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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瑞典皇家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
“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澳大利亚作家帕特
里克·怀特”，因为“他史诗般的、擅长刻画人物心
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文学领
域”。帕特里克·怀特是一位文学奇才，也是20世
纪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主
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幸福谷》（Happy Valley，
1939）、《生者与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1941）、《姨妈的故事》（The Aunt’s Story，
1948）、《人树》（The Tree of Man，1955）、《探
险家沃斯》（Voss，1957）、《乘战车的人们》
（Riders in the Chariot，1961）、《坚实的曼陀
罗》（The Solid Mandala，1966）、《活体解剖者》
（The Vivisector，1970）、《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1973）、《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1976）、《特莱庞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1979）、《百感交集》（Memoirs of Many
in One，1987）等12部；中短篇小说集《烧伤者》
（The Burnt Ones，1964）、《白鹦鹉》（The Cock-
atoos，1974）和《三则令人不安的故事》（Three
Uneasy Pieces，1987）等3部。此外还有自传《镜
中瑕疵》（Flaws in the Glass，1981）；剧本《重返
阿比西尼亚》（Return to Abyssinia，1974）、《大
玩具》（Big Toys，1977）等。

帕特里克·怀特1912年5月28日出生于伦
敦，半年后回到澳大利亚。他的父亲是澳大利亚
一位农场主，母亲也出生于富裕的农场主家庭。
怀特在澳大利亚乡间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3岁
被送到英国接受传统的英国教育，“在英国公学
把自己熨烫得平平整整”。但他难忘在故乡度过
的快乐时光，痛恨被“熨烫”的4年。毕业后，怀特
立刻返回澳大利亚，到牧羊场做“学徒工”。艰苦
的生活环境不但磨砺了年轻的怀特，也为他日后
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32年，怀特再
度到英国，在剑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在此期间，
他阅读了大量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文学作
品，深受乔伊斯、劳伦斯、司汤达、屠格涅夫、陀斯
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兰波、埃德蒙·威尔逊和
亨利·詹姆斯的影响，为其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193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
《幸福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服役于英
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在非洲、中东和希腊等地
工作5年，1948年回到祖国澳大利亚，在悉尼远
郊的一座农场和他的挚友——希腊人曼努雷·拉
斯堪瑞斯过着牧羊人的田园生活。然而，这种平
静的“田园生活”只是一种表象。退避三舍、离群
索居的日子唤起怀特对人生深刻的思索，使他爆
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如他所说：“我周围是一片真
空，而我的天性正需要这样一片天地，以期满怀
激情地生活。”在这片天地，他创作了《人树》《探
险家沃斯》《乘战车的人们》等重要著作，在世界
文坛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初，怀特从远
郊农场搬到悉尼百岁公园马丁路二十号，在绿树
掩映的书房写下著名的长篇小说《风暴眼》《坚实
的曼陀罗》《树叶裙》《特莱庞的爱情》……直到
1990年9月30日在那幢和他及曼努雷同年“出
生”的房子里与世长辞。

作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帕特里克·怀
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澳大利亚属性。他的著作都
涉及了澳大利亚历史的重要方面，以极其生动的
笔触表现了澳大利亚生活的独特之处——五彩
缤纷的内心世界的感知，乡音土语的特殊结构，
喜剧式的社会生活的精巧优雅，以及澳大利亚人
理念中阴郁的哲学思辨。帕特里克·怀特的小说
刚刚面世的时候，读者往往大惑不解，并且感觉
到一种挑战。因为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位澳大
利亚作家这样深刻地揭示这个国家的社会问题，
以及这个国家的人们作为互不相同的个体内心
世界的冲突。帕特里克·怀特描绘的这幅澳大利
亚的画图并不取悦于他的观众。他表现了这块土
地的美丽、友爱，也暴露了它的丑陋和破坏力。可
是，经历了最初的抵制，读者总是很快就意识到，
怀特的作品充满炽热的感情，努力向真理的目标
求索。

怀特的创作方法对于读者也是一种挑战。他
既植根于小说创作的传统，从诸如狄更斯、陀斯
妥耶夫斯基、哈代这样一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汲

取营养，又紧跟传统，热情拥抱现代派艺术发展
的大潮，从约瑟夫·康拉德、D.H.劳伦斯、詹姆斯·
乔伊斯的著作中获益。他以浓厚的印象派的表现
方法、诗一样的语言、意识流、黑色幽默，以及叙
事技巧、观点表述上的“支离破碎”，把现代主义
的艺术技巧和创作态度引进到澳大利亚小说创
作上来。他善于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在社会的荒
原中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被认为是与乔伊斯、
劳伦斯等齐名的现代主义文学巨匠。

但是怀特小说的读者遇到的最大困难或许
是他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想象力。他把世界看作
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灵与肉无休止的冲突。他试
图将人类所有潜在的能力——从破坏力到创造
力，从最崇高到最卑鄙，都包容在自己的作品之
中。而他晚年创作的《特莱庞的爱情》更将他的这
种努力推向极致。

帕特里克·怀特在自传《镜中瑕疵》中坦言：
有时候我很纳闷，如果我生来就是一个只爱异性
的普通男人，生活该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是一
个艺术家，或许会是一个自负的、夸夸其谈的家
伙。当我因为成功，而面对那面可以透视灵魂的
镜子夸耀自己的时候，也许会像歌德那样，突然
发现比被自己抛弃的门徒艾克曼还差。我的地地
道道的男性的基因会使我获得开拓性的快乐。作
为父亲，我可能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老头，孩子
们会讨厌我，小瞧我，看透我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
物。我可能接受什么封号、勋章；死后甚至会为我
举行国葬，尽管由于根深蒂固的虚伪，我总会装
模作样地拒绝。

如果我是个女人，一定会是个生殖能力很强
的母亲，不顾自己的辛劳，心甘情愿地为丈夫生
出一大堆儿女。我会温柔多情，也会妒火中烧；会
因为某种原因和结果忿忿不平，也会因为难以避
免的失败暗吞苦水。或许我会选择妓女的生活。
因为我可以比女演员扮演更多的角色。我会把男
性“观众”哄得团团转，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手心
里的一个可以任意玩弄的玩物。然后，当他扣好
扣子的时候，就把他那张妄自尊大的人皮撕得粉
碎，再扔还给他。要么，我会是个修女，白皙的脸
庞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献身于人们最需要的
精神上的爱恋。

我心中那种既爱又恨的感情赋予我一种洞
察人类本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我相信，那些不
折不扣的男人或者女人是不会具备的。我这幢不
伦不类的“房子”尽管东倒西歪，不堪一击，但绝
不会拿它去换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地道的男人或
地道的女人所筑起的“城堡”。

事实上，帕特里克·怀特一生都在这幢不伦
不类的“房子”的挤压中，竭尽全力地探求自我。
而《特莱庞的爱情》就是这条探求之路上的一座
丰碑。小说主人公尤多西娅（Eudoxia）/埃迪·特
莱庞（Eddie Twyborn）/伊迪丝（Eddith）具有男
性躯体和女性意识。像怀特笔下的其他人物一
样，她/他渴望摆脱压抑的生存环境，寻找业已消
失的自我。怀特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用主人公不
断变换性别的尝试描绘寻找自我的痛苦历程。小
说第一部以充满诗意的笔调描绘了埃迪·特莱庞
为逃婚，突然失踪，“变性”为妙龄女郎尤多西娅，
委身于年长其40多岁的希腊“皇室后裔”安杰洛
斯，漂泊到一个法国小镇，过着远离尘世的平静
安宁的生活。但是在这个他们自以为天之涯、海
之角的地方，尤多西娅的母亲伊迪·特莱庞的密
友琼·戈尔森太太突然出现，彻底打破了他们的

“平静与安宁”。琼·戈尔森太太是位女同性恋者，
对尤多西娅一见钟情，穷追不舍。尤多西娅生怕
暴露“真面目”，和安杰洛斯匆匆逃离小镇，途中
安杰洛斯心脏病突发，猝死于法国边境一家小旅
馆，从而解除了两人始终压抑的关系。小说第二
部，主人公又“变性”为英俊潇洒的埃迪·特莱庞。
埃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立功受奖，以中尉
的身份退伍回到澳大利亚，出现在惊诧不已的父
母面前。但他始终无法和父母建立坦诚相待的关
系，在家中小住几日便独自一人到澳大利亚内陆
博贡，成为父亲的朋友大牧场主格雷格·卢辛顿
的“牧场学徒工”。埃迪在博贡深受大家的喜爱，
来牧场不久便与格雷格·卢辛顿的妻子玛西娅成
为情人。而与玛西娅关系暧昧的牧场经理唐·普

劳斯因为和埃迪朝夕相处，两个人建立了一种十
分微妙的关系。这种相互矛盾的关系，使得埃迪
在感情的漩涡越陷越深，痛苦挣扎不得解脱，最
终只能离开博贡，再次失踪。小说第三部，主人公
又成女性。化名为伊迪丝·特里斯特夫人。此时，
她虽然早已步入中年，但仪态万方，风韵犹存，吸
引了英国上流社会的许多达官贵人。但伊迪丝

“超然物外”，漠然视之。后来，在格雷文诺勋爵的
资助下，伊迪丝在伦敦开了一家高级妓院，阅尽
人间春色与丑恶。格雷文诺一直深深地爱着伊迪
丝，伊迪丝也把他当作情人与心灵的依托，但她
无法向他吐露真情，无法揭穿自己的真实身份。
只能在貌似奢华的幻境中苦苦挣扎，直到和格雷
文诺最后一次见面，才明白不管他是男性还是女
性，格雷文诺都深深地爱着她。彼时，第二次世界
大战即将爆发，格雷文诺从战火纷飞的远方，写
信给她：“如果我们有勇气，本来可以光明正大、
充满人情味儿地彼此相爱。男人和女人并非人类
等级体系中唯一的成员，尽管你我都宣称自己属
于其中……‘爱’是一个被人用滥了的字眼儿，上
帝已经被那些更懂得爱的人驱逐。而我给你的爱
将成为爱依然存在的另外一个证据。”

然而，格雷文诺“爱的证据”并不能给伊迪丝
带来希望的光明，也没有照亮她在一片黑暗中寻
觅的自我。小说的结尾构思奇巧，震撼人心。尤多西
娅/埃迪·特莱庞/伊迪丝的母亲伊迪·特莱庞奇迹
般出现在战火即将燃起的伦敦，许多年未曾谋面
的“母女俩”在一张夕阳照耀的长椅上“邂逅相逢”。

她们相互凝视着，伊迪丝的眼睛犹如蓝色和
金色的碎片，紧张地燃烧。但她们的决心没有被
那火焰融化。伊迪的眼睛犹如没有光泽的黄玉，
与困惑不安的老狗的眼睛无异。还是那张娃娃
脸，皮肤柔软、白皙。苍白的嘴唇剧烈地颤抖，最
后不得不转过身去。

两个女人继续并排坐着，直到伊迪鼓起勇气
在包里摸索着寻找什么。她找到一截铅笔，在祈
祷书的扉页上潦潦草草写下几个字。

她用颤抖的手把祈祷书递给伊迪丝。那几个
潦潦草草的字映入伊迪丝的眼帘:“你是我的儿
子埃迪吗？”

……
她抓起铅笔，在祈祷书的扉页上划拉了几个

字，那股野蛮劲儿连她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书递回到伊迪·特莱庞的手里，上面写着：

“不是，但我是你的女儿伊迪丝。”
两个女人继续坐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
过了一会儿，伊迪说：“真高兴。我一直想要

个女儿。”
“母女相认”，这令人泪奔的一幕似乎为小说

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文学大师帕特里克·
怀特给出的是另外一幅画面。与母亲相认之后，
伊迪丝决定将妓院移交给助手艾达，开始新的生
命之旅。她脱下薄如蝉翼的长裙，撕掉胭脂涂抹
的“画皮”，恢复男儿身，以埃迪的身份去寻找母
亲。遗憾的是，她/他终究无法逃脱命运的罗网，前
往母亲下榻的旅馆路上，埃迪遭遇敌人空袭，惨
死在血泊之中。母亲却在炮火连天的伦敦大轰炸
中继续做着与埃迪/伊迪丝团聚的梦：

……我绝不能让伊迪丝失望，既然找到了她
——伊迪丝/埃迪。无论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这块肉是
怎样一个存在，现在都已经回到她/他的归属之地。

坐在花园里，在白鹭的鸣啭和水龙头滴答作
响的水声中一起晾干头发，我们终于体会到和谐
的美好。

她喜欢鸟儿。晾干头发等待伊迪丝/埃迪的时
候，一只白鹭栖息在石头鸟池边缘，喙啄着池里
的水。它弄乱羽毛，歪着头看她，摇了摇小丑帽似
的、丝绒般光滑的羽冠，把喙伸向太阳。

“把喙伸向太阳”，是《特莱庞的爱情》贯穿始

终、令人难忘的意象。它象征小说的主人公虽然
对自己追求的目标并无把握，但从未停止过努
力。而太阳下的现实是：无论他以男性的面目出
现，还是以女性的面目出现，都将以失败告终。

《特莱庞的爱情》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为
了表现主人公追寻自我的不懈努力，作者除了描
写他/她改变性别的尝试之外，还有意识地变换主
人公的生存背景、职业、身份。小说的时间跨度长
达30多年，连接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部的背景
是法国海滨小镇，第二部是澳大利亚中部牧场，
第三部是英国首都伦敦。第一部主人公是“皇室
后裔”希腊老人安杰洛斯的妻子；第二部是博贡
牧场的“学徒工”、女主人玛西娅的情人；第三部
是高级妓院老板、格雷文诺勋爵求而不得的恋
人。这就使得这部山水迥异的小说色彩缤纷，让
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小说涉及的文化背景、风
土人情、方言土语、生活习俗当为帕特里克·怀特
作品之最。再加上作者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时空
颠倒的意识流动，读起来扑朔迷离，云里雾里。所有
这一切对于译者都是极大的挑战。在迎接挑战、潜
心翻译的两年里，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两只公鸡》
（Two Roosters）合作者——澳大利亚著名历史
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人文学科学院院
士大卫·沃克（David Walker）教授和他的妻子凯
伦·沃克（Karen Walker）教授的热情帮助。两年
间，每当我陷入困境，不知所措的时候，便求教于他
们。两位教授总能及时相助，动用他们的知识宝库，
引经据典，答疑解惑，使我柳暗花明，茅塞顿开。毋
庸讳言，正是由于他们的鼎力相助才使我在翻译
这本书的过程中，避免了许多贻笑大方的错误，
尽管华丽的文字背后一定还埋藏着许多令人汗
颜的纰缪。还望专家学者、有识之士、热爱帕特里
克·怀特作品的读者不吝赐教。文学翻译实在是一
门让人常感力不从心、又爱又恨的艺术。这或许是
我翻译完这本书之后，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

（本文为《特莱庞的爱情》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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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怀特和他的怀特和他的《《特莱庞的爱情特莱庞的爱情》》
□□李李 尧尧

从最后几棵矮小的松树之间钻出来之后，她把手放在那堵灰浆砌
成的红石头围墙上。别墅面对大海。傍晚时分，紫蓝色变成绛紫色。海
面上，紫水晶般的小岛依偎在羽毛般柔软的泡沫中。云已经向远方飘
去，渺无踪影，只有落日的余晖告诉人们潜藏在景观和时光背后的威胁。

琼·戈尔森一开始没有察觉到一阵音乐正袅袅而来。她还陶醉在
胜利的喜悦之中——独自一人在如此美妙的时刻来到这里。她背靠
一株古老的橄榄树站稳，手指摩挲着乌龟壳似的树皮上柔软的条纹，
注意力完全被宛如迷宫的杂草丛生的花园吸引。直到音乐的声浪扑
面而来，肆无忌惮地打破傍晚的宁静。音乐的浪潮包围着她，正从别
墅敞开的窗户奔涌而出。她顺着墙往前走，看见屋子里亮起一盏朴
素无华的黄铜台灯。那盏灯的搪瓷灯罩里面白色，外面绿色，洒下一
片不大的光。

那光如半透明的茧，包裹着两个身影。他们并肩坐在一条和黄铜
台灯一样素朴的长凳上，男人脊背僵直，似乎保持着警觉，女人穿一件
银灰色的闪闪发光的长袍，愈显苗条，愈发婀娜，但专注之情并未稍
减。琴声在两位演奏者手指间如跳动的山涧不停地流淌，女人宽松的
袖口在音乐的余韵中轻轻飘拂。

那是一种无所顾忌，又是一种严格控制(被那个老男人控制，戈尔
森太太可能不愿意承认)；是快乐，却是忧伤掩盖下的快乐。她越看越
觉得这两个人的结合那么不协调，而四手联弹更是近乎“疯狂的勾
结”。轻盈如水的年轻女子和僵硬似铁的耄耋老人——一对情人。

她站在围墙旁边，透过敞开的窗户看这一幕的时候，泪水顺着面颊
潸潸流下。因为正侧耳静听的音乐给她快乐；因为生活中的挫折让她
无奈。那日子似乎要永远过下去，除了和伊迪·特莱庞一起突围，进入

短暂的、令人满意的另外一种生活。而那生活也许再也不会重现，因为
伊迪已被自己的悲剧折磨得青春不再。

接着，音乐突然以一种肆无忌惮的、刺耳的高音胜利结束。两位演
奏者把一个个音符从手指尖扔出去的时候，坐在共享的琴凳上摇摇晃
晃，肩膀弓着，身体从臀部开始向后倾斜，然后转过身，四目相对，开怀
大笑。一个是象牙色皮肤、鹰钩鼻子、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个是非常年
轻、皮肤黝黑、眉目清秀、曲线优美的女人。

那一对情人拥抱的时候，琼·戈尔森慢慢地向前移动。她想看清
那一幕每一个细节。或者至少看看年轻女人如何向那个形容枯槁的
男人俯过身去。她似乎逾越了他身上的某种障碍，舌头伸到他的嘴
里，嘴唇来回吸吮。男人瘦骨嶙峋、青筋凸显的老手紧握着她弯曲的
手臂。女人袖口灰色的花边松松地耷拉下来，皮肤在“素朴”的灯光
下，变成土红色。他们就那样坐着，紧紧抓住那阻止他们完美结合的
东西不放。

年轻女人似乎凭直觉想起，或意识到，或压根儿就知道墙外有眼。
她推开年老的情人，离开琴凳，几乎是大步流星——你可以这样说——
走到窗口，气咻咻地向外张望。尽管暮色已浓，她肯定看不见向屋里窥
视的那个人。可年轻女人还是探出身，左右看了看，然后砰的一声把百
叶窗关上，只剩下一缕亮光纪念曾经的美好。

戈尔森太太走回到汽车跟前时，松树林已是一片漆黑。迪克尔换
完车轮已经好长时间了，正坐在驾驶座上生闷气。或者看起来像。戈
尔森太太上汽车的时候，他没像往常一样搀扶一把。

——《特莱庞的爱情》节选，帕特里克·怀特著，李尧译，即将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

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怀特怀特

广 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化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繁荣我
国社会主义文学，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
作，打造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周恩来故乡——淮安区文艺品
牌，2016年，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携手学术支持单
位《人民文学》与江苏省作家协会，创设了以我国古典“四大
名著”之一《西游记》作者、淮安人吴承恩名字命名的“吴承恩
长篇小说奖”（以下简称“吴奖”）。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逢
单年颁发。2017年、2019年分别在北京和淮安成功举办了
两届盛大的颁奖典礼，而备受海内外文学界广泛关注。为了
持续扩大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的影响力，进一步将其打造成为
作家期待、读者信赖的海内外文坛知名文艺品牌，第三届吴
承恩长篇小说奖评选工作日前已正式启动。自即日起，至
2021年8月31日，开始面向海内外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作协，各行业文协，全国主要期刊、出版单位和广大作家广泛
征稿。兹将评选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学术支持单位：《人民文学》杂志社 江苏省作家协会
二、主办单位：中共淮安市淮安区委员会 淮安市淮安

区人民政府
三、征稿要求：
（一）评奖年限和要求
1.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评奖年限为2019年1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
2.参评作品，须于评选年限内由中国大陆地区经国家批

准的出版社首次出版，能体现长篇小说完整性艺术构思与创
作要求，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气质、人文精神、艺术构思和审美
追求，13万字以上的虚构作品。申报时需提交样书一式五
份。作品出版时间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版时间为准。用少
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以汉语译本参评。

（二）奖项设置
获奖作品数量为5部，含特殊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和红

色题材主旋律作品各1部。奖金额度为每部10万元人民
币。同时，为发现和培养淮安籍本土作者，每届另行评选出2
部淮安籍本土作者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奖金额度为每部5
万元人民币。为保证“吴奖”的质量与权威性，评审将坚持宁
缺毋滥的原则。

四、评选标准：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
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反映人民群众主体地位
和新时代现实生活，塑造时代新人形象，表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优秀作品，予以重点关注。兼顾题材、主题、风
格的多样化，注重作品的艺术品质。推动文学创新，鼓励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翻译作品要求达到“信、达、雅”。

五、征集、评选程序及时间：自本启
事发布之日起，至8月底截稿。2021年
10月公布终评结果，并于江苏省淮安市

淮安区吴承恩故里举行隆重颁奖仪式。评委由全国著名作
家、学者、文学评论家组成。

1.各推荐单位和个人请到指定网址下载并按要求填写
《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投稿登记表》（包括800字左右作
品内容简介和200字以内作者简介）。

2.下载网址：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zghaq.gov.cn/col/829_518352/art/

16250688/16268618734217aiYcqgw.html
投稿登记表须同时填写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随书快递，

电子版发送至指定的电子邮箱：czwy85915903@163.com。
3.参评作品申报截止时间为2021年8月31日，以快递寄

出时间为准。
六、投稿地址
投稿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翔宇南道1099号新城

商务中心区文联办公室
收件人：丁冬，手机：13861570552，邮政编码：223200
咨询电话：0517-85915903
投稿时，请在信封右上角显著位置标明“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征稿”字样，一律使用EMS或顺丰快递，勿用包裹方式邮寄。
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评委会

2021年6月15日

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征稿启事 大家读大家 禁忌——以《傲慢与偏见》为例 ……… 王安忆
名家三棱镜·刘醒龙 贤良方正 ……………………… 刘醒龙
侧面，管窥的侧面——刘醒龙先生印象记 …………… 李 浩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刘醒龙小说阅读札记 … 王 尧
文学史新视野 论路遥小说中的风景修辞（下） …… 李建军
高雅文学：“泛文学”时代的危机与变革 ……………… 段崇轩
一首诗是怎样被误读的——曾卓《有赠》的文学史探微…周新顺
作家广角 如何构建历史与无意识两种深度 ……… 张清华
作家作品论
在路上：创造自我的行走美学——评何向阳的散文创作…孟繁华
吃相和食相——汪曾祺小说中的“吃”与散文中的“吃”…王 干

“双舌羊约格哈加的馈赠”——吉狄马加《迟到的挽歌》谫论
…………………………………………………… 胡 亮

非典型学院派的散文叙事
——评范培松的《南溪水》、“文学小史记”……… 张 颖

“对位法”中的现实：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论析 … 王 璐
青年批评家论坛
当代新诗中的“镜子”母题与语言本体观念转换 ……… 李海鹏
后人类时代的潮汕——陈楸帆科幻中的故乡书写 …… 郁旭映
批评重心的转移：《兄弟》再解读 ……………………… 牛 煜
新作快评
现实主义的坚守与形式主义的探索

——评范小青《战争合唱团》兼论其小说创作 … 刘小波
思潮与现象
新世纪转型期女作家的“新乡土叙事” ……………… 邱其濛
先锋小说的反讽修辞 ………………………………… 陈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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