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的成长（中篇小说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们的成长（中篇小说集）>>

13位ISBN编号：9787506339612

10位ISBN编号：7506339617

出版时间：2007-05-01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罗伟章

页数：3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的成长（中篇小说集）>>

前言

　　从1994到2006，&ldquo;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rdquo;，已经跨世纪，走过十二个年头了。
十二，在我国，若以生肖计算，也是一次轮回。
　　假如十二年前你只有十二岁，那么而今二十四岁的你，见到这一套&ldquo;丛书&rdquo;，或许不
甚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为此，我们再次介绍。
　　十二年前，关注我国文学发展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有感于年轻文学新人想要出版个人专集存在相
当困难，而他们投身文学创作的志向和成果，应该给予扶持，于是提出创建一个公益性的文学作品编
审机制：&ldquo;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rdquo;编审委员会。
&ldquo;文学之星&rdquo;，指的是具有一定创作实力与潜力的年轻新人。
星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星代表光明与希望。
编审委员会以发现并推举年轻新人及时升上文学星空为己任，因而这项活动被称为文学的&ldquo;希望
工程&rdquo;。
之所以早在1 994年就取名&ldquo;21世纪&rdquo;，是因为编审委员们认为：&ldquo;这对奋斗在文学基
层的年轻人将会产生很大的鼓舞作用，会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增添新的力量。
&rdquo;　　这项文学的&ldquo;希望工程&rdquo;，得到了文学界各方面的热烈支持。
当年，我国文学泰斗冰心和艾青出任顾问，评论专家冯牧和散文大家袁鹰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会由二十五位著名作家、诗人、教授、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
而今，编委会邀请四位顾问：王蒙，王巨才，袁鹰，谢永旺。
编委会由以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锲为主任的十九位委员组成。
他们分别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门，国家级的文学报刊社、出版社，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等几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
从第六届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决定，这项&ldquo;工程&rdquo;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
基金会、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  &ldquo;丛书&rdquo;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把它列为中国作家
协会培养青年作家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项&ldquo;工程&rdquo;，冯牧和袁鹰曾把它比拟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编印的《未名丛
书》和《奴隶丛书》，巴金主持的《文学丛刊》。
《未名丛书》扶持一批青年作者登上文坛，《奴隶丛书》刊发过鲁迅、茅盾等名家新作，《文学丛刊
》以编选青年作者处女作或成名作为主。
，陆续推出了曹禺、卞之琳、艾青、艾芜、萧军、陈荒煤、何其芳等一系列当年的新星。
这些彪炳史册之作家、诗人、评论家的&ldquo;第一本书&rdquo;，就是由它最先出版的。
冯牧曾经表示：&ldquo;前辈关怀培育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繁荣做出贡献。
我们今天以他们为光辉榜样，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rdquo;　　&hellip;&hellip;　　关于这一次终审会，我们觉得需要略加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从得
票数的顺序可以看出，本届活动征集到的作品，总体质量，散文优先，这是全体编审委员的共识。
本届共征集到十本散文集，五本进入终审，最后三本当选，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作品是散
文&mdash;&mdash;范晓波的《正版的春天》。
　　而年轻的小说作者罗伟章，在近年活跃的同辈当中，最为出色。
我们猜测，或许正因他当选无疑，可能有一位编委把票投给了另一本小说。
这心意是美好的，希望当选的小说能更多些。
然而本届当选小说的数量，是历届中最少的。
　　于是，有些编委认为，这或许与推荐机制有关，至少有十位比较活跃的年轻小说作者，没有被推
荐上来。
为此，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推荐机制，力求每届编选都能显示当前创作的最高水平&mdash;&mdash;当然
，是在作者尚未有书出版的前提下评比的。
　　本届当选的散文，其实还另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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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投票过后这才得知，该作者出过书。
而&ldquo;为你出版&lsquo;第一本书&rdquo;&rsquo;是我们的宗旨，我们只从没有出过
书&mdash;&mdash;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方式出过书&mdash;&mdash;的各种体裁的作者中遴
选&ldquo;21世纪文学之星&rdquo;。
　　&ldquo;21世纪文学之星&rdquo;，早已注册为专用词。
它既是一个标志文学新人创作成就的称号，又是一项可以包含诸多内容的活动。
我们希望有更多文学青年参与我们的活动，一试身手，一展才华。
为此，我们的广告词是：为你出版&ldquo;第一本书&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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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成长》中的小说大多有一个明确的叙述者。
他通过艰难困苦的奋斗从乡村出走，满身伤痕，很难说他喜欢他所走向的外面的世界，在那里他并未
找到幸福。
城市不能提供启蒙式的精神前景，乡村更不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家园。
他无意回去也不可能回去，却忍不住回头望去，含着辛酸的眼泪。
　　无可选择，必须出走。
这是宏大、客观的历史意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作者尖锐地感受到人在历史中的微渺脆弱，于是力图在作品中保持一个空间、一种距离，以便审视、
反思、争辩，以便认识和想象人生而不是演绎和论定人生。
于是与当下流行的所谓&ldquo;底层叙事&rdquo; 艰难地划开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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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伟章，男，四川宣汉人，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就读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
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寻找桑妮》《在远处燃烧》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等。
曾获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小说选刊奖、四川文学奖等。
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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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为你出版&ldquo;第一本书&rdquo;序：罗伟章之信念我们的成长大嫂谣我们的路故乡在远方狗
的一九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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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老家在四川东北部群峰簇拥的大巴山区，我们落脚的这面山名叫老君，村子悬于山腰，海拔千
余米。
山下有一条浩荡的大河，河对面又是山：杨侯山。
杨侯山与老君山齐高，也都属普光乡管辖。
许朝晖的家就卧在杨侯山腹部，那里有一所村小，叫石船小学。
她爸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当了教师，却没在石船教书，而是被派到我们村的鞍子寺小学任了校长。
站在鞍子寺的操场上，可以望见许校长家门前那丛水竹林，也可以望见他老婆做饭时升起的炊烟，但
要回去一趟，则须把一个&ldquo;U&rdquo;字形从头走到尾，非用大半天工夫不可。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ldquo;两家相隔一条河，打情骂俏任吆喝，要想过去亲个嘴儿，哥你莫怕
走断脚。
&rdquo;　　许校长家很穷，按村民们的说法，穷得&ldquo;舔脚板&rdquo;。
猫舔脚板是为了洗脸，人舔脚板，就是吃脚板上沾带的猪屎牛粪&mdash;&mdash;这是穷得没办法的意
思，穷得绝望的意思。
但许校长似乎一点也没绝望，他从家里背到学校来的粮食，不是红薯就是南瓜，但他吃得津津有味，
每次吃罢，我们都见他嘴唇湿润润的，鼻子里咝咝地喷吐着热气。
当时的鞍子寺小学，加许校长在内共有三个教师，老的姓吴，少的姓江，吴老师和江老师也都不是我
们村的，家境都很宽裕，他们不仅把大米带到学校来，还有肉，如果肉吃断了顿，就进我们村买狗。
那时候小偷防不胜防，白天中规中矩的一个人，天黑之后就可能去钻别人的屋子。
那时候，家家都养狗，有的还养了两三条，只要出高价，吴老师和江老师总能吃上狗肉。
贫富的悬殊使三个人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个灶，许校长一灶，两个教师一灶。
这里的&ldquo;灶&rdquo;是合伙的意思，其实学校只有一眼灶，敦实敦实的土灶，被一间破破烂烂的
木屋围住。
每次做饭，吴老师和江老师都率先抢占位置，许校长从不说什么，不过他也有怨气。
他有怨气不是因为两个教师总是抢占厨房，而是他们炒肉时留下的香味，在灶台边久久不散，仿佛故
意折磨他，让他心里怨自己太穷。
　　有一阵，许校长忙不过来，就跟两个教师搭成协议，合伙开饭。
既然合伙，柴米油盐就称斤论两地平均支出。
这可苦了许校长。
他再不能全交粗粮了，全交粗粮人家就不跟他搭伙。
更让他苦恼的是，轮到他做饭时，加菜油只是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可吴老师和江老师就要抱怨，说
老许，这到底是猪草还是人食？
有时甚至气愤愤地把干巴巴的菜叶倾进潲水桶。
自己重新炒，随便炒份小菜都加半铁瓢菜油，满满当当的一壶油，没多久就见底了。
关键是他们还要吃肉，但许校长交不起肉，他不交肉，两个教师也忍着不吃。
许校长半年不吃肉也精精神神的，两个教师却熬不住了，忍了一段时间，就把自己带来的肉弄来吃，
当然不放在公菜里，而是单独做出来埋进两人的饭碗。
许校长闻到了肉香，也看到了他们从碗底下迫不及待地抠出肉片送进嘴里，但他装着没闻到，也没看
到，三扒两扒把饭吃完，就走出那间木屋。
他往往深深地吸一口气，他吸进了油菜花的闷香或者成熟稻谷的清香，有时还有农人烧庄稼秆的烟味
。
这些气味很快让他忘掉了吴老师和江老师碗里的肉，忘掉了他们吃肉时油汁从嘴角边流出来的样子。
　　许校长不吃肉还是那么精干，他在部队上当的是仪仗兵，身胚高大挺拔，我们从没见他把手反剪
到背后，也从没见他站着或坐着时把腰塌下去。
　　然而，三人合伙不到一个半月，到底还是分了灶。
　　分开的前一天，他们去乡上领了工资，回学校后，吴老师对许校长说，老许，今天领了钱，就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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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一回吧。
许校长问怎么个奢侈法，江老师说，我从家里带来了两斤酒，可惜没肉，喝酒不吃肉，酒也就白喝了
。
许校长说，那怎么办呢，我也没有肉。
吴老师说，我们知道你没肉，不过没关系，可以进村买嘛。
许校长的脸涨得通红。
他是在愧疚。
对家人的愧疚。
近段时间，他的脸上经常出现这种颜色，特别是当他吃着用很多菜油炒出的青菜萝卜时，这种颜色就
很久不退。
吴老师开导他，说老许呀，人活一世，不要把金哪银啊看得太重，该用就用，用了还会来，不用它就
永远不来，来了也没地方装，你的口袋就只有那么深是吧？
这种话许校长并不乐意听，它的意思等于是说：你这辈子就是一副穷相，想靠节约致富，没门儿。
许校长为争口豪气，脖子一梗就同意下来。
放学后，三人走进村里去买鸡。
穷得舔脚板的许校长也舍得买鸡吃了，让村民感到格外新鲜。
问了十余家，不是鸡太小，就是母鸡正下蛋。
许校长说既然这样，就以后再说吧。
这时候，不知哪个村民点拨了一句：符代珍家里有只大公鸡，四五斤重呢。
　　符代珍是我母亲，因此许校长三人就到我家里来了。
我们家的确有只大公鸡，但我母亲不愿意卖，说什么都不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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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的成长》是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的最新得主，并
获&ldquo;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rdquo;等多种文学奖项，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mdash;&mdash;罗伟章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中的小说大多有一个明确的叙述者,他通
过艰难困苦的奋斗从乡村出走，满身伤痕，很难说他喜欢他所走向的外面的世界，在那里他并未找到
幸福&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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