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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者协商》

内容概要

《与死者协商：一位作家论写作》中玛格丽特以自己的成长及写作的亲身经历去探究作家这一行当的
本质以及作家的自我定位，《与死者协商：一位作家论写作》讲述到底作家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文学
创作？作家本身是具有二重性的，一半过日子，最终死去；另一半写作，变成一个名字，与肉体无关
，但与作品相连。置身于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中的作者与作为其化身的书中的灵魂的关系到底为何？
写作根本的目的是什么，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是为了艺术献身还是为了支付房租？作家与外界社会的干
系到底为何？作家如何处理艺术形象与现实的差距？作家为谁写作？书本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其功
能或说职责是什么？依写书人的看法，书应该做些什么？读者阅读时，作家在哪里？我们每个人的人
生，无非都是走向死亡的过程，而写作却能跨越生与死的界限，作品到底如何沟通逝者与生者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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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者协商》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年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早年在安大略北部和魁北克度过，1962年获哈佛
大学文科硕士学位，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她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迄今已在
全球35个国家出版。她曾推出3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小说、诗歌与批评散文。她的小说《女仆的故事
》、《猫眼》与《别名格雷斯》曾获得加拿大的吉勒尔奖与意大利的普雷米欧·蒙德罗奖，《瞎眼刺
客》曾获2000年英国布克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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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者协商》

书籍目录

序言
导言：进入迷宫
第一章  定位：你以为你是谁?
“作家”是什么?我是怎样成为
一名作家的?
第二章  双重性：基克尔之手，海德
之手及狡猾的替身
为什么总是有两个?
第三章  执着：大神之笔
阿波罗与玛门：作家该祭拜谁的
圣坛?
第四章  诱惑：普洛斯帕罗、奥兹国
的魔法师、墨菲斯托及其同
伙
是谁挥动魔杖、操纵木偶、在
魔鬼的契约书上签名?
第五章  无名氏与无名氏之间的交流
永远的三角关系：作家、读者以及
作为媒介的作品
第六章  地狱之行：与死者协商
是谁造访了阴曹地府，又是为了
什么?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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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者协商》

精彩短评

1、也是看过了，也是记不得讲啥了。唉～～
2、2014最后一本，完美收官。书袋掉得行云流水，被旁征博引吓尿。研究和创作不可兼得的问题在老
奶奶这里根本不是问题。
3、阿特伍德屡次引用门罗，而且一直没告诉大家她的发型到底是不是天生的。。。。其实阿特伍德
夫人是头发纤细的天然卷么。。。。
4、也看过不少阿特伍德了  没有特别喜欢
5、太棒了！老太真是萌萌哒！！！
6、写作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作家不是好当的。
7、对我启发很大，与死者协商这个题目简直精妙，道出了“艺术生理学”在创作心理上的真实状况
。
8、这版的翻译比三联那版好。
9、很棒的一本书，提出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还有许多有趣的例子和作品。我需要再读一遍，才
能好好的写下读后感悟。
"作家为谁写作？""为了不是'他们'而是'你'的读者而写作。"
10、真实而令人感动的一本好书，只得一读。
11、个人并不太感冒。
12、
阿特伍德用很轻松的语调谈写作，没有了一般经院式文论的古板和枯燥。通过作家本人的感受揭开了
作家创作的面纱。一点感受：作家与普通人不同之处在于作家是一个具有艺术与现实，真实与虚幻双
重人格的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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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者协商》

精彩书评

1、导言开头有句话就让人忍不住乐了。那是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引用加拿大女作家梅维思·迦兰的
一句话：“我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却花费毕生的时间去描
写那些虚构的人物。”想要回答这个疑问，很可能是徒劳无功。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对这
个问题的确切定论，虽然说法很多，讨论的人也很多。玛格丽特也承认：“显然，在不同的作家之间
试图寻找一大堆共同的写作动机的任何努力都将证明是徒劳的。我们找不到写作之所以称其为写作的
必要条件。”因此她聪明地换了另外一种做法。她问作家们，尤其是小说家，在写作时有什么感受。
回答五花八门。有说像进入一个迷宫的，有说像在隧道里或漆黑的房间里摸索前进，有说像在一个洞
穴里面，有说像是潜入湖底或海底，有说像是在黎明或傍晚时分，趟过一条很深的河流⋯⋯虽然写作
的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但写作体验却有如此惊人的相似。“阻碍，默默无闻，空虚，失去方向感，
暮色，灯灭，而且还经常伴随着一场斗争、一段道路或者一次旅行——虽然无法看见前面的路程，但
是感觉到前有路，于是便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看到了光明——这就是许多作家在描述写作过程中所
提及到的相同之处。”作者总结说：“或许，写作与黑暗有关，与进入黑暗的欲望或冲动有关。如果
幸运的话，作家能够照亮黑暗并把黑暗中的某一样东西带回到亮处。本书谈论的恰恰就是这种黑暗和
这种将黑暗中的物体带回到亮处的欲望。”并且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更是重点讨论了写作与死亡（
一种黑暗）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不乏冥界之旅。因为“故事在黑暗之中”。诗人需“跨足阴阳两
界”，才能写出诗来。“死者或许在看守着宝物，但是如果不将宝物重新带回人间并允许宝物再次进
入时间，宝物就只会是无用的宝物。”“所有的作家都在向死者学习。只要你继续写作，你就要继续
探索前辈作家们的作品。而且，你还感觉自己被他们评判，要对他们负责。你不仅向作家学习，你还
可以向所有的祖先们学习。因为死者控制着过去，控制着故事，同样也控制着某些真理⋯⋯”玛格丽
特提出了很多关于写作本身的问题。而这些又都是永恒的话题，比如“作家”是什么，作家的双重性
，写作的体验，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以及为什么写作等等。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作为写作的隐
喻或明喻，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巴洛克式的层峦叠嶂的写法就像邀请读者参加了一场盛大的精
神晚宴，受到一次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洗礼。作者自己也是妙语连珠，不时激起读者的共鸣。比如
她参加诗人聚会留下的印象：“其中一些诗人，甚至是那些发表过诗歌的人，并不怎么样。一些人有
时令人赞叹不已，但水平却时好时坏；一些人每次聚会都朗读同样的诗歌；一些人矫揉造作，令人无
法忍受；一些人主要是来勾引女人或男人的。 ”这种诗坛乱象恐怕也一直是我们在国内所看见的。“
想想看，什么算得上是‘优秀’呢？是谁制定的‘优秀’标准，他们又使用了什么检验标准呢？”标
准的缺失才导致了这种乱象。然而，写作的确是难有标准的一件事情。“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将写作视
为一种表达自我的媒介。”但是玛格丽特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至于写作，大多数人私下里认为自己
心中都有一本书。要是有时间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书写出来。这个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
，这与‘当一名作家’是两码事。”“每个人都会在坟墓上挖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掘墓人。
掘墓人比平常人要更有耐力和恒心。”她还提到了金钱与写作的关系。作者年轻的时候，在五十年代
末的加拿大，曾经的大英帝国殖民地，本土文学被英美主流文学边缘化，写作赚钱也几无可能。虽然
并不避讳谈钱，不过玛格丽特并不提倡为金钱而创作，而是建议作家保持“一种适当距离，达到意念
与心灵的纯正”，把钱的事情留给更有商业才能的经纪人。更有趣的是身为女作家，作者的独特视角
和个人体会。“当我出版了两本薄薄的诗集之后，许多人一脸真诚地问我何时自杀，而不是问我是否
会自杀。”人们对于女性作者的刻板印象来自于自古就有的各种神话故事。如今虽然已经淡化，但偏
见仍然存在。“因为关于女性的各种神话仍然有其威力。”尽管写作有诸多不易，为什么大家还要写
作呢？又是为了谁写作呢？玛格丽特说：“这么说来，作家是为读者而写作。为了不是‘他们’而是
‘你’的读者而写作。为了亲爱的读者而写作。⋯⋯这个理想的读者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因为阅读的
行为总是与写作的行为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对于每一位作家而言，能找到兴味相投的“理想读者”
都是求之不得的。作家是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刻在碑石上的人。她借用了一句话作为全书的结尾：“然
而，命运会给我留下我的声音，通过我的声音我必将为世人所知。”这是所有作家的希望和命运：要
在这世上留下自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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