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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舞蹈》

内容概要

本书新经典文库系列之一，收录了马原所著的经典中篇小说9篇，包括：《冈底斯的诱惑》、《虚构
》、《总在途中》、《大元和他的寓言》、《旧死》、《零公里处》、《错误》、《白卵石海滩》、
《拉萨河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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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例言
前言
冈底斯诱惑
虚构
总在途中
大元和他的寓言
旧死
零公里处
错误
白卵石海滩
拉萨河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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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舞蹈》

精彩短评

1、曾经的先锋，现在已成过去式，据说还被村民揍了，有点儿意思
2、马原讲马原讲故事的故事 虚构旧杀
3、马原  获得启示点点..
4、第一次读马原，有点小小失望，或许其他作品会比这好吧？
5、又给忘干净了
6、挑着读了读 关于书籍的强迫症没有了 退步
7、特别喜欢里面的一篇名叫《错误》的小说。
8、是零四年出的书，用的字体有些别扭。
9、浪漫主义磷光在先锋文学中最耀眼的一次闪现
10、好多年前看过虚构，现在必须要多看几篇了。。。。看完了。。。跟池莉一样，每篇都会死人的
，各种死法。。。已经没有了多年前的震撼，甚至感觉有点陈旧，在写作技巧上，没有最新只有更新
。。。但从写作的历史意义来看，要向当初的开拓者致敬。。。如今还有谁翻来覆去地写西藏呢？
11、白卵石海滩 是最喜欢的一篇。冈底斯的诱惑，零公里处 错误 也很好。
12、马原可看，但此书做的不佳
13、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马原居然还“先锋派”，其叙事的花招也就在当时有轰动，据我看来远不如
格非厚重。《冈底斯的诱惑》还行，写文革的《零公里处》、知青运动的《错误》皆有可观——但唯
独不是被盛称的叙事，而是文献性。
14、没意思
15、会讲故事的作家，能够抓住你的心~
16、我比较浅薄，所谓的先锋派，只看到花式炫技，我却没被打动⋯⋯
17、冈底斯的诱惑
18、很好看
19、马原的风格我喜欢
20、原谅我浅薄，实在读不进去
21、在购书中心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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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舞蹈》

精彩书评

1、1980年代在书中只是隐隐约约的出现，所以大可不必在意书的名字．里面一系列的短故事中，最让
人回味的是麻疯村和错误．尽管我觉得麻疯村结局里关于时间概念的故弄玄虚大可不必．错误很平易
近人，叙述了一个接一个的意外，简短的句子把几个角色刻画得栩栩如生但饶有个性，象看Guy
Ritchie的电影．
2、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冀。——《冈底斯的诱惑》　　之所以想谈一谈马原的小说，起因是
这样的：前些日子，我带了一本小说去单位，看得挺过瘾。后来在下班途中，我发现手边的这本小说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初步推断结论乃是我成了盗窃案的受害者，而偷书的仁兄无疑是位雅贼。假如我
带着的是《欲海情魔》或者《F4的成长历程》诸如此类的畅销书，那我并不会感到诧异；但失踪书籍
的作者是一个渐渐被当代读者遗忘的作家，那个在八十年代先锋文坛上呼风唤雨的先行者，被人称为
中国最有才华最有哲学悟性的作家——马原。书名为《1980年代的舞蹈》（1980怎么可以搭配年代？
），是蔡翔编辑的当代文学经典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这样的书都有人偷，不由得我仰天长叹，庆幸吾
道不孤。　　阅读马原，最引人注目的似乎是他小说那种肆无忌惮的叙述方式，这很可以让评论家们
暗中窃喜一番，因为注重形式、弯来绕去的作品无疑是最适合拿来开刀分析的文本。吴亮提出的“叙
事圈套”一说，几乎成了谈论马原无法绕开的一个盖棺论定式评语。但马原如果仅仅只会在小说形式
上耍几招走江湖的把式，那他注定只能被扫进历史的尘埃——单纯耍弄技巧的作家会是一个就文学史
意义而言十分重要的作家，但往往不能说是一个好的作家。事实上，马原这些在二十年前开一代风气
之先的作品，今天读来仍觉得新鲜热辣，我想这与什么“叙事圈套”之类的劳什子无关，与“真正的
先锋一往无前”无关；而与作家本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心灵境界息息相关，与西藏高原那块神秘
深沉的土地息息相关，与作家与生俱来的流浪情怀息息相关。　　马原是一个会说故事的大家。《冈
底斯的诱惑》、《虚构》、这样的小说，讲述的都是一些在平常的人类社会中不会发生的奇闻轶事，
抛开形式上的繁杂，这些小说可以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马原在一些随笔中从不掩饰自己对阿
加莎·克里斯蒂、威尔基·柯林斯、柯南道尔等传统通俗小说家们的偏爱，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作
家对小说的看法。小说只有好看不好看之分，马原穷尽一生的探索，也不过是希望写出更好看、更让
读者满意的小说而已。这已经很不容易。　　我最喜欢马原的一点是：他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是躲
藏在先锋作家外衣下的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吟诗人。阅读马原有关西藏的小说，作家的流浪情结似乎满
得要从小说里溢出来。这种流浪情怀与作品中不时灵光一现的佛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超越于世俗
社会之上的诗意。马原对大自然的赞叹、对庙宇、拜经等佛教行为的关注、对山中猎手的描绘，都凸
现出作品的诗性。这种诗性与语言无关，潜伏在作品深处，是浪漫主义磷光在先锋文学中最耀眼的一
次闪现。　　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却与佛、与禅、与理暗合的创作，可能是来自那块神秘大地的召唤
。西藏高原赋予了马原这个外来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心灵境界，离开了这片大地
，作家的创作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马原后来遭遇创作力下滑的窘境，无疑是因为作家本人离
开西藏进入了普通的市民社会。融入凡俗生活的直接后果就是作家的灵气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上天收
去了马原手上的彩笔。对于作家的生活而言步上正轨、回归主流无疑是件好事，但对于作家的创作、
读者的期望、当代文学的含金量而言，这都是一次无法弥补令人痛心的损失。　　重读《冈底斯的诱
惑》，重读小说最后姚亮和陆高吟出的两首诗，益发让人觉得当代文学最为辉煌的一段篇章已经一去
不返。九十年代后新写实主义大行其道，“新生代”作家粉墨登场，美女作家叫得正欢，如今又轮到
“八十后”的青春作家们开始走俏，大伙儿争先恐后对着一堆鸡毛蒜皮的屁事津津乐道。马原也开始
在大学里正儿八经地开讲座写评论，只留给文学史一个寂寞的背影。　　“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
希冀。”安定下来之后，希冀何存？200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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