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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风赏·面具》

内容概要

【封面故事】《朗霞的西街》蒋韵
【青梅煮酒】笛安对话方方
【经典重读】《丈夫》孙犁
【星群】One night in⋯⋯
先锋文学/新锐艺术 殿堂级文艺杂志——
『文艺风赏』 执行主编笛安
全新改版 每月一刊 第二十七辑/面具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如果说，网络带给人类最多的是什么？那么，其中肯定会提到的是，面具。
交流的工具越多，可编辑的我们就越多，带在脸上的面具就越多。
人类害怕不被理解，害怕不被关心，害怕不受重视，人类是如此的脆弱。
有了网络社交工具，人们就可以带上假装的面具，假装自己正在被倾听，被关心，被重视。
这就是为什么，被制造出的交流工具越来越多，而人类却越发孤独和寂寞。
【封面故事】《朗霞的西街》蒋韵
“你真傻啊，你当初，为什么要回来呀！”她哭了。
陈宝印闭上了眼睛，感受着那团热烘烘馨香的血肉，亲人的血肉，这是那个世界的味道，那个有天空
、有大地、有日月星辰有白昼有光明的世界。许久，他轻轻说道，
“别这么说，兰花，能在你身边，多活这么多日子，值了！”
“这不见天日的日子，不值啊！”
陈宝印微笑了，“你没听人说过那句话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
【青梅煮酒】笛安对话方方
我的意思是说，文学为什么比生活动人。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文学不是一种对现实的临摹
，它能捕捉到一些瞬间的，偶然的东西，在这些属于瞬间甚至是属于巧合的偶然里，折射出人们复杂
的命运，折射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环境对一个个体的影响。
——方方
【经典重读】《丈夫》孙犁
渐渐，她也觉得丈夫不能和那个人比。村里人说自己的丈夫好，许多人找到家里来，问东问西。许多
同志、朋友们来说说笑笑，她觉得很荣耀。日本鬼子烧杀，她觉得不打出去也没法子过。大姐的女婿
在村里人缘很不好，一天夜里叫土匪绑了票，后来就不敢在家里待，跑到天津去了，大姐整天哭，没
离开过丈夫，不知道怎么好。过了一年，那个人偷偷回来了。抽上了白面儿，还贩卖白面儿，叫八路
军捉了，押了两个月，罚了一千块钱，他就跑到城里当了伪军，日本鬼子到他媳妇的娘家村里来抢东
西，他也跟着来，戴着黑眼镜。后来，又反了正，坐在欢迎大会的戏台上看戏，戴着黑眼镜，喝着茶
水，吃花生。
【星群】One night in⋯⋯
北京/工体华丽缘 鲍尔金娜
可工体的夜店故事也是孤独的。现代北京版本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有纸醉金迷的派对，便有坐在
华服钻石里的空虚和窒息。我不止一次见过金光闪闪的美人坐在自己呕吐物里大哭；没钱但帅气的男
孩跟喜欢的女孩跳了半支舞，就眼看她永久性失陪，消失在大门紧闭的VIP包房中；第一次进夜店玩
的小老板独自坐在卡座里，铺开满桌美酒，却等不来任何陪伴，像少年派和他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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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风赏·面具》

作者简介

笛安：上海最世文化发展公司签约作者，《文艺风赏》杂志主编。已出版书目：《西决》《东霓》《
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
人气和实力并存的新生代作家，最被主流接受和推崇的“80后”作家，纯文学的代表人物。1983年出
生的她第一部小说《姐姐的丛林》，对中年人的世界和成长中的 情感的内核的描述独特而到位，刊登
在《收获》杂志2003年第六期上。2004年收获长篇小说专号刊登了她的被称赞为“最具艺术水准的青
春小说”长篇《告别天堂》。第二部长篇《芙蓉如面柳如眉》在《收获》杂志发表后，获得了读者的
一致好评。2008年10月凭借短篇小说《圆寂》获得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2009年3月，发行长篇小
说《西决》，自发行以来一直高居书市榜首，同时在国内文学界引发高度关注和强烈反馈，自此拉开
了龙城系列小说的热销序幕。龙城系列的面世标志着“80后”作家成功地打通了传统文学与青春文学
的壁垒，极具时代典范意义。而笛安本人更是凭借这部小说荣膺2009年度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
人奖”桂冠，以实至名归的姿态向大众证明——文学，理当具备思想性与畅销的双重定义。从2009年
开始，笛安在韩寒、郭敬明之后，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她身上同时笼罩着市场和奖项的光环，一
方面她以令其他同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销量，成功囊括了无数销售排行榜和商业销量榜单的显赫位
置，同时，她又获得了包括苏童、刘恒、安波瞬等等前辈作家评论家的由衷褒奖，她的小说屡次登上
殿堂级的文学杂志《收获》，成为全国媒体热捧的宠儿。同时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版本，席卷
全球。这是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年轻作家，都没有获得过的双重光环。
hansey：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作者。摄影师，装帧设计师。现任《文艺风赏》视觉总监，
别册《闪光》主编。已出版书目：《寂静》。
曾担任过青春文学第一刊《最小说》、《岛》美术总监。2007年至2010年期间，创立书系《Alice》与
《HANA》，担任该书系主编及美术总监。为国内外百余种图书设计封面。作为国内大陆最顶尖的装
帧设计师，他在艺术和创意领域独具锋芒。作为作者他将自己的文字，连同他的美术世界，一并呈现
在大家面前。新作《寂静》由郭敬明、安妮宝贝、笛安、落落等好友为其倾情推荐。他将以最虔诚的
姿态，与读者做最真诚的心灵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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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风赏·面具》

精彩短评

1、实在是觉得，像面具之类人世间司空见惯的东西，大多人都习惯的东西其实无可厚非，但总有人
，要仰望星空，并呼唤美。
2、总觉得给五星也是可以的，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蒋韵女士的小说《朗霞的西街》，这是一个
讲述罪恶的故事，但即使罪恶也被她讲述得充满了慈悲感。马兰花的温柔似乎可以包容世间的一切泪
水、一切丑恶。当然，整体而言，这期杂志还是很不错的。
3、赞，对书的，也是对人的。
4、印象深刻，像是一段短暂的记忆旅行
5、2013年发现的一本杂志，也是看过的第一本《文艺风赏》
6、第一次看风赏 压在了枕头下面 有时间慢慢看
7、他杀死了鲤鱼
8、文艺风赏没看过几期，但这期着实影响深刻。骤然想起我压柜底的人民文学和小说月报该翻出来
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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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风赏·面具》

精彩书评

1、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面具下，面具让我们更有安全感。谁都不愿把最真实的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给
别人。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在何时不经意间刺伤你，保护自己是我们的天性。就像那个朋友，当他告
诉自己的舍友自己是鬼时，他应该知道他会离开自己的吧。面具戴久了，也会伤人的，当别人，把最
真实的自己暴露出来时，我们又无法接受。我们就这样活在别人的面具下，活在自己的面具下。就像
书中说的那样：当周围的人都戴着面具的时候，不戴面具的人反而会被认为戴着面具，这就是我们的
逻辑，虽然荒唐，却往往十分准确。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分不清楚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们变得更加迷茫，看不清自己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像那位老人一样把那条鲤鱼杀掉，帮
它早一点解脱。这个世界也是戴着面具的，当它有一天摘下面具时，会不会所有的一切都崩溃掉？还
是会变得更加明朗？是真还是假？重要吗？无论有鬼还是没鬼，无论是人是鬼，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唯有那些故事是最鲜明的，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想法吧。当我们漫步在充满宗教色彩的耶路撒冷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在乎，我们要坚守自己心中的信仰，让心静下来吧。古老
的古城，古老的西街，让人一开始都觉得乏味。可是当你走进这个故事时，你也走进了这个古城，你
也在和朗霞一起成长。当60岁的朗霞回去时，我知道她会回去的，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回去。那里沉
淀太多的美好，太多的爱，还有太多的悲伤。那位萍水相逢的叔叔给了朗霞希望，当她在他的坟前哭
着说谢谢时，我的眼睛也湿润了。谢谢对于儿时的我们确实太年轻。那时的我们总是活的很别扭，当
我们回到西街上时太多的恩怨，我们都会释怀的，那些曾经美好的，心碎的都会成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珍贵的东西了。摘下面具，阳光，空气还有古城的味道是那么的好闻。
2、　　刚看完朗霞的西街。和看很多小说一样，长舒一口气。此时，是深夜，快十二点。　　说说
这篇小说。　　末尾，她哭了，朗霞的哭，很好的收官故事的杂糅戏谱一样波澜壮阔的人情世故。　
　从马兰花（马兰花让人不禁想起娜姐）失去战败的国民党丈夫引入悲伤萧瑟气氛到细致入微展露西
街平凡质朴充满浓烈人情味平静生活，到最后过关斩将般导入设好的伏笔——陈宝印私藏于腌制存放
蔬菜的地窖，到最后的哭，作者用奇异鬼变锋利的笔触清晰血肉丰满的展示一幅又一幅波澜壮阔令人
眼花缭乱的质朴画面。　　故事把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自在画面点缀出来，很让我喜欢，相信也让很
多其他读者心生涟漪。譬如——在晴好的日子里，黄昏，他常常看到她，一个人，坐在湖洼边看书。
两条长辫子，吹在她柔软的天蓝色的腰际⋯⋯画她的背影、侧影，画她脚下的野草，画她和湖洼中盛
开的蒲公英，画那晚霞中那一份悠远的宁静。　　读到这样的句子，让我不禁想起《约翰·克里斯多
夫》其中大量素描朴素活色生香画面的段落。　　故事最后亮牌这是一个华丽的悲剧。　　发生在文
革时期的悲剧。　　陈宝印被枪杀。心灵手巧一辈子默默无闻应景社会大背景一步一脚印的马兰花病
死在狱中。　　这是文革悲剧的缩写。　　引娣到马兰花家去寻求温暖这个情节挺让我印象深刻。马
兰花给予她母爱、短缺食物，充分显示人情冷暖。很好描绘出所谓的被如今我们中许多人和母亲吵架
时冠以俗称的“所谓的母爱”。其实是一种温暖如三月温阳的真挚情感，母爱。　　文章还有很多这
样的美好画面的截然相反的反差画面，同时简洁明了的示威，有力彰显出腐坏情愫的卑劣和无奈，譬
如引娣的父亲职场失意打小孩骂老婆。　　朗霞失去父亲在马兰花和奶奶哺乳下的温情画面，展示了
那种我遗忘很久同时几乎隔三差五不由回味的旧时天真。　　很美。　　作者的文字很精致。　　感
谢作者勾勒出这样一个故事。　　让人不由为之一振的故事。
3、这一期的主题是“面具”，无论是开篇的《面具》，还是《一个朋友》、《听人说》都弥散着真
假莫辨的荒诞感，读完之后令人心生惊悸。庆幸我们生活的空间里没有鬼、神，可复杂多变、残忍的
现实，真的就逊色于伴随左右的鬼朋友和活剥人皮的怪异族群吗？《朗霞的西街》是本期中的最爱。
约摸着文章的长度，正好可以陪伴睡前的一个小时。可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我用了一个小时
来读这篇17页的小说，然后又在读到末尾处用5分钟来爬下床找纸巾，擦眼泪和鼻涕。接着又在熄灯的
黑暗里回味了很久，直到无知觉地睡去。室友听见我浓重的鼻音，问，到底是个什么故事。我想了几
秒，听见一句简短的、依旧带着鼻音的话从口中飞出：一个妻子把丈夫藏了八年。想想也是可笑，我
怎么能这样一句话草草地概括发生在西街的故事呢——朗霞和引娣在炕上玩带着血色的羊拐，吴锦梅
穿着天蓝色衣衫在荒草丛生的湖洼边与周香涛幽会，在朗霞和引娣微弱的马灯光晕中，一身白，闪闪
发光的“鬼”，站在榆树下抬头望着满树榆钱儿的马兰花，这都是朗霞的西街。可能因为前段时间一
直在看《陆犯焉识》，所以对上世纪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了更深的体会。那是一段主流宣传鲜有
人提起的，或是几经渲染润色之后呈现给世人的历史。但愈是这样的时空，愈易发生最贴近人性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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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风赏·面具》

事。绕开时代生活的约束和无奈，关于爱、生命，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背叛，其实，一直在我们
周边无限循环着。
4、最好的表情——《文艺风赏 面具》各种各样的理由，人们需要假装。不管这初衷是为了保护自己
，还是欺骗别人，这两种情况，比例各占一半。封面上烟雾缭绕，是明明知道，还要掩饰，或根本不
知道，才需要掩饰。面具虽有千百种，但总有个数目，但要是争辩何为真实，可是说破了天也说不尽
的。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简单的一句话，我深深从中感受到无奈的情绪。现实中这样的
无奈太多，也许连愤恨都会传染，比病毒更甚。新闻中不断涌现关于孩子的一切灾难，包括备受关注
的李天一事件，这些事接二连三的发生，没完没了，就算这些的出现只是偶然，但未免也付出了太多
代价。戴着面具生活的人，一旦摘下，万一露出的是更加丑恶的嘴脸，该如何是好？可是这世界上没
有谁比谁惨，却有谁比谁有良心。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也上当受骗了一回，损失了几百块钱，可照如今
的形式，是不是还得庆幸损失的只有钱财？说回小说，，王雨辰的《面具》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其中
的想象，或说假设，是我从未想到过的——“当周围的人都戴着面具的时候，不戴面具的人反而会被
认为戴着面具，这就是我们的逻辑，虽然荒唐，却往往十分准确。”作者用离奇的经历讲述了一个普
遍的真相，尽管我们总是被蒙在谷里，不得其意，知道被某件事情击中。或被一语道破。我很喜欢这
篇小说，它荒诞，但被寄予现实意义。也许我们有时候的伪装是迫不得已，出于善意，但你真的有把
握有天你不会和这面具合为一体，甚至颠倒混淆吗？我们谁也无法保证，因为我们多少都依赖着“面
具”。喜欢夜晚多过白天。可不管多寒冷的冬天，无论太阳直射哪个半球，即使天空没有褪去夜的黑
衣，我们还是得按时出门，面对生活的琐碎。过惯了这样的日子。从没体验过在地窖里生活，不见天
日，虽然拥有绝对安静的空间，但同时也收获相对的寂寞。《朗霞的西街》中陈宝印被马兰花藏了数
年，也未必不曾胆战心惊的度过一夜夜，也只能听着朗霞的声音，关注女儿的成长。朗霞，朗霞，对
于陈宝印来说，只闻其名，不见其影。地上的和天边的一样遥远。但他仍是知足的，我总说，值了，
不知这仅是安慰妻子的话，还是再次归家的心里话，总之，当别人也替他不值时，他却一直展示着平
和的心态，即使最后被发现。也许这是西街的特征，与时代无关。原来没有看过蒋韵的作品，只看过
她和李锐合著的《人间》，知道她是笛安的母亲，仅此而已。然而看过这篇小说，才意识到这也是一
位厉害的作家。《一个朋友》究竟是鬼的故事，还是人的故事。我觉得是人占多一些。鬼总是向人看
齐，希望和人一样的生活。但有些距离是无法被逾越的，比如人和人的距离。“眼见而虚的这个世界
还会好吗？”我也不知道。也许要用哲学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东西
都会有它的两面性。这一期的小说都很吸引人。书到手之前就听闻有篇林培源的新作《他杀死了鲤鱼
》。这篇小说基本上与他以往的风格一脉相承，感觉文风清淡，语言简单诚恳。文中的老人最后放掉
了鲤鱼的生命之源，使它们脱离水而死去，但我认为他本性很善，甚至有那么点悲天悯人的意味。这
使我想到左琴科的作品《日出之前》中，幼时的作者将鱼从水里捞出来，使鱼致死。他写了大概这样
的一句：我知道它们天性是水，但我想把它们从这种灾难中解救出来⋯通常人的意念决定其行为，本
文中老人年纪已经很大，生活又繁琐枯燥，受身体（牙疼）及心灵上的寂寞困扰，他活在自己的意识
里。开篇写买了鲤鱼，想让这些鱼代替他，其间他经常观察鲤鱼，试图将鲤鱼和自己对比，他把为自
己的悲哀，转化为鲤鱼的悲哀。最后的结局有些沉重，但似乎是一个必然要走向的结局，正如题目所
言，他杀死了鲤鱼。汇聚了各种奇怪小故事的《听人说》也挺有意思，有几则看着怪慎人，不过可不
是吗，听人说来的故事，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张添油加醋的嘴，变成了荒诞，却充满神秘的寓言。说到
底，面具只是一种形式。面具下的脸是善是恶，无法判别。在这种时候，最好的表情却是面无表情。
谁说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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