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白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寻找白鱼》

13位ISBN编号：9787222082687

10位ISBN编号：7222082689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闵书琦

页数：2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寻找白鱼》

前言

　　我与出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闵书琦相遇，是因为我们共同热爱的滇西。尽管我直到如今
还未见过这个青春的女孩，但我已经读完了她即将出版的这部短篇小说汇集。我之所以带着亲切的触
角很快就能进入她的小说，源于我们共同的记忆&mdash;&mdash;广大而辽阔的滇西及永胜县的区域。
　　阅读闵书琦短篇小说集的过程，这也是今年立秋以后的一桩严肃的事情，在这个被青春小说泛滥
的年代，我却感觉到了一种清新而神秘的青春文本扑面而来。　　闵书琦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九。后
女孩，当然我知道是辽阔的滇西培植了她的想象力。从《寻找白鱼》、《秘密》、《姨妈巷里的杨小
羊》、《春天没头没尾》、《半夏生》、《死鸟》、《逃命》到《降头》、《萱园遗事》，我都在情
不自禁地触摸到滇西的屏障和背景。这些从叙事中辗转出的背景像水墨画和油画，使闵书琦的小说叙
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地域的神秘感。闵书琦像所有的青春作家一样充满了她所置身时代的幻梦和迷惑
，然而，她的青春叙事却逃离了通常青春小说的局限性，她似乎很轻易的就寻找到了展现他们这一代
青春矛盾和冲突的舞台，这就是让所有出场的人物拥有一个现实和乌托邦的背景：于是，在闵书琦的
叙事中，就拥有了每个短篇小说的结构和故事。比如《寻找白鱼》的开头：&ldquo;某一年夏天我在丽
江古城里游荡，以一种用我妈的话来说极其没有未来感的态度到处混来混去并且希望能够一直持续。
我热爱这个地方因为我发现这里很宽容，让我能够在北京时间的统治范围内过格林威治时间的生活，
在飞机从天际划过的时候佯装自己是个古人，对那飞过的大铁鸟表示惊骇。&rdquo;小说从开头就告诉
我们，青春的时间已经开始。在闵书琦的所有青春叙事中都揭开了一个现场，那是由她虚构的青春的
生活和向往&mdash;&mdash;尽管在这些青春的游戏深处充满了迷惘和彷徨，然而，小说却力图展现出
一种未来&mdash;&mdash;这就是青春之梦的归巢。这些从广袤滇西背景中散发的气息，以织梦的缓慢
编织出闵书琦独特的文学立场和思想美学，使我的阅读充满了意外的惊叹。　　闵书琦的语言干净而
充满诡谲的气质，仿佛滇西小镇上那些失传的记忆中拂面而来的暗香。我在阅读中经常感叹是什么力
量让出生于八十年代末期的这个女孩寻找到叙述故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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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鱼》

内容概要

闵书琦编著的《寻找白鱼》讲述了：作为最近几年丽江为数不多的青春作家，闵书琦以其独特的文学
立场和思想美学，及丰厚的文学功底，赢得了很多知名作家的赞誉，作为一名80后，闵书琦像所有的
青春作家一样充满了她所置身时代的幻想与迷惑，然而她的青春叙事切逃离了通常青春小说的局限性
。她的作品让人情不自禁地触摸到滇西的屏障和背景。《寻找白鱼》以其生活的滇西和大学生活为背
景，用细腻的文字，让读者触摸到了作品中散发出的滇西气息和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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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鱼》

作者简介

闵书琦（曾用名米澈），女，汉族，1989年生于丽江，现为丽江市作协会员。自幼酷爱音乐与文学，
小学五年级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现就读于成都大学中文系，作品散见于《芳草》、《四川文学》、
《文学与人生》、《翠苑》、《百家》等刊物。曾参与制作电视文艺片《竹林忆贤》（担任撰稿），
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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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鱼》

书籍目录

序/1
寻找白鱼/1
萱园遗事/15
死鸟/45
降头/65
姨妈巷里的杨小羊/85
春暮/101
半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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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鱼》

章节摘录

　　某一年夏天我在丽江古城里游荡，以一种用我妈的话来说极其没有未来感的态度到处混来混去并
且希望能够一直持续。我热爱这个地方因为我发现这里很宽容，让我能够在北京时间的统治范围内过
格林威治时间的生活，在飞机从天际划过的时候佯装自己是个古人，对那飞过的大铁鸟表示惊骇。　
　我就这么假装我穿越了，这可真是一件肘髦的事情。　　我租下一个充满了霉味的小阁楼，背离热
闹的街巷。我对房东说哎呀这里真清净，其实是我付不起闹市区的房租。我背了几盆花放在幽暗的阁
楼里，每目扫扫地晒晒太阳。我把灰尘扫起来，看传说中的&ldquo;金色的灰尘在阳光下忧伤地飞
舞&rdquo;，这破阁楼腐朽不堪，轻轻一扫大量的灰尘就忧伤个没完，我捂着鼻子一边扫一边想，我可
真忧伤啊真忧伤。　　当几天以后有个长发的小伙子背着简单的包站在我面前说是合租，我马上想的
是，这下好了，有人帮忙扫地了。他说他的名字叫老巴，我听成老爸，我想完了，来了个爸，那还得
我扫地。我说不是吧老爸？他说是老巴，巴豆的巴。我做恍然大悟状，心里直鄙视，能用泻药来解释
自己的名字，这人的智商也真是完蛋了。　　几天以后我发现指望他来扫地的良好愿望彻底是个幻想
，老巴是个传说中的艺术家，准确地说是个文艺流氓，并且是以梅超风的外形梅花鹿的气味自豪的那
一种。他说他在某个大城市有个伟大的乐队，这个&ldquo;伟大&rdquo;是将来时的，而伟大到什么程
度就取决于他这次跑到丽江来写出的歌。他唠叨现代人内心虚浮现代城市嘈杂烦乱，又唠叨他作为一
个不肯向市场妥协的真正的艺术家是多么的高处不胜寒。我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这人是来找清净地
儿搞创作的，他唠叨那么多主要意思其实是叫我一个人把家务做了算了。我不满了一下，又想到如果
我的辛苦真的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个伟大的乐队，那也是荣幸的事情啊，于是我勉强接受了。
　　老巴不爱说话，每日见我也不打招呼，只是用那死鱼眼看我一眼。有时候他创作到绝境了就会狂
吼乱叫，我第一次半夜听见他惨叫起来吓了一大跳，一脚踹开他的房门看见他躺在地上抽搐，以为发
羊癫疯了，上去狂掐他人中。结果被他骂一顿说我这个野人破坏了他的思路。那以后好几天他见我更
不讲话，只是白我一眼，鼻子里冷哼一声，嘴唇上被我指甲抠破的伤痕赫然醒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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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鱼》

媒体关注与评论

　　紧绷的镇定，沉重的飞翔，不经意间有一种让人惊讶的诗性与沧桑。　　&mdash;&mdash;《小说
选刊》编辑、著名作家付秀莹　　作者的世界跟我们的不同，这让我在惊异、不安的同时又感到欢喜
。是的，我是喜欢这个小姑娘的与众不同，鬼灵精怪&hellip;&hellip;　　&mdash;&mdash;《人民文学》
资深编辑杨泥　　作者作为80后作家，具有很强的写作功底，独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作品具有强烈
的现代意识和社会意识，鲜活展现当下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文字新奇而充满活力。　
　&mdash;&mdash;丽江市作协主席、著名青年女作家和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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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鱼》

编辑推荐

　　闵书琦编著的《寻找白鱼》这本小说集，作者历时三年完成，集合了《萱园遗事》、《姨妈巷里
的杨小羊》、《我的大学》等13篇短篇小说。作者以其生活的滇西和大学生活为背景，用细腻的文字
，让读者触摸到了作品中散发出的滇西气息和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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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鱼》

精彩短评

1、我们丽江人的书。我喜欢这几个故事，降头，半夏生，春暮。
2、年轻、认真而诚恳的文字，值得一看
3、@阿措
4、喜欢萱园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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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鱼》

精彩书评

1、我在看书这个问题上比较有偏见，会把正经小说和看着玩的小说和网络小说分开。网络小说就是
遍及网络的各色书，反正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多雷也木有关系，顶大不了右上角叉叉。看着玩的小说
呢，多半指印刷出版的、愉悦身心或满足恶趣味的书，比如武侠小说啦、（部分）言情小说啦，连故
事会都算——仔细想来，这是我看得最多的一类吧？那正经小说呢，就是所谓文学的、艺术的，有江
湖地位的，可以讲出来装牛叉的那种。虽然听起来正经小说像是个讽刺名称，市场销量呢也大概不是
很好，可实际上我真心地膜拜着。谁会在言情小说里思考人生呢？谁会从故事会学习文字运用呢？谁
能在四十五度倾斜的幻城里置放真正慎重的东西呢？反正，我喜欢的王小波、李碧华和张爱玲，都是
写正经小说的——丢人啊，看过的书太少，不能列出更多或更牛叉的名字。【我果然十分罗嗦】怀着
这样的心情和态度作为前提，我开始看《寻找白鱼》。首先，我喜欢闵作者对文字的认真。没有卖弄
什么飘忽的风格，没用乱用生造的词，没有随便乱甩逗号句号回车键，像我们还小的时候那样，端端
正正地写下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始终觉得，印刷成册的文字，就应该是这样。否则，满目的短句，便
感觉如群魔乱舞，恨不得一苍蝇拍狠狠拍下去。然后，我喜欢闵作者在描写方面的精彩。也许就是那
句古老的话：“艺术源自于生活”，生于丽江的她热爱那个地方，也一直用心观察和感受那片土地—
—在我认知里带点神秘意味的土地，所以，她的描述总是特别有味道。但凡读到描述场景的片段，总
有很强的画面感，几乎不费力那些画面场景就自然地浮在脑子里。我是特别不擅长描述实体的（不知
是否跟我眼神儿不好有关，包括临摹、素描什么的，全然学不会），所以就很羡慕那种能用文字把画
面“画”出来的人。如果那样的画面还能带着某种绮丽诡异甚至魔幻，却不突兀，那就是嫉妒恨了。
比如，《红线盗盒》，就让我嫉妒得肠子都青了，从此自卑地切断了做文学青年的梦想。虽然《红线
盗盒》是在湘西，而闵作者在滇西，却有种近似的气息，像是有一扇穿越的门，打开，便是另外一个
世界，那里有不一样味道的阳光，不一样的色彩，却又完美地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连通。同样，我也
喜欢闵作者年轻而诚恳的思考与困惑。她出生于1989年，年轻得我几乎想用“迎春花儿般”来形容。
这个年纪很美好，还可以思考梦想和人生。虽然年纪大些的人也有思考的，但毕竟少了些。而且，年
轻时的思考，带一点茫然和懵懂，用流行词汇来形容叫做“萌”，用老一点的词叫做“可爱”。虽然
可爱，可是她确实很认真啊。且不管想得明白想不明白——甚至，谁能真正想明白呢，能够认真地想
，总归是好的事情。这种思考，没有尽头，没有顶点，而是像往前一步便多拨开一层雾一样，想到哪
里，就决定了视野到哪里。年轻时的思考，还有一个顶重要的好处，是清澈。好嘛，冬雾散去春回大
地，总归是让人眼前一片清爽的，想《苏菲的世界》讲的“一大片绿从死气沉沉的大地里冒出来”，
以此也可比喻青春年纪时的思考和眼神。她善良、善感、欢乐而温暖。以前不知哪里看过关于无忧少
年的争辩，大意是有人批判少年未曾经历太多磨难，反驳者则说无忧不是他们的错，甚至不是一种罪
过。是啊，固然苦难给人磨砺，但若无忧，也可能多一份单纯透亮的温暖——连年轻的忧伤，都显得
很可爱。不知她是否介意被定义为无忧少年（好吧，是从无忧少年长成的文学女青年⋯⋯），起码，
那是她的文字和她本身给我的感觉。而我觉得，那是很好的。
2、访谈小作家 闵书琦�在网络书店下了订单买到了《寻找白鱼》，费了好大的劲才拆开灰暗的快递包
壳，一个整体白色的干净封面，几个象形文字，一本简单而不失格调的书摆在了我面前。闵书琦的短
篇散文集《寻找白鱼》出版已一个月，这是她的第一本书，此书收录了记叙在滇西和在大学的十三个
故事。她就读于成都大学中文专业，生长于云南丽江，就因那片她深爱的土地赋予给了她与众不同的
视界与情感，让读者享受着那些文字所笼罩着的书里独特的环境和气氛。著名诗人.作家海男称这个小
作家为“来自滇西的青春叙事者”。她的文风区别于那些写浮华和颓废，永远都在感叹那些不顺的人
生和毁灭的爱情的八零九零后作者。她没有华丽的词藻，和乱用如郭小四一般的意识流比喻句。她只
是真诚简单地叙事，白描手法极强，用最简单，平铺直叙的语言描绘出一个个真实的场景，那些场景
会把人带入其中，你会觉得它们是你经历过的却不曾被你记起的青春记忆，无关亲情无关友情亦无关
爱情；那一幕幕又如是你并未亲身验证是否真实的一场梦靥，但都在她年轻美好的小宇宙里实实在在
是的存在了。生长在丽江这个繁华边缘的小城，必定会给她带来不一样的灵感。我们有幸得到了一个
机会去访问她。约好了时间地点，我们见面了。她是一个非常随意豪爽的女孩，高兴不掩饰，说话很
逗趣。问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滔滔不绝诚恳的回答。关于写书：问：什么时候开始写的这本书的？为什
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当时的驱动力是什么？闵：大一开始写，写了两年，当时没有什么驱动力，也不
知道自己要出书，就是想起了就写，没什么目标的。问：没想过写长篇小说？比如什么穿越玄幻？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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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鱼》

：杂志社让我写，我说我写不了，无法写啊，他们会说写那些书会好卖一点，知名度也会上去，但是
我真的写不了，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语言上的特点吧，比如我喜欢看莫言的。我随便看了一段话，
是莫言写的我就会认出来。不想去顺那个潮流，什么被雷电一批就穿越了，跟四五个阿哥谈恋爱，我
写不了。问：关于这本书的创作，你自己如何在构架？灵感来都自哪？闵：我没有怎么构架，都不知
道结尾的，只有《死鸟》这篇文章有结尾，一般我都不知道它们会有个怎样的结局。灵感大多来自于
有时候朋友的一句话，比如《降头》这篇文章，同学问我：你们那有降头吗？我说有。然后就是听一
些沧城的传说，自己构想，但都必须是自己听说过的。关于影响：问：你的白描手法特别棒，叙事能
力极强，从小喜欢看什么书？受哪些作家的影响大？闵：我喜欢莫言，王小波，余华，王安忆，贾平
凹的散文，还有马尔克斯。最喜欢《百年孤独》。当代青春的看得很少。问：在网上看有个云南诗人
赵振王写的一篇关于你的博文，说你是一个文二代，你的父亲也是以为作家，你写书有来自父亲的影
响吗？闵：父亲让我发现了文化这个东西。问：你和父亲一般会在一起干什么？他陪的时间很多吗？
闵：多，我们会在一起喝茶听音乐还有看电影，共同喜欢的是看电影，我喜欢恐怖片，共同喜欢的书
是莫言的还有贾平凹，会共同探讨。我们会在一起喝茶，我给她泡茶喝。问：为什么想学茶道：闵：
凡是中国文化有涉猎的我都感兴趣，诗歌呀，会和父亲一起玩诗歌接龙。问：因为你是滇西人，长在
丽江，书里的故事都发生在南方小城，我也去过丽江，感觉很繁华也很国际化，但是在你的笔下却成
了另外不同的一番风景。你有没有对丽江有过期望？闵：没期望，它的鼎盛时期已经过了，现在正在
消亡，沧城也一样。它的鼎盛时期是在元朝，农业文明的时期，解放后期就衰败了，无矿业无人力资
源无法发展。你知道丽江为什么保留得很好吗？因为它落后。现在城市越来越一个样了，没什么期望
了。问：你是汉族人？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吗？闵：我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特别是纳西族，但是不是
。那里都是地域文化和边腾文化发达的地方，汉族人与少数都是以民族通婚，战争相融合的。从现在
看纳西文化很超前。纳西文化讲的是人跟自然神的。他们是好兄弟。自然神要尽力帮助人，人要保护
自然，才可以持续发展。现在不就讲可持续发展吗？问：两岁就离开沧城去丽江了，书里也是写的沧
城，对沧城的印象是什么？闵：树都被砍完了。（哈哈）问：你已经大四了，会回去工作和生活吗？
闵：到最后最终是会回去的。关于书里的内容：问：你的书都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书的内容有多少是
真实的？闵：那个老太婆就是真实的。爸爸还是满街跑的年龄时就看到她在那里捡垃圾然后疯言疯语
，我满街跑的年龄时她还在那里。谁也不知道她活了多少岁，所有嘲笑过她的人都死了，只有她还活
着。问：文中每一个故事，其实都算是在青春年华里的一个个我们可能遇到也许遇到了或许并没有在
意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半夏生》《死鸟》。你自己是怎样的去记录生活？你觉得在年轻的时段，
最应该拥有的是什么？闵：记录？我记不住脸呀，但是记得住气味和情绪。如果我闻到一个闻到，很
多年后再闻到就知道以前是在哪里闻到的。年轻，我觉得年轻就可以拥有一切。最好的时间是与自己
在一起的，只要年轻就好，不一定要与大多数人经历的一样，比如大家都说：大学不恋爱很可惜，我
认为没什么可惜的，我最好的时间跟自己在一起。问：我最喜欢《降头》这篇文章，其中写了你与外
婆的关系和各自的爱情故事，关于遇见和离开。描写虽然精彩，故事总给人残忍的感觉。你会觉得爱
情是残酷的吗？闵；爱情不是残酷的吧。我觉得只要经历过了，就是美好的。关于大学和生活：问：
从《我的大学》那文开始，就感觉到了与前面文章的不同，后面都是写的大学生活的，你说你参加了
文学社，觉得那些人都是装逼，自己又是文学社的，是自嘲吗？喜欢那些活动吗？闵：肯定是自嘲啦
，不喜欢那些活动。以前参加了一个部门，后面退了。问：书里提到你喜欢摇滚乐，你有去搞过摇滚
乐吗？闵：我初中开始听，后面就自己组乐队，我还是架子鼓手。问：怎么接触到那些人的？闵：有
一个人是发短信聊音乐后面发现发错了。还有是去看演出，特迷吉他手，因为我认识那个乐队主唱，
你看我书里人物全是吉他手，我朋友圈子全是画画的和搞音乐的。问：现在的人对八零九零后有很多
批判，说他们脑残，垮掉的一代，你怎么看待？闵：应该有多元价值和包容，现在看以前是挺傻的，
但是都是必须要去经历的，比如以前我很叛逆听摇滚音乐听到不去上学，我爸爸就会打我。现在看起
来不上课是挺傻的呀，但是那时年轻嘛，都是一种过程。每个人都有傻的时候，大家走过，我们也走
过，人家傻说明人家年轻。问：你叛逆过？闵：特叛逆，比如我认定的事情，别人劝我，我是不会听
的，比如来成都读书，我当时的分可以填云南的好大学，但是我就要来成都。问：为什么想要来成都
？因为成都地下摇滚多？有很多音乐现场？闵：对呀，成都的地下摇滚比较发达，我那些搞音乐的朋
友都叫我快点过来，我比较爱玩。来成都第一天就去小酒馆看了摇滚音乐现场，妈妈始终不放心，但
是没办法地陪了我听了一个晚上。问：另外，喜欢旅行吗？闵：喜欢呀，但没去过什么地方，就广西
河南北京，曾经一个人去青海玩了七天，才花了七百块钱。别人都说读完卷书行万里路，我就是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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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爱玩，玩得开心就行。放暑假回丽江，跟朋友一起走在街头，突然想卖唱了，就拿着吉他在街上唱
了起来。问：回归到这本书，这是你的第一本书，对它有什么期望？闵：期望？不希望很多人看，只
要看的人不讨厌就行。访谈间，闵书琦那股活泼爽朗劲让访谈变进行得特别轻松。就像她书里写的“
张狂的阳光”和“飞舞的杨花”一样。她正年轻，还有好多的事要去做，那些看似不太完美的生活却
好好地摆在她面前被她自由烂漫地去拥有，用文学也好，音乐也好，用她所热爱的一切诠释了青春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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