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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郎伟先生的相识，已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前的某日，我坐了一整天车，从宁夏南部的泾源县来到首府银川，寄宿在留校任教的大
学同学处，而作为青年教师的郎伟那时恰好与我的同窗住在一个宿舍。
后来他多次描述过当时的我：瘦弱、苍白，话不多，一副郁郁寡欢的才子相。
那么，身为房主的郎伟，是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满面灰尘的不速之客的？
我记得，他算不上热情，但也没有抱着一本书不抬头，举止言谈间，透出一种略显矜持的亲和力，一
种细品方可懂得的幽默感。
很多年后我们再见面时，我已从泾源县的一所中学调到了宁夏电大，继而到了《朔方》编辑部，他则
在北大读完了硕士，回到宁夏大学中文系继续任教。
此后我们的接触才开始多起来，才真正成为保持日常往来的朋友。
现在回想，郎伟的气质里令我愿意亲近的部分，可能正是所谓“清高”的一面。
一个人，能够处处徇人之意，事事成人之美，固然令人感到舒服，却不见得可以深交，我印象中，这
类人通常也是机会主义者。
相反，如果像郎伟那样目光里微微透着矜持，举止中稍稍有些质朴，倒表明了，这个人是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内心是有相当持守的，这种人才是可交之人。
我和郎伟二十多年的交往，证明我的直感是完全正确的，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我的观察，郎伟是不花工夫经营人际关系的，他最好的朋友大概也属君子之交。
如果一个人被他认为是德行可疑、聪明过头，他通常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礼貌待人是没有问题的
，但总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我和郎伟早就以好朋友自许，但与他真正相知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去年年末，我与郎伟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七代会，正好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
晚来无事，常常清茶一杯，作彻夜的长谈。
渐渐悟得：他是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不过就算对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印象，那就是他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耿直持
守。
　　郎伟的名气是和宁夏文学的名气一同上升的，这一点不容置疑。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郎伟自己也坦然承认这一点。
还记得，郎伟最初评介宁夏作家的时候，所谓“宁夏文学”还远远不成气候，除了已经盛名在外的张
贤亮，其他宁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还寂寂无名，大多数评论家是看不上也不会轻易去评价他
们的，对他们的轻视，是明摆着的，公开表示“不屑”者也大有人在。
而郎伟，身为北大中文系硕士生，一九八○年的宁夏文科状元，愿意写文章推介和评论这类还远远看
不到前景的写作者，如果说显示了他的慧眼和勇气，当然不算离谱，但还不够准确，我以为，比较中
肯的说法应该是，它还是证明了，郎伟为人为文，一贯以本色和诚实为内在依据，而较少考虑利害得
失。
“郎伟是靠宁夏文学出的名”，这样的怪话是有的，郎伟自己总是一笑置之。
我作为熟悉情况的人，有必要提一个醒，郎伟一定是最早关注宁夏青年作家的评论家，而且始终保持
着跟踪观察、向外推介、深度研究的热情，宁夏文学现在的成就，如果肯承认有评介之功，那么，郎
伟确实功不可没。
　　郎伟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这样的底子，对于他近年来主要从事的宁夏文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避免了研究一隅之文学而视
野陷于一隅之狭窄。
事实上，文本总是具体而微的，总是与某一块邮票般大小的地域紧密相连的，但是，对文本的阐释和
分析却需要更为开阔的认知背景。
我注意到，郎伟每每谈论宁夏作家作品的时候，总是显示出对全国文学状况的熟悉，总是自觉地把宁
夏青年作家的作品放在全国文学的板块中去审示，偏袒之情不能说没有，但总体上，我以为是有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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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也是有学术勇气的，有些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郎伟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对宁夏作家及其作品的极端熟悉。
这一点，外部的评论家是望尘莫及的。
如果我们不迷信外来眼光，不依赖话语霸权，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多地看到，郎伟等人对宁夏文学的评
论，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郎伟的文章属于简朴明快二路，不兜圈子，不掉书袋，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这样的文
风其实是易于受轻视的。
那种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文章，有些确实是好文章，相当一部分则不见得，来势凶猛，内容却是稀
松平常的。
此类文章也不见得有多难写。
在我看来，写文章，尤其是写论文，只要有简朴的可能，就应简朴，只要有明快的可能，就要明快。
如果没必要写成鸿篇巨制，就尽可能写成“短文”。
　　“宁夏文学”还是一种成长中的文学，它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还是未可预料的。
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研究价值。
我相信，对它的学术考察是有助于认识一个时代的整体的文学问题的，期望郎伟的研究越来越走向开
阔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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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史的运行规则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学的构成，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典和杰作的相加。
客观地讲，在任何时候，非经典性作家与作品都构成了文学写作的主流。
法国大批评家蒂博代说：“如果不是有成千上万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作家维持着一种文学生活的话，
那就根本不会有文学，也就是说，不会有大作家。
”是的，从事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工作，本身就是选择了一种具有风险和挑战意味的工作。
作为研究者，学问做得好与坏，当然与研究对象的价值高低有关系，但优秀的批评者和研究者又总是
超脱于被研究对象的。
如果他拥有足够的敏锐、睿智，充满不竭的热情与永远的理想，实际上他是完全能够超越具体的批评
与研究对象而成为杰出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者与开拓者的。
自己也许一生都不能攀上“杰出”的顶峰，然而，既然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工作有着无法替代的学
术意义和功能，写作的激情就不可能轻易地从内心深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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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郎伟，一九六二年生，回族，浙江富阳人。
一九九一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任教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选刊》《当代文坛》《小说评论》《上海文
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并在《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散文、杂文七十余篇
。
创作的文学评论作品获得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一次，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一次，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作品评奖文学评论一等奖三次。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作协重点作品审读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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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文学的解读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若干病象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发展状况考察鸡肋还是燕
窝？
——关于茅盾文学奖的闲言碎语怀念巴金热爱母语温柔与暴烈小与大中国古代重要文学命题解读之一
中国古代重要文学命题解读之二中国古代重要文学命题解读之三宁夏的文学风景偏远的宁夏与渐成气
候的“宁军”九十年代以来宁夏长篇小说创作状况考察宁静的收获——宁夏第六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
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简评二00四年度宁夏文学的几个关键词二00五年的宁夏文学：星空不寂寞今年是
个丰收年——二00六年宁夏小说创作简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读二00四年度的《回族文学》向上攀
升的路总是艰险——漫议二00五年度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动人春色不须多——读《宁夏青年作家中短
篇小说精选》无边的土地与稀少的景色——读《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沧桑人生 笔底温情——刘和
芳诗文集《回眸·序言》荒蛮地域的苍凉叙事——读马知遥的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写作是
为时代作证——吴江所作自传体小说《咀嚼荒谬·序言》如烟岁月已逝 青春诗情依旧——秦中吟所著
长篇小说《梅花开了杏花红·序言》大地上的风情与歌吟——读火仲舫的长篇小说《花旦》历史传奇
与西部风情的完美融合——读古越、唐羽萱的长篇历史小说《金羊毛》成长的疼痛与忧伤——张学东
《给蝌蚪想像一种表情·序言》一种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小说文体——鲁兴华、包作军小小说合集《骆
驼的罗曼史·序言》⋯⋯旧典新书写在光影世界的边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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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文学的解读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若干病象　　我国的文学创作，自从脱离了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清新刚健的时代氛围之后，便一直显得病恹恹的，有气无力。
尽管在这十来年当中，也有一些创作家想以个人之力，打破文坛“风骨不飞”“负声无力”的局面，
但因为文学界总体的创作气氛是萎靡的、浅吟低唱式的，所以，个别的雄强之声也就渐渐地被一片莺
歌燕呢喃之音吞没了。
时至今日，我国文学创作界的某些病象日益严重，实在到了不诊治不足以救文学于颓败之途的地步。
　　病象之一，是思想缺乏症和思想冷漠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最缺乏的是思想之美。
虽然经过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风的熏染，作家们在写作技巧上已学得不少聪明本领。
然而，若论思想上的高屋建瓴、深刻透彻，近年作家的创作实在乏善可陈。
不少创作家仿佛成为埋头于个人心情中的鸵鸟和躲进封闭的壳里的蜗牛，他们对身外的世界早已力不
从心。
因此，文学不仅正在失去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和动员能力，难以洞察并说出生活内部隐藏的秘密，它甚
至还在渐渐失去对于包围着人类的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流的诗意的想象能力。
翻开十年来的中国小说，除了极个别的作品能够带给我们新鲜而耐咀嚼的思想见解之外，大多数的叙
事性作品都显得思想贫乏，甚至思想混乱。
倘若说“思想”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坚强的骨骼”，那么，说句老实话，我们所接触的大量的
小说要么是“有肉无骨骼”，要么是“肉多于骨”。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见不到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超常领悟，看不到一个作家与现实世界中的苦难
和危机的“痛苦的联系”，看不到对于真理的诉说和对于理想的迷恋。
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平庸得再也不能平庸的见解，杂乱得再也不能杂乱的想法的拼凑。
在持续走红的作家池莉的大量小说中，人们只能看到她对无边的世俗生活的认同，是大量的缺乏思考
力的平面感受，而绝少看到她对灰暗的充满着低级趣味的所谓“平民生活”的批判。
池莉有言：“我以为说到底，文学作品不是人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也不是社会集团里最重要的
东西，不是水，不是空气，不是食物，不是政治，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依靠想象而存在的艺术，
是人们的精神调剂。
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多么重要，或者应该多么重要。
我创新不了什么。
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
”不难看出，池莉的写作姿态放得很低，然而就在这样的多少带点讨好味道的貌似平民的姿态里，她
已经放逐了文学的诗性和理想。
我想，从事写作的人都应该知道，文学的全部精神力量，恰恰来源于它对平庸琐碎的生活本身的超越
，其重要性恰恰在于它能够像阳光和雨露一样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持久的温暖和滋润，指示我们在辗转
挣扎于世俗的泥沼时，应该时时抬头仰望遥远而灿烂的理想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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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写作是为时代作证》所收的文章都是近五年间写作并发表的，也有个别篇章是七八年前发表的
。
全书分为“中国文学的解读”、“宁夏的文学风景”、“旧典新书”、“写在光影世界的边上”四部
分。
其中《旧典新书》和《写在光影世界的边上》两辑文字，是几年前应邀为文学杂志和报纸上所开的专
栏写作的，属于书评和影视评论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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