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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的彼岸》

前言

　　地球上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世界上有许多艰苦的工作，但似乎没
有温州人干不了的工作。能吃苦、能耐劳、敢想敢闯、永远不满足现状、充满了幻想力和冒险精神，
这就是温州人的性格。张翎是温州人，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
旧话。如果她耐着性子“熬”到如今，大概也局长处长的当当了。但她却抛弃了四平八稳的职位，一
展翅膀飞到西洋。先是在加拿大读英国文学硕士，然后又到美国去读听力康复硕士，毕业后到加拿大
一家医院主管听力诊所.现在，她在主管着她的听力诊所的同时又写起小说来了。我想这就是典型的温
州人的作为了。　　近年来国内的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张翎的小说，但遗憾的是我一篇也没读。因为
我一看到在作者的名字后边一个括号里出现一个外国的国名，心中就生出些许厌恶。因为我想既然是
用中文写作用中文发表，就没有必要特别强调作者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特别地强调就有点卖洋味的
意思。这也许是个偏见，但这个偏见就使我少读了许多所谓的“留学生小说”，当然也就错过了张翎
的小说。　　今年三月里我应加拿大多伦多一个读书会的邀请，去那里参加了一个活动，见到了张翎
和她的一群热爱着文学并坚持着创作的朋友们。他们的创作热情是那样的高涨，他们对文学的追求是
那样的执著，他们对国内的文学创作是那样地关注和了解，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地感动和惭愧。在那
次热热闹闹的酒吧闲聊中，张翎的朋友们频频谈到在海外从事文学创作时那种“无根”的感觉，样子
都有些痛苦。对此我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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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的彼岸》

内容概要

简单地说《交错的彼岸》是一个身在加拿大的温州女子写的两个温州女子在加拿大的故事，复杂地说
就很是复杂了。首先可以说这是一部侦探小说，因为它具备了侦探小说的一切条件。小说一开始就是
女主人公黄蕙宁神秘地失踪，然后就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女记者介入了此案。随着调查的深入，女主人
公黄蕙宁的出身、家世与个人命运被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在调查的过程中，女记者与
警官的感情似乎也到了瓜熟蒂落的程度。这时，黄蕙宁失踪之谜也揭开了。但这个结果大出读者之意
外，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味。这时，也就看出了作者仅仅是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技术形式来讲述她想
讲述的故事。
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家族小说，因为事实上作者用多重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南方的金氏家族和美国加州酿
酒业大亨汉福雷家族的故事。这两个家族的故事通过女记者的个人生活和她的调查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
说这是一部寻根的小说也没有错。首先是作家用写作在寻找自己的根，或者说她把写作当作了回归故
乡和进入故乡历史之旅。不敢说书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但作者起码是调动了许多的亲身
经验塑造了自己的主人公。我想起码是在她创作这部小说的日子里，她的身体生活在加拿大，她的精
神却漫游在她的故乡温州和温州的历史里。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部留学生小说。凡是在海外的人写的小说，都算留学生小说，这种划分的方式其实
并不科学。因为事实上许多在海外写小说的人并不是什么留学生，即便是确凿的留学生身份，写出来
的小说内容还是他们在国内时所经历过的或是听说的那点事。像张翎这样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
故事天衣无缝地缀连在一起的作家并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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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的彼岸》

作者简介

张翎　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
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多伦多市，在一家医院的
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山》、　《邮购新娘》（台湾版名《
温州女人》）、《交错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
、《盲约》，《尘世》等。曾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2000），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
），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7），《
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8）。小说多次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其中篇小说《羊
》。　《雁过藻溪》和《余震》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度，2005年度和2007年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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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的彼岸》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此刻我正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想你。　　我的办公室在多伦多市区那幢极为有名的大楼
上，第二十八层，座北朝南，两面都是厚玻璃墙。透过前面的玻璃墙，看到的是一片南安大略省特有
的蓝天。天通常是劈头盖脸地铺陈下来，没有瑕疵没有皱褶的，除非在有云彩的时候。云彩有时是橙
红的，有时是橘黄的，有时是淡青的，有时干脆就是洁白的。在云彩和大地衔接的地方，有一片恬静
的浅灰色。若不是偶尔有几片风帆割破那片宁静，我差一点就误认为那浅灰原本是云在地上的延伸。
那汪浅灰，就是你我都熟悉的安大略湖。透过侧面的玻璃墙，看见的就完全是喧闹了。多伦多真是个
喧闹的城市。在夜还没有完全隐去，天还泛着初醒的潮红时，街已早早地进入了亢奋状态。那一幢又
一幢钢筋水泥摩天大楼，在晨曦中密密集集方方正正地矗立着，一如棋盘上的格子。那些在楼和楼之
间蚁队似地爬来爬去的汽车，恰如棋盘上匆匆过河的小卒子。河东的要到河西去，河西的要过河东来
。似乎很有目的，又似乎毫无目的，而过河本身就是目的。这里的一切都被切去了边角，很是规矩敦
厚，在一种介乎于现代与古典，清晰与模糊之间的状态中生衍维持着。这里没有伦敦的渊远，巴黎的
雅致，纽约的新异，东京的温婉。但这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气息，不趋炎俯势，不附庸风雅。
也许是这种独特吸引了你，使得你从千山万水之外一路追寻而来。　　我办公室的门，是用涂过清油
的原色橡木做的。凸纹处镶了两道细细的金边。门中间挂了一块镀金的名牌“马姬·汉福雷，资深记
者”。下边还有一行字，是我拿一张白纸遮贴了。遮去的那行字是“博士，社会新闻学专家”。用来
遮贴的那张纸其实也不是白纸，上面我用粗碳笔写了：“正在绞脑，请勿打扰。”报社里，只有我敢
写这样的纸条。报社里，没有人敢对这张纸条加以评论——我再找一家报社，比报社再找一个我，总
要容易些。　　你失踪了。　　这样的失踪案在鱼龙混杂的大都市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有时如风刮走
一片叶子似地寂静无声，有时象石头砸进水面一样掀起一阵波动。你就是那块石头。虽然你现在不知
去向，但你引起的波纹还在一圈一圈地扩散。　　关于你的失踪，多伦多电视台城市新闻部是这样报
道的：　　照片上的这名女子，名叫温妮·黄，今年三十五岁。三天前离家上班，至今未归。你如果
有温妮·黄的消息，或在近期内见到过该人，请立即与大多伦多市警察局制止犯罪专线联系。电话号
码：299——2222。　　多伦多的中文电台又是这么说的：　　温妮·黄失踪已经四天，至今未有进一
步消息。这是继今年九月吕伟绑架案之后，大多市发生的第二起华人失踪案件。警察局十分重视此案
，却不肯透露任何猜测怀疑。温妮·黄十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加拿大留学，失踪前系士嘉堡全科医院住
院部的注册护士。　　多伦多星报，也就是我工作的这家报社，却援引消息来源，说你在失踪前就圣
诞期间值班时间的分配安排与你的上司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当然，你的上司，那个住院部里资历最老
的护士长，完全否认你的失踪与这件事情有任何关联。她说你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却不太服管。诸
如此类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对于你的失踪，警方和媒体都出动了“杀手锏”。警方派来管
你案子的是查理·麦考利警长。麦考利是只老警犭，仗着破过几个难案，救过几个人，得过一枚总督
亲自颁发的紫心勇士勋章，便很不把寻常人放在眼里。他只想知道你去了哪里，谁带你去的。他对你
从哪里来的，你是怎样活着的，你为什么要到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之类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
而这类事情，正是让我牵肠挂肚的理由。也许我和麦考利能殊途同归，走过扑朔迷离的歧路之后，最
终在你失踪的那个地方相遇。也许我们是无法相交的平行线，永远各行己路。无论如何，我没有指望
他的合作。我已做好孤军奋战的准备。　　我那张七英尺长五英尺宽的办公桌上，你无所不在。左边
那叠厚厚的的文件，零零星星地记载了你从步入加拿大那天起的行踪。有时详细到某年某月某天某刻
你去某家百货商场买某个牌子的内裤时签下的信用卡帐单，和某年某个学期你在某所学校修的某门功
课的分数。你大概不是个出奇聪明的女人，你在多伦多大学护理学院的成绩，至多算是中流。你的记
忆力可能不错，所以你把需要推理的临床印象课，重修了两次，却将那门死记硬背的人体解剖课，考
了一个满分。桌子右边摆的那叠东西颜色尺寸各异，是你在各个阶段各种场所留下的照片。此刻我在
看你那张坐在秋日的草地上，无什么情也无什么景的黑白照片。你不需要情也不需要景。无情无景的
你本身就是一种情一段景。你真是一个无所不至其极的女人。你的颧骨极高，头发极为浓重地爬了一
脸。眉毛极长，一直伸进鬓角里去。鼻梁极高，嘴极大极阔。但最极端的，还是你那双眼睛。不在黑
，也不在大，却在一个“亮”字。仿佛那眼睛后头有两扇窗子，正大大地开着，有些东西正从那窗里
缓缓流淌出来。那眼神，如同美国南部曼非斯的黑人所创造的爵士蓝调，柔柔软软之间，流窜着一股
暗暗的，不肯归顺的忧伤。那层忧伤象形成琥珀的松脂般地包裹在你的四周，将你与时空隔离开来。
在那片真空里，你的脸成为与时光脱节的脸，漠视着人世间沧海良田时尚风貌的变迁。我回忆起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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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的彼岸》

利警长登在报纸电视上的那张寻人照片。那张照片里，你那两扇小窗是紧闭着的。我有种感觉，你并
不愿意时时刻刻地把你的窗子打开着。你更有可能时常地将你的窗子紧紧地关闭着。不知窗开着的时
候是真的你？还是窗关的时候是真的你？抑或两个都不是真的你，还有第三个你？　　我办公桌上还
堆着一叠各式版本各种比例尺的地图册。似乎与你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每一本地图上，我都圈
出了你出生长大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温州，在中国的东南部，有山，有水，当然也有历史，悠远
绵长的历史。象这样有山有水有历史的小城，在中国到处可见。这个叫温州的地方，对世界来说也许
没有多大意义，对你来说却很重要。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你去了哪里，但我们至少已经找到你是从哪里
来的。知道你从哪里来，说不定是打开你到哪里去之秘密的第一把钥匙。我要好好研究一下你来的那
个地方，沿着你的脚印，把你走过得路也走一遍，看那能不能走到你去了的那个地方。　　你叫温妮
·H·N·黄。我的父亲安德鲁牧师和我的丈夫彼得教了我这么多年的中文，到底没有白教。我知道
温妮不过是你图方便为胡弄我们这些“洋人”而随意起的英文名字，H·N·才是你中文本名的缩写
。温妮是你漫不经心时披上的衣饰，H·N·才是你不肯轻易示人的胴体。华宁？惠妮？恒年？慧娘
？荷凝？哪一个都可能是你的中文本名，哪一个又都不象。那几百种的可能性还有待我去一一排除。
　　到目前为止，你还只是一条“消息”。大多数人对你的过去和现在一无所知。我的任务是把你从
白纸黑字的“消息”渐渐转化成有色彩的“人”。这中间我要把你从过去的瓦砾堆里清洗出来，还你
一个本来面目。待到过去许许多多的未知在我的清洗之下终于成为已知时，我们也许可以从众多的已
知中演绎推理出那个残留的未知来。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接你这个案子。自从彼得的事情之后
，我一直回避有关你们国家的任何新闻，拒绝看有关你们国家的任何书籍。甚至连你们的方块字，都
让我胆战心惊。我知道这不公平。彼得不代表你们国家。你们国家也不代表彼得。可是彼得和你们国
家中间，搁置的是我的前半生。我既怕想起，又不能不想起。我渴望忘却，又恐惧忘却。促使我接手
这个案子和几乎让我拒绝这个案子的，都是同一个原因。说起来你也许不会相信，那是因为你的姓。
　　那天看到你的姓，我就知道，我该为你做些什么了。我欠了彼得一个许诺，已经太久，太久。　
　你姓黄。你是中国人。你和我中间有个默契，那就是中国。　　麦考利警长的秘书苏珊在电话上听
起来大约只有十六岁的样子，见了面才知道是六十岁。　　⋯⋯　　至当母畜不肯奶幼畜时也要唱歌
，一直到母畜流着眼泪去奶自己的幼儿为止。生活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歌唱节日，
如壮族的“歌圩”、苗族的“龙船节”、白族的“绕三灵”“三月街”、布依族的“赶表”、瑶族的
“耍歌堂”、彝族的“火把节”等。待到节日，人们穿上盛装，成群结队，赶到歌唱场所，尽情歌唱
。此外，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歌声，如傈僳族，生产有生产调，结婚有结婚调，逃婚有逃婚调
，离别有离别调，过路有过路调，甚至告状也有告状调，长辈还用歌唱来调解纠纷并进行裁决。　　
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做父母的必须教会儿女唱歌，儿女会的歌多，唱得好，就意味
着父母教育有方，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反之．如果儿女会唱的歌不多，唱得也不好，就说明做父
母的没有尽到责任，要受到公众的耻笑。有些民族甚至还将是否善于唱歌作为选择配偶的条件之一。
因此，许多中国少数民族的孩子到四五岁便开始学歌，父亲教儿子，母亲教女儿，这可以说是一种特
殊的启蒙教育。有些民族还形成了教授传统民歌的固定教学体制，如侗族，儿童从六七岁起就在歌班
中由歌师教唱民歌。歌班按成员年龄分小班、中班、大班和老班，六七岁到14岁左右为小班，14岁
到18岁为中班，18岁到20岁为大班，20岁以上称老班。各歌班按年龄的增长逐渐升级。侗族青少年学
歌甚为勤奋，到十七八岁时，便能熟练地掌握各种类型的民歌。　　蒙古族民歌中的长调是中国民歌
中著名的品种．它在20HD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种民歌
曲调悠长，节奏自由，大多采用散板，包括牧歌、思乡曲、赞歌、宴歌以及婚礼歌等题材。从地理分
布上看，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兴安岭和阴山山脉以北，长调民歌最多也最典型。　　中国民族乐器
共有600多种，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按照发音的动力来源，这些乐器可分为吹奏、拉奏、弹奏、击奏
四大类。各民族民间器乐曲包括独奏曲和合奏曲两大部分。独奏曲按乐器的种类分为吹奏乐器独奏、
拉奏乐器独奏、击奏乐器独奏和弹奏乐器独奏四种：合奏曲又分同类乐器组合而构成的吹奏乐、拉奏
乐、弹奏乐和锣鼓乐，以及不同种类乐器组合构成的吹打乐、弦索乐、丝竹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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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的彼岸》

精彩短评

1、应该是较早期的作品，感觉作者试图做到乱中有序但还是让人略觉凌乱，但彼时作品的风格大致
可窥见。
2、I711.45 /1  我在图书馆找了很久都木有找到 明明显示有两本可借的（2011-04-21 ）
终于读完了 其实 张翎写得真是挺好的 
3、时隔一年，印象模糊。但是依旧记得这本书的失败，描写洋人的语调是用纯粹的国腔呀~语言翻来
翻去都是那个样。我各人的意见，如果能把洋人的角色全部换成华裔，会更好。
4、很喜欢张翎 她的每本书我都在认真看
5、张翎在这小说中，表现出异常巨大的野心，但是跑马圈地，野心越大，叙述越破碎，如同一地鸡
毛。通篇简直是作者在故意用苍老的语调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地回忆往事，而且在叙述者之间反复大跨
度跳跃，让人不知所向。至于人物，除了阿九还算一点亮色之外，其他几乎没有出彩之处，反而沿袭
了之前的繁复和重叠等不好习惯，比如读小鲤子和玛姬两完全不同世界和经历的人在信中的自白，简
直如同一辙，连用词遣句上也趋同，真让人有审美疲劳
6、不推荐读。书中说：外国人写的中国人像外国人，我不得不说，张翎写的外国人，也像中国人。
7、张翎的每一部作品都透着委婉细腻，记住了书中的一句话，：“宁波在当地话里就是风平浪静的
意思”。
8、张翎的书把人的情感写活了，细腻而温情。
9、张翎对细节之重视在现在的作家里很少见。这让我认为她是值得令人尊敬的少数严肃作家之一。
但不足之处恰恰也在在此，对人物内心的描画过于细腻而不留白，不能说不是一个瑕疵。
10、大一把张翎的大部分书看了
11、“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2、娓娓道来很多人的一生。
13、张翎所有的书里，除了《余震》，最爱这本。
14、自我抄袭的大户，不用比喻就不会写星人，文本里不出现“心跳的一屋子（或一条街）都能听见
”“撒了一泡热热的长尿”就会死星人，作品中不管中外男女老少，张嘴就是一副红楼梦中人说话的
调调。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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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的彼岸》

章节试读

1、《交错的彼岸》的笔记-第253页

        我多么希望，那些时刻，那些眼神，能如暗夜行路的火把，长长地照着我度过陌生的不知走向的
河岸，来到他的内心深处。我多么害怕，那些短暂的光亮，还来不及让我们走入彼此就已经熄灭，把
我们永远地隔绝在黑暗的水中。这种惧怕使我迟迟不敢迈出淌水的第一步路。

爱情，都是有相似的开始。心灵的悸动。

2、《交错的彼岸》的笔记-第91页

        麦考利就势把手搭在马姬肩上：“....那蕙宁就是样样胜过了萱宁，大金才甩了她呢。女人强得一
身铁，一啃一嘴血的，哪个男人还敢碰她？
这话万万不像一个自幼相当且当了20多年警察的加拿大人说出来的。虽然说的大金是个中国男人，但
老外不会这么说的。

现在想想，这书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口气，不管是谁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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