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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风赏·老人》

内容概要

4月 老人
先锋文学/新锐艺术 殿堂级文艺杂志——
『文艺风赏』 主编笛安/美术总监HANSEY
全新改版 每月一刊 第十一辑/老人
沧桑而淳 经年而韧 风尘逐刻 华发丛生
不必屡屡转身，后方远去的是年轻的浅薄与冲动；不必急急眺望，前面渐近的是成熟的豁达与坚强。
而现在你需要：用勇气赶走紧张、用笃定代替彷徨，踏实前进吧。
四月，我们将带你去看一些从未有过的风景——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座里程碑。
【专栏】
四位作者分别来自现实中的不同领域/多重身份、多种视角、多个话题/他们将在各自的内核世界中寻
找到独立的自我
这次挑战，无论对《文艺风赏》还是对接受邀约的他们，都是一次对自我爆发力与持久力并重的证明
。而他们对于这次挑战的态度是——
社会者：「其实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存在这些差别，比如多少年前XX还是XX，可现在人们已经开
始XX了。」
艺术家：「艺术与思想正因我们的差别而存在，突发的特立独行可能是年轻时的疯狂举动，而持久本
身就是一门深奥的跨领域艺术。」
理论派：「请原谅我更关注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体的这些素质分别取决于哪些细胞裂变所分泌出的
哪些生理激素？因为在物理学概念里，力与时间根本是两码事，虽然压力都与它们成正比。」
未来人：「大部分我们现在掌握的科学研究将在未来2036年失去意义，因为2018年的纳米科技将使目
前存在的神经元细胞从根本上变异为智能体；当然，如果可以坚持写到那一年，我想我们早就赢了。
」
除此之外，我们仍向您推荐——
【主题盘点】
搜寻儿时理想、旁观晚年现状/听来的故事：他们曾有过的辉煌岁月
他人的视角：岩井俊二「在我们的社会，年轻人太脆弱」王学兵「爸妈老了」
【风声风影】
《飞越老人院》电影专题/对照：「新一代叫演员，老一辈却是人民艺术家」
专访导演张扬：「爱与责任谁都知道，其实最难也最需要的是沟通」
【双城故事】高初VS笛安 历史的理论学说与现实的浪漫主义并行 一个在极热的吴哥  一个在极寒的瑞
典 他们的倾力叙述 都是为了记住记忆中那个触动心灵最深的地方
【文艺新锋】深深，十五岁，太年轻，却太锐利。出于保护欲，我们不愿用自己的评判来影响你们，
只需让你们看她笔下那个让人脊背发凉的故事。「不管到多少岁，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与人交往
却不肯真正了解别人，清醒意识到日子的乏味，又不肯舍弃当前的生活。于是他只能在自我冷冷地监
视下，积攒着因丧失某种东西而到的哀伤与颓废。」——《丧失》

Page 2



《文艺风赏·老人》

书籍目录

闪光
LA
FOUND
封面故事／老人
老人　石一枫
梵高的火柴　张楚
福海同枝　林壁炫
青梅煮酒
在那个第八天的世界里
笛安对话李锐（下）
弥图
呼吸不能说
文艺新锋
丧失　深深
201k 年的革命　深深
双城故事
吴哥／异域求旧影
高初
基律纳／极夜
笛安
小说视界
南海镇　孙晓迪
风声风影
飞越老人院
secret &wish
特约专栏

Page 3



《文艺风赏·老人》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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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风赏·老人》

精彩书评

1、一般来说呢。有了船长的书评，就没必要再吐槽些什么了。可是今晚真的很无聊。对，就是有些
无聊，也许。从寄生，围城，到游牧。我就在想4月的主题会是什么。因为前三本居然绕一块去了还
是递进的关系。感觉就是哇哦好nb啊。游牧之后会是什么去承接呢。。。原来是老人哈哈哈哈。[这货
不太淡定了]是的。这两天很脑残。本来吧高考剩下47天。这不应该。。。拿到书后先打开船长说的弥
图。我凌乱了。大鱼海棠。。。这是她和我说的。只是她不理我了。。不可免俗。原因是那么无聊剧
情是那么狗血情节是那么跌宕结局是那么无法抗拒无与伦比无可奈何花落去。。。。。。今夜的寒风
将我心撕碎。。。仓皇的脚步。。。痛苦的人。。15岁那位同学。洞的想法真的是太好了。。。惊艳
。而等级的问题。。我想。就算是当今界限很模糊的社会，你也知道，它就在那里，看见或看不见，
但它一直在那里。我们就在这个等级社会里。我们继续奋力前行，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
回到往昔岁月。。。。。吐槽完毕。船长的见解一直比我深刻许多。
2、《文艺风赏》四月刊，老人。其实家里一直都有老人存在，有我未见过面的爷爷和外婆，初中时
候奶奶的离世，家族里只剩下行走不便的外公，外公是慈祥的却又有不随年龄消失的倔强，外公和我
交谈不多，但说的话我都记得。将近九十年的历程里有我一辈子足以仰望的历史。扯远了。本期主题
写作的三篇作品各有特色，但并非有特点就称得上好作品，比如林壁炫，《福海同枝》里描写的部分
充斥着炫技的格调，读小说我喜欢平实的文字，所以这篇没什么情节却在文字上较真的作品我很不喜
欢，借此怀疑作者写作的心态。石一枫的《老人》把老人孤独而难熄的欲望写得透彻，看得也很过瘾
，张楚的作品不做评价。文艺先锋推出的深深，她的文字魔幻却又紧贴世界的边缘，两篇作品都传达
出对世界的一种态度，编辑说是对世界的拒绝，我觉得没那么决绝，更似是一种质疑，而且夹杂着犹
豫。95年生人，不得不说的确是才华袭身，潜力不得限量。“风声风影”栏目，张杨的《飞越老人院
》。恰巧在这这周的《上海壹周》上也有关于这部影片的介绍，这的确不是什么商业电影，主题也不
是时下笑傲票房的类型。但老人确实成为社会人群比重逐年增加的群体，导演试图通过这样的作品来
引起一些青年人的共鸣和对老年人的关注。或许票房不会令人满意，但成为叫好不叫座也不失为一件
美谈，文艺片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没有市场已属常态，可我仍会走进电影院支持一下。Hansy的“闪光
”开始进入生活，阳光明媚的图书室里，一切还真是别有味道呢。
3、（再次强调，一家之言⋯⋯我只能站在我的读者角度看问题⋯⋯）    这一期咱们不再多说杂志布局
了，就回到文学本身来看看吧，就文章论文章。那就先来说深深吧，既然之前风赏在围脖以及新锋版
块都做了推荐，也自然是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首先仍然不能避免的是17岁这个问题⋯⋯（说是生
于1995，应该是16、7了哈）确实是非常年轻啊。不过抛开了年纪，来看作品，前一篇《丧失》确实会
让我有“轰”一声的感觉。这样的软科幻作品，我还以为是个出自男生的笔（女生很少写科幻吧），
结果还是个女生。不得不说，点子非常好，特别是前半段，发现“嘉儿”是一个可以埋葬自己各种不
满的洞的时候，觉得确实是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对我来说，这样的故事的亮点，倒是和编辑们所
提出的她在作品中非常能克制自己的感情表达不一样，我觉得在表达上，确实17岁能有这样流畅的表
达实在不易，但是却并不是这篇文章最让我惊喜的，惊喜的仍然是关于洞的这个点子，以及由点子所
撑起的整个故事，以及结尾处的再一次加强的隐喻。但是稍稍一点建议的是，如果后半部分的故事能
够显得更加自然一点会更加，因为后半部分各种的不顺和压抑看上去便没有前半部分那么自然了。然
后看到第二个故事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编辑们要着重提《丧失》这一篇而不是《革命》这一篇了。
因为说实话，看完第一篇，我脑海中一下子就想到最近大火的《食梦者》中亚城木梦叶的组合了，特
别是比如亚城木老师前期的短篇像《世界是由金钱和智慧组成的》等等，都是有特别的点子，不囿于
普通日常生活的故事，而且也年轻。但是第二个故事，败也就败在这个点子上了。可能这年纪也确实
成了深深的一个阻碍，因为这样把人类分成A、B、C、D四种族群，最后再来一个“屌丝的逆袭”一
般的反抗这样的故事确实不能算新鲜了。不过我想，一个17岁的孩子，也许这反而是其当下最好的心
理表达。可能成绩不如别人，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写作）超出别人，但是如今又只能由成绩来决定
人生命运道路等等等等。但是就我们稍大一点年纪的人看来，这样的点子还是太过于年轻化了。同时
，这里也就显出了深深在这个故事上构造的不成熟，因为最后的这样一种反抗，看似最合理，其实可
能也最没有惊喜吧。当然，说了这些，也是我希望我在谈论这两篇时不是站在一个因为是17岁女生的
角度去关照什么的，我愿意就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作者来看待。我想，年纪要带给她的，是褪却了这些
惊艳以后在思想深度和故事挖掘上的进一步。（PS. 稍稍提点题外话的是，风赏有时候的推荐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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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风赏·老人》

点OVER,读者们反而有一点逆反心态⋯⋯比如拒绝和脊背发凉这样的词语，但愿这不是我的嫉妒心理
，OVER）这次的主题是老人，其实头有点大，因为有这么沉重去了⋯⋯不过这次的三篇文章到是让
人觉得还挺舒服的，俗话说大的东西要小着写，重的东西要轻写，这次的三篇还好没有让人有透不过
气的感觉。《老人》那篇，结尾到是蛮惊喜的，通篇都很平均，看着很舒服。有一个硬伤（估计是最
近看三津田的小说看多了），当周先生提问说“人家？”的时候，赵埔直接的那一句“就是那个女生
”⋯⋯一般的人似乎不会这么回话吧，就算是覃栗因为情侣关系和赵辅说过她遇见过老先生，要回话
也应该是“那天你写毛笔写时碰巧 见过的的那个女生”吧，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人的感觉，总感觉这句
话放在这里有点突兀。《梵高的火柴》，应该是风赏第一次刊登带有同性恋情节的文章哈。（这个张
楚我还以为是唱《姐姐》的张楚⋯⋯）这篇文章的亮点就在于，结合了宗教与同性恋。其实宗教与同
性恋的题材在美国已经有过很多次阐释了，比如《天佑鲍比》中的基督教和同性恋，《8号提案》中
的摩门教，就算你啥都不知道，吕丽萍和孙海英你也总该知道吧。于是，我们终于在这一篇中看到了
佛教与同性恋的碰撞。应该说，我觉得在国内，反同性恋的声浪之所以没有那么强烈，就在于中国人
的宗教观念并不深，佛教也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宗教，这一点在作品中也有了很深的体现。不过这篇小
说，我觉得，如果能把母亲因为佛教观念而对于同性恋的心理活动，写得再深入和详细一点，会更好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母亲念的那些佛经，而母亲潜意思当中的那种思想，其实可以再加一点笔墨。到
了林大师了⋯⋯林大师⋯⋯林大师我要说些什么呢。我已经专门为你写了一篇风象的评论了。我是觉
得林大师还是适合写少年热血的文章啦，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我觉得林大师可以去写少年漫画的脚
本（本身就是中传的嘛）。林壁炫在最小说上也刊登了蛮多文章了，可是还真记不住什么。这一点其
实有一种很强的价值观通过小说透露了出来，只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故事实在是一般，没有特别吸
引我的点，有种一切的故事都是为了去解释这个价值观来写的。这期的弥图好美呀（虽然对这个栏目
好感性不强，虽然我艺术细胞在这一块估计也算不上厉害，可是还是得称赞一下呀）双城故事，终于
向我阐释了我到底怎么才能喜欢上这个栏目，答案就是——写成笛安那样的。不是因为她是笛安，而
是因为她写的是个有人在里面的游记。吴哥的那篇和之前的一样，都太说明文化了，而笛安的这篇，
一看就是，有人的故事有人的情节有人的感情有人的想法，不是描写一座城，而是把人融在城中。（
好吧，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的，肯定有人喜欢文化型的散文⋯⋯）采访，确实如各家所言，父女就是满
满的都是爱。当然还要说一点的就是，十六说看了食指，十几岁看了EVA来着，就是这些年少的经历
让笛安成为了笛安，成为了在《告别天堂》里对于名著就随手拿来的笛安，变成了写作老练的笛安。
童年和少年真的很重要的，对吧。发现是越做越好了，在摆脱了书评影评后，现在的每一期都把文化
很好的融在发现当中，比如一些文学的选段，文化的选段，挺精彩的。风声风影咱能略去不说么⋯⋯
就是没什么感觉的开始和结束⋯⋯闪光，对，闪光，终于是看懂了（要哭一下么）摆脱了不知道拍了
些什么后，终于是看懂了美丽的LA⋯⋯照片处理得真好啊（身为一个不懂摄影的这算是很高的评价的
是吧⋯⋯）专栏，不能算惊喜呢，也觉得还成儿，感觉切入点还是蛮有意思的，只是文章可能有些偏
理论和科学化了一点，少了几分文学的趣味。这其中《KTV》一篇，就显得还是有意思一点吧。各家
门派可以出来发言了⋯⋯下手轻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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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艺风赏·老人》的笔记-第56页

        所以，我不信任何一种宗教，我只是觉得，就算有的信仰里描绘给人们的那个天国是真的，那种
更好的东西都是真的，人类也不配得到它们。信仰烧完了，一片废墟之上，你也只能清醒和理智地认
识自己的人性是什么。

2、《文艺风赏·老人》的笔记-第13页

        “我忘记了的人生悲欢，比你，比你们编造出来的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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