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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10年“憋”“大招”

《大树小虫》呈现两个家族近百年命运

好书推介

本书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用明德引领
风尚”的创作理念，着眼于广西，讲述了广西第
一所孤儿学校——南宁市明天学校孤儿学生
成长、成才的真实故事，刻画了一批可亲可爱
可敬的乐于奉献的人物群像，是中国实施民生
工程、扶孤助学的缩影。全书感人至深，文字
可读性强，对带动全社会奋发向上、崇德向善，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蛋镇电影院》
作者：朱山坡

书中 17 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均是以南方小
镇——蛋镇的电影院为背景和载体。作品书
写动人的故事，描摹有趣的灵魂，传递人世间
意味深长的温暖、淡淡的忧伤与哀愁，回放被
电影院永久珍藏的寂寥、斑驳的岁月……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
者 李爽 采写

池莉：生活是一棵浩大的树，人类像小虫奋力爬行
辽沈晚报：从“大树小虫”这个书名

无法判断书里的内容，当时起这个名字是
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呢？

池莉：“大树小虫”不是我自己的思
想，我是借着爱因斯坦的思想，我觉得我
的思想也是不够的，因为当我的年龄和写
作的阅历达到能看清楚父辈、祖辈、下一
代四辈时，觉得应该动笔写这个长篇，但
该怎么写，写什么？这时候爱因斯坦老师
就出现了，他的广义相对论通俗的解释
是，一只小的甲虫盲目地在一个大树上爬
行，它不知道自己爬行的轨迹是弯曲的，
但我幸运地发现了。爱因斯坦解释他的广
义相对论，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棵浩大
的树，巨大的树，我们人类都是小虫，在
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但是，也许从
宏观上看我们爬行的轨迹真的是弯曲的，
向上的时候整个时代是在让我们向下，总
而言之，我们能够在这个大树上生活和爬
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人类毕竟是伟大
的。

辽沈晚报：在这部小说里，您通过人
物命运的呈现，涵盖了很多近百年里发生
的大事件。那么，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你
应该在材料准备上下过一番功夫吧？您间
隔十多年写成这么厚重的小说，为什么会
有这十年的酝酿，做出这样的选择？

池莉：是 的 ， 这 部 长 篇 准 备 时 间 很
长，除了各种资料以外，主要我在等待自
己的成长，长到我的视线能够了解与看透
上下几代人，往来一百年。时刻要求自己
智力成长是一桩最辛苦的事情，也往往吃
力不讨好。好在我还是在获得清晰视线的
时刻，写完了这部大长篇。

一个作家无论写长篇、短篇、短文、
诗歌，都是个心愿，可能也是个幼稚的梦
想，我也不例外，想写一本厚重的书。十
年的酝酿，是想能够聚焦这些人物，看懂

他们，我才动笔，所以先有念头和构思，
十年之内开始写作。

辽沈晚报：这本书用词上挺新潮的，
我觉得她是生活的“偷窥者”，什么都讲
得来，各种网络用语，各种话语都有，关
注的这些话题又是现在年青一代都会关心
和涉及、而且往后也可能会涉及的，您希
望向读者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

池莉：这部长篇改了几稿，最初的几
稿是一个大倒序，写了十几万字，觉得不
行，有问题了，到最后一稿我觉得我找到
了一种特别好的结构。这个长篇我立志要
把它写到虚字“的地得”能不要全不要，
必须一句话动词是骨干，希望能达到一句
话写出来具有可视性，文字直接带来视
觉，带入现场，有现场感。这是技术上说
的。结构上，我构架一个立体结构，直
线+方块看上去很不对称，但我觉得如果
写得好它就是美的，如果写得不好那当然
就被我毁了。这个直线+方块的结构是比
较便于阅读的。所以，这个结构和语言确
实费了很大的劲和努力，甚至不惜破坏语
法，有很不规范的地方，这是特意的做
法。

我也是一个小虫，生活上也想努力爬
行一番，想把这个长篇“爬出来”，真的
不只是写一个故事。这又要涉及物理学、
量子力学，就是当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
时，牛顿力学延续 200 年成为经典，本世
纪初却被量子力学颠覆了这个经典。那么
从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本世纪初
颠覆牛顿的两支主要的物理学力量，广义
相对论讲时空弯曲，说明什么？我从人文
角度，接受他们给我的震撼，其实不是故
事，是一种量子纠缠态，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人和人之间特别的复杂，关系复杂
到语言不可及的，表达不出来，如果单纯
讲故事，你表达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

系和微妙关系，必须用一种量子纠缠来表
现，每个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
做什么事情一定受到身边很多影响。

所以，这个社会非常复杂，我们生活
在宇宙决定论当中、社会决定论当中，我
们都被决定，被设计，就像我的长篇也在
设计人物。但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人
的智慧和人的意志、自由意识，来决定我
们在一瞬间会选择去做什么。我被决定了
不错，但我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别
的选择。说的可能不太有意思，但这样去
处理小说和写小说，读者读起来会比我有
意思。

辽沈晚报：书封上写着“革新与重塑
汉语写作”，既然是革新与重塑，一定是
有对象的，革新什么，重塑什么？

池莉：关于革新与重塑，我们传统的
中国文字，文言文还是很精炼的，但变成
白话文以后越来越拖沓，越来越长，加上
很多翻译小说带过来的句子，就是定语、
装饰语，什么“的”什么“的”出现，这
种传统讲故事的方式我已经不能接受，昏
昏欲睡，让人没有代入感，没有现场感和
视觉感。而在当代艺术中，我认为视觉感
非常重要，大家几乎都喜欢看电影。我个
人认为，文字如果让人出现视觉感，会比
电影高级得多，我在做这样的努力。不惜
破坏掉语法，去掉虚词，觉得这个事情已
经完成了这个动作，你想到就行了，看到
句号就知道他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该是
下一个动作了，我有这样一些考量。因为
40 万大长篇，三代人、四代人通篇这么
去写确实很冒险。我刚开始写到两节的时
候觉得有点没心劲，后来觉得他们一定会
非常好，互相渗透和纠缠，尤其当我引入
了物理学的思想和概念，受他们的启发以
后，我愈发要让我的语言更加生动和有动
感起来，这就是我所做的努力。

对话

著名女作家池莉已长达十余年没有出版新
长篇了，而这次一出手就是近四十万字。这部
名为《大树小虫》的长篇力作，从日常又不失戏
剧化的生活镜头切入，以标志性历史事件串联
人物性格及命运，多线并行地展开了中国现当
代百年历史的壮阔画卷及社会图景，把写实主
义手法的运用推至一个新的高峰。

据该书出版方介绍，故事的现实背景设定
于 2015年的武汉，通过俞家和钟家两个家族的
联姻，引出两家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命运与现
世纠葛。故事从距离当下并不遥远的2015年开
启，男女主人公分别是“80后”和“85”后，男主角
钟鑫涛出生于家底丰厚的富商家庭，父母竭尽
全力为其打造优裕成长环境，终将其培养成为
211名校研究生，希望其继承家业。女主角俞思
语出生于高干家庭，诞生时因窒息差点夭折，是
在众星捧月环境中被爷爷奶奶呵护着长大的娇
娇女，拥有一头令人艳羡的乌亮长发，性格天真
单纯，不谙世事。

这样一对看似“门当户对”的适婚男女的婚
姻大事，也成为各自家族的重中之重。在一众人
等运筹帷幄、通力配合的精密部署下，钟鑫涛与
俞思语这对璧人被精心设定为“一见钟情”式的
自由恋爱，不仅获得双方家长的全力支持，并很
快就按部就班地步入婚姻殿堂，这时俞钟两家也
有了正式交集，而故事才刚刚开始。围绕促使男
女主角尽快生个二胎男宝这样一件头等大事，双
方长辈们使出浑身解数。过程中，每个人物都积
极扮演着推手的角色，带出每个家庭不为人知的

“隐秘”，也显露出不同的私心与无奈。
全书充斥着时代的巨变、经济体制的飞跃

与不变的家庭伦理、社会纲常之间的各种矛盾，
是小说的笑点、泪点、看点，也是人性之软弱被
不断戳中的痛点。

小说主线就写到十多位主要人物，涉及老
中青三代人。作者在每一节的开头为人物客观
设定了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这些人物都通过
男女主角的联姻而自然地相互串联起来，人物

的性格也在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中逐渐显现出
来，同时又会带出新的事件，每个时期不同人物
的人生表情各异。

三代人的命运对应着中国现当代不同时期
的历史事件，直接参与进人物性格的铸造与延
展，而每一代人都在自己家族中起到连环扣式
承上启下的作用，正是俞爷爷、俞奶奶的命运让
他们觉得儿女并不可靠，只有孙女余思语是余
生唯一的希望，也正是父母俞亚洲和任菲菲一
手促成俞思语的性格，间接促成她的婚姻，待发
现真相时追悔莫及；正是男主角的父母钟永胜、
高红一手培育出满腹经纶却生理知识为零的儿
子钟鑫涛和乖张叛逆我行我素的女儿钟欣婷，
而他们自己也是上一代人影响下的产物，想逃
离父母的魔咒却终究被一语成谶。这三代人都
在努力想挣脱上一代人的轨迹，走出自己的路
来，却每每被时代、被社会、被家族，更是被自己
的性格弱点消磨锐气，一次次向社会主流、向既
定规则妥协。

这种不同于“罗生门”式的复式绳套结构，
展现了高超的结构故事、塑造人物的能力，让原
本看似琐碎家常的小说情节变得错综复杂，随
着出场人物光鲜面具被一层层撕开，随着不同
人物在时空中的交集，每个人都逐步露出真
容。池莉将视线拉远拉长，在家长里短、永不止
息的生活流之外，让当代读者看到的是宏观而
深远的问题；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传
统伦理、道德底线、城乡及时代洪流中自我价值
的缺失等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做了入木三分地呈

现，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发人深省。这或许
是《大树小虫》不同于池莉以往作品，达到一个
新的深度与广度的所在。

除去题材和写法上对自我的超越和突破，
池莉新长篇还在其最擅长的武汉风土人情书写
和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刻画之外给予读者更多
更大的惊喜和冲击。“90后”的先锋话语、当下的
时尚语汇，大量的历史、经济、政治、医学与科普
知识，至精至密的生活细节描写，无处不在的历
史真实，使之兼具了当代中国“简明百科全书”
功能，也让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生动具象
的认知与理解，一气呵成读完之余，更想不断重
读与玩味。

本书作者池莉，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
学作品，80年代末创作的“人生三部曲”被誉为
中国小说新写实流派发轫之作。其畅销代表作

《生活秀》虚构的“鸭颈”小食，衍生出红遍全国
乃至海外的“武汉鸭颈”，家喻户晓并形成了庞
大的食品产业链，堪称文学深度介入现实生活
的成功范例。

池莉历年来获得各类文学奖项八十余种，其
作品陆续被法国、英国、西班牙、日本等多国购买
版权并翻译出版。《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
为你是谁》《生活秀》《云破处》等多部小说不断被
改编为影视、话剧、舞台剧等各类艺术形式。

小说之外，池莉的散文及诗歌也极具个人特
色，因言之有物亦有趣而广受读者追捧。其散文
以历经世事的通达和智慧，洞察众生百态，妙品
人间滋味，单篇阅读量过千万，屡屡引发热议。

《哭了 笑了》
作者：何培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