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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5年本社出版了一套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丛书，均为散文。
这是副总编阮光页提出的选题。
阮光页原是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
他的那个年级的校友中，正拥有孙颐、赵丽宏、王小鹰、陈保平和陈丹燕等5位作家。
他们在求学时就写了一些作品，其中孙（禺页）、赵丽宏、王小鹰更早崭露头角，在进校前已发表了
很不错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如几丛鲜艳的花枝，摇曳在那时还显得荒芜的文学园地上，相当引人注
意。
他们毕业后，十余年中，仍是新作不断，仍是一派方兴未艾的样子。
1994年，作为编辑和同学的阮光页忽然想到：何不让他们各自编一本散文近作，集中推出，以形成一
种景观呢？
继而想到五六级的戴厚英、五七级的沙叶新等人，更是久负盛名的作家。
一时虽不及细想，但已产生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概念，而决定先限于“校友”范围，来着手编辑
、出版这套丛书。
但戴厚英一本集子，刚与其他出版社签约，只得暂付阙如。
这套丛书推出以后，上海文学界以至社会上的不少人，很快认可了这个“华东师大作家群”，师大因
而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相当引人注目。
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无人察觉，特地指出，冠以名称，可能一直会悄然无闻；而一旦命名，提
醒了公众，大家会觉得十分自然，一点不觉得异样。
接下来，编者就更“名正言顺”地来充实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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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高校七七级的学生，集中了许多因为“文革”爆发、停止高考而被积压了十年的优秀人才，其中
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又长期颠沛于社会底层的“知青”，他们接触社会的程度，远非“文革”前的
和以后的学生所能相比。
而在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中就有那么一些代表人物：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保平、陈丹燕⋯⋯    
这套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中，把华东师大校友作家群集中在一起，更全面地展示出华东师大作
家群的力量，华东师大中文系师生以至其他高校的师生，可能会从中继续受到感染和激励。
    本分册收录的是摩罗的一些精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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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摩罗，本名万松生，1961年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农民家庭。
1978年考入九江师专学习中文专业课程，1997年获得华东师大文学硕士学位。
现居北京，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六道悲伤》（长篇小说），刊载于《十月》杂志长篇小说版2004年10月出刊的寒露卷。
 
    《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
 
    《因幸福而哭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
 
    《因幸福而哭泣》（繁体字版），台湾情报文化公司2003年出版。
《不死的火焰》（繁体字版），台湾情报文化公司2003年出版。
 
    《大地上的悲悯》，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鲁迅》，（与人合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出版。
 
    《第一年——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出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风的竖琴>>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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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讲述底层家在江西一九九三年我刚入华东师大，在丽娃河边的研究生楼前见到一只募捐箱和一
张募捐海报。
海报称，数学系研究生某某某因患肝病治疗良久，身体虚弱，急需加强营养，而家又在江西，经济压
力很大云云。
海报所列理由实际上是这样：某人因病需一笔营养费，因家在江西拿不出这笔营养费乃请求他人援助
。
我也恰好是刚从江西来的，对“家又在江西”自然很有体会。
但我没想到“家又在江西”竟然可以成为募捐的理由，而且是一经点出大家即可心领神会的强有力的
理由。
也就是说，在上海，在中国社会，在公众意识中，江西的形象即是穷山恶水、贫病交加的形象。
正当我反复咀嚼“家又在江西”的辛酸滋味时，一位与我一同来沪上学的老乡托人捎来口信：他因病
在上海第六医院住院，嘱我去看他。
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无力地握着我的手，侧着脸轻声说：“老兄呀，我不行了。
”说完，两滴眼泪分别从鼻梁和鱼尾纹那里流下来。
他患的是血液病，因免疫能力减弱，口腔已严重溃烂。
他吡嘴让我看看，牙龈几乎烂光，白森森的牙齿无依无靠十分可怕。
他每隔一小阵就必须给牙龈涂一次杀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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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些天一直在盘算着为《西风的竖琴》写个后记，阮光页老师特地嘱咐，最好要写写丽娃河。
即使没有这个嘱咐，我的后记也不能不写丽娃河。
我甚至因为终于有机会写一写丽娃河而兴奋不已。
昨天辛苦一天，写了《丽娃河的鲜花》，也许用力太猛，写成了纯粹的散文。
后记只得今天重写。
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来说，华东师大中文系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甚至是个蛊惑人心的
地方。
那里盛产批评家，盛产前卫的文学观念。
说它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点也不为过。
这种地位至少维持了十年之久。
九十年代前期我到那里读研究生的时候，中文系的氛围已经有很大改变，可是那种流风遗韵依然熏陶
着莘莘学子和远方的读者。
有一位同学在福州路逛书店时，跟一位陌生人谈起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那个
人一把攥住他的手，眼睛发亮地说：“那可是名校、名系、名专业呀。
”投奔那个“名校名系名专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在那里读书三年，生病休学半年，毕业分配不顺利耽误半年，所以总共呆了四年。
此前我在江西工作了多年，也许仅仅因为业余生活不爱打麻将，而爱读点书写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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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风的竖琴:摩罗文学作品自选集》：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是在中国高校里绝无仅有的一种文学现
象。
1995年冬，华东师大校友作家丛书《人生韵味》、《阅世戏言》、《寻常情怀》、《烟梦往事》、《
精神故乡》等策划、出版，此为第1辑，前后共8本。
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校园弥漫的诗性氛围，使得丽娃河畔作家辈出。
华东师大不仅是一校拥有作家最多，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一批在中国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
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沙叶新、戴厚英、王智量、鲁光、赵丽宏、王小鹰、王晓玉、孙(禺
页)、刘观德、格非、李洱、徐芳、陈丹燕、周佩红、戴舫、陈洁等等作家，都曾经或正在文学界产生
着令人关注的影响。
如，施蛰存是中国现代心理小说的代表作家；格非，与苏童、余华等一起成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代表
作家之一；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
》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品；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等话剧作品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反响；鲁光
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在当时，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起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品；
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与北方的《北京人在纽约》一起，成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品1995
—1996年之交，丛书策划者阮光页提炼并命名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
1996年春，大型签名售书活动和“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研讨会”在华东师大举行。
通过各大新闻传媒的报道，特别是东方电视台20分钟的专题片《丽娃河畔走来的作家群》的播出和十
年后的重播，“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概念广泛传播到社会，在文学圈、高等院校，以及读者当中产生
了重大的反响。
时隔十二三年，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2辑共9本于2009年推出。
以“80后”为主体的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第3辑也将进入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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