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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
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
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
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
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考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
目。
　　阿城的作品总共包括三个中篇小说：《棋王》（1984），《树王》（1985），《孩子王》（1985
）；六个短篇小说：《迷路》，《傻子》，《周转》，《卧铺》，《会餐》，《树桩》（1985）。
最后还有以《遍地风流》（1986）为题的，由很短的文章组成的系列。
阿城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
另外，他每两月一次在每一期《九十年代》杂志上发表一篇很短的文章，他已发表了三十三篇这种类
型的文章。
按照发表时间先后，可以发现，阿城在他的短文中，舍弃了浪漫传奇式的形式，使之成为新形式，他
确认为随和或笔记小说。
    阿城给当人中国文学带来的巨大独创性，是他保持古典文学的表现财富的能力。
阅读、领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巨著，运用小说和杂文那样的文学形式是他的选择。
最后，他决定实验发展最适合他的文学形式：杂文或笔记小说。
这种志愿之举说明他在创作他最初的、应付的作品之后，对写作本身进行思考。
概括起来，“三王”应付了一种必须，接下来的小说表明，集中在《遍地风流》题下的作品是向诗性
散文的转变，在美国写的文本是作者理论思考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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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城（1949- ），原名钟阿城，中国当代作家。
北京人，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
1984年开始创作。
主要作品有《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系列、《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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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冷峻客观的小说小说编  棋王　树王　孩子王　会餐　节日　炊烟　峡谷　溜索　洗澡　雪山　湖底
　成长　旧书　抻面　厕所　提琴　豆腐　扫盲　结婚　洁癖　大风散文编　思乡与蛋白酶　爱情与
化学　艺术与催眠　魂与魄与鬼及孔子　还是鬼与魂与魄，这回加上神　足球与世界大战　跟着感觉
走　艺术与情商　闲话闲说创作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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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
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
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
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
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
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
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
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
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
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
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
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
另一面的窗子朝南，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
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
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笼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
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是斜对面儿，于是就坐下了，也把手笼在袖里。
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问：“下棋吗?”倒吓了我一跳，急忙摆手说：“不会!”
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这些细长的手指头，就是个捏棋子儿的，你肯定会。
来一盘吧，我带着家伙呢。
”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往里掏着。
我说：“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
你没　　人送吗?”他已把棋盘拿出来，放在茶几上。
塑料棋盘却搁不下，他想了想，就横摆了，说：“不碍事，一样下。
来来来，你先走。
”我笑起来，说：“你没人送吗?这么乱，下什么棋?”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一边说：“我他妈
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
来，你先走。
”我奇怪了，可还是拈起炮，往当头上一移。
我的棋还没移到，他的马却“啪”的一声跳好，比我还快。
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
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说：“你还说不会?这炮二平六的开局，我在郑州遇见一个名手，就是这
么走，险些输给他。
炮二平五当头炮，是老开局，可有气势，而且是最稳的。
嗯?你走。
”我倒不知怎么走了，手在棋盘上游移着。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又把手袖笼起来。
　　就在这时，车厢乱了起来。
好多人拥进来，隔着玻璃往外招手。
我就站起身，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
站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都在叫，乱成一片。
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地一下，哭声四起。
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我实在没心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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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
这是什么时候!”他　　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像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
　　车开了一会儿，车厢开始平静下来。
有水送过来，大家就掏出缸子要水。
我旁边的人打了水，说：“谁的棋?收了放缸子。
”他很可怜的样子，问：“下棋吗?”要放缸子的人说：“反正没意思，来一盘吧。
”他就很高兴，连忙码好棋子。
对手说：“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儿?没法儿看。
”他搓着手说：“凑合了，平常看棋的时候，棋盘不等于是横着的?你先走。
”对手很　　老练地拿起棋子儿，嘴里叫着：“当头炮。
”他跟着跳上马。
对手马上把他的卒吃了，他也立刻用马吃了对方的炮。
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没有大意思，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就转了头。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像在找什么人，一眼望到我，就说：“来来来，四缺一，就差你了。
”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就摇摇头。
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我，忽然大叫：“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
我说没见啊。
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儿。
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　　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儿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
”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
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就问同学：“他就是王一生?”同学睁了眼，说：“你不认识他?唉呀，你白活
了。
你不知道棋呆子?”我说：“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
”说着，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
王一生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
　　王一生简直大名鼎鼎。
我们学校与旁边几个中学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后来拼出几个高手。
几个高手之间常摆擂台，渐渐地，几乎每次冠军就都是王一生了。
我因为不喜欢象棋，也就不去关心什么象棋冠军，但王一生的大名，却常被班上几个棋篓子供在嘴上
，我也就对其事迹略闻一二，知道王一生外号棋呆子，棋下得很神不用说，而且在他们学校那一年级
里数理成绩总是前数名。
我想棋下得好而有个数学脑子，这很合情理，可我又不信人们说的那些王一生的呆事，觉得不过是大
家寻逸闻鄙事以快言论罢了。
后来运动起来，忽然有一天大家传说棋呆子在串连时犯了事儿，被人押回学校了。
我对棋呆子能出去串连表示怀疑，因为以前大家对他的描述说明他不可能解决串连时的吃喝问题。
可大家说呆子确实去串连了，因为老下棋，被人瞄中，就同他各处走，常常送他一点儿钱，他也不问
，只是收下。
后来才知道，每到一处，呆子必然挤地头看下棋。
看上一盘，必然把输家挤开，与赢家杀一盘。
初时大家看他其貌不扬，不与他下。
他执意要杀，于是就杀。
几步下来，对方出了小汗，嘴却不软。
呆子也不说话，只是出手极快，像是连想都不想。
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连一圈儿观棋的人也要慢慢思索棋路而不再支招儿的时候，与呆子同行的人就
开始摸包儿。
大家正看得紧张，哪里想到钱包已经易主?待三盘下来，众人都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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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连问可有谁还要杀?有那不服的，就坐下来杀，最后仍是无一盘得利。
后来常常是众人齐做一方，七嘴八舌与呆子对手。
呆子也不忙，反倒促众人快走，因为师傅多了，常为一步棋如何走自家争吵起来。
就这样，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上一天，后来有那观棋的人发觉钱包丢了，闹嚷起来。
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看见有人掏包，也不响，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就发一声喊
，将扒手与呆子一齐绑了，由造反队审。
呆子糊糊涂涂，只说别人常给他钱，大约是可怜他，也不知钱如何来，自己只是喜欢下棋。
审主看他呆相，就命人押了回来，一时各校传为逸事。
后来听说呆子认为外省马路棋手高手不多，不能长进，就托人找城里名手邀战。
有个同学就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据说是国内名手。
名手见了呆子，也不多说，只摆一副据传是宋时留下的残局，要呆子走。
呆子看了半晌，一五一十道来，替古人赢了。
名手很惊奇，要收呆子为徒。
不料呆子却问：“这残局你可走通了?”名手没反应过来，就说：“还未通。
”呆子说：“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徒弟?”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这个同学
桀骜不驯，棋品连着人品，照这样下去，棋品必劣。
”又举了一些最新指示，说若能好好学习，棋锋必健。
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捡烂纸的老头儿，被老头儿连杀三天而仅赢一盘。
呆子就执意要替老头儿去撕大字报纸，不要老头儿劳动。
不料有一天撕了某造反团刚贴的“檄文”，被人拿获，又被这造反团栽诬于对立派，说对方“施阴谋
，弄诡计”，必讨之，而且是可忍，孰不可忍!对立派又阴使人偷出呆子，用了呆子的名义，对先前的
造反团反戈一击。
一时呆子的大名“王一生”贴得满街都是，许多外省来取经的革命战士许久才明白王一生原来是个棋
呆子，就有人请了去外省会一些江湖名手。
交手之后，各有胜负，不过呆子的棋据说是越下越精了。
只可惜全国忙于革命，否则呆子不知会有什么造就。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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