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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歌》

内容概要

李庆西首部长篇小说《大风歌》
反小说反幽默的新人文写作
钱理群+黄子平+吴亮+徐岱=联袂推荐！
《大风歌》是知名文艺评论家李庆西首部长篇小说，以多重视角和意识的交织，写尽学界的浮华与污
秽，是对当今中国高校学术文化生态最鲜活的聚焦，呈现了一种新人文关怀的写作立场。
“在李庆西最为擅长的无意义无逻辑的描述下，《大风歌》如同一艘搁浅的愚人船，充斥在整个学院
空间内，主题似乎永远就是那种斤斤计较与一地鸡毛，所有角色都卷入其中乐此不疲，学术闹剧和人
事战争以反小说面具登场，一个简陋琐屑的大舞台，谵妄、可笑与纷繁的欲望，类型化的各色人等进
进出出永不疲倦，消息和流言塞满了全部剧情，视线模糊之下一切事物都笼罩着滑稽的灰色调，狭隘
、毁谤、脆弱与微不足道。”
学界名家钱理群、黄子平、吴亮、徐岱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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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歌》

作者简介

李庆西
著有小说集《人间笔记》、《不二法门》，评论随笔集《寻找手稿》、《魔法无法》、《小故事》等
。《大风歌》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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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歌》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齐万胜
第二章余象全
第三章李逵
第四章章梦村
第五章齐万胜
第六章庞磊
第七章人文周
第八章奚国妹
第九章李逵
第十章齐万胜
第十一章裘大海
第十二章冬之梦
第十三章谢国栋
第十四章儒学大会
第十五章墙有茨
第十六章大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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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歌》

精彩短评

1、学林现形记吧
2、腰封简直扯淡。什么反小说，反幽默都是噱头。这部深入高校的小说，对于黑暗面的揭露有一定
克制，可能是出于小说创作的需要，也有可能是现实太过丑陋不堪。“两怪”“四杰”明显是在打标
签了，喜欢用新词的癖好从《小故事》延续至今。
3、墙有茨，不足为外人道也。
4、没什么人耐得下性子坐下来读一部长篇了吧。
5、儒林新史，如今的高校里也是一派玩弄权术，舞弊抄袭的景象。学术的纯粹性逐渐丧失，转而依
附于所谓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大家都赶着去唱大国崛起的赞歌，可总有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啊，对他
们来说，这个冬天可真是有些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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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歌》

精彩书评

1、大风歌亦凉□三皮还有多少人耐得下性子读一部长篇呢？如果它既不时尚（和青茫无关），也不
叛逆（拿在路上抑或办公室那点浪事点燃个个所曾遭遇的点滴继而唤起感同身受的遐想），甚至过分
规矩了，规矩到既不需要序言来阐述构思，连跋也索性欠奉，只是干干净净地裸呈小说本身，打定主
意要你自己寻思、和揣摩，这样的作风要淡定到怎样的无欲无求才做得出来？遗憾的是淡定这样的境
界在如此喧嚣的一个社会常常倒成了吃亏的代名词，唯一的区别仅仅是谁在吃那桩亏，书者，还是无
能成其为读者的旁观者？要来复述《大风歌》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就像你很难三言两语讲清《围城》
的寓意，同样也没办法一下子说明白《儒林外史》的皮里阳秋，最笨的路数大约还是逐字逐句的读出
来，那就又多出语感的轻重，滋生出私下的观点，等于是脂砚斋、金圣叹，对熟知内情的是别样一番
导读，对从未染眼的就好比戴着一副第三方提供的眼镜，清澈还是磨砂，皆受制于人了。所以会绑架
出《围城》、《儒林外史》，不过是妄图以之比对，这一部小说多多少少总能看出些许它们的影子，
都在写学人那点糗事，无非换了个背景，人性照旧，依然是当时情怀，好的，没好到焕然一新；坏的
，也没坏出别具一格。 惨痛的似还是那背景，欣欣向荣之下，格调非但不曾增益半分，倒愈发显出寒
碜劲儿，快的变得慢了，学问都走进死胡同，在那里锱铢必较，终归还是坐井观天的视界。这样来归
纳《大风歌》的情节难免有偷懒的嫌疑，事实上却也无可厚非，好的小说不见得都靠故事取胜（纯粹
奔着看故事曲折，去看故事会要省事多了），故事不过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其中一条线索，《大》的终
结线索还是人，是上至校董余象全下至博士生傅梦晖的诸般之大（想来它隐喻的是浙大吧）角色，有
恃才傲物的庞磊和同样恃才傲物的李逵（没错，就是学界的黑旋风，却是个女的）；为老不尊的章蒙
村；海龟齐万胜，也是海龟的奚国妹（开口新加坡闭口新加坡，以致成了众人口中的新加妹），当然
还有通篇隐忍的谢国栋，有北漂归来的裘大海。明面上就是这些斯文人结构出了整个校园闹剧，任由
他们水浒英雄人物谱一样逐一上阵，露出现世的嘴脸，而暗示生成于今性格的出身。自然也还有藏着
的，譬如远在京城的臧无器，他又模糊，又神圣，如果要说暗喻，大约他那个姓都是暗喻的一部分，
何况还无器。全书十六章，十一章之前多为人物梳理，或还有些戏说与嘲讽，自十二章至终则急转直
下，恰如独奏走向共鸣，至最后一章的大风歌，完全成了钟鼓齐震的协奏，悲音哄传，瓦釜雷鸣。有
一段仿佛复调的抒情，仅仅这样七个字：这个冬天特别冷，一模一样的用了五遍。在这个特别冷的冬
天：李逵溺水而亡；庞磊学校的饭碗砸了之后，就近盘了一家米粉铺子，装出一家小吃店，卖烧饼、
粥食和家常小菜；之大新学期又将开始，老的还在，换种形式继续奉为人师；一茬子青年毕业滚蛋，
新生力量马上补充进来，重新轮回。变调的不过是假以各项名目筹办的各项丰功伟绩。班子也在轮换
，在旧秩序上万古如一。这样的流转是悲歌的温床，可以更殇情一些，而李庆西先生恰恰主动放弃了
他的批判，他只是克制地写着他的旁观，不带一丝半毫情绪，这是他的难得，到花甲之年来写长篇，
情绪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洞穿，察觉的终归还是人性。挽歌的悲情从来就不是歌者的抑扬顿挫，
所需要悲悯的核心，毕竟还是听者的动容。光鲜凡人悦见，奈何触目即逝，故事背后的故事有时候倒
更加绵延不绝。大风歌是不读书的刘邦所吟，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固然歌咏起来荡气回肠，其实史马迁
的备注更是缠绵悱恻，他这样来记录高祖心绪：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和这样八个字的真情实感相衬
，书中又还有显灵寺二耙和尚的十六字斗方，“活人路上，死人无数。头钻荆棘，终世受苦”。如此
基调真是坐实了挽歌绝唱，当欺世盗名还成其为不耻之举，喧哗与骚动还是各界的常态，我们毕竟对
海晏河清有自以为是的期许，等到连纷扰都懒得计较，或许才是最大的悲哀。我和庆西先生有过数面
之缘，是个善谈的长者，酒喝不了多少，烟则不断，看世相洞若观火，谈文艺苦口婆心。一生经历好
比传奇，每一节记录下来，都可以是活色生香的IP。到他来结构长篇，却只取一瓢饮，也许他早就看
清了无论如何费心使力，小说终将只是一项行将非遗的手艺了，是命该轻盈、注定寂寞的。一百年前
茨威格还能写“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今天纵有茨威格再世，多难谈不上，伟大就更谈不上了，
满世界只有平庸与琐碎结伴，你要让他怎样来建树自己的21世纪？好在这也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到底
还没来，满盘皆输远远谈不上，如“大风歌”这样的平凡与丑陋还要平行若干个年月，挽歌到底还为
时过早。它的存在倒不妨说成启示，是先知者向后钩沉的警醒，“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也是既
定事实，那么就干脆坦荡荡接受这样一种境遇，好日子长着呢——你内心既没有壮观的感觉，也不觉
得悲凉，彻天彻地的鼓乐声中，你恍惚感到一种解脱的快慰——这样的快慰是这样一个多雨而酷烈的
盛夏最好的礼物之一，在展卷之后诱使你游园惊梦忘却暑热，历经荒诞的梦魇。真难得啊，在这样一
本拒绝情绪化的长篇结尾终于还是看到了情绪化的表达，像一记重锤，狠狠地举过头顶，又缓缓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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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苟活于斯的现实，用啼笑皆非的从容抵达释然。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大风歌作者：李庆西出版：人
民文学出版社版本：2016年5月北京1刷定价：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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