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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作家方远近日推出
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全书
七十余万字。小说全景式描写
了胶东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
与地域文化，以强烈的社会现
实感与民生意识，重返历史，
回眸并思考了中国乡村一百
年来风云激荡的传奇故事。

方远生于济南，却成长于
故乡莱州一个叫过西的村庄，
儿时的美好记忆让他始终觉
得自己的灵魂一直在故乡。在
莱州以及他的并不庞大的方
氏家族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惊
心动魄的故事，出现过诸多极
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些故事
与人物充斥着祖辈与父辈们
的记忆，并一代一代地口口相
传，最终奇迹般地流传下来。
方远在此书的创作谈里说，或
许正是借助这种无处查证的
口传方式，讲述者们无拘无
束，充分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
智，自然而然地为自己先人们
的传奇经历涂脂抹粉，使故事
更加曲折，让人物更加高大，
以至于后辈们听得瞠目结舌，
拍案称奇，然后难免心生疑
问：这是真的吗？这一切会发
生吗？

2010 年，方远独自一人回
到了故乡，迎着寒气逼人的西

北风，沿着村北的王河一直走
到了入海口。大河入海流，他
苦苦寻找着方氏家族历史的
源头，最终将其笔触定格在
1911 年那个多事的秋天，并一
直延续到 2011 年，时间跨度为
一百年。

方远说，当他坐在电脑
前，开始为《大河入海流》列提
纲的时候，他已经将方氏家族
的历史与许许多多中国家族
的历史混淆了，在某种程度
上，虚构大于真实，他在浩瀚
的历史长河中迷失了，提纲中
的故事与情节已经分不清哪
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虚构
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
名评论家李敬泽认为：“这是
一部浩荡汗漫的小说，于百年
跨度中展开河海交界处的人
间悲欢，于咸淡激荡间写出民
族的一段秘史。”

一条即将入海的大河隔
开 了 同 宗 同 族 的 两 个 村
庄——— 方家村与房家庄，在入
海口的虎头崖上，逃荒落难至
此的灾民也先后扎下根来，取
村名为虎头村。自上世纪初，
三个村庄呈三足鼎立之势，时
友时敌，五代人跨越百年历
程，上演着一个个震撼人心的
故事。

刀光剑影，这是一部名门
望族间的世纪恩仇记；弱肉强
食，这是一部古老乡村中的百
年争雄史。方远说，他要用大
善与大爱的基调去讲述一个
家族的悲剧故事，尽一切可能
去寻找刀光剑影背后的那份
难得的人间温情，发现弱肉强
食过程中的那份罕见的“兔死
狐悲”。放弃仇恨，以德报怨，
宽恕别人也是在拯救自己，这
是他对家族恩怨的最终定位。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
家张炜评价道：“这是一部书
写名门望族的小说佳构，视角
独特的历史传奇。全书笔势开
阔，别有洞悉。杀戮与拯救，复
仇与宽恕，死亡与重生，兴盛
与衰落，读来令人动容，难以
释怀。”

最为关键的是，方远跳出
了家族史的束缚，往返于历史
与现实之中，询问我们从哪里
来，又要到哪里去，在城市化
的历史变革中，一座座古老的
乡村将要面临什么样的选择？
因此，他以土地改革为分界
线，前面写的是两个名门望族
的灰飞烟灭，后面写的则是两
个村庄的黯然消失，由此演绎
出中国乡村近百年来的发展
史。

《禅宗十五讲》
孙昌武 著
中华书局

本书按历史顺序叙述禅宗
的发展过程，着重揭示禅宗作为
中国古代一次宗教革新运动的

“革命”性质及其在思想、文化领
域的成就、贡献与影响，并通过
历史叙述，启发读者对禅宗在当
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
思考。

《活着本来单纯》
丰子恺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一本书阅尽丰子恺散文精
华。漫画原版复制，典雅可爱，色
彩雅致，触感温润，可堪赏玩，是
有趣、有心、有情的人生哲学。心
情低谷时翻看，给人以温暖与悲
悯；顺境时闲读，又像一阵凉夜
清风，不至昏头脑。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
化》
[加]卜正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明中晚期的中国，商业的蓬
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
系列的变化。人们追逐着时尚，
享受物质的愉悦。汉学家卜正民
把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
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各种
人物及其故事串联成一幅幅生
动的社会世相，同时保有学术写
作的严谨与深刻。

《疯子的自由：菲利普·皮内尔医
生在 1789-1795》
[法]弗朗索瓦·勒洛尔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是一部生动描写法国大
革命时期巴黎疯人院真实状况
的小说。那些被送进疯人院的真
正的疯子，因为一位医生的到
来，逐渐终结了贱民、畜牲与恶
魔的境地，重获尊严与自由。

《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部
时代史。作者伊里亚·爱伦堡，在
过去的苏联，是具有世界声誉的
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由于文中涉
及众多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
事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
学史料，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
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些
问题至今仍能激发我们新的思
考。

《何为正义》
陈宜中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书论述的议题从义战论
说到广岛核爆与利比亚战争，从
社会正义与市场正义到色情权
利。这些文章的问题意识相互关
联，共同探讨了当代社会中的公
共正义问题。

《读在大好时光》
魏小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是继《独立日：用一间
书房抵抗全世界》之后的又一本
关于青年阅读之书，魏小河仍然
用老朋友聊天的方式，介绍了自
己在清晨、午后、深夜、旅途都读
些什么样的书，青春有书相伴，
不负大好时光。

《微习惯》
[美]斯蒂芬·盖斯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斯蒂芬·盖斯每天至少做 1
个俯卧撑，成了他培养的第一个
微习惯。微习惯策略比他用过的
一切习惯策略都有效，于是便有
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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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你一直在不停地摸索各
种各样写作的可能性，一直在
思考你的写作如何跟当代世
界、当代中国发生关系，就《隐
身衣》这本书来说，你是怎么
想到从这个角度去切入你对
中国当代社会的理解？

格非：我特别羡慕美国作
家海明威，从《在密执安北部》

《印第安人营地》一直到《老人
与海》，永远都是同一个主题。
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不
断思考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关
系，不断调整视距、调整写作
的姿态。

上世纪 80 年代，我正在
上海读大学，那是精神生活
有点过剩的时代，大家不太
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层
面，对有钱人采取的是一种
鄙视的态度，谁要是跟有钱
人交往，这个人在学校里是
没有办法呆的。每到周末，我
们都会去上海音乐厅听贝多
芬、莫扎特、海顿。

仅仅过了 20 年，到 2000
年前后，这个世界突然发生了
变化，你会发现周围交往的人
里面没有精神生活，大家讨论
的都是物质方面的。这 20 年间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音乐的问
题就成为了一个象征，所以我
在写《隐身衣》的时候也把古
典音乐跟精神生活的关系作
为一个象征性的事物来加以
把握和考虑，这是中国社会的
变化带给我的一个不得不写
的很强烈的刺激。当时我一直

在考虑，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往
一个方向走的时候，都奔着功
利、利益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惴惴不安
的时候，有没有人往相反的方
向走？喜欢古典音乐的一些
人，我称之为音乐发烧友，他
们是反着方向走的。他们固执
地按照他们的节律生活，有自
己的价值体系、生活爱好和不
可让步的生活节奏，这样的人
一直让我很感动，我希望写一
部作品把这个想法包容进去，
跟关于时代变迁的感受结合
在一起，这是写《隐身衣》的一
个前提。

读者：您对于知识分子说
废话这一点怎么看？另外，您
本人也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您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有多大
程度是在与知识分子划清界
线？有多大程度是您的一种自
我批判？

格非：我到上海以后，主
要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回到
乡村，我父母跟我说，这个国
家全交给你们这些读书人了。
我父母觉得读书人是这个社
会的中坚力量，要承担责任来
引导社会，读书人是特别重要
的一个群体。我也抱着对知识
分子的期待，包括我个人以这
样的身份生活了三十多年，可
是我慢慢发现这里面的问题
越来越多，我对他们的厌恶不
光是夸夸其谈，涉及各个领
域、各个方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对

知识分子寄予非常大的希望，
我个人也以知识分子自居，以
精英知识分子自居，觉得这个
社会是靠我们这批人的，可是
到了 90 年代后期，我的思想观
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
普通人的品格更值得我去赞美
和钦佩，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社
会道德体系其实是靠普通人建
立起来的，是靠他们支撑的，这
些人有着朴素的感情，尽管我
们有时候容易误解他们，认为
他们没有文化。

我现在有两个朋友圈，一
个朋友圈是知识界的，一个朋
友圈是非知识界的。我跟非知
识界的这些人来往非常频繁，
关系也非常好，我跟各种人打
交道，有一些人在我看来没什
么文化，也不怎么关心世界大
事，在过去我对这些人很不满
意，可是跟他们交往之后，我
发现了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品
质。

我在小说里写到的崔师
傅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个
人曾经当过裁缝、在鞋店里卖
过鞋子，可是他每次跟我讨论
的问题都是中美关系、中日关
系。他的观点和知识分子的观
点完全相反，只要有教授在
场，他一定会跟教授发生冲
突，一定会把教授骂得体无完
肤，教授最后求饶说你别再说
了。崔师傅没上过中学，可是
他有他的思想观念、有他的政
治观念、有他的审美情趣。

过去我看你有博士学位
就对你比较尊重，如果你中学

没毕业那就算了吧。现在我彻
底改变了，我会比较多地关注
中国的普通人。

读者：您为什么给您的书
起名叫《隐身衣》？它象征的含
义是什么？

格非：原来小说的名字是
一个比较悲凉的名字，叫“浮生
余情”，就是匆匆忙忙的一生当
中剩下来的感情。我在写这个
题目的时候有种不祥的感觉，
好像我一辈子要过去了，有一
点剩下来的东西交待一下马上
要完结了，所以要把这个题目
改一改。然后想到关于恐怖小
说的设想，“隐身衣”这个题目
跟这个有点关系。小说里有一
个人物叫丁采臣，这个人物死
掉了，可是你关门的时候会突
然发现他衣服的一角在门缝出
现，你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
他的脸在镜子里出现，他是隐
身的，你看不见他。

另外，有一部分人在顽固
地建立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
的生活都非常虚假，但像崔师
傅这样的人，他永远不穿短袖
衬衫，再热的天他也穿长袖，他
不吃肉只吃鱼，而且他从来不
在十点钟之前起床，晚上不睡
觉，他一定要把他自己认为合
理的生活习惯保留下来，他想
尽一切办法保留他的生活节
奏。这样的人我认为是值得尊
敬的。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没，
只跟特定的一些人交往，就是
音乐发烧友，所以这些人是隐
身的，书名也有这层含义。

格非：道德体系要靠普通人建立

今年 10 月，格非的《隐身衣》英文版在美国问世。10 月 10 日至 15 日，格非在美国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中心等地参加文学研讨会和沙龙对谈。经出
版方授权，本版特将部分对谈内容整理刊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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