，先人与老树观戏般的看着子孙的爱恨情仇。六十年的沧桑变化，仇恨，宽恕，
亲近，远离，阴谋，阳谋，一场场的大戏让人难离其中。值得一读！ 
3、知道王十月，始于文学杂志上的一篇散文——《总有微光照亮》，朴实无华的文字里流露的真切
情感让我印象深刻。开始在网络上搜索王十月，便知道了“31区”和“打工文学”。其实在我开始关
注王十月的时候，所谓的“作家村”早已不复存在，王十月离开深圳去了樟木头，而那些曾与他一起
蜗居31区潜心创作的叶耳、卫鸦、徐一行等人也四散各地。名噪一时的作家村“31区”已退隐江湖，
但江湖上还有它的传说，尤其在人们想去了解“打工文学”或者以打工文学起家的“打工作家”的时
候。就如我开始关注王十月，便知道了这个传说的始末。从2010年至今，已经阅读了王十月大部分的
文学作品——《烦躁不安》、《31区》、《大哥》、《无碑》、《少年行》、《国家订单》、《白斑
马》、《寻根团》、《小民安家》、《出租屋里的刀声》、《寻亲记》、《声音》等。除了文学作品
，也会通过网络了解他的动态，比如他“被”东莞作家了，成了“作家村”村民；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成为东莞文学历史上第一人；被吸纳进广东作协，成了《作品》杂志的编辑。曾看到关于王十月获
得鲁迅文学奖的一个新闻报道，“王十月是在东莞打工、写作、成才、落户的作家。也是东莞樟木头
作家村的作家，是东莞打工文学的代表人物。他获得鲁迅文学奖，对于东莞其他作家而言，将起到一
定的激励作用。王十月的获奖，意味着以打工文学为代表的东莞文学力量，已经进入了全国最前沿的
文学序列。”不知道看到这样的文字，王十月作何感想，为他能代表东莞的文学繁荣而自豪，还是对
这种大肆的渲染和吹嘘感到厌恶。又或者这就是双赢的合作，东莞借他的名气和获奖烘托城市浓郁的
文化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文学创作，他则收获稳定的工作，物质的奖励和支持。遥想当年，时间回
到2004年，那时候王十月刚离开《大鹏湾》杂志毅然决然去31区专职搞文学创作，如果他能早点写出
能获得鲁迅文学奖或者矛盾文学奖的作品，又或者深圳能提供他稳定的工作和物质奖励，现在的情况
会是怎样？他是不是依然留在深圳，他文学上的成绩和荣耀正被深圳吹嘘夸赞着，压根没东莞什么事
。但世事没有那么多如果，现实就是，他和东莞联姻成功，他以文学作品当嫁妆，东莞以职位和物质
做聘礼。王十月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他对身边的人和事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在早期的文学作品里
，他刻画更多的是那些底层打工者，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命运转折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和社
会的发展。王十月因为自己丰富的打工经历和生活体验，总能以朴实的文字，简单的叙事手法将小说
里那些虚构的人物描写的有血有肉，他们的性格变化，他们的行为想法都被表现的真切而又生动。王
十月说他小说里的很多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很多的故事情节在生活中也不无其事。因为王十
月的打工者身份；因为他文学作品以打工生活为主基调，又因他的文学作品能引起众多打工者的共鸣
，所以他被冠以“打工作家”的名号，他的作品自然归类“打工文学”。在早期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
，王十月的文字，不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是质朴的。这种质朴，一方面来源于他内心的真情实感，
这些文字是他有感而发地记录和表达他自己想说的话，所以才能打动读者；另一方面，质朴来自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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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岛》

文字的朴实无华，叙事手法的单一，故事内容不充盈。近几年，随着王十月对文学学习的深入，以及
自身文学素养的提成，他的创作日臻纯熟。他的小说情节更丰富，表现形式更多元，还是描写小人物
，但小说铺的面更广，立意更深刻，文学创作逐渐摆脱了“打工”的标签束缚，作品的文学气息更浓
。就拿2013年的作品《米岛》来说，这部43万字的鸿篇巨制以一颗菩提树开篇，讲述了米岛上米、白
、花三姓家族几代人的爱恨情仇，以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为缩影反映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变迁。王十月以
打工者的身份步入文坛，可以说早期“打工作家”的标签对他是一种庇护，他也从这个身份中受益不
少，至少，大家是因为对“打工作家”这个大的群体的关注，以及对“打工文学”的认同才开始认识
和了解他。这几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磨练成了专业的作家，有了好的作品面世，获得很多奖项
的认可，“打工作家”作为他名字前缀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也逐渐摆脱这个称号的束缚，在更高
更大的平台上继续着他的文学创作。当然我个人认为，打工者出身的王十月内心是不会看低打工者的
，也不会轻视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他曾说过“打工作家”是他的胎记，文学作品不因“打工”标签
而卑微。作家无谓于自己被贴上什么标签，读者从来都是先看到作品才会去关注作品后面的作家，因
此好的作品才是最好的身份证明，在这一点上，王十月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当“打工作家”不只是
会写“打工文学”的时候，他也就慢慢蜕变成去标签化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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