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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内容概要

我微笑着回头，环视全场，他们在我眼里变成一个个被吹得极端膨胀的安全套；而我只是一根算不得
锋利的小牙签,我只是这儿捅捅那儿捅捅——砰！砰砰！！
他们就再也不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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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作者简介

这儿捅捅那儿捅捅
马天利 男 1978年11月27日
生于河北承德
个人信箱 matianl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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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精彩短评

1、只要你有过大学时光，你一定要读这部小说！从校园到社会，从多彩的理想来到现实中跌跌撞撞
，这写的不是一个捅捅的故事，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你懂的！
2、　　    简述：
　　
　　    小说分为《来吧》和《去吧》两个部分，上卷7万字，下卷5万字。
　　
　　    全文写作历时四年，其中《来吧》写的是学校里的故事，《去吧》写的是工作后的故事。
　　
　　    两篇文本在结构和写作上是对称和呼应的，但是在情绪上有起承转合的变化。
　　
　　    如果一定要说这部小说受到哪位前辈大师的影响，那么我要说这是向乔治奥威尔致敬的一部作
品，
　　
　　    其中《来吧》向《动物庄园》和《1984》致敬，《去吧》向《上来透口气》致敬。
　　
　　    归根结底我们是孤独的暗河
　　
　　    在地下交汇悄无声息，瞬间完成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继续
　　
　　    陈野
　　
　　    捅捅君是我仅知的几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之一。我用“真诚”这个词，是为了与由政治颜料层
层粉饰而成的“伪理想”区分开来；我用“理想”这个词，是为了与那些自怜自恋的小资作家笔下的
凄美“现实”区分开来。
　　
　　    对于这个定位，捅捅君大概不会赞同。证据是我曾亲耳听到的他的自嘲——一个不合时宜的庸
现分子。然而，自嘲从来都是通过对所处困境的抢先描述而达成自我解脱的手段。我从这句话中看到
的，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眼望星空时的郁闷。
　　
　　    这种郁闷心境自然也投射在他的小说里。
　　
　　    从《来吧》到《去吧》，捅捅君以白描手法记录了自己在路上的青春，也记录从少年初长成到
开始老去这数年间所遭遇的丑恶和美好。尽管他刻意用笔法的平淡来彰显社会的荒诞，可是在杀戮理
想的嘻骂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公正、平等、真实，等等等等——仍从他的指间喷涌出来——这
些，在他的小说中被定义为“一直未曾放弃对美好世界的希望”。
　　
　　    这是仅供自慰的希望！
　　
　　    作为丑陋而强大之现实的对立面，这种希望（或是理想）注定了只能是一些脆如饼干，薄如玻
璃的斑斓色彩。他们既没有坚固到足以阻挡势利狂潮的侵袭，也没有高档到足以被请入神庙供人膜拜
。他们不过就是一阵季风。在不同的时间，经过不同的地点，拂过不同的脸，然后离开，却把那
　　
　　    些可爱的追风人留在原地。理想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丝模糊的美好回忆。然而正因为这短暂的
幻觉般的清爽，却更凸显周围的闷热压抑无聊逼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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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捅捅君了解这一点，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也纷纷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沈经理“想要一死了之” 
，王宇终于有跳不动槽的时候，肖晓也快要感觉不到捅捅的存在了。捅捅君本人在瘪着肚皮游历一圈
之后，最终也是挥挥手告别在别处的生活，开始努力工作，并患上了婚姻焦虑症。
　　
　　    “毕业时找不到工作挨饿，找到工作越干越没劲，然后辞职出去瞎跑，结果又挨饿了，再回来
工作，又觉得没劲，但一想到挨饿时的难受就不敢辞职了。”
　　
　　    这段话是捅捅君对那段过程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否定理想的一直存在，只是变得更
注重现实中的存在。理想主义的他，似乎已经从这一过程中，沦落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分子。而我
在开头写下的话，如果不标上“过去式”的话，也就是一个响亮的屁。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披上现实外衣取暖的他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对理想的仰望。不彻底的
妥协下，他的秘密花园建筑工程仍在继续。
　　
　　    虽然在表面上残酷地否定了所有触摸理想天空的可能性，暗地里却满脸幸福地放了爱情一马。
　　
　　    正是因为这个甜蜜的例外，才有他在读信后的泪流满面，才有他在云南的以头撞墙。也正是在
这里，才可以瞥见他对“美好世界”的未曾放弃。
　　
　　    小说的结尾，小孩版唐吉柯德的离去，无疑是那个愤怒少年的告别秀。留在原地继续挣扎的，
已经变成了学会把理想藏入心底的郁闷青年。可是这两者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学会了隐藏，学
会了妥协，捅捅君仍是那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fairy发贴
　　
　　    能把你的青春记忆成这个样子，无论是出于什么想法，你有勇气剖析你自己和你所爱所恨的人
，就让我喜欢。
　　
　　    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这个XXX党领导的国家是不允许有多少人活的真实的，在某个层面来讲
，是有些道德沦丧的，充满了虚伪与利益关系，我们受着这个沉封的封建遗毒的束缚，不敢轻易放纵
自己，所以这些赤裸裸的文字很吸引我的眼球，它随意，真实！
　　
　　    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我们很多人就是屈就于这种安定、平静，没有人来反抗不应该出现在
这个本应纯洁的世界的垃圾，再都没有曾经那个年代来自年轻声音的呼喊，我们都要老去了。
　　
　　    说这些，并不是表达我对这个年代的愤恨，只是我对这些文字的赞赏！也希望即使我们表面上
为物质而挣扎，内心还要保留一块能发泄、真实的自留地！
　　
　　
　　
　　    假如这个世界是面墙
　　
　　    相信很多人已经发觉，在中国做事很难，不是一般的难。悲观者会哀叹：这个世界是面墙。
　　
　　    唯心地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面墙。你可以选择骑在墙头观望，也可以选择加入到推倒这面墙
的队伍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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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前不久我读到了一本在网上发表的小说《来吧》，我想每一个对学校的吃人体制有过切身感受
的人都应该从这本书中找到共鸣。当然这不是一本“新潮”的书——假如“新潮”指的是飞麻、滥交
、颓废和不学无术的话。这也不是一本笔法前卫的书，它传统的写作手法令其文学上的价值乏善可陈
。但我仍要说：这是一本很NB的书，它就NB在作者的态度上：无论受到体制多大的压迫和戕害，都
始终面带微笑地伸出中指。
　　
　　    《来吧》的作者这儿捅捅那儿捅捅在这本书里揭露了西安某民办大学的种种令人发指的黑幕，
还有其中每一个追求心中自由的青年无畏的反抗。——你我都知道，在这个国家只要照实的描写现状
都有可能写成一本禁书。令人心寒的是捅捅的校友、一位入党积极分子向校方告发了这本“反动”的
八万字小说。这所学校马上采取了一些令人做呕的手段逼迫捅捅、阻止这本小说在网上传播。也许
　　
　　    面对学校这个强大的对手，当事人也曾有过短暂的软弱和恐惧，但如果每个人面对黑暗的现实
都低下头颅的话，那么等着谁站出来与其作斗争呢？于是捅捅可以说毅然地放弃了妥协，而是变作了
一根小小的牙签，他说“我微笑着回头，环视全场。他们在我眼里变成一个个被吹得极端膨胀的安全
套，而我只是一根算不得锋利的小牙签，我只是这儿捅捅，那儿捅捅，‘砰，砰砰！‘。他们再也不
安全了。”
　　
　　    学校不相信捅捅能弃三年时间三万多块才能换得的那张毕业纸于不顾而一走了之。可他就是走
了。
　　
　　    前不久，光明日报上还大幅刊登了这所民办大学的种种光辉业绩，它俨然成了一所治学严谨、
硕果累累的大学。我突然为捅捅的处境担忧起来，近几个月他一直在为这本书的出版四处奔走，而学
校方面也正在四处追查他，力求赶尽杀决⋯⋯双方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让我对捅捅的勇气
心生敬意。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本书会在两星期后出版发行，以那所学校的势力，捅捅很有可能面对更
为艰难的个人处境。这时我想起《精神生活》第二期前言里说的话：“没有人可以永远作旁观者，除
非他是神或佛爷。”
　　
　　    那么，像捅捅所说的：如果这个世界是堵墙，就让我们一起欢乐的往上撞，往上撞，往上撞！
　　
　　
　　
　　被损耗的青春——读后感
　　
　　    作者：天涯逗号
　　
　　    　　马天力说要给我寄小说时，我看到是在榕树下发表过时，忽然感到一阵厌恶。从五岁开始
看过的文字真的不少，对于文字也已经有了一种时间积累而成的敏感。最近对于许多打着榕树标签的
文章我已经有些恐惧了，还好马天力告诉我，他也一样对它感到恶心。
　　
　　    这让我感到些许安慰，于是我静下来读他的小说，这是一个还没有写完的故事，更不要说什么
时候可以出版。
　　
　　    看完了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我要完成另一种形式的出版，真正的文字有是不需要纸张，而作为
一个编辑，最痛苦的莫过于看到出色的文字躺在无人理会的角落。
　　
　　    还是回到马天力和他的小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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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我从学校教育的牢笼里跳出来走进虚无主义的无限空间，投向分裂的怀抱。文字给了我一个
有力的工具，准备盖一个较大型的建筑。我还年轻，我的建筑材料还不够多。也许我会盖个危房，也
许我永远不能完工，但它决不是豆腐渣工程。因为它不以赢利为目的，它真诚而相对纯洁。它的真实
使它发光，它的倒塌也不会伤及无辜，只会埋葬一个———我,那么————来吧！）
　　
　　    他是这么开头的，阅读的人一下可以靠近他的心脏。似乎马天力并没有做好叙述的准备。
　　
　　    （我几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叙述。这个夏天很热，我有点儿烦，我有点儿晕。我几乎在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叙述。）
　　
　　    他在后面开始讲述一个青年的故事，一个荒诞而又坚实地存在于他们生活的故事，或许我们已
经被荒诞和无聊浸泡的太多，我们已经有些麻木。我也是这样。
　　
　　    而这一次，我竟然还是被打动。
　　
　　    因为，我感觉到一种生命在消耗，而且是没有意义的消耗。
　　
　　    我知道，类似的生活一定有许多，只是很多没有书写，属于真实和有价值之外的纸张并不多，
而网络只有更多更多的垃圾。
　　
　　    用文字来概括别人的文字是危险的，然而为了更多的人可以去阅读文本本身，我决定冒着误解
的危险。
　　
　　    对于这样一个出生在70年代末或者80年代初的年轻人来说：对生活境遇的深刻体会和一种试图
挣扎和反抗的努力构成了这篇小说最大的张力，而作者平静安详地叙述让人感觉到生活的诸多不合理
，我无法发笑，因为我看见无数年轻的生命在被损耗，没有任何价值的损耗。对于马天力说来，
　　
　　    他似乎不应该把故事叙述得太真了，这可能会带来某种叙述之外的危险。另类是一个被误解的
词，我很喜欢马天力给我的信中一开始就声明自己是一个伪另类，这让我感到事实上这个世界真正意
义的另类往往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生活中有着或多或少愤怒的普通人。
　　
　　    另类只不过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许多人以为他是一个生理或精神问题。
　　
　　    关于这几代的文字，一定还有真正的矿产埋藏在地底下。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真正冒出
来堂而皇之地走向纸张的文字不可能是全部，甚至连精华都算不上。
　　
　　    前几天，看完了农民的《告别》（农民告诉我：新文化里面有，等我以后有空的时候会写些关
于《告别》的文字，现在不行），也有上述对于文字的感觉，而马天力的故事让我更加坚定。
　　
　　    最后我想说一句，这不是一种商业意义的评论，因为我们都将无利可图，而让文字走近真正尊
敬的文字的人，是我唯一的目的。
　　
　　    而马天力更加可爱，他在叙述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
　　
　　    （我终于写到了最难写的部分，我和肖晓的事。此时肖晓就坐在我身边，我踌躇着努力接近自
己，割开自己；努力保持客观，呈示真相。可这真难呀！我把它说出来本身就是对肖晓莫大的伤害，
我们都知道有些实话是不能实说的。）
　　
　　    真的，并不是很希望他这些文字变成纸张，因为这对于文字来说，没有真正的改变，而环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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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益恶化，节省纸张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除了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停顿，可能是思考可能是分居可能是犹豫也可能是鱼刺戳到了喉
咙。
　　
　　    悬空的一代——七十年代初的人心里有着别人难以到达的禁地，八十年代的人缺乏厚重感，而
我们夹在中间的是幸运的一批人，在沉重和肤浅之间折中，内心丰富，却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是最宝贵的光阴，这是最廉价的光阴；这是燃烧的小说，这是废墟的花朵；这是超现实的，
这是超级的现实
　　
　　
　　
　　
　　
　　
　　    多年以前，我是一个愤怒青年
　　
　　    ——评马天力小说《来吧》
　　
　　    作者：啤酒兑水
　　
　　    公元一九七八年，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一年，中美中日
建交，在这一年大批知青为了返城而明争暗斗，在这一年，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点起了自杀的火焰，
这一年性手枪正式解散，这一年《１９８４》开始在中国的白皮书上连载。
　　
　　    这是一个旧的青年开始老去一年，这是愤怒的６０年代最后熄火的一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一年，还是现在被称为“７０年代人”这个破班车的末班车，虽然我不承认有什么“７０年
代人”，但是，即使有，７８年出生的人也是为７０年代扫尾的人了。
　　
　　    ７８年出生那拨人在干什么呢？也许和他们的老大哥一样，已经人模狗样穿着西装领带站在人
群里了，他们管这种叫小资，他们已经不在愤怒，就象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现在安于平庸。
　　
　　    每个时代都有漏网之鱼，马天力算不算一个呢，即使算，他也不是最大的一个，看着我这位河
北老乡这捅捅那捅捅，我真想告诉他一件悲哀的事实——即使你是鱼，也应该知道，鱼一定会死，网
却不一定会破，你对着南墙撞的头破血流也不过是你自己疼。也许这话不该我说，因为我比他要小，
但是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知道是惭愧还是一种庆幸。
　　
　　    尤维纳利斯为诗歌定下了基调，“愤怒出诗人”，诗就是书愤的最好载体。而现在，拿着这样
一本并不厚的小说，我的手已经感到了其中愤怒的火焰，他正烤着我。
　　
　　    王小波说过，一本小书就是一场灾难，这话放到马天力身上是合适的，因为这本书在网上流传
时作者和其亲友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乃至迫害，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被拘押，开除，这无疑是一
种灾难，仅仅是因为这本书吗？
　　
　　    凭良心说，这本小说很粗糙，糙到许多人都认为自己能写出来的地步，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
没写出来？也有许多人会说，为这么本小说付出这么大代价不值得，那你认为什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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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作者说，这是一部不和适宜的书，因为他出版在“一个歌舞升平的光明盛世中，一个只听得见
无数赞扬声的小康社会里。”我想告诉他，其实没有什么不和适宜的东西，因为即使你再愤怒，也不
过是闲人们餐桌上的调味品，当然，这又是一句泄气的话，我没有说。
　　
　　    没有人能持续的处于愤怒状态，法国一位学者说过，一个人３０岁之前不是左派他的心灵有病
，一个人３０岁之后还是左派他的头脑有病，我把他理解为一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愤怒过他的
心灵有病，以此作为对马天力的褒奖。
　　
　　    可笑吧？也许心灵有病的是我们呢，当多年之后，我们肚子越来越硬生殖器越来越软的时候，
会不会认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做所为是一种ＳＢ行为呢，也许会的。
　　
　　    是的，我们都在长大，当有一天，我们不再愤怒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老了。同为７８年出生的
人，有人还在燃烧自己的热血，有的人却在为自己能在年龄生日感情上与别人抓迷藏而觉得是一种成
熟，其实哪种也没错，大家殊途同归，最终不过是会守着残破的年景喃喃自语到“许多年以前，我是
一个愤怒青年”。
　　
　　    眼前一地鸡毛，身后一把跳蚤
　　
　　    作者：FBJ
　　
　　
　　
　　
　　    评马天力新书《来吧，去吧》
　　
　　    小时候生活自理能力差，父母总是担心，这孩子，长大可怎么办啊，结果我长大了，连最复杂
的系鞋带都会了；小学的时候总爱耍小聪明，老师总是担心，这孩子，长大之后可怎么办啊，结果我
长大了，连最简单的初等数学都学不会；中学的时候搞起了早恋，教导主人总是担心，这孩子，长大
了可怎么办啊，结果我长大了，连糊弄碗棒子面粥的地方都没找到；大学的时候喜欢跟别人谈人生，
教授总是担心，这孩子，毕业以后怎么办啊，结果我毕业了，现在谁跟我谈人生俩字我就想打的他吐
血⋯⋯就这样，我们在师长的担心中哗啦啦的成长，上学打架吃饭睡觉恋爱失恋毕业上班⋯⋯
　　
　　    别人该干的我们一样没拉，别人没干的我们也一样没拉，中间出了个把歪瓜劣枣，但是总算没
有象我们出生时候那些政治家教育家担忧的那样会全面垮掉。
　　
　　    当我们象小时候小喇叭里教育的那样真正的成为接班人的时候，我们发现，成长根本没我们说
的那么好。他不但象鲁迅这样的心里阴暗的老爷爷说的那样充满了陷阱，而且最可怕的是，你面前的
总是一地的鸡毛，你伸出拳头探索，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你刚迈开脚，满地的鸡毛就让你带着飞起来
了，低者纷飞粘裤腿，高者过头洒脑门，这时候如果你发现旁边有人手拿一根鸡毛怪叫：“这根鸡毛
很荒诞啊。”不用问，这位一定是已经成为濒危动物的文学青年。
　　
　　    马天力无疑就是这种比大熊猫还珍贵的动物中的一员，此马天天在有空调的高级马厩里摇大尾
巴，做出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其实骨子里是混进良马队伍里的野马，隔几天不就要出去撒环，然后
悄悄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回来。这回，他带回来的孩子叫《来吧》。
　　
　　    在我看来，《来吧》会是一本很好看的书，请相信，我没吃马天力一口草料。我这么说是有自
己的道理的。
　　
　　    首先，这是一部很受欢迎的成长题材小说。关于成长题材小说，我们说的太多了，虽然无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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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和理想的种种冲突，可捏一块加上年轻的主人公一穿插还总能吸引着你看下去。我想很多人都对
成长感兴趣，所以这种题材也就很有市场。80年代以来，从刘心武开始就演化了很多变体，各位老师
对青春和成长是啥玩意这个问题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上大学上领奖台上报纸的一拨，我们称为上
三旗，该派认为，青春就是淡淡的忧愁，成长就是慢慢的明白；下农村下基层下部队的一波，我们称
为下三旗，他们认为，青春就是残酷的，成长就是越活越莫名其妙。前者有把生活弱智化的嫌疑，后
者有把生活野兽化的倾向。这个时候，马天力小心翼翼的举起小爪子“同志们，我再补充两句儿，这
个青春吧，我基本认为，就是跳蚤，都以为自己跳的高其实是跳不出别人的掌心，这个这个成长吧，
我认为就是敢于直面满地的鸡毛⋯⋯”，这种发言虽然不新鲜，但起码又提供了一个答案，答案越多
事物越有意思。作为一个捣乱的作者，小说一开头就把自己的鸡毛枕头撕开了“说到我跟肖晓结婚这
件事倒不是谁陷谁于坟墓的问题，因为我俩既不是官商联姻也不是绿卡交易；但也正因为俺俩是贫民
自由恋爱要结婚，这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件容易事儿，在北京北三环上就更是如此。结婚给我
造成的沧桑病是这样发生的：结婚一词的衍生词是房子，房子的近义词是首付，首付的同义词是存款
，存款一词对我的拷问较结婚一词要凶猛得多，其结果是在结婚一词面前我可以只面对肖晓一个人，
并在海拔上尚有一头多的优势可言；但在存款一词面前我仰之弥高，产生了深重的挫败感。所以当肖
晓质问我到底有没有为结婚存下款时，我就再无海拔优势可言了。”根据我不多的人生经验，中国人
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婚嫁两事，当然，还有丧事，不过那就不由您作主了——话说回来，小说一开头就
拿结婚说事，而且即不是用特喜庆也不是用特悲壮的语气讲，而是跟读者八分一毛的算结婚的条件，
也实在够鸡毛的。
　　
　　    其次，这本小说很好读，以白描为主的文字保持了很不错的张力：“突然路中央冲出一个十三
四岁的孩子，寸头直竖肤色黝黑神情凝重，上身赤裸肋骨根根可见，穿一条黑色运动短裤，脚上只有
灰色的袜子没有鞋。他突然腾空跃起，对旁边驶来的公共汽车猛踢出一记飞脚，如同唐吉诃德手持长
矛刺向巨大的风车。大巴紧急刹车，他一脚踢空，落地后专注的眼神仍旧直视前方，小腿蹬地，以惊
人的速度继续飞奔向前。”这段看完，一个特写基本上就勾画出来了。而象“在我工作的三个月时间
里共如此写出了《牛顿新世纪十万个为什么》（全三册）、《爱因斯坦少儿百科全书》（全六册）等
两套大部头的著作，当然并没有经过这两位科学界老前辈的冠名许可，若他们二位泉下有知还望海涵
。”这样的文字确实也贫的很可爱。我一直认为，一本小说，起码应该让普通读者没有阅读不下去的
感觉，不能跟读者作对，好在，这本书没有，虽然文字还欠打磨，但是如果您使用的是马桶，还是建
议您备上一本。
　　
　　    再次，这是一部至少在看上去是低成本的小说。我们算一下，书中“我”的四处流浪其实总共
花了大概三万块钱，这还不算每到一个新城市他多少都能挣一些钱，两相抵消，“我”也就没有花非
常大的价钱就把上海昆明北京逛了一遍，还落了一个女朋友和一个旅行袋。而余秋雨老师的《文化苦
旅》的花费则要多的多，不说别的，没钱您在全国各地衣冠楚楚的转一圈给我看看。我说这个事情的
意思是说，有一种故事叫小说，他是现实主义的，低成本的。有一种故事叫传奇，他是超幻想的，高
成本的。虽然马天力在书中总是把生活写的很荒谬很传奇，但是，从成本上考虑，我认为，这是一部
小说，所以，建议小说爱好者还是读一读吧。
　　
　　    最后，我要说，如果您不爱看字，本书的配图也值得一看，想学卡通的可以从中学点抽象派，
想学抽象的可以从中学点野兽，想学野兽的可以从里面学点后现代，什么也不想学的也可以从里面收
获点坏笑，所以，这也是本很好的绘画读物。
　　
　　    但在这同时，我也对本书充满了担忧，作为一个非专业作者的产品，他有着太多的缺憾，妨碍
了作者和作品的提高。
　　
　　    第一，本书出现了严重的用力不均匀，在上海的故事讲的还有些耐心，而讲云南故事的时候则
显得快得如流水。作者似乎是想换下时空和叙述方法，结果不但没成功还显得没话找话欲盖弥彰。
　　
　　    三年的时间跨度并不太长，作者却处理的如此不均匀，讲故事讲的上气不接下气，老实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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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给人敷衍了事的感觉。相对来说，上海部分写的比较下力气，还算是不错。
　　
　　    第二，本书的语言过于油滑，结构不严谨，节奏拖拉。严重影响了作者的表达和叙述推进，尤
其是作者在其中自作聪明的议论，给出一个不是第三者胜似第三者的超视角叙述，对人物事物过于不
屑的进行叙述。虽然由于基本采用叙述语言，小说的内容没有明显的逻辑冲突，但很多段落给人贫的
过头的感觉。
　　
　　    第三，本书存在用一个观点强行灌输的习惯，作者一再强调荒诞，然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往上
面套，好了，有些事情，有经验的读者会知道你想表述什么，但是过于白描再加点自己的情绪，不对
事物做出夸大的处理是不可能的。这给读者的感觉是你描写的牵强。
　　
　　    好了，好话坏话我都说了，还是说点什么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吧。我不知道说什么合适，只能
把徐志摩的名作抄在文后，巧的是，这首诗歌也叫《去吧》。
　　
　　    去吧
　　
　　    徐志摩
　　
　　    去吧，人间，去吧！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吧，人间，去吧！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吧，青年，去吧！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吧，青年，去吧！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吧，梦乡，去吧！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吧，梦乡，去吧！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吧，种种，去吧！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吧，一切，去吧！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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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错，有机会读一下
4、好看。
5、当年读得好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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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简述：小说分为《来吧》和《去吧》两个部分，上卷7万字，下卷5万字。全文写作历时四年，其中
《来吧》写的是学校里的故事，《去吧》写的是工作后的故事。两篇文本在结构和写作上是对称和呼
应的，但是在情绪上有起承转合的变化。如果一定要说这部小说受到哪位前辈大师的影响，那么我要
说这是向乔治奥威尔致敬的一部作品，其中《来吧》向《动物庄园》和《1984》致敬，《去吧》向《
上来透口气》致敬。归根结底我们是孤独的暗河在地下交汇悄无声息，瞬间完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继
续陈野捅捅君是我仅知的几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之一。我用“真诚”这个词，是为了与由政治颜料层
层粉饰而成的“伪理想”区分开来；我用“理想”这个词，是为了与那些自怜自恋的小资作家笔下的
凄美“现实”区分开来。对于这个定位，捅捅君大概不会赞同。证据是我曾亲耳听到的他的自嘲——
一个不合时宜的庸现分子。然而，自嘲从来都是通过对所处困境的抢先描述而达成自我解脱的手段。
我从这句话中看到的，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眼望星空时的郁闷。这种郁闷心境自然也投
射在他的小说里。从《来吧》到《去吧》，捅捅君以白描手法记录了自己在路上的青春，也记录从少
年初长成到开始老去这数年间所遭遇的丑恶和美好。尽管他刻意用笔法的平淡来彰显社会的荒诞，可
是在杀戮理想的嘻骂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公正、平等、真实，等等等等——仍从他的指间喷涌
出来——这些，在他的小说中被定义为“一直未曾放弃对美好世界的希望”。这是仅供自慰的希望！
作为丑陋而强大之现实的对立面，这种希望（或是理想）注定了只能是一些脆如饼干，薄如玻璃的斑
斓色彩。他们既没有坚固到足以阻挡势利狂潮的侵袭，也没有高档到足以被请入神庙供人膜拜。他们
不过就是一阵季风。在不同的时间，经过不同的地点，拂过不同的脸，然后离开，却把那些可爱的追
风人留在原地。理想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丝模糊的美好回忆。然而正因为这短暂的幻觉般的清爽，却
更凸显周围的闷热压抑无聊逼仄了。捅捅君了解这一点，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也纷纷体会到这一点。所
以，沈经理“想要一死了之” ，王宇终于有跳不动槽的时候，肖晓也快要感觉不到捅捅的存在了。捅
捅君本人在瘪着肚皮游历一圈之后，最终也是挥挥手告别在别处的生活，开始努力工作，并患上了婚
姻焦虑症。“毕业时找不到工作挨饿，找到工作越干越没劲，然后辞职出去瞎跑，结果又挨饿了，再
回来工作，又觉得没劲，但一想到挨饿时的难受就不敢辞职了。”这段话是捅捅君对那段过程的总结
。从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否定理想的一直存在，只是变得更注重现实中的存在。理想主义的他，似乎
已经从这一过程中，沦落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分子。而我在开头写下的话，如果不标上“过去式”
的话，也就是一个响亮的屁。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披上现实外衣取暖的他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对
理想的仰望。不彻底的妥协下，他的秘密花园建筑工程仍在继续。虽然在表面上残酷地否定了所有触
摸理想天空的可能性，暗地里却满脸幸福地放了爱情一马。正是因为这个甜蜜的例外，才有他在读信
后的泪流满面，才有他在云南的以头撞墙。也正是在这里，才可以瞥见他对“美好世界”的未曾放弃
。小说的结尾，小孩版唐吉柯德的离去，无疑是那个愤怒少年的告别秀。留在原地继续挣扎的，已经
变成了学会把理想藏入心底的郁闷青年。可是这两者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学会了隐藏，学会了
妥协，捅捅君仍是那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fairy发贴能把你的青春记忆成这个样子，无论是出于什么
想法，你有勇气剖析你自己和你所爱所恨的人，就让我喜欢。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这个XXX党领导
的国家是不允许有多少人活的真实的，在某个层面来讲，是有些道德沦丧的，充满了虚伪与利益关系
，我们受着这个沉封的封建遗毒的束缚，不敢轻易放纵自己，所以这些赤裸裸的文字很吸引我的眼球
，它随意，真实！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我们很多人就是屈就于这种安定、平静，没有人来反抗不
应该出现在这个本应纯洁的世界的垃圾，再都没有曾经那个年代来自年轻声音的呼喊，我们都要老去
了。说这些，并不是表达我对这个年代的愤恨，只是我对这些文字的赞赏！也希望即使我们表面上为
物质而挣扎，内心还要保留一块能发泄、真实的自留地！假如这个世界是面墙相信很多人已经发觉，
在中国做事很难，不是一般的难。悲观者会哀叹：这个世界是面墙。唯心地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面
墙。你可以选择骑在墙头观望，也可以选择加入到推倒这面墙的队伍中去。前不久我读到了一本在网
上发表的小说《来吧》，我想每一个对学校的吃人体制有过切身感受的人都应该从这本书中找到共鸣
。当然这不是一本“新潮”的书——假如“新潮”指的是飞麻、滥交、颓废和不学无术的话。这也不
是一本笔法前卫的书，它传统的写作手法令其文学上的价值乏善可陈。但我仍要说：这是一本很NB的
书，它就NB在作者的态度上：无论受到体制多大的压迫和戕害，都始终面带微笑地伸出中指。《来吧
》的作者这儿捅捅那儿捅捅在这本书里揭露了西安某民办大学的种种令人发指的黑幕，还有其中每一
个追求心中自由的青年无畏的反抗。——你我都知道，在这个国家只要照实的描写现状都有可能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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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禁书。令人心寒的是捅捅的校友、一位入党积极分子向校方告发了这本“反动”的八万字小说。
这所学校马上采取了一些令人做呕的手段逼迫捅捅、阻止这本小说在网上传播。也许面对学校这个强
大的对手，当事人也曾有过短暂的软弱和恐惧，但如果每个人面对黑暗的现实都低下头颅的话，那么
等着谁站出来与其作斗争呢？于是捅捅可以说毅然地放弃了妥协，而是变作了一根小小的牙签，他说
“我微笑着回头，环视全场。他们在我眼里变成一个个被吹得极端膨胀的安全套，而我只是一根算不
得锋利的小牙签，我只是这儿捅捅，那儿捅捅，‘砰，砰砰！‘。他们再也不安全了。”学校不相信
捅捅能弃三年时间三万多块才能换得的那张毕业纸于不顾而一走了之。可他就是走了。前不久，光明
日报上还大幅刊登了这所民办大学的种种光辉业绩，它俨然成了一所治学严谨、硕果累累的大学。我
突然为捅捅的处境担忧起来，近几个月他一直在为这本书的出版四处奔走，而学校方面也正在四处追
查他，力求赶尽杀决⋯⋯双方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让我对捅捅的勇气心生敬意。如果不出
意外的话，这本书会在两星期后出版发行，以那所学校的势力，捅捅很有可能面对更为艰难的个人处
境。这时我想起《精神生活》第二期前言里说的话：“没有人可以永远作旁观者，除非他是神或佛爷
。”那么，像捅捅所说的：如果这个世界是堵墙，就让我们一起欢乐的往上撞，往上撞，往上撞！被
损耗的青春——读后感作者：天涯逗号　　马天力说要给我寄小说时，我看到是在榕树下发表过时，
忽然感到一阵厌恶。从五岁开始看过的文字真的不少，对于文字也已经有了一种时间积累而成的敏感
。最近对于许多打着榕树标签的文章我已经有些恐惧了，还好马天力告诉我，他也一样对它感到恶心
。这让我感到些许安慰，于是我静下来读他的小说，这是一个还没有写完的故事，更不要说什么时候
可以出版。看完了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我要完成另一种形式的出版，真正的文字有是不需要纸张，而
作为一个编辑，最痛苦的莫过于看到出色的文字躺在无人理会的角落。还是回到马天力和他的小说吧
！（我从学校教育的牢笼里跳出来走进虚无主义的无限空间，投向分裂的怀抱。文字给了我一个有力
的工具，准备盖一个较大型的建筑。我还年轻，我的建筑材料还不够多。也许我会盖个危房，也许我
永远不能完工，但它决不是豆腐渣工程。因为它不以赢利为目的，它真诚而相对纯洁。它的真实使它
发光，它的倒塌也不会伤及无辜，只会埋葬一个———我,那么————来吧！）他是这么开头的，阅
读的人一下可以靠近他的心脏。似乎马天力并没有做好叙述的准备。（我几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
始叙述。这个夏天很热，我有点儿烦，我有点儿晕。我几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叙述。）他在后
面开始讲述一个青年的故事，一个荒诞而又坚实地存在于他们生活的故事，或许我们已经被荒诞和无
聊浸泡的太多，我们已经有些麻木。我也是这样。而这一次，我竟然还是被打动。因为，我感觉到一
种生命在消耗，而且是没有意义的消耗。我知道，类似的生活一定有许多，只是很多没有书写，属于
真实和有价值之外的纸张并不多，而网络只有更多更多的垃圾。用文字来概括别人的文字是危险的，
然而为了更多的人可以去阅读文本本身，我决定冒着误解的危险。对于这样一个出生在70年代末或
者80年代初的年轻人来说：对生活境遇的深刻体会和一种试图挣扎和反抗的努力构成了这篇小说最大
的张力，而作者平静安详地叙述让人感觉到生活的诸多不合理，我无法发笑，因为我看见无数年轻的
生命在被损耗，没有任何价值的损耗。对于马天力说来，他似乎不应该把故事叙述得太真了，这可能
会带来某种叙述之外的危险。另类是一个被误解的词，我很喜欢马天力给我的信中一开始就声明自己
是一个伪另类，这让我感到事实上这个世界真正意义的另类往往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
生活中有着或多或少愤怒的普通人。另类只不过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许多人以为他是一个生理或精神
问题。关于这几代的文字，一定还有真正的矿产埋藏在地底下。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真正冒出
来堂而皇之地走向纸张的文字不可能是全部，甚至连精华都算不上。前几天，看完了农民的《告别》
（农民告诉我：新文化里面有，等我以后有空的时候会写些关于《告别》的文字，现在不行），也有
上述对于文字的感觉，而马天力的故事让我更加坚定。最后我想说一句，这不是一种商业意义的评论
，因为我们都将无利可图，而让文字走近真正尊敬的文字的人，是我唯一的目的。而马天力更加可爱
，他在叙述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我终于写到了最难写的部分，我和肖晓的事。此时肖
晓就坐在我身边，我踌躇着努力接近自己，割开自己；努力保持客观，呈示真相。可这真难呀！我把
它说出来本身就是对肖晓莫大的伤害，我们都知道有些实话是不能实说的。）真的，并不是很希望他
这些文字变成纸张，因为这对于文字来说，没有真正的改变，而环境日益恶化，节省纸张是一件美好
的事情，除了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停顿，可能是思考可能是分居
可能是犹豫也可能是鱼刺戳到了喉咙。悬空的一代——七十年代初的人心里有着别人难以到达的禁地
，八十年代的人缺乏厚重感，而我们夹在中间的是幸运的一批人，在沉重和肤浅之间折中，内心丰富
，却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最宝贵的光阴，这是最廉价的光阴；这是燃烧的小说，这是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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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朵；这是超现实的，这是超级的现实多年以前，我是一个愤怒青年——评马天力小说《来吧》作
者：啤酒兑水公元一九七八年，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一年，中
美中日建交，在这一年大批知青为了返城而明争暗斗，在这一年，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点起了自杀的
火焰，这一年性手枪正式解散，这一年《１９８４》开始在中国的白皮书上连载。这是一个旧的青年
开始老去一年，这是愤怒的６０年代最后熄火的一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年，还是现在被称为
“７０年代人”这个破班车的末班车，虽然我不承认有什么“７０年代人”，但是，即使有，７８年
出生的人也是为７０年代扫尾的人了。７８年出生那拨人在干什么呢？也许和他们的老大哥一样，已
经人模狗样穿着西装领带站在人群里了，他们管这种叫小资，他们已经不在愤怒，就象他们的父母一
样，他们现在安于平庸。每个时代都有漏网之鱼，马天力算不算一个呢，即使算，他也不是最大的一
个，看着我这位河北老乡这捅捅那捅捅，我真想告诉他一件悲哀的事实——即使你是鱼，也应该知道
，鱼一定会死，网却不一定会破，你对着南墙撞的头破血流也不过是你自己疼。也许这话不该我说，
因为我比他要小，但是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知道是惭愧还是一种庆幸。尤维纳利斯为诗歌定下了基调
，“愤怒出诗人”，诗就是书愤的最好载体。而现在，拿着这样一本并不厚的小说，我的手已经感到
了其中愤怒的火焰，他正烤着我。王小波说过，一本小书就是一场灾难，这话放到马天力身上是合适
的，因为这本书在网上流传时作者和其亲友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乃至迫害，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被拘押，开除，这无疑是一种灾难，仅仅是因为这本书吗？凭良心说，这本小说很粗糙，糙到许多人
都认为自己能写出来的地步，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没写出来？也有许多人会说，为这么本小说付出
这么大代价不值得，那你认为什么值？作者说，这是一部不和适宜的书，因为他出版在“一个歌舞升
平的光明盛世中，一个只听得见无数赞扬声的小康社会里。”我想告诉他，其实没有什么不和适宜的
东西，因为即使你再愤怒，也不过是闲人们餐桌上的调味品，当然，这又是一句泄气的话，我没有说
。没有人能持续的处于愤怒状态，法国一位学者说过，一个人３０岁之前不是左派他的心灵有病，一
个人３０岁之后还是左派他的头脑有病，我把他理解为一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愤怒过他的心灵
有病，以此作为对马天力的褒奖。可笑吧？也许心灵有病的是我们呢，当多年之后，我们肚子越来越
硬生殖器越来越软的时候，会不会认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做所为是一种ＳＢ行为呢，也许会的。是的
，我们都在长大，当有一天，我们不再愤怒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老了。同为７８年出生的人，有人还
在燃烧自己的热血，有的人却在为自己能在年龄生日感情上与别人抓迷藏而觉得是一种成熟，其实哪
种也没错，大家殊途同归，最终不过是会守着残破的年景喃喃自语到“许多年以前，我是一个愤怒青
年”。眼前一地鸡毛，身后一把跳蚤作者：FBJ评马天力新书《来吧，去吧》小时候生活自理能力差，
父母总是担心，这孩子，长大可怎么办啊，结果我长大了，连最复杂的系鞋带都会了；小学的时候总
爱耍小聪明，老师总是担心，这孩子，长大之后可怎么办啊，结果我长大了，连最简单的初等数学都
学不会；中学的时候搞起了早恋，教导主人总是担心，这孩子，长大了可怎么办啊，结果我长大了，
连糊弄碗棒子面粥的地方都没找到；大学的时候喜欢跟别人谈人生，教授总是担心，这孩子，毕业以
后怎么办啊，结果我毕业了，现在谁跟我谈人生俩字我就想打的他吐血⋯⋯就这样，我们在师长的担
心中哗啦啦的成长，上学打架吃饭睡觉恋爱失恋毕业上班⋯⋯别人该干的我们一样没拉，别人没干的
我们也一样没拉，中间出了个把歪瓜劣枣，但是总算没有象我们出生时候那些政治家教育家担忧的那
样会全面垮掉。当我们象小时候小喇叭里教育的那样真正的成为接班人的时候，我们发现，成长根本
没我们说的那么好。他不但象鲁迅这样的心里阴暗的老爷爷说的那样充满了陷阱，而且最可怕的是，
你面前的总是一地的鸡毛，你伸出拳头探索，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你刚迈开脚，满地的鸡毛就让你带
着飞起来了，低者纷飞粘裤腿，高者过头洒脑门，这时候如果你发现旁边有人手拿一根鸡毛怪叫：“
这根鸡毛很荒诞啊。”不用问，这位一定是已经成为濒危动物的文学青年。马天力无疑就是这种比大
熊猫还珍贵的动物中的一员，此马天天在有空调的高级马厩里摇大尾巴，做出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其实骨子里是混进良马队伍里的野马，隔几天不就要出去撒环，然后悄悄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回来。这
回，他带回来的孩子叫《来吧》。在我看来，《来吧》会是一本很好看的书，请相信，我没吃马天力
一口草料。我这么说是有自己的道理的。首先，这是一部很受欢迎的成长题材小说。关于成长题材小
说，我们说的太多了，虽然无非是现实和理想的种种冲突，可捏一块加上年轻的主人公一穿插还总能
吸引着你看下去。我想很多人都对成长感兴趣，所以这种题材也就很有市场。80年代以来，从刘心武
开始就演化了很多变体，各位老师对青春和成长是啥玩意这个问题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上大学上
领奖台上报纸的一拨，我们称为上三旗，该派认为，青春就是淡淡的忧愁，成长就是慢慢的明白；下
农村下基层下部队的一波，我们称为下三旗，他们认为，青春就是残酷的，成长就是越活越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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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有把生活弱智化的嫌疑，后者有把生活野兽化的倾向。这个时候，马天力小心翼翼的举起小爪
子“同志们，我再补充两句儿，这个青春吧，我基本认为，就是跳蚤，都以为自己跳的高其实是跳不
出别人的掌心，这个这个成长吧，我认为就是敢于直面满地的鸡毛⋯⋯”，这种发言虽然不新鲜，但
起码又提供了一个答案，答案越多事物越有意思。作为一个捣乱的作者，小说一开头就把自己的鸡毛
枕头撕开了“说到我跟肖晓结婚这件事倒不是谁陷谁于坟墓的问题，因为我俩既不是官商联姻也不是
绿卡交易；但也正因为俺俩是贫民自由恋爱要结婚，这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件容易事儿，在北
京北三环上就更是如此。结婚给我造成的沧桑病是这样发生的：结婚一词的衍生词是房子，房子的近
义词是首付，首付的同义词是存款，存款一词对我的拷问较结婚一词要凶猛得多，其结果是在结婚一
词面前我可以只面对肖晓一个人，并在海拔上尚有一头多的优势可言；但在存款一词面前我仰之弥高
，产生了深重的挫败感。所以当肖晓质问我到底有没有为结婚存下款时，我就再无海拔优势可言了。
”根据我不多的人生经验，中国人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婚嫁两事，当然，还有丧事，不过那就不由您作
主了——话说回来，小说一开头就拿结婚说事，而且即不是用特喜庆也不是用特悲壮的语气讲，而是
跟读者八分一毛的算结婚的条件，也实在够鸡毛的。其次，这本小说很好读，以白描为主的文字保持
了很不错的张力：“突然路中央冲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寸头直竖肤色黝黑神情凝重，上身赤裸肋
骨根根可见，穿一条黑色运动短裤，脚上只有灰色的袜子没有鞋。他突然腾空跃起，对旁边驶来的公
共汽车猛踢出一记飞脚，如同唐吉诃德手持长矛刺向巨大的风车。大巴紧急刹车，他一脚踢空，落地
后专注的眼神仍旧直视前方，小腿蹬地，以惊人的速度继续飞奔向前。”这段看完，一个特写基本上
就勾画出来了。而象“在我工作的三个月时间里共如此写出了《牛顿新世纪十万个为什么》（全三册
）、《爱因斯坦少儿百科全书》（全六册）等两套大部头的著作，当然并没有经过这两位科学界老前
辈的冠名许可，若他们二位泉下有知还望海涵。”这样的文字确实也贫的很可爱。我一直认为，一本
小说，起码应该让普通读者没有阅读不下去的感觉，不能跟读者作对，好在，这本书没有，虽然文字
还欠打磨，但是如果您使用的是马桶，还是建议您备上一本。再次，这是一部至少在看上去是低成本
的小说。我们算一下，书中“我”的四处流浪其实总共花了大概三万块钱，这还不算每到一个新城市
他多少都能挣一些钱，两相抵消，“我”也就没有花非常大的价钱就把上海昆明北京逛了一遍，还落
了一个女朋友和一个旅行袋。而余秋雨老师的《文化苦旅》的花费则要多的多，不说别的，没钱您在
全国各地衣冠楚楚的转一圈给我看看。我说这个事情的意思是说，有一种故事叫小说，他是现实主义
的，低成本的。有一种故事叫传奇，他是超幻想的，高成本的。虽然马天力在书中总是把生活写的很
荒谬很传奇，但是，从成本上考虑，我认为，这是一部小说，所以，建议小说爱好者还是读一读吧。
最后，我要说，如果您不爱看字，本书的配图也值得一看，想学卡通的可以从中学点抽象派，想学抽
象的可以从中学点野兽，想学野兽的可以从里面学点后现代，什么也不想学的也可以从里面收获点坏
笑，所以，这也是本很好的绘画读物。但在这同时，我也对本书充满了担忧，作为一个非专业作者的
产品，他有着太多的缺憾，妨碍了作者和作品的提高。第一，本书出现了严重的用力不均匀，在上海
的故事讲的还有些耐心，而讲云南故事的时候则显得快得如流水。作者似乎是想换下时空和叙述方法
，结果不但没成功还显得没话找话欲盖弥彰。三年的时间跨度并不太长，作者却处理的如此不均匀，
讲故事讲的上气不接下气，老实说，难免给人敷衍了事的感觉。相对来说，上海部分写的比较下力气
，还算是不错。第二，本书的语言过于油滑，结构不严谨，节奏拖拉。严重影响了作者的表达和叙述
推进，尤其是作者在其中自作聪明的议论，给出一个不是第三者胜似第三者的超视角叙述，对人物事
物过于不屑的进行叙述。虽然由于基本采用叙述语言，小说的内容没有明显的逻辑冲突，但很多段落
给人贫的过头的感觉。第三，本书存在用一个观点强行灌输的习惯，作者一再强调荒诞，然后就把所
有的事情都往上面套，好了，有些事情，有经验的读者会知道你想表述什么，但是过于白描再加点自
己的情绪，不对事物做出夸大的处理是不可能的。这给读者的感觉是你描写的牵强。好了，好话坏话
我都说了，还是说点什么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吧。我不知道说什么合适，只能把徐志摩的名作抄在文
后，巧的是，这首诗歌也叫《去吧》。去吧徐志摩去吧，人间，去吧！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去吧，
人间，去吧！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去吧，青年，去吧！与幽谷的香草同埋；去吧，青年，去吧！悲
哀付与暮天的群鸦。去吧，梦乡，去吧！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去吧，梦乡，去吧！我笑受山风与海
涛之贺。去吧，种种，去吧！当前有插天的高峰；去吧，一切，去吧！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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