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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茅奖后梁晓声首部长篇《我和我的命》

书写平民的人间正道
日前，著名作家梁晓声获茅奖后推出的

首部长篇新作《我和我的命》，在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小说二十几万字，人物鲜活、富有
生活感，堪称《人世间》浓缩精华版。

据该书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付如
初介绍，梁晓声以他擅长的现实主义笔法，通
过两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讲述了人与命的
深度纠葛，呈现出不幸与幸福的多维辩证，引
发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的双重思考。书中，
普通人的命运轨迹折射着大时代的变迁，记
录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预示着我们
能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扎根于伦理、现实和时代变迁

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
是女孩被父母遗弃，不料却因祸得福，从农家
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她
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长大后，“我”无
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亲姐姐、姐夫
接二连三地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到深圳
摸爬滚打，却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
与者和见证人，经历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
传奇。

“我”在深圳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
悟到了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
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
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对她提出
各种要求，她虽愤怒无奈，却总是不能袖手旁
观，血缘带来的责任让她把自己变成了“责任
天使”。

年轻人也与父辈一样，能够承担家庭的
责任、自我成长的责任，乃至社会的责任。这
是这部小说最大的发现，也是梁晓声多年关
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最新体会。我
和我的命，也是我和我的责任，我和我的勇
气。而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
关怀，被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命名为“伦理现实主义”，他认为，梁晓声是中
国当代文坛少有的，致力于书写平民的正道
沧桑的作家。而他的“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
理，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

曾几何时，梁晓声在书写知青生活的时
候，在写下思考社会阶层变化的时候，总是会
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
难对人的考验等等，同时，也总是在呈现人对
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更多的，是被
动的回应，是不屈不挠。而到了这部新长篇，
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内在化为一种责任和修
养，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要
承担起血缘、家庭和生命、社会带给人的责
任。

人的总和与“三命”有密切关系

在这本书里，梁晓声通过主人公之口，表
达了很多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充满
了真知灼见。他反复引用马克思的话，思考
一个个体的人，命运的总和是什么？

小说中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
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
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
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关
系。梁晓声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
的关怀。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
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
命运的强大力量。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
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

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和自己相依为命，又
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

同时，他又用另外几个女性的命运，不断
向读者发问：你信命吗？原生家庭是“命”
吗？血缘亲情是“命”吗？你相信奋斗能够改
变命运吗？个人奋斗到底是为了成功，还是
为了每天都过得充实？大千世界中，漂泊人
世间，我们该怎么安放自己，才叫与命运和
解？如果注定一生平凡，我们该怎么办？

更为重要的，借着养父的经历，小说进一
步贯穿起中国两代人对“社会关系之和”的认
识。养父从贫苦农家成长为一市之长，他改
变了命运，然而，“穷亲戚”一直是他的“社会
关系”，是他不能挣脱的部分。他用责任扛起
了这一切，他一直在践行“亲情扶贫”，也教导
女儿用责任扛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用“亲情扶
贫”为社会分担责任。李敬泽认为，书中的这
些内容，使得“我”变成了“我们”，这是一部书
写“我们和我们的命”的小说。

展现了女性尊严的力量

除了责任和社会关系，这部小说的另外
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女性成长话题。小说中的
几个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
尤其在深圳，商业的冲击和诱惑，容易让女性
迷失。小说中就写到了出卖身体换取生存的
女性，她们向自己的“天命”投降了，当然，命
运也并没有因此厚待她们……

而通过主人公和她的好朋友李娟，小说
写出了有责任感的女性的成长。她们自尊自
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
良、正直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
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
在节奏紧凑、一波三折的故事中；在个性鲜
明、顾盼灵动的人物性格中，梁晓声不断提醒
新时代的女性：无论女性在家庭成长和社会
成长中遇到什么障碍，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尊
严，不要忘了责任。

作为高校教师，梁晓声熟悉年轻人的思想
动态，熟悉他们作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
享受的一切便利。他们几乎不用知道“苦难”二

字怎么写，就可以长大成人。然而，离开家庭的
暖巢走向社会之后，他们总会为成长付出各种
各样的代价。社会、家庭，都会对他们提出越来
越高的要求。所以，他通过这样一部小说，与年
轻人沟通和探讨：女性的成长代价是什么？每
个人的成长代价是什么？

敏锐的问题意识、探究本质的思考精神
和一直面对年轻一代的读者意识，是梁晓声
所有写作的最鲜明的特点，也是他在中国当
代文坛独树一帜的特点。

而且，从写知青小说开始，梁晓声就是行
动派，是奋斗派，也是冷静派。他总是在小说
中写普通人与时代的关系，也总是能够在波
谲云诡的时代变迁中为“人”的尊严刻下最伟
岸的身影，从这个角度说，他像“启蒙主义
者”。

他总是在小说中写亲情、友情、爱情与人
的纠葛，也总是能在让人欲说还休的情感羁
绊中为“人”的复杂性绘出最斑驳的印记，从
这个角度说，他像“人道主义者”。

他也总是在小说中观察社会的最新动
态，展现“人”的思想对现实的鲜活回应，从这
个角度说，他像“社会剖析者”……

这些都是梁晓声，却不是最全面的梁晓
声，他用小说、用人物，给时代提供标本，给思
想提供启示，给命运提供线索。他写“人世
间”热气腾腾的生活，更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
孤独；他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更写人与自己
相依为命。同时，他更是不断在小说中构建
一个“善好”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伦理上的，
也是生命境界上的。在李敬泽看来，对文学
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
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梁晓
声迎难而上，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
想象。

在大部头的《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之后，梁晓声用一部二十几万字的“小体
量”长篇小说，超浓缩地写世道人心，写活着
艰难，更写生命可贵、人间温暖。他发现年轻
一代的闪光点，他希望看到他们肩负起中国
的未来。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梁晓声的小说总是在写“人间正道”，写人
世间一个平民如何走正道为自己争得一个未
来。《我和我的命》非常精粹、非常凝练地用80
后女性视角写了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国式的伦
理现实主义。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一种与
他人无关的个人幸福，也没有一种与别人无关
的“命”，顺应大势，我命由我，这是中国人的精
神，也是我们和我们的命，是我们想要的“善
好”的生活。

梁晓声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
象。而且这份想象不是凭空的，不是没有现
实感的，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里，扎根在我们

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困境里。在困苦
中，一个人如何走善好的路，这是更难的。在
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这样一本书是非常宝
贵的。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
泽

梁晓声身上的思想者形象和知识分子
情怀，是他现实主义的内核，并且形成了其
现实主义的温暖底色，这种温暖的、朴实的
现实主义为他的作品留下了普通人的生命
情怀和民间温度。而这现实主义的根基，就
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传统。梁晓声的

现实主义既关注到了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
求的宏观层面，也贴近了对民间的底层关
怀，是建立在对民众、大众关怀的基础上的
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求，最大限度地贴近了
现实主义传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评论
家 吴义勤

梁晓声因“知青文学”成名，却并未止步于
“知青文学”，他一直追随这个时代，反馈这个
时代，同时也在沉淀自我、更新自我，作品也同
时代一起成长、一起变化。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张志忠

名家点评

《堂叔堂》 刘庆邦/著

长篇小说《堂叔堂》，以十二个篇章，讲述了
作者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既有大叔刘本德作
为台湾老兵回乡的故事——从亲情的角度，含蓄
表达了渴望两岸统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记赚钱
的乡村老师刘本魁的故事——侧面反映改革开
放之初的人心波动；更有刘楼村第一位党员刘本
成讷于言敏于行的故事。通过生动描摹十几位
堂叔的群像，展现了我国中原地区百年来的时代
变迁，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和人性脉络，以及命运
嬗变中不变的民风和人情之美。

《书太多了》 吕叔湘/著

吕叔湘先生学兼中西，文章一流。作为语言
学家、老资格的教师和编辑，他对学文、作文与

“咬文”之道颇有心得。本书从其一生著述中精
选出有关读书、作文、治学、处世的文章四十余
篇，分为“书太多了”“语文常谈”“论学忆往”三
辑。文章覆盖他一生各时期，展现了他多姿多彩
的思想谱系。杂文也好，咬嚼文字也好，回忆故
人往事也好，这些文章都贯穿着吕叔湘文字不变
的清淡风格，节制，却也有张有弛。“读书如做事，
宜节制，勿过度”——这种宽容节制的人生哲学，
对于现在的人们不失为一味清凉剂。

《探险家沃斯》[澳] 帕特里克·怀特/著

澳大利亚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
怀特代表作，以传奇探险家路德维希·莱卡特的
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史诗巨著，也是继《人树》《风
暴眼》《树叶裙》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主
人公沃斯是一位来自德国的探险家，他探索澳洲
内陆的计划得到了富商波恩纳先生的资助。在
探访波恩纳先生时，沃斯结识了理性而孤僻的罗
拉。探险队历尽艰险，最终走向瓦解，只有幻象
中的罗拉支撑着沃斯走向生命的终点。

本书是一本随笔散文集，由作者多年来创作的
人文历史感悟类随笔结集而成。文章内容积极向
上，构思巧妙，颇有文化意境。这些文章体现出一种
人文情怀，给人一份思考、一份宁静和一种激情。文
章主要以历史上众多知名文化社会人物为主要描述
对象，聚焦他们的为人处世、人生遭际和命运浮沉。
作者以详尽史料为基础，开展细致深入的描写和勾
勒，对斯人斯世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绘；在此基础之
上，更结合自己的分析判断，钩沉众多委婉曲折的细
节，注意从各个细微的侧面入手铺排，从而折射出一
段特殊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光影。

《韵事杂谈》 张传伦/著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
家 。“ 知 青 文 学 ”代 表 人
物。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辑、编剧，北京语言大学
中文系教授。

2012 年 6 月被聘任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其
作品《这是一片神奇的土
地》《父亲》获全国短篇小
说奖；《今夜有暴风雪》获
全国中篇小说奖并收入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作品
文库；《雪城》收入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 70 部优秀长
篇小说典藏。2019年凭借
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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