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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先生以温情悲悯的人世情怀和通今
达古的文化视野，用林怀民云门舞集的《九
歌》透视屈原《楚辞》的《九歌》，通过独到而用
心的视角和述说，带领我们回到 2000 年前，感
受穿越历史时空的流浪感和孤独感，寻找中
国人精神长河源头最原始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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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频道
2012 年《周末说法》节目的集萃汇编，书中收
录了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们最为关心的房产
纠纷、交通事故、离婚处理等八大类、形形色
色的真实纠纷案例，分别由国内、省内著名律
师做出解答和建议。行文方式具有鲜明的广
播节目口语化特点，并附有著名律师的联系
方式和专业特长，便于听众和读者咨询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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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栖居于信息之中，实际上，我们已
成为了“信息”。网民的一切隐私，都可能被
各类机构和个人，以各种方式谋取利益。本
书是继《网民的狂欢》之后，安德鲁·基恩更
加深入地反思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人们利用
互联网牟利，同时也利用互联网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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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描述了马孔多镇的一家祖孙三
代，在一个上吊身亡的大夫死后，到其居所
为其收殓的半小时内，三人各自的所见与
所思。小说叙述视角在三人间不停转换，折
射出具有象征意义的马孔多镇被香蕉公司
侵入后二十多年来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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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诞生揭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年
代，但结果只能用“凌乱”来形容。革命过后，
袁世凯、北洋派、革命党，乃至各种形形色色
的专业政客与江湖人士，他们将扮演什么角
色，民主共和的尝试究竟能否成功，所有这
些，都将在本书中找到全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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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每个作家都是世界的一个窗口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日前，作家宁肯的代表作《环形山》出版，该作品前身是《环形女人》，这次出版宁肯将原小说的架构进行了调整，并并修

改了一些段落和语言。作为一位独特的作家，宁肯就像当代文坛的一个刺客，虽然作品不多，但是部部刺痛文坛，引起起关

注。40 多岁才集中爆发出版小说的宁肯解释称，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中，非常大路货的写作是失效的，作家只能拿独门武功

来刺激大家才能被认可。

宁肯，1959 年生于北京，北
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西
藏生活多年，现任《十月》杂志副
主编。2001 年《蒙面之城》出版，
荣获老舍文学奖。此后相继出版
了《沉默之门》、《天·藏》、《环形
山》等长篇小说。

作家简介

齐鲁晚报：小说中很大篇幅在描写罗一、苏未未、简女士
和叶子等女性形象和心理活动，对女性心理的判断很独特。男
性作家写女性形象，如何去把握？

宁肯：男性作家写女性写得很好的有很多，甚至有男性作
家写女性比女作家写得还要好。按道理来讲，女作家更了解女
性，但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与生活中的女性又不太一样，文学作
品加入了想象，加入了作家的理解，而这部分东西又是在生活中
不太容易见到的。真实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限制的局部的
人，生活中看不到完整的女性人物，所以写作时就需要作家去分
析、去想象，从而文学中的女性充满了现实中缺乏的东西。那么，
谁最了解女性在现实中缺少什么呢？那就是男性了。

男性看女性，一般都是希望看到想象中的女性，男性作家
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补充了现实的局限性，被现实所遮蔽的东
西就表现出来了。如安娜·卡列尼娜、林黛玉等都是深入人心
的女性形象。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女作家写男性却不是特别擅
长，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想透彻。

齐鲁晚报：读您的小说时，无论是《蒙面之城》、《沉默之
门》还是《环形山》都会找到一些国外作家的写作手法，比如卡
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和卡夫卡等。您觉得这些作家影响过您
吗？

宁肯：其实我跟卡尔维诺的写作还不是特别有关系。我在
阅读中接受的东西特别多，很难找到真正地、鲜明地影响我的
作家。无论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我
从中汲取的营养都挺多的。每个作家都是世界的一个窗口，打
开的窗口越多，就越全面。这些窗口都对我有影响，但是我的
窗口又是另外一个窗口。

我喜欢博采众长，尤其喜欢汲取其他作家的可取之处。我
很喜欢卡尔维诺，但是他的一些抽象的作品我不是很喜欢。大
作家们为什么优秀，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东西，有了他们
能看到世界独特的东西，没有他们就发现不了。

齐鲁晚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您是“当代小说
的一个刺客”。

宁肯：刺客就得有拿得出手的刀法。每个小说家一出场要
想引起读者的注意，必须有特有的武功。在当下的阅读环境
中，非常大路货的写作是失效的，作家只有拿独门武功来刺激
文坛才能被认可。每个作家的成功都是缘于他的独门武功。我
不像很多写作者一样从年轻时开始写小说，我是 40 多岁积累
到一定程度集中爆发的，对文坛形成了很大刺激，所以“刺客”
这个说法，我很认同。

齐鲁晚报：还有评论家说，您也是比较难以归类的作家，
您创作了独特的、打上了自己特色烙印的小说人物。您是上世
纪 50 年代生人，可您与那个年代的作家写作风格完全不一
样，是不是这样的呢？

宁肯：关于归类这个问题，其实从古至今、国内国外，不管
在当代文坛还是在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作家是难以归类的。
无法归类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出现了一个写独特小说的作
家觉得难以归类，是因为研究者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研
究这个新作家。我的作品确实不太好归类，因为之前没有出现
这种类型的小说。当到了一定程度，我的作品被慢慢认识，被
划分成独特的或单独的一种归类，而当别人也开始写这个类
型的小说时，这个类别就形成了。

齐鲁晚报：您提到 40 岁之后，作品集中爆发，您的文学之
路跟别人不太一样。

宁肯：我的文学之路比较曲折。上世纪 80 年代我是个写
诗的，后来写散文，尤其是写了很多“新散文”。但是我的写作
在上世纪 90 年代完全中断了，这个时期我有一种精神断裂的
感觉，完全不写诗歌和散文了，我的文学之路还没有成型就已
经终止了。这段时间我甚至去开过公司，放下了写作。

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都 40 岁了又拿起笔开始写，但
是这个年龄已经不想写中短篇小说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世界
性的大问题，中短篇的容量又太小，只能用长篇的形式来表
达。所以我集中爆发出来的是长篇小说，不像很多作家是从中
短篇慢慢写起来的。2000 年《蒙面之城》写出来之后发表又成
了问题，在投稿给《收获》等杂志石沉大海之后，我发表在网
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其实，早期无论是写诗还是写散文，对后来我的小说创作
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把诗歌和散文的东西放到小说中，很少有
作家能这样。有评论家说我是“躲在小说背后的诗人”，我很认
可。

齐鲁晚报：《环形山》的前身《环形女人》于 2006 年出版。这个故事是
怎么来的呢？

宁肯：《环形山》的故事框架在 2002 年就已经有了。当年我跟作家安
妮宝贝有一次谈话，看过她的《暖暖》后我就想象一种场景，就是把暖暖
的几个旧情人集中到一个山庄，放到一个陈列室中。后来我见到了北京
一座真正的山庄，又完善了这个故事：一个沧桑的女人在北京购买了几
座荒山，建房子、绿化，把旧情人都集中起来，用药水喂养，让他们不死
不活。这个荒诞的故事让我很兴奋，一个拥有几条山谷的女人，本身就
是稀奇的。

这个女人的故事记者写出来可能是一条新闻，但小说家看世界不
是平面的，作家的想象力又是希望关注复杂的事物。世界也是这样，真
实的基础上有更加真实的东西，在这个女人的故事外表下，我又加了更
多人物心理的活动，另外构筑了一个心理世界。作家让生活有透视感，
写了真实之外的东西。

齐鲁晚报：这样一个故事，您糅合进希区柯克的悬疑电影等元素，
但这又不是一部流行小说。您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

宁肯：我就是想讲一个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式的故事。神秘庄园里有
一个密室，一个女人存放了几个用药水喂养的旧情人，有一个瘸子侦探
想一探究竟，便有一种希区柯克的味道。希区柯克的作品本身也与通俗
的电影不太一样，他加入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受此影响，我的
小说也有大量心理和精神分析。但是希区柯克的作品又是流行的，我还
不满足于此。

在构思小说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到了卡夫卡式的荒诞，在希区柯
克的基础上加入荒诞的元素，让小说有了纯文学的味道。卡夫卡式的
荒诞更能触及人类深层的东西，而在悬疑中抓住荒诞，则让我很兴
奋。这个小说写出来也变得很怪诞，主人公瘸子侦探悖谬的一面，就
很有荒诞感。

在加入荒诞元素之前，本来打算将瘸子侦探写成福尔摩斯、波洛一
样的人物；决定写荒诞小说之后，我将主人公描述成了一个“大脑发达，
身体差”的瘸子。侦探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瘸子，最终却成了真正的“瘸
子”。瘸子侦探是为了处理谋杀案而进入庄园的，他找到了他的理想，但
是最后却卷入庄园主的商业活动中。

总体来说，小说关注的虽是通俗的东西，却是纯文学的精神。这是
一部怪异的小说，可以从很多面解读的小说。其中容纳的通俗元素比较
多，在我的作品中也是处在边缘化的位置。评论家耿占春就曾说《环形
山》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异类的小说。

1在悬疑中抓住荒诞，让我很兴奋

2 博采众长，汲取作家们的可取之处

3 每个作家都有其独门武功

《环形山》
宁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1 月出版

▲ 宁肯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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