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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著名综合性文学双月刊，8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文学杂志。以不断推出新人佳作为特色﹐
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长于叙事文学，兼及其它文体作品，曾以文学方式触及中国的
深层生活，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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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好小说，沁人心脾。喜欢她，女作家，年逾耳顺了吧？为何还有那样的心？人的生命的两头，都
是挨着的，所以年长的作家写早年旧事，才格外的醇厚、干净？见到《豆汁记》里的她，顿时想起《
城南旧事》与林海音究竟是作家无老少，还是女人无老少。为什么我总在年长的她们那里读到永恒的
纯真，又往往在张悦然她们那里体会沧桑的心境呢。已然不是《青木川》背后的那个内心澎湃的她了
，也比《黄连厚朴》要明净和返璞归真。老北京的故事里总是有那么多那么浓的细节的生活程式。还
有帝都即将没落的隐约的悲哀读的时候就被细细地缭绕着。像棉花纺成了线，硬是在一团无逻辑的混
沌中抽成一缕缕地捋顺了，缠成有秩序有上下有反正的东西。把无可名状全都打包做好标签。还有美
食的情意结，小说里提到的入厨火候、耐性、规矩的全都有滋有味地又交代了一遍虽然读这类小说不
可能开拓出什么新的认识，新的境界全都是旧的东西。怎奈，却那么招人喜欢。这就是一种“过熟”
文化的魅力吧。又温习了一遍。
2、小时候很早时候在父亲的书架里翻出过几期。现在想来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篇报告文学，讲的建
国初期西北地区的艰辛生活。比较喜欢那种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而不是把目光肤浅的集中在浮
华的太平盛世。80、90年代的杂志，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3、胡学文的《谎役》，我觉得还不错，虽然情节上有点老套，但是简洁的对话、纯朴的感情和许多
精彩的描写还是使整部作品在艺术上颇有所得。说实话，这种“善意的谎言”模式的故事很容易写得
庸俗，只是本文作者胡学文的文学修养还算不错，使得一个极易流于平庸的故事摇身一变，成为
了good novel。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请原谅我以业余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品并自由选择自己喜欢、赞
佩的句段：1.杨花的惊叫如瓷片划过。2.现在另一件事从心底冒出，仿佛一棵粗壮的树，几乎将她撑裂
。3.黑暗中，赵全伸出一只手，在她身上摸索着。她作出回应。很快两只手绞在一起，紧紧的，似乎
要拧成一股绳子。渐渐地，胳膊、躯体成了绳子的一部分，结实无比。（感觉这一段写得简直太好了
！特别是结合全文来看，就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隐藏在这段文字中⋯⋯）4.像过去的夜晚一样，灯光软
绵绵地爬行，拖出些模模糊糊的影子。5.   赵全跑进屋，抱了两床被子铺在树下，开始爬。就在早上，
赵全攀爬过一次，在县城，爬铁塔。傍晚，他又攀爬了，在村庄，爬自家的树。赵全的身子很重，像
背着装了米的袋子，每爬一截都气喘吁吁，随时会坠落的样子。他没有停，不敢停，杨花在树上等他
。疲软、艰难，向上爬。爬到一半，赵全的身子突然变轻，仿佛一只氢气球，随时会飞离树干，飞向
空中。他不得不紧紧扣住树干，一飘一飘地攀上去。终于跨到树杈上。赵全牵了杨花的手，把她紧紧
抱住。萧潇的《平地三声》类似于长篇速写，在笔触的不停跳动中可以看见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作
者的感情恰如冰下水流，隐约间清晰可见。有种“余裕”的感觉⋯⋯王手的《谁的声音》感觉很一般
，虽然我们家的情况和文中描述基本差不多，但是⋯⋯实在无爱，爱不起来。而且有点太假。再有就
是不至于写到“又比如，我儿子撒尿时的动静，他撒尿有个爱好，喜欢往尿潭里冲⋯⋯”吧，就算大
家知道你想要借此表达什么意思，也不至于如此吧⋯⋯耿占春的散文《走向异域》挺不错的。
4、我高中阶段是读书最疯狂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姐弟几人都在上学，经济很是拮据，每个月的生活
费除了吃饭，所剩无几。我就这样省吃俭用，去买《萌芽》买《读者》这些杂志。高中毕业，攒齐了
整整一蛇皮袋的杂书。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肮脏破落的小巷子里找到一个收破烂的摊子，发现
那里竟然陈列着大量的二手书籍和杂志。我花费了整整一个下午，忍受着不时袭来的恶臭和浑浊发霉
的空气，在这其中挑了好几本《十月》，《收获》，《中国作家》等等。出版日期多在八十年代。两
块钱一本的价格，让我乐开了花。五六年过去了，如今我在大学干净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面对着一排
排整齐浩大的图书，不时就会回想起那条巷子，那个阳光一点点昏暗下去直至黄昏的午后。
5、这一期的开篇之作是刘庆邦《我们的村庄》，以前也读过刘庆邦的几篇短篇，给我的整体印象—
—sorry，不咋的。我订了09年全年的《十月》，虽然其中读过的文章比较有限，但是至少每一期的第
一篇我基本上都还看了，至今难忘的是方方的《琴断口》，而刘庆邦的这一篇差不多算是09年这六篇
刊首之作中，给我感觉最差的了。刘庆邦，似乎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以农村人为主角，要写到他们的
性生活，当然，这没什么，我也并非对农村题材的小说有偏见，只是他的几乎每篇都是如此模式，以
至于我失去了阅读的欲望，因为刘庆邦的小说仿佛已经没什么创新了，我对其也失去了期待。我觉得
刘似乎在一味、反复地写差不多相同的东西，要表现的主题也无外乎现代社会中农村人面对城市生活
方式或现代文明中负面因素冲击时的心灵选择与变化等等。哦，福克纳写的也是小地方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开拓创新，有不同的东西拿给读者；而刘庆邦的小说题材范围本来就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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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上又无法挖掘创新，所以，我觉得刘庆邦在N年之后注定要没落，如果他继续这么弹老调而无
新意的话。再说这一篇《我们的村庄》吧，是以叶海阳——一个农村的闲留人，不务正业，专门做些
坏事的人——为主人公，讲述其在村里横行霸道，最终意外酿成火灾的“光辉事迹”。But，也仅此而
已。读完整篇小说，我觉得，且不论描述叶海阳第二次上城打工经历中时，刘庆邦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城市是罪恶的，城市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甚至使农村人自相欺负”的片面、幼稚观点（这在
刘庆邦的其它小说中也可以见到），单是刘庆邦着力塑造的叶海阳这样一个流氓形象，我忍不住想问
，刘庆邦到底要干什么？最可怕的是，刘庆邦似乎对叶海阳抱着一种远甚于批判的同情心、赞赏、认
可的态度。也许，刘庆邦想把叶海阳写成一个完整、真实的农村人，但最终的结果却成了讴歌邪恶、
赞美粗俗、颠倒是非，这是最不可原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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