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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黎紫书，马来西亚女性书写第一人。
她是“文学奥斯卡”花踪文学奖获奖最多的作家；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亦屡获大奖，包括冰心世
界文学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香港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等。
本书是黎紫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最受期待的作品之一，在“书中之书”结构之下，串起三代
人的共同回忆，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种族的集体记忆。

　　本书2010年在台湾出版，迅速登上畅销排行榜，并入选当年《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2011年
势头不减，相继获得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赢得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
好评。
此次为黎紫书首次正式授权出版其作品的简体字版，大陆年轻读者期待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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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紫书
　　本名林宝玲，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市。
1995年以短篇小说《把她写进小说里》获马来西亚“文学奥斯卡”——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此
后连续多届获奖，是花踪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亦屡获大奖，如
冰心世界文学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香港《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
等等。

　　著有短篇小说集《天国之门》《山瘟》《出走的乐园》《野菩萨》，微型小说集《微型黎紫书》
《无巧不成书》《简写》，散文集《因时光无序》，个人文集《独角戏》，以及编著花踪文学奖回顾
评论集《花海无涯》。
《告别的年代》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本书是黎紫书文学创作的转折点，也是她最受期待的作品之一。
本书以一部既无开端亦无终结的历史大书为引子，分三层叙事，将同名同姓但不同时空不同角色的三
个女人“杜丽安”串联起来，前一层的人物故事被后一层的角色阅读，也被读者一一阅读。
在“小说中的小说”结构之下，一层一层开拓出故事的纵深度，充满寻觅、躲藏与发现，展现出三代
人的共同回忆、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种族的集体记忆。

　　2010年，本书入选《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2011年，本书获第十一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
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
　　
　　黎紫书获奖档案　　
　　1995年
　　第三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
　　马来西亚全国微型小說比赛首奖
　　1996年
　　马来西亚杨忠礼文化月短篇小說首奖
　　第十八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
　　1997年
　　第四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散文首奖、小说推荐奖
　　马来西亚云里风年度优秀作家一等奖
　　1998年
　　冰心世界文学奖（短篇小說）佳作奖
　　1999年
　　第五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小说推荐奖
　　2000年
　　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
　　第二十二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
　　2001年
　　第六届花踪文学奖世界华文小说首奖、小说推荐奖、散文佳作奖
　　2003年
　　第七届花踪文学奖小说推荐奖
　　2005年
　　第二十七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
　　第二十八届《中国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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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告别的年代》入选《亚洲周刊》年度中文十大小说
　　《简写》入围2010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2011年
　　《告别的年代》获第十一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
　　《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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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艰难的告别 黄锦树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后记 想象中的想象之书
附录 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
 董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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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在读这本书。
这是一部小说，长篇。
作者在后记中提到&ldquo;写这样一本大书&rdquo;，&ldquo;大书&rdquo;是值得斟酌的字眼，你极少看
见任何小说作者如此形容自己的作品，那该是评论家的用词，它应该出现在&ldquo;前言&rdquo;
或&ldquo;序&rdquo;的部分，而由作者本人道来便予人不太谦逊的印象，是有点失礼的。
　　于是你猜想这书的作者若非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写手，便是一个颇有成就的老学究。
他们都有点自诩过高，有点自恋，或起码相当地自以为是。
　　但你不晓得该怎样去印证自己的揣测。
因为这是一本残缺的书。
或许它也是一部残缺的小说。
当你无意中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那样了&mdash;精装本，外表看来完整无缺，锈绿色的外皮上只
有几个烫金楷体字&ldquo;告别的年代&rdquo;。
它看起来很古老，书页已经受潮发黄，但几乎找不到被翻动过的痕迹，而且打开后还有一股油墨味道
扑鼻而来，好像它自印好以后便热烘烘地被搁在那里，因为从未被人翻动过，便封存了那一股只有刚
出炉的新书才会有的味道。
　　这书没有扉页。
你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翻来覆去地找。
可它真的没有，甚至也没有版权页，没有书名页；既没有标明出版者，也找不到作者的姓名。
更奇怪的是它的页码居然从 513开始，似乎这书的第一页其实是小说的第 513页?　　这很怪异，你被
吸引住了。
一本从第 513页开始的书。
你禁不住蹲在那里开始读了起来。
　　一九六九年陈金海观看影片《荡妇迷春》时心脏病猝发。
时大华戏院虽全场爆满，唯观众正专注观赏影片，无人发现陈氏病发。
最终陈氏因抢救不及而当场毙命，此事在埠内街知巷闻，轰动一时。
　　这是《告别的年代》全书的第一段文字。
这些叙述看来很中性，你觉得它可以是一段开场白，也完全可以是一部长篇里的某段文字。
　　那时候你甚至尚未意识到这是一部小说。
这些该死的中性文字，它们读起来更像是绝版了的《南国电影》里某个小栏目的段落。
你认得出来这种文体和读感，那语言有股旧时代的陈腐味，蘸饱了南洋的蕉风椰雨和侨民们的风流韵
事。
这类文字现在还会在某些周刊小报里出现，它们特别适用于讲说埠城旧事，或追念已故的社会贤达，
或怀想当年埠间的奇闻轶事，或暧昧地指涉坊间的旧风月老相好。
　　你一直以为这是一种正在消失中的历史语言，一种适合为祖父辈撰写传记的文字，所以在初看这
段似是而非的&ldquo;引言&rdquo;时，你很自然地把这书划为&ldquo;史册／传记&rdquo;类，以为它是
多年前某乡团（也许是陈氏乡会，或是客家会馆）自资出版的刊物。
很可能是为纪念某届会长显赫的家族，由会内某个戴着黑框眼镜，文采较好（并且在报社内当资深记
者）的秘书负责撰文，由&ldquo;陈金海，广东大埔人，一九○三年生，卒年一九六九 ?&rdquo;开始，
煞有介事地写了个洋洋洒洒。
　　倘若真是那样的一本纪念刊，那么这书的作者是谁，似乎便没有追究的价值了。
你可以想象那人如今已七老八十，假如没有患上老人痴呆症，则目前很可能仍在给某风月小报当通讯
员，或认领了一个专栏，负责撰写昔日州府的猎艳趣谈或伶人往事。
　　然而不管怎么说，一本从 513页开始的书，仍然让你感到怪异。
那是编版装订上的技术错误吗？
你忍不住翻开书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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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丽安几番周旋，终于成功将酒楼盘下。
重新装潢后的新酒楼于中秋节后开张。
杜丽安之弟媳翌年诞下长女艾蜜莉，弥月时亦在该酒楼摆酒喜庆，当晚宴开八十八席，高朋满座，名
流云集。
　　如此结束一本书，真让人纳闷。
这段叙述依然中性，既可以结尾也还有延续的余地。
&ldquo;长女艾蜜莉&rdquo;这称谓的出现有一种&ldquo;未完，待续&rdquo;的效果。
你觉得这像是作者在书写时突然对这漫无止境的叙述感到厌烦和倦怠。
于是他突然掷笔，让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的故事戛然而止，却又用&ldquo;长女艾蜜莉&rdquo;暗示了以
后仍无穷尽的人物关系与情节发展。
　　这是你在图书馆里找到的一本书。
它像砖头一样厚重，被搁在图书馆某犄角的书架上。
那书架紧挨着&ldquo;历史／传记&rdquo;类书籍的专柜，上面标明的类别是&ldquo;其他&rdquo;。
　　图书馆里的书籍类别划分得很细，加上管理员们的细心与执著，几乎每一本书都可以找到它们适
当的位置。
在那里，被归类为&ldquo;其他&rdquo;意味着被放逐。
你相信那书架上的书籍必定都经历过许多管理员的轮番鉴别，或者他们也曾开会讨论，却都认为这些
书的内容模棱两可，定位含糊不清，才一致同意让它们流落到这五层高的铁制书架上。
　　可这分明是一本未被翻阅过的书。
印刷用的油墨几乎把书页都黏合起来，那是封存的凭证，它未被打开便已被决定了流放。
　　收藏&ldquo;其他&rdquo;类书籍的书架，被置于图书馆尽处最僻静的一个小房间。
小房间是破旧书籍的收容所，里面也放置了不少多年来乏人问津的藏书，而放在&ldquo;其他&rdquo;
类架子上的书本并不多。
你手上这一本《告别的年代》被放在最低层，而且是最靠墙的一本，仿佛停放在时光的深处。
蜘蛛在那上面一代一代地交媾，繁衍和死去；一只黄蜂抱剑死守在那里，尸体已被蛀空。
那角落最惹尘，也最容易被遗忘或忽略。
　　可是现在你觉得它一直沉默地伫候在自己的位置，为的也许是有一天被你发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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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论是书写略带史话意味的家族故事，或是白描现世人生的浮光掠影，黎紫书都优以为之。
而营造一种秾腻阴森的气氛，用以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尤其是她的拿手好戏。
　　&mdash;&mdash;王德威　　马华女性书写第一人。
　　&mdash;&mdash;郑树森　　在文学条件异常贫瘠的马华文坛，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黎紫书都是个
奇迹。
　　&mdash;&mdash;黄锦树　　《告别的年代》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对抗匮乏，拒绝遗忘的书。
　　&mdash;&mdash;董启章　　我觉得这本小说，或可视做某种失传小说技艺的活生生复现，华丽的
戏台从不可能的虚空被汹涌创造出来。
作为读者，我觉得无比幸福；作为同代华文小说创作者，我觉得她是屈指可数、顶级的、恐怖的对手
。
　　&mdash;&mdash;骆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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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年《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
2011年第11届花踪文学奖！
2011年《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
　　王德威、止庵、蒋韵、杨照、郑树森、黄锦树、董启章、骆以军&hellip;&hellip;联合推荐！
　　王德威：不论是书写略带史话意味的家族故事，或是白描现世人生的浮光掠影，黎紫书都优以为
之。
而营造一种秾腻阴森的气氛，用以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尤其是她的拿手好戏。
　　郑树森：马华女性书写第一人。
　　黄锦树：在文学条件异常贫瘠的马华文坛，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黎紫书都是个奇迹。
　　董启章：《告别的年代》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对抗匮乏，拒绝遗忘的书。
　　骆以军：我觉得这本小说，或可视做某种失传小说技艺的活生生复现，华丽的戏台从不可能的虚
空被汹涌创造出来。
作为读者，我觉得无比幸福；作为同代华文小说创作者，我觉得她是屈指可数、顶级的、恐怖的对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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