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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内容概要

一个发生在七天里的故事。
从一桩凶杀案渐渐逼近迷宫般的人性真相。
本书围绕一个女人的活泼生命来展开男性欲望的缠斗，以具有南方气息的俗世人情为底色，生动呈现
二十世纪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这三十多年巨大的社会变迁。作者对寓言式写作情有独钟，与坚
实的细节描写相结合，在惊心动魄的情节推动下，指向生命中的善、恶和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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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作者简介

艾伟 一九六六年生。当代作家。著有长篇《风和日丽》、《爱人有罪》、《爱人同志》，中短篇小说
集《乡村电影》、《水中花》、《小姐们》、《水上的声音》等。作品多次获奖，其中《爱人同志》
获《当代》文学奖，多部作品曾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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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精彩短评

1、可能就是这本小说让我转变了论文的选题，接受了导师的包办婚姻
2、感觉肖长春一部分多余了；魔幻的部分还不够魔幻。
3、刚开始读的有些烦躁，后来被情节吸引。人间细节是小说的物质基础，多人称叙事的方法需要静
下来认真阅读，更能感受到作品的温度。感觉作者是在用一个坏人、可怜人（罗忆苦）作为主角，讲
述了善有善报的观点。
4、艾伟是个写身体感觉的高手，在他面前大部分网络写手都变得小儿科。在前几部说完政治不可靠
之后，《南方》说的是，其实身体也不可靠。如此缓慢的逻辑推进让人在一边干着急——需要一部或
者几部长篇，才能有这个推进啊。但是想到好多作家一生恐怕也没有获得这个推进，我又有些感动。
毕竟，艾伟的文字不错，能飞起来，读者不会担心没有阅读快感。《南方》有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
傻瓜，和《爱人同志》里的张小影不一样，杜天宝这个傻瓜和政治完成了切割，张小影失败了，但杜
天宝得救了。
5、书是可以一口气看完的，内容不会乏味无聊
只是让我不得不百度「永城」在哪，是怎么一个地方。
看过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
觉得书的氛围是一样的，也许是艾伟的个人风格吧
就是市井里的小市民⋯叽叽喳喳个不停却又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6、七日悬案，浓缩了一座小城几十年的历史，社会的变迁，人性的的至善与至丑
7、《人民文学》2015年第1期
8、为什么没人说里面的性场景？实在受不了作者造作的样子了。关于三种视角我觉得作者的尝试是
失败的。
9、好久沒有看過一部完整的小説 
《南方》這本小説是我今年看的最完整的小説了 我很喜歡這部小説 這本小説要改編成劇的話我都想
好誰演杜天寶了 “劉天佐”
10、聽過艾偉和洪爺關於這本書的對談，還殘留著微弱的記憶。自己覺得雖然艾偉有其在結構上的考
量，以及想要通過三個人稱敘述的變化來完成一個寓言，但覺得字裡行間所透露出來的感覺，並沒有
達到他所想要完成的高度。
11、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对女人的认识！刚开始认为艾伟一定是个女人！   书中给我印象很深的
两句话句话1、男人如果忍不住眼泪，灵魂就会随着泪水流走。2、只要有阳光的地方，事情就是在不
断的重复！
12、需要闭上眼睛用尽所有力气，才能把过去找回来
13、忆苦。
14、一口气读完的小说，叙述方式很独特！比《繁花》写得好。让我想起了《许三观卖血记》，都是
浙江作家，故事发生地都是浙江小城。杜天宝和阿甘有点像。

Page 4



《南方》

精彩书评

1、一　　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地理，艾伟的文学地理建构在一个虚拟的南方城市“永城”上，
而夏季的永城，更是他最为钟情的叙事坐标。　　早在艾伟1996年的处女作　《少年杨淇佩着刀》里
，永城还没“建成”，但艾伟对自己笔下南方特质的定义却早已成型，在这篇小说里，夏季的南方“
漫长而炎热”、“植物蓬勃而茂盛”，充满着“潮湿和霉气”以及“腐烂的气息”。虽说作家的处女
作品里，总会有很多新奇的、试验性的尝试，但这种风格特异的南方却一直忠诚地伴随着艾伟，在其
长篇新作《南方》里，夏日的永城“天空广大而明亮”、“藤类植物蓬勃疯长”、“空气黏稠而闷热
，臭气不易散去”———这样的南方，同样如他18年前所描述的一样，毫无诗意、让人窒息。　　放
置在整个南方书写中，艾伟的感知显然是脱离了绝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富庶丰饶、缠绵动人的“南方常
态”，但在其背道行进的过程中，却也明显受到了同时代成名较早的作家苏童，以及其在“香椿树街
系列”中所打造的南方图景的影响。在苏童1989年后创作的这部分小说里，南方肮脏潮湿，充满着痛
楚和无助、欲望和死亡，这和《南方》以及艾伟其他一部分小说的故事背景都相似相同。也正是因为
有了这个高度契合的“南方”，行走于其中的虚构人物、渲染氛围的小说意象、承接情节的故事主干
，就也都不可避免地跟着雷同了起来。比如，在《南方》里主人公罗忆苦受着膨胀欲望的操控，一步
步走向自我灭亡的人生路径，基本上是延续了苏童《米》中对五龙人生的规划，他们同样在南方堕入
深渊，在生命的终点回到北方（五龙是回到江北老家枫杨树乡村，罗忆苦是回到广州以北的故乡永城
）。比如，小说里承载罗思甜弃世自尽、罗忆苦毁容被杀的是“水”，承载夏小恽偷渡去香港的是“
水”，承载杨美丽和罗忆苦遗弃罗思甜、夏小恽之子的也是“水”，“水”这个贯穿《南方》　最主
要的意象，一方面来自艾伟“从小在江边长大”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用“水”来象征“对岸的逃亡
”、“与岸的对立”，表达生死命运的神秘，似乎又与苏童的　《河岸》《南方的堕落》《河流的秘
密》等一批作品“不谋而合”。又比如，小说进行到后半部分，出走与回归一直交错进行、推动着故
事的发展，罗忆苦、夏小恽、杜天宝、须南国等人怀着寻梦、寻人、寻医等目的，从永城出走广东，
但最终，都会无一例外地带着失望和破灭从广东回到永城；出走与回归的叙述模式虽然滥觞于古希腊
神话，但艾伟在其中所附加的对于南方（永城之南的广东）物欲生活的否定等内容，似乎也与苏童在
《米》《蛇为什么会飞》等小说中所传达的寓意基本一致。　　二　　小说《南方》分别以杜天宝、
罗忆苦、肖长春三个人为第一人称，交错叙述着各自的、也关涉着其他人物的故事，因为是从不同人
的口中讲出，每个讲述者的态度和感情也不尽相同，而在故事情节方面，有重叠也有空白，重叠部分
有的是为了表明不同叙述者的不同态度，有的则是为了故意制造矛盾效应，而那些故事进行中的空白
，一些随着情节的推进被步步解开，而另外一些不影响故事结论却也值得玩味的空白，则直到小说煞
尾都没有被言明：肖长春究竟有没有在罗忆苦的诱惑下就犯？董培根失踪的枪是被谁偷走的？董培根
和蕊萌交情不浅、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是艾伟故意埋伏下的，只有留待不同心境、不
同阅读体验的读者给出不同的解答了。诚如前文提到的小说意象，这里说到的重复和空白，以及小说
借助罗忆苦所采用的灵魂飘荡七天的俯视视角，都是先锋文学颇为标志性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艾伟
以先锋文学（《少年杨淇佩着刀》）出道，又因先锋文学（《越野赛跑》）成名，是个熟稔于先锋要
素的作家，但先锋文学本身又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对个人情感的淡化、对人物性格多样化的回避、对
时间地点的刻意模糊等等，这些都造成了先锋文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脱节和衰落。正因为意识到了
先锋文学的“画地为牢”（艾伟语），2010年，艾伟捧出了纯写实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并大获成
功，一举囊括了多个年度重要奖项，但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看，写实文学不免有些平铺直叙、一冲到
底，在趣味性和多样性方面，都显示出了不足。　　或许正是为了在“先锋文学”和“写实文学”之
间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艾伟写出了这部具有重建意义的《南方》。从小说类型上来看，《南方
》　既有先锋特质，又有写实元素，具体来说，也就是小说的“支干”和“骨架”是先锋的，但充实
于其中的“血肉”却都是写实的。在中国“60后”当代作家中，艾伟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写作者，最大
的特色就是因为在他的文字之中，始终张扬着浓烈的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情怀，这些，也是艾伟最为
突出、最具个人特色的“现实元素”。　　就拿《南方》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说，他们有时让人咬牙
切齿，禁不住鄙视其手段、贪欲和冷漠，但有时又让人怜悯，满心信服于他们的忏悔、两难和痛楚。
这其中，塑造得最丰满、也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肖长春和杜天宝。　　三　　与艾伟在《风和日丽》
中塑造的将军尹泽桂一样，肖长春也是一个在“个人身份”的挟持下受伤受挫的“前军官”。一方面
，他为了保持军人的秉公和高官的威严，抹去一切个人情感，戴上面具，装扮成一个喜怒无形于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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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人，于是，就连死刑降临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就连路遇一具酷似儿媳罗忆苦的浮尸，他也眉宇间纹丝
不动，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公平和威仪；而另一方面，冷峻之下的肖长春其实更是一个内心丰富、情感
细腻的人，他谨慎地保管着罗忆苦的骨灰，在她被所有人遗弃后，仍旧为她坚守最后一份亲情，他看
护着常常因丧子之痛陷入疯癫的妻子周兰，内心的痛楚被一次次硬生生地拽出、难以愈合。当然，也
正是因为有了人性之“热”与身份之“冷”的拉扯搏击，才赋予了肖长春更多生存的温度，在这种纠
结和焦灼中，肖长春每被伤害一次，也就代表着历史对现实的操控又被弱化了一些。正因为此，我们
不难断定，文本中的肖长春是性格鲜明的，作家对他的塑造也是成功的，但倘若是将肖长春放置在艾
伟虚构的诸多文学形象之中，也不难让人发现，不仅是“身份”的相同，肖长春的性格特征也几乎是
完全因袭了《风和日丽》中的尹泽桂。　　在《南方》的序言中，艾伟声称“他（杜天宝）的故事来
源于我的邻居”，但杜天宝这个众人眼中的傻子，则更容易让人想到辛格的名篇《傻子吉姆佩尔》。
与吉姆佩尔一样，杜天宝最为鲜明的标签也不是“傻”，而是“善良”，更可贵的是，杜天宝的善良
不受宗教驱导，也不曾陷入过怀疑和自我否定，他总是遵从内心，毫无保留地对人行善。杜天宝的“
善良”看似愚笨，有时还会让人“怒其不争”，但正是这种“愚善”，让人觉察到一种即使被恶意包
围，也要释放人性光芒的矢志不渝。当然，作为故事情节的设计者，艾伟也没有“亏待”杜天宝，他
的善意总是在施予对方后，又被回报在自己身上，比如曾经受他善心帮助的陈阿姨，无偿动用关系为
他找到了一份人人惊羡的“饭碗”；比如离家出走的女儿在多次寻觅无果后，竟然带着男友出乎意料
地回到了永城完婚；　又比如杜天宝因为信任罗忆苦而被骗走的十万块钱，在转了一圈之后又神不知
鬼不觉地到了家里。杜天宝和罗思甜是《南方》里两个纯洁无瑕的人物，在小说的最后，艾伟让杜天
宝的女儿碧玉和罗思甜的儿子冯小睦在充满欲望的广州偶然相遇，又回到永城结成连理，开始孕育人
间善意的新一轮回，这是艾伟对人性光芒的激赏，也是他对“行善必有善报”的肯定。在习惯感情“
绝缘”的先锋“外壳”之下，艾伟深藏的如此一个充满温度、褒奖善良的故事，不仅让人感怀和唏嘘
，对于当代小说的文体重建来说，瑕不掩瑜，《南方》也具有重要而非凡的意义。（《文学报》）

Page 6



《南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