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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字的写作跨度已近三十年了，在整理挑选的时候确实有不少的感慨，过去的日子
会随着旧文重读再次来到眼前，似水年华，就这样在纸上流过。
因此，这本评论集与其说是想留住自己的文字，回顾自己对中国文学这几十年的观察与思考，不如说
是为了一种纪念，一对被朋友们称作评坛“双打选手”的岁月与生活。
当然，几十年的评论写作还是有迹可遁的。
所以，我们将文章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新时期文学演进中的一些现象与问题的思考，第
二、三部分收录的是作家作品评论，我们将对江苏作家作品的评论单独作为一部分，这是我们工作的
地方性与身份烙印。
第四部分本想收录有关文学批评的研究，但选了两篇之后就停下了，还不如把几篇经典重读的文字放
进来，一来它们本身就彰显了批评的价值与功能，批评在阐释上的无限的魅力，二来它们也表明了我
们对文学批评一贯的看法，那就是文本细读再细读。
文本细读一直是批评的出发点，舍此，如何批评？
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的人们，感谢张陵先生，感谢罗静文女士。
特别要感谢李建军先生，是他的坚持促成了我们这次文学旅程的回望。
还有那些为文章的首发给了我们关爱并付出了劳作的刊物和编辑们，一些刊物已经消失，而许多的编
辑至今未曾谋面。
所以，本书也是友谊与温暖的见证。
2012年8月，南京龙凤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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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边的文学》是评论家汪政、晓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自选集，既有对新时期文学演
进中现象和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有对这个时段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评论。
作为国内有影响的、对新时期文学持续不断地予以跟踪的批评家，其批评文字不仅记录了新时期文学
发展中的诸多侧面，同时也显露出与三十年文学共成长的批评家的心路历程以及批评立场、批评观和
批评方法等多方面的变化，在一代评论家的写作中具有典型意义，对当代文学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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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政，男，1961年8月生，江苏海安人。
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创研室主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南
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晓华，本名徐晓华，1963年生，江苏如东人。
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室副主任。
二人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合作，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发表论文及评论三百余万字，出版《
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我们如何抵达现场》、《解放阅读》、《〈朝花夕拾〉导读
》等，主编、参编大学、中专、高中教材多种，并获得多种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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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无边的文学有关“汉语小说”的札记长篇小说：三十年的时间简史论文人小说叙事行为漫论有关短篇
小说技术的断想困境中的求索日常生活的叙事伦理略论青年创作及其批评我的城市，他的文学江苏的
文学风格散论人到中年与文到中年天工开物——范小青短篇小说札记华丽家族——黄蓓佳长篇小说论
一片闲心对落花互补的青年意识——论苏童及其他王家庄的日常生活研究——论毕飞宇的《平原》鲁
敏论老年的城市与青年的城市——陈建功小说谈片老年的风景试说史铁生论王安忆失去记忆的故乡—
—贾平凹笔下的乡土中国论田耳轻逸诗人艾伟阎连科的乡村伦理——评《我与父辈》乡村教育诗与慢
的艺术——郭文斌论“我该到哪里去寻找诗情”——杜涯诗歌谈片多样化：批评的放逐与解放当代批
评60年：道路、问题与人物简约的艺术——重读林斤澜《溪鳗》他只愿⋯⋯——重读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黑暗年代的华章——重读食指《相信未来》汪曾祺的语调——重读《葡萄月令》新时代
的律动——重读王蒙《春之声》寻根、先锋与文学西藏——重读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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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11年春，梦都大街。
有关“汉语小说”的札记一、概念的提出“汉语小说”是不是一个能够成立的概念？
如果是，它将如何被规定？
到目前为止，汉语小说还只能是一个区别性的描述性的说法，它的内涵还没有稳定下来，还处在含混
的有待完成和明晰的状态。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一个自觉的标志，它使我们的小说家的写作从大小说的抽象中具
体化地划分了出来，突现了自己的命定的文化角色和母语意识，那就是你在用、并且在为母语而写作
。
也就是在这样的意识下，我们将这一提法与眼下开始流行的另一种说法或概念区别开来，即“华文文
学”或“华语小说”，因为这一概念的外延据说不仅仅指港、澳、台地区，据乐观者从想象角度对将
来的展望，认为在地球变为一个村落的现在和未来，华语小说将是世界性的。
面对世界性的华语文学，传统的、中国的将不再重要，更不要说地域风格了，从话语层面上讲，“华
语”成了汉语小说的唯一特征，至于华语小说的内在精神、它的人文内容，则是所谓“华人精神”。
这实在是空洞不过的未来写作的乌托邦。
华语是华语小说的特征，除了语种的说明外，不过是一个同语反复。
而其实一旦深入下去，不同地区的华语实际上有着巨大的差别，相对而言，港、澳、新、马、台，尤
其是前四者，在话语风格上与大陆本土的语言就大相径庭，它们或如从汉语大陆飘洒出去的种子重新
萌发的植株，或者受到其他文化的浸染与同化，淮南淮北，枳橘不同，早已是别一番模样，这应该是
有目共睹、毋庸讲解的语言景观。
在这样的前提下去提倡所谓“华语小说”的泛世界的大同概念，其结果不仅是以牺牲本土语言的内在
精神为代价而去认同非本土的已相当异化和殖民化的域外华语。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域外华语写作的风格已不容乐观地对本土的写作构成了冲击，那
种商业性的、无深度的、快餐式的写作风格和轻飘浮艳的语体对本土语言带来了伤筋动骨的重创。
所以，我们认为，汉语小说的提法可能更为科学也更为实在一些，无论从什么方面讲，本土的写作都
应是汉语言写作（包括“华语”写作）的重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提倡汉语的世界性（“华语”）
与提倡汉语的本土性相比，后者都更具意义。
语种并不能说明语言在具体写作中的情形，英语无疑也是分布极广的语种之一，但英语在其本土内外
，风格和精神实在无法一概而论，这其中，语言因其生长环境而被植入的人文精神是语言学之外的至
关重要的命脉。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正如“华人精神”是一种除生物学意义之外毫无道理也无从界定的虚构一样，
统一的所谓华语也是不存在的。
相反，汉语却意味着一种语种的母体，一个语言的历史，一个语言的文化积存以及它所言说的民族风
格。
通过对它的传承、重铸与坚守，我们可以坚持住自己的家园，凭借它，我们才不至于被同化，反而以
永远的树大根深、源头活水的存在与世界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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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边的文学》编辑推荐：汪政、小华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合作，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发
表论文及评论三百余万字，出版《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我们如何抵达现场》《解放阅
读》《〈朝花夕拾〉导读》等，主编、参编大学、中专、高中教材多种，并获得多种文学奖项。
他们的评论在文学界受到好评，民间传说：南有汪政，北有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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