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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问题的问题：从老舍小
说到梅峰电影》
梅峰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本书是电影《不成问题的
问题》工作版定稿剧本，基本沿
袭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保留了
老舍语言的凝练与幽默，用更
多细节还原了 20世纪 40 年代
的人情世故与社会风貌。

《我们都是世间小儿女》
汪曾祺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集结了汪曾祺经典
的散文作品。从叙事抒情到人
生感悟，简单的话语中自然流
露出汪曾祺淡泊的人生态度。
他所记述的不止是个人回忆，
而是透着世间人共有的“烟火
味”———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如汪老所言，他只写平平常常
的人和事，谓之“世间小儿女”。

《白瓷之路》
[英]埃德蒙·德瓦尔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历时 18 个月穿越欧
亚，深入探访中国景德镇、德
国德累斯顿、英国普利茅斯这
三座“发明和再造”瓷器的世
界性瓷都，结合旅游札记、回
忆录与历史讲述，以贯穿中西
的视角，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
欧洲发展演变的辉煌而惊心
动魄的历程。

《美国画报上的中国》
[美]张文献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者从《哈泼斯月报》、
《哈泼斯周刊》等多种近现代
美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大众
文化期刊的海量资料中，精选
出有关中国的近千幅画作珍
品，以图解的形式生动呈现了
美国社会对中国以及在美华
人的普遍认知，侧面反映出晚
清中国的种种生态。

《极简中国史》
郑连根 著
齐鲁书社

作者超越善恶、忠奸的二
元对立思维，超越成王败寇的
功利主义叙事，以一种全新视
角，借鉴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
果，通盘审视中华文明的全部
历史。对于社会组织形态之升
级、王朝之兴衰、族群之凝聚
与拓展、文化形态之生发与吸
纳，乃至民族精神的递进与转
折，作者均给予深情之关注，
并付诸从容叙事与现代化的
阐释。

《万物归一》
[德]君特·格拉斯 著
天地出版社

本书为 1999 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铁皮鼓》作者君
特·格拉斯的遗作，他用诗歌、
散文、绘画相互交织、呼应的
方式，记录了自己人生的最后
阶段。对于即将告别的世界，
格拉斯用寓言加以表述：最后
的希望被老年击沉。

《共鸣的灵魂：河合隼雄谈幸
福》
[日]河合隼雄 著
北京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得
到幸福？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
问题，在日本著名心理治疗师
河合隼雄的笔下变成了一个
个文学经典、民间传说、咨询
个案，以及他的个人经历，“或
许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那就
是从一开始就不要追求‘心满
意足的人生’，而是享受自己
一点一点得到的东西”。

小诗人写童心，大作家写现实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刘震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孩子们的诗》

果麦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乔丽华

九州出版社

《梁光正的光》

梁鸿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之彼岸》

郝景芳

中信出版集团

《离开的，留下的》
[意]埃莱娜·费兰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十字军的故事》（全四册）
[日]盐野七生

中信出版集团

《白瓷之路》
[英]埃德蒙·德瓦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
[美]卜寿珊

北京大学出版社

《废土：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

斯蒂芬·金 等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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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好书榜
（ 11 月）

最近，一组孩子写的诗“刷
屏”朋友圈，简单的诗句击中每
个人心中曾有的诗意。“你问我
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 我在
天上挑妈妈”，这是八岁的朱尔
稚嫩的童音；“我的眼睛／很小
很小／有时遇到心事／就连两
行泪／也装不下”，这是八岁的
陈科全内心的感知；“灯把黑夜
／烫了一个洞”，这是七岁的姜
二嫚灵动的视界。这些诗来自一
本由 3 — 13 岁孩子写的诗集

《孩子们的诗》，小诗人们来自全
国各地。也许他们还不明白什么
是诗，还不认为自己写的是诗，
但他们是天生的诗人，愿我们都
能守护这份诗意。九岁写下“一
粒种子路弯弯，一个新生命”的
男孩童彦文一夜爆红网络，因为
被蜂拥而至的记者堵在家里，原
本计划要写五十首诗的他发狠
说：“我再也不写诗了”。小诗人
铁头的妈妈为了保护孩子的“野
性”，不愿意让铁头过度曝光。长
大后，他们之中有一些会成为诗
人，更多的会投入其他各行各
业。但不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
们心中都有诗和远方。

从《单位》《一地鸡毛》《一句
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到最
近出版的新书《吃瓜时代的儿女
们》，刘震云的小说始终紧贴着
时代气息，反映着现实社会中的
荒诞。《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一
场由骗婚引爆的腐败窝案，涉及
政商勾结、裙带关系、桃色交易

等颇为敏感的话题，使读者联想
起余华《第七天》的“新闻串烧”，
但因为处理得巧妙而智慧，读者
很容易从中找到亲近感，也能轻

松捕获其讽刺和悲悯。刘震云
坦言，他在生活中是个“特别
沉闷”的人，也讨厌油嘴滑舌，

“我写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的质
朴，没有要说俏皮话。用质朴
的语言叙述一件事情，比这个
事情更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
道理，这个道理可能会非常微
妙，非常荒诞，又非常幽默。”

2012 年，一本名为《我的
天才女友》的小说英文版出
版，旋即引起轰动，许多人第
一次知道了意大利作家“埃
莱娜·费兰特”这个名字。这
是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
的第一部，其后的几年中，后
三部陆续推出并引发关注。
小说围绕意大利那不勒斯两
个女孩莉拉和埃莱娜的命运
展开，关注她们从女孩到妇人
的整个生命过程。两个个性强
烈的女孩如何在一个贫困而
男权盛行的社区里长大成人，
并获得自己的身份？对这一议
题的探讨为小说赋予了鲜明
的女权色彩，这也是许多读者
对小说产生共鸣的主要原因。

《离开的，留下的》是第三部，
聚焦埃莱娜和莉拉躁动而紧
密相依的中年。尽管这位署名

“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家不开
新书发布会、不出席任何文
学活动，一直隐匿在大众视
线之外，但媒体和评论家从
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
中判断其为女性。

【榜单解读】

□张军

20世纪 80 年代之后，随着
中英围绕香港回归所进行的谈
判紧锣密鼓进行，香港文学也
进入中国新文学研究者的视
野，众多的香港文学史书写及
建构缤纷而出。但由于香港毕
竟与内地的隔离时间久远，彼
此的“陌生”非短时间可以消
弭，所以这些香港文学史的论
述主要是以大陆的立场视角进
行营建，往往如陈国球所说，是
由“‘猎奇’——— 只见高楼大厦、
声色犬马，和‘雪耻’——— 难忘
帝国主义强权侵夺，两种欲望
所推动”，而香港文学的“香港
性”究竟何在，却让人雾里看花
终隔一层。山东大学黄万华先
生作为研究港澳台和海外华文
文学的权威学者，最近所著的

《百年香港文学史》在书写立场
和价值判断上则有了新的探
索，让人耳目一新。

该著以香港文学自身发生
发展为中心，书写其本土性的
逐渐成型及建立。本书第一章
书写“香港旧体文学和早期文
学（ 19 世纪后期— 1945 年）”，
细致描画了香港文学的发生及
香港文学本土化的萌芽。第二
章至第五章书写“战后（1945 —
20世纪 70 年代）香港文学的自
立”重在凸显香港文学的成熟，
及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
此一时期是香港意识得以自觉
的时代。第六章、第七章主要书
写“近 30 余年（20世纪 80 年代
至今）香港文学”，展现了近 30
余年多元价值社会进程中的香
港文学。整个文学史著的主题
由此得到体现，即香港文学及
其“香港性”的生成及发展构成
了本书的文学史叙事主干。

全书最能显示黄万华先生
建构香港文学史的卓然巧思在
于，他揭示了香港文学本土性
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早期香
港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并存与
互动；战时香港文学受到大陆
影响的“中原”心态与香港文
学本土化的彼此纠结；香港日
占时期作家作品中的双重殖
民体验；战后时期左右翼文学
的竞争与“和谐”；“在香港”与

“属香港”两种不同创作心态
的相容及转化……最终才发展
到近 30 余年多元价值社会进
程中的香港文学。可见，黄万华
先生始终注意到百余年香港文
学的发展历程中，不同时代都
有着矛盾对立的文学类型及文
学观念的互动、激荡及共生，最
终才走向多元价值竞存。所以
说，本书书写了香港文学独特
的“香港性”的生成、发展及成
熟。

香港文学的“香港性”究竟
为何？这需要比较与鉴别。只有
将香港文学置放在包含大陆文

学、台湾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这
一汉语新文学史的整体图像
及宏阔背景之中，这一比较与
鉴别才有充分的说服力。作为
曾经撰写过《中国抗战时期沦
陷区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

（五四至 1960 年代）》《新马百年
华文小说史》《中国与海外：20
世纪汉语文学史论》《多源多
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等不
同区域的汉语文学史的杰出学
者，黄万华先生无疑是胜任这
一学术重担的。他为我们彰显
了内地文学与香港文学的“藕
断丝连”：五四后香港文学与上
海文学的血脉渊源；抗战时期
战争中断了中国大陆现代都市
诗的历史进程，却在香港得以
延续；战后初期的中共领导的
左翼文学在香港“预演”了“共
和国文学”的基本模式；战后
香港的左翼文学恢复了 20 世
纪 30 年代上海为代表的左翼
文学的在野性，以表达对现实
的批判；20 世纪 50 年代后，香
港取代内地、台湾，承担起在海
外传承中华文化薪火的责
任……他为我们讲述了香港作
家在不同地域、国度的流动所
带来的充沛滋养：几代南来作
家如曹聚仁、李辉英、戴望舒、
叶灵凤、力匡等对香港文学的
促进与阻碍；近 30 年出现的北
上内地的香港作家陈冠中、陈
汗用另外的角度审视香港乃至
中华文化的创新与突破；一些
作家在台湾、澳门以及海外不
同地域或出生、或学习、或工
作，之后又来到香港写作，如赵
滋藩、熊式一、董桥、蓬草、绿骑
士、陈尹莹等对香港文学的更
新与推动……正是因为在汉
语新文学史整体图景中观照
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的“香港

性”就得以在本书中呈现。于
是我们看见了：香港文学中特
有的歌词、“怪论”、武侠小说、
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报章体
散文、学者散文、都市文学、现
代主义文学等文学类型的繁
荣；香港文学逐渐在速食文化
环境中坚持从容的审美创作，
在商业的集体消费方式中保留
了个性的多元心态，而金庸、西
西、也斯、崑南等从香港出发的
创作抵达了中华民族文学的新
高度……

常有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不
外乎两种形式，或者侧重文学
经典的解读，或者侧重文学历
史的还原，这二者之间很难说
谁更胜一筹，只能说它们各有
利弊。但是黄万华先生的这部

《百年香港文学史》则有意在这
二者之间取得均衡，在“文学”
与“历史”之间形成了张力。这
一方面体现在他的文学史观与
文学史框架上。另一方面，文学
审美和历史裁断在本书具体的
文学现象讨论之中并没有截然
分开，“美学的”品鉴和“历史
的”分析紧密结合是作者的理
论利器。正因为如此，他能结合
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境，去分析
诸多香港文学文本中的人物、
情感、题材、内容、语言等方面
所呈现的“香港性”；他能在小
说、诗歌、散文、戏剧这四大文
体中寻找最能代表香港文学特
质的经典作家作品，勾画出他
们的对立与沟通、歧途与汇流。

正是黄万华先生在汉语新
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以香港
本土的视角去摹绘香港文学

“香港性”的发生发展，兼顾历
史与文学的水乳交融，从而完
成了一部真正的“香港”文学史
的书写。

一部真正的“香港”文学史【新书评】

《百年香港文学史》

黄万华 著

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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