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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头》:如何走出“佛系”的生活？

据该书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萍
介绍，《念头》 既是一部岁月的追忆之书，
也是充满生命力的人生文本。作者将人生
的哲思运于主人公张晋中的笔下，凸显出
创作者独特的意志与情趣。这样一位年过
半百的主人公回忆往事时，丝毫不见世事
苍凉之感，相反，还呈现出轻盈的青春气
息 。 书 中 不 时 流 露 出 “ 千 帆 阅 尽 ” 的 澄
澈 ， 是 储 福 金 一 直 强 调 的 “ 活 泼 泼 的 生
命”。

《念头》 中的张晋中悠然超尘的生活也
是回应了当下生活中一个特别主题——佛
系。但储福金没有拘泥于“佛系”，而是提
出更重要的问题，如何走出“佛系”的生
活 ？ 评 论 家 张 陵 直 指 小 说 中 的 这 个 问 题 。

“对 个 体 来 说 ， 选 择 ‘ 佛 系 ’ 也 许 无 可 厚
非，但如果放大成一种社会文化，可能就
是社会精英阶层对社会责任的放弃，进而
可能发展成社会进步发展的阻力。只有中
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才有历史机会产生这
样 的 精 英 阶 层 。 而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才 四 十
年，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只是一
个新历史的起步。这个时代产生的精英阶
层 ， 这 么 快 就 疲 沓 了 、 迷 惘 了 、 退 缩 了 、
放弃了，并不是社会文化积极的现象。从
这个意义上说，‘佛系’不可作为积极的社
会文化来认识和评价。也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张晋中这个形象具有现实的警示性和
批判力。”

“淡笔”是储福金创作中的主要特点。

有评论者指出，“储福金有意无意地规避传
奇，淡化情节，代之以散文化和诗化的结
构，从种种不易觉察的细微处着手，探究
人生的秘密。”在 《念头》 这部小说中，储
福金依然延续了这样的创作风格。他诉诸
意识的流荡与情 绪的跳跃，甚至有过之
而不及。著名作家张抗抗评论这部小说时
用了两个字：精致。“这是我近期读到的一
部 精 致 的 书 ， 语 言 的 精 致 、 人 物 的 精 致 、

物件的精致，就连念头都是精致的。”这种
“精致”也是储福金的运笔所现。

据记者了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创作以来，储福金的收获颇丰，至今已发
表了四百万文字。发表及出版 《黑白》《心
之门》 等十二部长篇小说，《裸野》《人之
度》 等五十多部中篇小说，《彩、苔、怆》
等百余部短篇小说。作品有多种译本于海
外出版发行。

名家点评

储福金的新著 《念头》 是一部极富时
代感的作品，既试图纵向地透视历史，也
试 图 横 向 地 反 思 当 下 。 充 盈 在 小 说 《念
头》 中的，是当下的时代气质与危机。

《念头》 描述了企业家张晋中的半世岁
月。在叙述张晋中的半百生涯的同时，小
说从侧面勾勒出了一幅中国社会近五十年
的发展巨变史。具体来说，作者采用楼层
式的叙事结构，构造了六层空间楼层，由
上 至 下 ， 自 今 往 古 ， 以 插 叙 和 倒 叙 的 方
式，展示张晋中个人生活“小历史”的同
时 ， 也 勾 画 了 1970 年 代 至 今 社 会 变 迁 的

“大历史”。
——评论家 潘莉

这是我近期读到的一部精致的书，语
言的精致、人物的精致、物件的精致，就
连念头都是精致的。

——著名作家 张抗抗

好书推介

这本书是作家章缘二十年来创作的
短篇小说精选集，内容涉及当下都市生
活特别是女性生活的诸多方面，展现了
章缘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于当代都市
人的生活与生存的关注与关照。

正如评论家刘绪源指出的那样，“章
缘的小说，写的几乎都是小人物，这里就
有契诃夫和张爱玲的传统……在她的人
物身上，有作者细微的人生观察，也有悲
切的同情以至怜悯，但她决不因此减损自
己的挖掘和揭露，只要有生活的创口，她
总是如实地一点点揭开，让我们看到生活
的不如意，看到人生的严峻和残酷。”

《春日天涯》
作者：章缘

本书是作家刘汀的全新小说集。书
中收入了六篇小说，每一篇都紧扣书名
主题，各篇之间情节相互牵扯、交叉，共
同构成了一幅当代生活图景。在这些关
于“吃什么”的故事中，有当代人的快乐
和疲惫，有他们的希望、失望甚至是绝
望，也有潜在的救赎，它们紧紧地依附于
这座都市的生活经验，折射出时代和社
会的反光。

在这部当代都市人的“吃饭简史”
中，每个在城市中漂泊、打拼的人都能看
到自己的影子，在书中觅得可贵的温暖，
相互依偎。

《人生最焦虑的
就是吃些什么》

作者：刘汀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记者 李爽 采写

本书是百万畅销书作家、日本著名
企业家稻盛和夫撰写的最新励志书。与
以往的经管系图书不同的是，本书针对
大众读者，尤其是在职场和生活中遇到
困难、瓶颈的读者，旨在引导他们更自
信、认真地面对职场和生活中的瓶颈，积
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本书内容共五章，稻盛和夫主张利
用企业经营的理念意识去经营自己，认
真对待每一份约定，认真经营自己的个
人品牌，敬天爱人，刻苦钻研。其中也涉
及到了一些佛禅理念和经营法则。书
中，作者梳理了自己80年的人生经历，归
纳了自创业以来的经营理念，更总结了
人生路上各种坎坷教会他的人生真谛。

《稻盛和夫：活力》
作者：［日］稻盛和夫

《万物春生》：在荒诞里窥见真实与明亮

姐姐与“我”在家中的地位相去天壤,
作为独孙的“我”即便脑袋不灵光，仍被
视作珍宝。她却从小在家中成为劳力，六
岁辍学回家放牛，在母亲的眼中牛比女儿
的 命 值 钱 。 父 亲 命 途 乖 舛 ， 被 倪 家 收 留 ，
后 与 母 亲 渐 生 情 愫 ， 意 外 得 子 ， 入 赘 倪
家 ， 从 此 与 走 出 乡 村 的 同 学 们 踏 上 殊 途 。
爷爷是非常年代的狂热分子，时至今日也
未能醒悟，甚至怀念那些可以动武的光辉
岁月......

据该书责编郑筱诗介绍，不同于鲁迅
《祝福》 里的旧历年欢天喜地的场景，《万
物春生》 并不是年味儿十足，即使讲到传
统习俗“传灯活动”也是滑稽可笑，还有
小叔正月里在垃圾桶里找吃的、父亲在炮
仗烟雾里捡鞋等一系列荒诞情节，使作品
达到了与 《祝福》 同样的反讽效果，增添
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父 亲 的 隐 痛 往 事 ， 在 于 他 入 赘 倪 家 ，
改名改姓，成为别人家的儿子；祖父对老
族长产生妒意，奶奶与发财的机会擦肩而
过，姐姐苦求玩具而不得……这些琐碎的
日 常 ， 这 些 生 活 的 细 节 ， 像 是 珠 子 一 般 ，
散落在全书。林为攀用“傻子”的记忆与
叙 述 把 它 们 记 录 在 册 。 他 用 傻 子 的 视 角 ，
重新构建了记忆中的乡村，在童年记忆与
荒诞现实之中来回穿梭。

作 者 书 写 的 是 自 己 最 熟 悉 的 那 片 土
地，正如他自己所言——“写这部小说是
为了给自己的童年作个告别，让自己的执
念暂且放下，或者说小说是我抒发郁结的
通道”——小说确实郁结着一股苍凉的气
息。故事发生在“我”十岁那年，也就是
2008 年 ， 中 国 的 现 代 化 转 型 已 推 进 多 年 ，

然而读者依然可以在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
—— 爱 爬 树 的 族 长 、 会 驱 鬼 的 大 脖 子 奶
奶、与女尸温存的捞尸人、看黄色录影带
的花甲老人等身上看到闭塞乡村的落寞与
村民命运的悲凉。

作品涌动着深沉而复杂的情感，作者
试图往人物心灵深处挖掘，寻找人物心理
的裂痕，揭开重男轻女、迷信神灵、不辨
是非等一个又一个愚昧的伤疤，借傻子之
口表达知识分子对乡村病症的指控，激起
读者的阵阵隐痛。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将
答 案 寄 予 未 来 ， 给 外 甥 （女） 取 名 “ 春
生”正是作者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故

事 的 尽 头 是 其 内 心 郁 结 的 疏 散 。 文 中 说
“置 身 事 外 的 怀 念 总 比 置 身 其 间 的 苦 熬 容
易”，如今，作者终于可以将这部小说作为
置身事外的怀念了。

本书作者林为攀，现居北京。先后在
《萌芽》《青年文学》《福建文学》《大家》
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出版作品有长篇小
说 《追随他的记忆》 和小说集 《当一朵云
撞见一张纸》。短篇小说 《作家之死》 获得
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名家点评

林为攀的写作，剥除了生活表层的戏
剧性，强调一个人面对外物冲击时的内在
反应。敏锐与迟疑，沉重和轻盈，都被他
塑造成一层模模糊糊的清醒。这模糊，看
似是叙述的粘连，其实是一个个人对他所
处时代的反馈——林为攀的小说写的就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真实。

——作家 王苏辛
林为攀的长篇小说开始趋向开阔与稳

健，这种试图缝合文学与生活的努力是同
龄作家中难得一见的。他对小说的忠诚配
得上故乡的倾情给予，土地、人情、世故
等为这部小说建筑起扎实的“地基”，这是
双 向 的 编 织 ， 很 值 得 期 待 。 林 为 攀 很 有
趣，痴人很少，他算一个。

——小说家、诗人 宋阿曼
林为攀以观察者而非评判者的身份介

入自己的童年，用其独特的才情和可贵的
克制，呈现出一道道真实到荒诞的乡村奇
景，有情，有趣。

——青年作家、编剧 魏市宁

《念头》是作家储福金新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张晋中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董事长，他在一次买房的过程中私掀防护
网被砖砸中导致脑伤，醒来时神志模糊，却也因此阴差阳错地住进了一位陌生朋友李寻常家——“莲园”。张晋中在“莲园”慢慢恢复的过程
中也得以重新打捞记忆的时光碎片，梳理繁杂纷乱的往事，他的盘算、机巧、得失、悲喜、愁烦、愤懑，一点一点，汇成念头。同时，张晋中研习
陶器，犹如开启神助，手中所捏的陶器受到陶艺家梁同德的赞誉，人生仿佛莲花般，从花的幻景中再次繁生出来。

“90后”新锐作家林为攀所著的长篇小说《万物春生》，以一个近乎先知式的傻子“我”的内心视角，描绘了一个偏远村庄的历史与现状。
“我”是倪氏家族的独孙，因脑袋反应慢，被人视为“傻子”。“我”常常陷入幻想，像一只好奇的鱼，经常被外界丢过来的诱饵勾引过去。小说采
用第一人称回顾视角，由“我”发声，讲述了“我”在十岁那年春节前后的所见所想。十二个小节，大量的意识流、闪回、作者及人物对“我”的视
角盲点的补充，共同将倪家三代人的生命画卷铺展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