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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与后记》

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出版的小说的前言和后记汇集而成的作品集，包括十八篇文章，含自传一
篇。虽然是小说的前言和后记，这每篇文章都是可以独立阅读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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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与后记》

作者简介

贾平凹，陕西作协主席，中国书协会员，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
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
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被誉为“鬼才”。代表作有长篇
小说《商州》、《浮躁》、《废都》、《白夜》、《秦腔》、《古炉》等，曾多次获文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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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林建法的信
《带灯》后记
《古炉》后记
《高兴》后记一——我和高兴
《高兴》后记二——六棵树
《秦腔》后记
《病相报告》后记
《怀念狼》后记
《高老庄》后记
《土门》后记
《白夜》后记
《废都》后记
《浮躁》序言之一
《浮躁》序言之二
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
“卧虎”说——文外谈文之二
五十大话
四十岁说
关于写作——致友人信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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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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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与后记》

编辑推荐

本书集结贾平凹出版小说的前言后记共计十八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讲述了自己写作的新路历程，
成长经历等，不仅是更有利于阅读小说，也可以看到作者写作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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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种形式的好处是，你看到了这么多年，作者的变化：从第一篇后记年纪也最长的感叹到后面一
些早期作品中作者的心态～文学和本人经历都在剧烈变化和矛盾。“这种逞能可能形象你只注意到一
些小的机巧的东西，大剧的浑然的东西反倒掌控不够。”
2、他的序言比小说好看
3、不好，书都快散架了。
4、贾平凹给自己的定位是“在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的当下，作家不
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留给历史。”他认为这样是“受命于天”。贾平凹将中国文学分为
歌颂性的、揭露性的，前者为文人鄙视，后者为历代主流，闲适文学与这两者平行，是对主流的对抗
与补充。贾平凹的这个观点大致受周作人“言志”与“载道”的影响。在“揭露”与“闲适”中，贾
平凹选择前者，并为友人不热衷现实题材感到遗憾，劝少读明清小品、少欣赏废名那一类作家。
5、作为一个没读过贾平凹的人，这本小册子还是能很好的决定你要不要读他，要从哪里开始读的
6、喜欢海豚出版社弄的系列小书，闲着没事儿读来很爽，因为拿在手中很人性。许多作家的非虚构
叙述比作品强多了，代入感好。贾平凹、韩寒、蒋方舟，恐怕还有很多知名人物，都是教师子弟，这
或许能说明些问题，国民的教育条件普遍不足。
7、如此整理，从后往前，老贾的写作历程鱼跃在纸上。装帧、开本极其事宜放在身边，时时拿出来
摩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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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小说家为自己的作品写前言与后记，原是常事，不过如贾平凹这般长久持续地为几乎每一部长篇
小说写下序或跋，有意识地阐释每一阶段的文学观，与文本本身保持一种互动的张力，且独具散文的
魅力，却是不多见的。因之，《前言与后记》一书，结集贾平凹自《浮躁》至《带灯》十一部长篇的
序跋及若干创作谈，想必不会落炒冷饭之嫌，而是给了我们观察这位作家数十年创作流变的一个契机
，应是大有益处的。贾平凹创作力之旺盛是令人惊异的，三十多年的创作迄今为止共有长篇小说十二
部，中短篇逾一百五十万字，散文集版本众多，亦不少于百万字。自然，他最重视的是长篇创作，早
年以中短篇小说练手，兼写大量散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重心逐渐放到长篇小说之上，近
年更是关注于此。至于前言或后记，除《商州》外，其他所有长篇无一遗漏均手书之，颇为完整地留
下贾平凹创作观念演变的轨迹。《浮躁》作为贾平凹早期的代表作，以他自己的话讲，“我必要踏着
别人的路子走，虽然这条路上已有成百上千的优秀作家将其了不起的作品放在了我的面前”。贾平凹
有很清醒的认识，他需要对其学步阶段的收获做一总结，于是，《浮躁》成了这一时期的集大成之作
，而之后，贾平凹放弃了此种焦点透视的写法，开始探索与实践从中国画移来的散点透视法。这种方
法不再着重于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沉潜于生活流中，捕捉无数个点，不追求精巧，而是
显现朴拙、混沌之态。《废都》诼议纷纷，但争议之初人们多半集中在对内容的指摘上，并未注意散
点透视的初试牛刀，主角虽为庄之蝶，但笔墨已不像西式小说样将焦点尽投于其身，而是多个人物多
个视点铺衍开来，构成西京之知识分子群落、市井群落的纷繁众生相。自《高老庄》至《秦腔》，这
种手法愈益娴熟，且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已然消失，更多类似于穿线、串场人物，散点之铺展密密匝
匝，令人叹为观止。庄子曾经讲过关于“混沌”的寓言，说的是有人见“混沌”无七窍，好心为之开
凿，“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贾平凹的叙事追求可用混沌概括之，且大巧无工，不假凿窍之愚
行。这种散点透视的写法，予读者而言，初始有接受的难度，但读进去即发现一种不事雕琢、严丝合
缝的文体气度来。他自己也说：“年轻的时候讲究技法，年老的时候，讲究体验，语言变得很平实。
”这种“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的文体与其小说内涵形成一种平衡，扎实细密的文字配
合着琐琐碎碎的生活细节，且有着作者对乡土社会深厚的感情渗透其间，构成暗潮汹涌的叙事。《古
炉》的叙事美学追求与《秦腔》一脉相承，将散点透视叙事法置于文革背景中的乡村故事中，以有形
式与内容的一种默契，“我依然采取了写实的方法，尽力使这个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
目即见，触手可摸”。而新作《带灯》则有些许“变调”，贾平凹说，《带灯》是自己的“转身”之
作，虽只是稍微地转身，但也“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转，停下来，再转一
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带灯》自叙事手法而言，有求变与不
易变之处。与贾平凹前一阶段的创作相较，《带灯》有了一位据核心地位的主人公——带灯，她有着
自己完整的故事与性格展示的空间，且以书写短信的方式尽情地表达出情感与心理的波动。叙事的全
知视角固然呈点状延展，但带灯依然无可置疑地拥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即使并非所有的人物都
围绕着她转，但笔墨行走于樱镇，最多的点与线显然放在了带灯身上。面对不同的故事题材，作家要
量体裁衣，贾平凹是如此做的，这是他的“转身”，虽然不免是“稍微的”。毕竟更多的固有创作特
征延续了下来，如在分割的章节中对散点透视手法的频繁小试牛刀，时时对带灯的核心故事构成一种
压迫；整体的叙事文字一如既往的细密朴拙，几乎达到密不透风的地步，自然，这也一向是贾平凹创
作的标识。贾平凹有一个别具意味的见解，“不要再多读那些明清小品，不要再欣赏废名那一类作家
的作品，不要再讲究语言和小情趣”，这是对朋友的告诫，也是对自己以往写作受此影响的扳正。早
期的作品，有谋篇布局和文字委婉华丽的刻意成分，而后来随着文学观的改变，贾平凹警惕于“有些
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开始追求简约朴拙的境界，亦即无技巧的技巧，无结构的结构。
从《浮躁》到《废都》，再到《高老庄》、《怀念狼》，直至《秦腔》、《古炉》、《带灯》，我们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脉络。“看似写实，其实写意，看似没秩序，没工整，胡摊乱堆，整体上却清明
透彻”，抹去刻意的成分，在一片混沌之态中反而有了某种澄净的质地。在作品内容的表现上，贾平
凹数十年来不改其志，贯穿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敏锐。《浮躁》，“我的这条州河便是一条我认为
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是对时代之缩影的记录；《废都》，刻骨地写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
国知识分子精神颓废溃败的状态，贾平凹由衷地说这本书“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自《白夜》、
《土门》至《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他在左冲右突地寻找对中国社会的把握及艺术
上的突破，随后迎来了《秦腔》，以极小一个村庄的地域容纳了自己对中国乡土社会在时代潮流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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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思考，堪称传世之作；之后的《高兴》，贾平凹关注着城市中的边缘群落，而《古炉》，他返回
头去追溯数十年前的乡村文革史，一切似乎都过去了，但总有阴魂挥之不散；最近的《带灯》，贾平
凹更是直接书写了乡村社会生态中的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等，其对现实的敏锐程度实在难得
。序与跋中展示出的作家之风貌，是有着一种无掩饰的真切的。揆诸贾平凹为作品写的前言与后记，
可以发现其创作观念与思想的直率表白，将这一系列文章连接起来，确是可以获得观察一位作家创作
的极佳视角。从此种意义上而言，序与跋亦有某种独立性，尽管其原初位置是附着于正文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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