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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迟子建的最新小说《候鸟的勇敢》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以候鸟迁

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

云。从 1986 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

《北极村童话》，到 2018 年出版这部《候鸟的

勇敢》，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

五十多部中篇，它们的体量多是三五万字，但

这部中篇有八九万字，是她最长的一部中篇

小说。迟子建亲手为新书画了羽毛插画，用

在扉页和内文页角。

因为有了预设字数的限制，在写作过程

中，迟子建下笔多有节制，及时将多处情节

和细节消隐，不以恢弘示人，在有限的篇幅

中展现出了极高的叙事水准。她以干净唯

美的笔触，直面现实世界的罅隙、日常的波

澜。她写那些精神迷途之人的爱与悲痛，写

他们的欲望与沉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

应红评价：迟子建的小说的特点用一个字来

概括就是“淳”，淳厚、淳朴、淳美……篇幅虽

不长，却容量丰厚，饱满有力度，是她写作功

力的体现。

迟子建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们所面

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

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

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

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

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迟子建的书写正

如东北白雪苍茫的黑土地，白色的一面是良

善，黑色的一面是恶念丛生的世间，没有人比

她更能击中那些世情中的善恶了。

作为出身东北，并且长期致力于躬耕书

写东北的作家，迟子建对这片土地爱的热烈

与深沉，她以一支莽莽之笔写就对东北的眷

眷之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习焉不察，充满体

温的文学东北。《候鸟的勇敢》既写出了东北

的落寞，也写出了东北的生机。她触及东北

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比如人情社会与体制

迷思，又将“有情”藏匿在东北严峻的社会现

实背后，红尘未了的德秀师父，老实憨厚的

张黑脸，他们因孤独与善良而相拥的情感。

这些人事、情事、心事融汇到东北莽林荒野

中，汇聚成迟子建的文字力量。阿来所评价

的迟子建：有了俄国地理学家的对乌苏里的

考察记录，那些土地就成为了俄罗斯真正的

边疆。而有了如迟子建这一系列文字的书

写，黑龙江岸上这片广大的黑土地，也才成

为中国人意识中真实可触的、血肉丰满的真

实存在。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蓬蒿剧场特别策划

的《候鸟的勇敢》朗读首发会上，来自全国各

地、不同职业身份的读者接力朗读了新书片

段，阿来则用用四川话朗读了《候鸟的勇敢》

的结尾。

在对谈环节，阿来提到迟子建小说结构

的丰富，层层“交响”。他认为在中国，很多作

家只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注意到自

然界与人的关系，而迟子建的这部小说从自

然界出发，用候鸟的生命形态对小说的主要

人物形成一种灵魂上的启示和救赎，自然与

人形成了一个互相映衬、互相对比、最后互相

提升的关系，这是一部品质很好的小说，好小

说值得用各种语言去朗读。

迟子健分享了创作感受，她始终钟情于自

己生活的黑土地，依然能在这片土地里面发现

当下生活里我们所面临的焦

虑、矛盾、欢笑、坚忍，探讨了

我们面临的自然生态的潜在

威胁、人际关系的复杂、贫

与富差距造成的心理错位

等等各种问题，在小说中

尽自己现在的思考和能

力去实践。评论家潘凯

雄认为迟子建的这部

作品呈现了社会的多

样性、复杂性，呈现着

这个社会的进步以

及它的问题，也呈

现了它的变化，新

时代新经济正在

重塑新的生态。

有着“朱大胆儿”“接盘侠”美誉的央视主持人

朱迅近日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随笔集《阿

迅》。这本书历时两年写就，朱迅从自己叫“三三”

的童年起笔，以“小小”“阿迅”“朱先生”“朱迅”“朱

大胆儿”“丫头”等人生不同阶段的称呼回望自己的

来路。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朱迅携新书在北京师范

大学与同学们分享成长经历，老公王志、朋友春妮

站台助阵，同事康辉还发来视频幽默讲述共事中的

点滴。

谈创作：让有伤的人看到，伤口会长出的翅膀
朱迅 15 岁起就成为童星，17 岁便赴日边打工

边读书，扫厕所、洗碗、被房东驱赶、遭坏人威胁，

数次与至亲生离，与死神过招，早已习惯用微笑掩

盖一切。如今她回望血泪筑成的来时路，深切体味

一切幸福都要凭自己的双手去打造。

《阿迅》适逢五四青年节出版，在后记中朱迅写

下创作初衷：“去年，回大学参加校庆，与同窗时隔

十八年再聚，多人提到：‘现在中国留日学生约 10
万，在日华人 70万，自杀率、犯罪率、抑郁症的发病

率比我们在校时要高太多了。我们那时那么苦，现

在条件这么好，孩子们怎么了？’……我把自己出国

回国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希望能在某个无助的夜

陪伴你，鼓励你，握住你冲动的手。”

在《阿迅》中，朱迅坦承自己与王志结识、因父

亲的病而彼此依靠、谣言四起时相互信任、携手走

过 15 年的过程。分享会上，朱迅回忆，嫁给王志

前，她去了他的湖南老家，看到只有三面墙的房子，

朱迅自问：“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湖南伢子从这

间房里走出湖南、走进北京、走进中央台，走进了自

己的梦想？……我拼搏过，从北京到东京。但我的

路远没有他的那么难。人生长着呢，跟着这样的男

人，心里踏实。因为没有什么他挡不住的风雨、扛

不起的担当！”

如今，两人生活美满，家庭幸福。朱迅想用自

己的经历告诉青年人：生活会让你遍体鳞伤，但我

们仍要相信，伤口长出的会是翅膀。

打磨两年，王志点评“一锅乱炖”熬成“佛跳墙”
《阿迅》细心打磨了两年，朱迅说：“书如镇纸，

压住轻飘飘的自己，把三十年的皱褶一条条展开；

字如清水，洗涤蒙尘的灵魂，让心清透地发出温暖

的光……我努力维持着自己文字的本色，不让她被

不属于我的颜色沾染，更不想让她被所谓利益浸

透，无利可图、无路可退，手指翻飞，倒逼出个’真’

字。真实就是价值，真写真听真看真感受。”

作为第一读者的王志将朱迅的文章概括为“三

个优点、两个问题、二条建议”。“三个优点”即文笔

好，流畅干净；专注勤奋，拥有匠人精神；细节捕捉

能力强，生动细腻。“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写？写

给谁看？而“二条建议”，王志笑说：一、把自己放

得越低才能站得越高，字里行间不要有意无意地流

露出披着外套的优越感，化了妆的炫耀。二、在个

性中找共性，在共性中飞扬个性。要心存敬畏，怀

有崇高感去书写文字……

三十年的阅历，在朱迅看来都是成长的邀请，

每个绊脚的坎儿都是登高的台阶。记录不难，难在

袒露自己、展示脆弱的勇气，以及对经历的总结和

对未来的追问。两年时间，朱迅交出的《阿迅》成稿

终于将王志评价的“一锅乱炖”熬成了出版人金丽

红所说的“佛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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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木雕版印刷、古诗词活字印

刷、甲骨文对对碰、甲骨考古挖掘和拓印……

在第 42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前，上海市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文字博物馆全力打造

的《汉字》巡展昨天在上海儿童博物馆拉开帷

幕。这是《汉字》巡展启动以来，首次为青少

年专门设计展览内容，核心设计理念就是“让

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青少年提供生动

活泼的汉字文化体验，弘扬中华汉字文化。

在过去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汉字的字形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次巡展除了用

展板的形式，向参观者介绍甲骨文、小篆、隶

书等不同书体的变化历史，也通过各种互动

活动，让古籍里的汉字“活”起来，带领孩子

们走进“追本溯源、探秘汉字”的奇幻之旅。

与此同时，由中国文字博物馆开设的“甲骨

学堂”首次来到上海，在节假日开展汉字教

育活动。

据悉，本次巡展还将走进上海外国语大

学、上海杉达学院、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

(上海市珠峰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

中学等不同学段的学校。留学生以及在沪

内地民族班学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活动。

华东师大四附中则将展期延续到 9 月，将结

合小学结业季、暑期少年宫、新生入学教育

开展系列活动，辐射兄弟学校和周边社区。

(来源：文汇报 记者张鹏 通讯员焦苇)

主持人朱迅推出随笔集主持人朱迅推出随笔集《《阿迅阿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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