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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碰撞大陆》

内容概要

本书的作者以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视野，于中西文学比较的视域中观照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将
地理学上的“大陆漂移假说”理论横移至文学研究领域，以空间位移和板块构造的方法，展开文学地
理学的勾勒，重点考察“一战”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并重点探讨其对20世纪晚
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20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异彩纷呈，丰富而复杂。
本书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当代世界文学的全景观，并在这个全景观中探究“拉美文学爆炸”与中国当代
文学之间的联系。各个章节力图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文学景观中抽丝剥茧，理清流脉，详细探讨
大陆各作家之间复杂的关系，着重考察小说的创新浪潮从欧洲移向北美、南美，形成“拉美文学爆炸
”之后，拉丁美洲文学又如何影响、推助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新变的发生。研究各大洲文学在
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并在此联系中细致探讨中国当代小说的艺术成就，是本文希求有所突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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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华栋，男，当代著名作家，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代表作有：《夜晚的诺言》、《白昼的
消息》、《正午的供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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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碰撞大陆》

精彩短评

1、从大陆漂移论出发，来点评的拉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碰撞，可是好多内容都类似于剪报。有价值
的内容不算太多。但是题目和构思挺喜欢的，碰撞之后的产物，文明陡然重生。拉丁美洲，是我们从
未发现的过去，也是我们看不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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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活着》彻底改变了余华的“先锋派”作家的符号，或者，将余华的先锋派小说家的身份更为深
化和复杂化了。1996年，他如法炮制，出版了第三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照样是白描手法，
照样是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以鲜血淋漓的卖血生涯，来呈现生存之艰难，再度引起了热烈反响。有趣
的是，《许三观卖血记》继续着读者和市场的追捧，但是在专业的批评家和同行那里，开始有了质疑
之声，而且，从这时候开始，对余华的批评和赞扬是截然相反，余华开始并一直成为了一个争议性颇
大的小说家，但其重要性却在这种争议中持续地增加着。敏感的批评家和作家察觉到，余华的《许三
观卖血记》中，既有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也有着某种迎合时代对“底层叙事”的需要，认为这里面有
媚俗的成分，也有应对市场的精心考虑。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逐渐地成为了余华的标志性
的代表作品，销量不断提升，成为了经典之作。对于如何成为文学经典，我认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
作，比如，仔细地观察《白鹿原》《浮躁》《废都》《丰乳肥臀》《长恨歌》《古船》《尘埃落定》
等长篇小说，都有一个作家、读者、评论互动的过程，这里面既有作家创作的主动性，也有读者的接
受、传播和时代的需要，同时，还有评论者持续的关注，彼此多个方面的叠加效应，才可以造就当代
经典。长期以来，余华似乎难以接上地气，对真正的现实和各类人等，缺乏了解，各类讨薪、自杀事
件都是网络新闻，被余华拿来作为素材。小说以中国人死后头七的习俗，简述了一群无法安魂的鬼魂
的生前生活。照样是底层人物，悲惨命运，但是，这个时候的余华已经让人觉得他是靠写这些东西，
来获得正对中国发生持续兴趣、对中国发生了什么特别好奇的西方读者的迎合。也就是说，聪明的余
华，巧妙地利用了东西方读者的心理需求，但他的重心，已经放在了西方的出版商和读者的眼光那里
，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就写什么，按照年轻的批评家张定浩的说法，这是一种“国际橱窗式的写作”—
—这是一种几乎精确的表达，显然，余华在这部小说里，使用了国际出版市场最需要的元素：悲惨，
底层，耸人听闻。加上又胡安鲁尔福的鬼魂叙述的老底子的影响，《第七天》就这么出笼了。余华照
样我行我素。因为最起码，你们说你们的，我写我的。余华的复杂性就在于此，他的小说总是结合了
多种元素，适应了时代又超越于时代。在种种争议中，余华的不为所动是值得赞赏的，因为一个作家
既需要吸引眼球，即使是骂名也不要紧，重要的是，持续地写作，持续地引发争论，持续地保持着创
造力，最终，余华的写作依旧会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部分。残雪一向喜欢把话说得绝对，比如上述
这段话中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谓“外界”的批评。她对巴尔加斯·略萨的批评，也是非常武断和
肤浅的，因为巴尔加斯·略萨绝对不是“二流作家”，恰恰使因为他对现实政治的关心那么的“外界
”，使残雪看不上他。实际上，这正是残雪的短板。批评残雪的人，一向认为她是一个只会待在屋子
里写作的人，而她写下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屋内人”的。这是不无道理的。残雪是一个艺术特点
十分鲜明的作家。的确，无论是言谈还是作品，残雪都显示出某种“不合群”。 这多少让我感到了奇
怪，为什么她表扬一个作家的时候显得那么的准确和生动，而她批评一些作家的时候，显得那么的武
断、荒谬和肤浅呢？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些作家是和她不一样的物种，文学观念的取向，是不一样的
，是介入的和外在的，是关系现实政治和进行历史批判的，而这个取向，是文学多么重要的取向啊，
是需要勇气、判断力和道德高度的，是需要人道主义的理想和关系他人而不是只是内视自我的小宇宙
的。我觉得，残雪属于那种自我内视的内倾性小说家，她着眼于一个人深层的精神世界，是女性文学
和先锋实验小说的结合体。这样的作家在当代中国的确不多见，因此残雪也有更多可以骄傲的理由—
—也许她走的是一条文学的绝路，在这条路上，只有她一个人独自行走。残雪甚至因此显示出某种激
愤来，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和冷遇。实际上，她的反应往往夸大，包括她对美国华裔作家哈
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观点的攻击，对同行王安忆等人的批判等等，既是她对某种文学理念的对峙
，也是她对他们获得的较高评价感到不愤的原因。这多少让我感到了奇怪，为什么她表扬一个作家的
时候显得那么的准确和生动，而她批评一些作家的时候，显得那么的武断、荒谬和肤浅呢？很简单，
就是因为那些作家是和她不一样的物种，文学观念的取向，是不一样的，是介入的和外在的，是关系
现实政治和进行历史批判的，而这个取向，是文学多么重要的取向啊，是需要勇气、判断力和道德高
度的，是需要人道主义的理想和关系他人而不是只是内视自我的小宇宙的。有时候，我也觉得，残雪
在批评与她不一路的作家时候的党同伐异，有些小孩子式的无理取闹，实际上，她自己的小说也从内
视自我的小宇宙的层面，向外界发起了反攻。中国的小说家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不过是承载他们
要塑造的人物、要讲述的故事、要呈现的关系、要表达的意念的工具，到了孙甘露这里，就变成了以
语言为目的，到语言为止了。孙甘露的此一点绝对性，也阻碍了他的小说的流布，使爱好他的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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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碰撞大陆》

读者，长期以来局限在小范围里面，就是因为他的小说既不是讲故事的，也不是塑造人物的，他的小
说里虽然有人物、故事、城市、时间，但是，语言是他第一位要锤炼的，甚至，语言就是他的目的。
孙甘露喜欢使用破坏性的陈述句，带有着诗歌语言的穿透力，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信使之函》中表
现得十分强烈。小说中到处都是这样的句子：“一枚针用净水缝着时间”“信使看见他们确实是一些
梳理晚风的能手”等等，这样的玩花活的句子，没有现实具体可以依靠的东西，只是比喻和意象，只
是一种状态。咱们谁可以拿一根针来用净水去缝着时间呢？没有人，不过是孙甘露对时间的另外一种
解释罢了。这与滴水石穿是一个意思，就是时间在无穷无尽地流逝。以上是内容节选，作者在书中的
批判和梳理更全面系统。文学，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文学家，则只不过是蝶化式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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