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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
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
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出版我们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有必要对“朝内166人文文库”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朝内166”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
的所在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沁透着一股股书香，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人
文文库”似已毋须赘言；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我们的描述将是客
观的、平实的，诸如“经典”、“大全”、“宝典”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
    “文库”将分门别类推出，版本精良、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
装帧也不强求一致。
总之，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开放的文库。
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一二年五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蒙面之城>>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关于青春与西藏的当代文学经典，曾获“全球中文原创最佳小说奖”，“第二届老舍文学奖
”，2008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提名。
一个叫马格的北京少年，十八岁出门远行，从秦岭到西藏，从西藏到深圳，他像野狼一样生存，又像
隐士一样与所有人江湖相忘。
他想要爱情的时候跟情敌决斗，了断情缘的时候誓不回头。
抛开现实，是马格的灵魂印记；向往自由，是马格的精神坐标。
追寻着马格的足迹，我们都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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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宁肯（1959—），北京人。
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大学期间开始发表作品。
现为《十月》杂志副主编。
著有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中短篇小说《后视镜》《词与物》
《我在海边等一李书》；散文集《大师的慈悲》等。
《蒙面之城》，2001年作家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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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午门 第二章 岩画 第三章 西藏 第四章 飞地 第五章 冰川 第六章 旧梦 第七章 情人 第八章 音乐 第
九章 地下室 第十章 红方 第十一章 时间 第十二章 结局或开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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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 他们在山洞发现了秘密，波罗举着打火机，马格看到地上的酒瓶子、罐头盒、口巾，口巾
上面印有女人唇印。
此外再没发现更多东西。
他们沿平原铁路走了一天，铁路进山，隧道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隧道会一个接一个，上面标明：隧道危险，禁止通行！
他们去八达岭的计划怕是要落空了。
 他们都只有十五岁，住圆明园一带，差不多在铁路边上长大，但火车除了经常在一些路口，比如四道
口、五道口拦截他们，其他的与他们无关。
他们追火车，扔石头，大吼大叫。
或者沿铁路疯跑，捉迷藏，用一整天时间像麻雀似的从圆明园铁路一直追逐到城里的西直门。
没人沿铁路穿越这个庞大如迷宫的城市，但这是可能的。
他们不知自己做了什么。
 圆明园后身一个轮椅上的老人告诉他们，沿这条铁路可以通往八达岭。
他们想去八达岭，把想法告诉了老人。
老人称他们年轻人，给了他们名片，这以前还没人称他们为年轻人。
他们常在这里碰上老人，有时帮老人跨过铁路，然后再把老人送回。
手摇轮椅是无法跨越铁路的，没有一次他们丢下老人不管。
老人祝他们顺利，希望他们看到詹天佑的铜像。
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詹天佑是谁，没太往心里去。
很多年后马格回忆这个老人，老人也姓詹，大概是詹天佑的什么后人。
 他们在山洞度过了难忘的一夜，趴在洞口看天空。
 波罗打火点烟，忽然叫了一声：“马格，你看，那是什么？
”一个漂亮的化妆盒。
几乎踩在马格脚下。
马格低头捡起来，打开，唇膏、眉笔、小镜子以及一张女人的彩色裸照映入他们的眼帘。
女人目光迷离，放荡，以一种原始的坐姿袒露出平时女人隐秘的一切。
他们看呆了，波罗忽然大叫一声，打火机就扔了出去。
打火机可不是手电或蜡烛，差点就烧爆了。
这下急坏了他们。
他们还没看清女人长什么模样，光顾看下边了。
满地找打火机，波罗突然说摸到了一只避孕套，马格不信，波罗扔在了马格脖子上，冰凉冰凉的，马
格骂波罗。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打火机。
他们有事可干了，隔一会儿就打火看一次女人，终于看清了女人的面孔。
一年以后波罗硬说在北京站看见了那个女人，他说女人与一大群男男女女在一起，好像一个什么鸟电
视剧组。
波罗的话有时不能信。
波罗挨了一顿臭骂，他找女人签名时向女人提到山洞的事。
波罗有点成心。
十五岁的波罗已知道得很多，那个山洞之夜，波罗像老手似的谈女孩，谈她们隐秘的器官，她们的体
液、需要和叫喊，这些都不过是波罗从录像里看来的。
他们神魂飘荡，满脑子女人的乳房、臀部和秘处。
他们不太知道月经是怎么回事，波罗的说法是她们想男人的缘故。
马格信以为真，想象着经血，心猿意马，心花怒放。
当黎明的曙色照在山洞里他们的身体上，他们几乎同时都在梦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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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拥有了那个女人。
 马格再次出现在铁路上是两年以后的事，他十七岁了，去接波罗。
波罗关在了南城。
他乘地铁到了北京站，过了东便门立交桥，从一处老铁路桥进入南城铁路。
南城铁路让他惊讶，与北城铁路完全不同，东便门应算是市中心，距离长安街咫尺之遥，能看见长富
宫和凯莱，距故宫也不过两三公里，但这里如此破败、荒芜，两侧是仓库、污水、旧城墙、窝棚、废
弃的工厂，感觉像上个世纪的时光。
路轨过度闪光，1910年的麻雀在飞翔。
 不时有列车从马格身边驶过，马格停下来，注视火车。
一些就要到站的乘客出于好奇伸出脑袋看他，有人扔给了他一瓶矿泉水，他接住，空的，空的他也喝
，还有点余根儿，喝完扔向天空。
正午时分，他过了永定门桥来到南滨河路上，看到17路公共汽车站牌子。
上次他接波罗出来就是在这里下的车，看见了这条铁路。
那次他对波罗说，要是他再进去，他要沿这条铁路走着来接他。
波罗说，不会再有下次了。
唉，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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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觉得自己一下老了，一切都在离我而去，我像是快要走不动的人。
在街角，路边，公园长椅，某个公共汽车站，吃力地坐下，看过往行人，看那些衣裙，短背心，大男
孩，背包客，某个惊艳的女人，低调的女人，沧桑一如时光倒流的女人，看小学生，驾驶员，大货车
，广告牌，一切都在被一幅巨大广告牌收走。
所有人都在离我而去，包括我自己，我甚至看到人群中的自己。
我与这个世界已经无关，好像已经写尽了某种东西。
    十年前，我刚刚完成《蒙面之城》，就是这个样子。
    我清楚地记得：我已不适应现实，现实好像是漂浮在我周围的梦境。
过去已离我而去，未来尚未展开，当下把握不定，我差不多处在一种身非是我的状态。
    只剩下一副躯壳，“我”好像不翼而飞。
    但是，一切都真的离我而去了吗？
    事实上，自动的无意识的回忆仍然充满了我，不然我为什么如此老态龙钟？
我散步，坐在人很多的车站长椅上，许多辆车过去了，许多人上车走了，又有许多人来，又一辆公共
汽车开来，又有人在上车，只有我一动不动。
我并不在此地的车站上。
我想起许多年前我站在路边，背着包，拦一辆卡车的情形。
我被一辆辆卡车飞驰而过的旋风和尘土冲击到路边，然后再走回来，固执地招手。
    我想起十年前。
我在十年前的街边，回忆另一个更早的十年前。
确切地说是1985年，啊，不，差不多是十五年前，我站在街边，我要去藏北。
我不是一个人，同我站在一起的是一个年轻女教师，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与初次见面的交通警察
聊得不错。
我们希望在交通警的协助下搭上一辆去藏北的卡车。
搭车已有了经验。
我们如愿以偿。
女教师的丈夫在藏北那曲写作，据说那里已靠近无人区，有一批诗人、作家、艺术家在那里生活写作
。
他们都熟悉梵·高与高更，我也一样。
我们为艺术到处乱跑，跑得越远越好。
黄昏，我们到了高原腹地。
我们要去的是文化局。
时至今日，隔过两个十年，再一个五年，在公共汽车站上，在人群之中，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曲地区
文化局的样子，记得它坐落在镇北围栏牧场一带，有土黄色的围墙，院子空旷，像被围墙圈起的牧场
。
几排白铁皮屋顶的房子是办公区。
我记得那几排铁皮房子在旷野上十分醒目，围墙根本挡不住它明亮的样子。
就像我不久在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夜幕降临，我见到了一大屋子人，他们是诗人马丽华、吴雨初、加
措、小说家李双焰(女教师的丈夫)、画家李发斌、音乐家黄绵景、后来遇难的《西藏文学》的田文。
我不知道是否有马原，我至今没全部搞清当年那间屋子里的人。
马丽华对我稍有印象，我们有过一次关于诗歌的通信，其他概无交往。
我在这群陌生人中混吃混喝了三天，我沉默寡言。
我记得每次都是马丽华做饭，她还拿出新写的诗让我品评。
她做的烤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看出她对诗人吴雨初的尊敬，也感觉到他们有着我无法言喻的默契。
我喝酒，某些时刻，觉得心里发生了什么，似乎进入了小说的场景。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蒙面之城>>

吴雨初身形高挑，穿绿格西装，仔裤，是文化局的副局长，他给我们讲述八天在马背上的经历，讲述
死亡、荒原、可以使马陷入的草原的鼠洞。
同为男人，他给我留下很深的、不无敌意的印象。
面对这样的男人，你很难没有敌意，敌意是对这个人真正的尊敬，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尊敬。
晚上，跳了一次舞，一次高原铁皮屋顶内的舞会。
我的舞跳得不错，马丽华要我教她探戈。
我还教了别人，和穿蝙蝠衫的田文跳了舞。
我在大学里学会了简单的探戈步子，踢腿，但没有甩头动作。
现在想想也还不算很傻。
    第二天，我回到拉萨。
那一年冬天，我在任教学校的石头房子陷入了孤独，陷入了对那次旅行的回忆与重构。
我趴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房间里，想象一个人重新去了藏北，想象着某种敌意与戏剧性。
一个寒假，我写出了《蒙面之城》的前身《青铜时代》，一部不足三万字的中篇。
那时的小说中已出现了马格、果丹、成岩，他们当然不是宁肯、马丽华，吴雨初，但的确存在着现实
与想象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人的任何一次表面经历(比如一次旅行)事实上都不过是内心经历的冰山一角。
有人轻视内心，而一个轻视内心生活的人显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甚至是不幸的人。
我见过许多这样不幸的人。
那个中篇当然是失败的，原因是我用长篇小说的思维方式写了一部中篇，我点到了．但更多地绕过了
许多重要场景，比如北京、秦岭、深圳，1985年，我还没有写长篇的胆量和气度。
整个八十年代是中篇的时代，时代像我一样也还不成熟。
    《青铜时代》(发表于七年后的《江南》)留下了遗憾，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尽管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1989年后)我离开了文学，投身到了广告界。
我在我所创办的广告公司一干就是六年。
我没有犹豫。
我认为文学已弱于时代，马格还不成熟，时代也不成熟，我也不成熟。
我认为做几年广告人，投身于一线的强大的经济生活可能是结束我作为一个单纯文人的恰当方式。
单纯的文人臆断式的现实大量存在于作品中，也出现在我以前的写作中。
回避现实，有人走出了一条狭窄的成功之路，而我认为介入现实对我是更好的方式。
许多年，虽然身处剧烈变动的经济生活之中，但我没有忘记马格。
我在耐心地等，等自己，等别人，也在等时代。
我想看看别人能否写出类似马格这样的人，结果我发现马格一直在等着我。
    世纪末，1997年，距离写《青铜时代》的1985年已是十二年，我听到了某种声音的呼喊。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驱车去天伦王朝谈一笔广告生意，车堵在了银街，忽然，我在交通噪音的混
乱中听到了一家音像店飘出的一脉高原清音。
是《阿姐鼓》的声音：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    
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    阿——姐——啊
   我决定急流勇退，回到了写字桌前。
1998年，我告别了广告公司，我发现由于若干年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洗礼，我已经是另一个人：自
信、从容，甚至有点粗野。
文学不再像以前那样让我高山仰止。
这是我对文学从未有过的感觉。
没有了多愁善感，没有了许多年作为文人的怨艾，有的只是对生命的追问与强劲的切入。
在三年的写作中，我恍如隔世，身非是我，忘记一切，几乎过着一种飞翔的生活。
到二十世纪结束，小说问世，我有一种天上方七日地上已千年的感觉——我的确到了一个新千年
，2000年。
我不适应这新的千年，我觉得被时间悬置在了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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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我一下老了。
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想象着自己拄着拐杖，想象着一双真正的老人的目光。
    当然，慢慢地，我适应了新世纪的曙光，我知道我并不老，只不过是感到了某种内心的巨大的沧桑
。
我知道，我的路还很长。
《蒙面之城》只是开始。
    转眼，《蒙面之城》问世十年了，十年，我有过多部长篇，包括刚刚杀青的《蒙面之城》姊妹篇《
天·藏》，但是没有一部像《蒙面之城》对我的生命那样重要。
编辑要我再版之际写点后记或是十年感言什么的，说实话，我一点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只是坐在电
脑前发呆。
    我想到它得到许多荣誉，我觉得不值一提。
我想到它得过许多奖，我觉得不值一提。
我想到它曲折而辉煌的问世过程，我觉得不值一提。
我想到它给我本人带来的戏剧化的命运，我觉得不值一提。
十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都如过眼烟云，都不值得一提。
惟有十年前那种不适应现实的散步，那种立于街头看过往行人的样子，那种老态龙钟的眼神，那种回
忆，历历在目。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
就致谢。
必须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那么多年直至今日仍然喜欢本书的读者，我接到了无数读者的信，现在还
有人给我写信，在此说一声：谢谢你们。
然后，我希望我的读者能跟我一起感谢《当代》的周昌义先生，是他最先发现了本书的价值，使它在
读者中声名鹊起。
《当代》给了它巨大的荣誉，感谢周先生。
另外，感谢我的家人，妻子张九玲和女儿宁非。
没有她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全心全意投入写作，她们为本书付出了无声的努力。
    最后，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付艳霞女士、脚印女士，本书得以新的面貌再版，她们付出了可
敬的努力，谢谢1    2009年10月12日    于北京东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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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有很长时间不曾经历这样的阅读激情了，现在很少有一本书能够让我情不自禁地一口气看完，并且
感慨良多。
我想《蒙面之城》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也会是很多人一直在寻找的。
    ——暗夜祭司    这是一本奇特另类的小说，充满蛮荒与文明的碰撞。
    ——攻城略地    无数次的梦里，想念着那还阳界飞云谷，想着那大草原上一望无垠。
还有一次，见到队长那被秃鹫雕琢的玲珑剔透的头骨，空洞的眼神直逼苍穹的凌厉像一把利剑。
心已经隐隐发痛。
只是我还是喜欢这种狼的性格。
    ——夜未央    如果任何人在热血沸腾的时候，都能毫无顾忌地开始这样一段历程，那是多么完美的
世界。
    ——丸子    此书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人性与兽性。
    ——荒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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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是一本奇特另类的小说。
一个叫马格的少年，十八岁出门远行，从秦岭到西藏，从西藏到深圳。
他像野狼一样生存，又像隐士一样与所有人江湖相忘。
他想要爱情的时候去跟人决斗，了断情缘的时候誓不回头。
热血沸腾的青春，肆无忌惮的旅程，胆战心惊的冒险，追寻着马格的青春坐标，我们都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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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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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