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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岁月，真的如同赤脚踩在沙滩上的脚印，潮水漫过就了无痕迹了吗？
也许，它更像一把折扇，合上时风收云敛，波澜不兴；一旦打开，往事便如扇面上的山水小品，风生
水起，扑面而来⋯⋯    有时，只需要一个契机。
    生出以上的感慨，源于翻检我的旧作。
那么多的往事，那么多的故人，随着发黄的纸页，依次向我走来⋯⋯    1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作为文
艺特征兵来到了沈阳军区后勤三分部创作组，任务是为分部演出队下部队演出和参加各级文艺汇演创
作节目。
接兵的首长所以看上了我，是因为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读到了我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
不过，由于缺乏舞台经验和部队生活，我闭门造车写出来的独幕话剧、小歌剧、对口剧，几乎全被“
枪毙”。
主业虽然荒芜，副业却大有收获。
那时候，所有的文学名著全部被当做“封资修”的“毒草”封存，创作组的几个老兵却在偷偷传阅。
我也近水楼台，开始接触了托尔斯泰、普希金、杰克·伦敦以及老舍、沈从文和杨朔。
真的应该感谢那一段贫瘠而又富有的时光，它训练了我的文字，奠定了我最初的文学基础。
    1976年退伍回到北京，我被中国青年出版社调入该社当编辑。
工作之余，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不做生活的旁观者》。
那是时任《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主任王文祥先生的约稿。
他说：“小杜啊，你编青年修养读物，也应该练着写写这样的文章。
俗话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应该亲口尝尝嘛！
”于是，我大着胆子写了一篇寄给他，没想到很快就在1979年10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三版头条位
置刊出。
这以后，我又陆续写了一些这类文字，于是有了杂文散文卷中的“心香”专辑。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为《架子工》。
编发这一篇作品的是《北京晚报》的编辑孙雁行。
那年月，媒体还不发达，《北京晚报》只有四开四版，见诸“五色土”副刊的多是一些文坛名宿。
我实在没有想到，一篇稚嫩的试笔之作竟被这位素昧平生的资深编辑从众多的来稿当中看中，刊发
于1980年2月2日的《北京晚报》，从而点燃了我心中的文学之火。
由于生性疏懒，刊发我作品的许多报刊都遗失了，唯独这张《北京晚报》我一直珍藏至今。
每每翻开它，眼前都会浮现出雁行先生的样子：目光睿智、一脸祥和。
在写作的道路上，他后来给了我许多鼓励与指导。
内心深处，我对他一直执弟子之礼。
编辑这套自选集时，我把《架子工》置于小说卷的卷首，不光因为它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更重要
的是，它见证了两个男人长达三十年的友谊。
这样纯洁而真诚的友谊，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已如稀有的矿石。
    我出的第一本书，是思想散文集《青春的思索与追求》。
1982年还不是全民皆可出书的年代，许多笔耕一生的老编辑也难有一本专著问世。
我是幸运的，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最年轻的编辑，我把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几篇样稿，连
同拟写的文章目录寄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隔不久，两位操着南方口音的编辑就敲开了我办公室的房门。
半年后，这本由秦牧先生作序的思想散文集就摆上了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
    在写作的路上，还有许多的“第一”令人回味。
    刊发我第一首诗的编辑是《北京日报》的阵容；那是一个话语迟缓的编辑，也是一位心地纯净的诗
人。
我在工厂当工人时，他编发了我好几首诗作与歌词。
每每是，我寄出稿件后的某一天，就会有科室干部找到正在车间干活的我，说：“嘿，今天《北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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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发表你的诗了！
”如今，阵容先生已驾鹤西去，我却深深地后悔，没有在他生前请他喝上一杯清茶。
推出我第一部中篇小说的编辑是《北京文学》的章德宁。
因为与章德宁早就熟悉，怕她碍于情面不好决断，我的那篇小说是以“张志发”的化名托一位书商转
递的。
没想到半个月后，那位书商就打来电话，让我转告“张志发”，章社长看了小说觉得不错，决定刊用
，约定时间要见见新人张志发。
在关系稿、人情稿盛行的时下文坛，章德宁社长所表现出来的清澈与高贵实在令人感动。
出版我第一本报告文学集的编辑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郏宗培。
我永远也忘不了1985年初冬那个寒风料峭的上午，郏宗培谈定书稿后连口水都没有喝，就匆匆离开了
我的办公室。
那时的他年轻而潇洒，精明又干练。
他走进北京街头的寒风里，竖起褐色皮夹克的领子，回过头冲我招了一下手。
那招手的动作真的很帅，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经典定格。
出版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编辑是作家出版社的唐杰秀。
迄今为止，我还很少见到如唐杰秀一样率真的中年女性。
她永远是快乐和幸福的。
而且，她可以把快乐与幸福像流行感冒一样迅速传染给你。
跟她交往，你会觉得，希望的太阳永远在前方照耀。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杂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
，每篇作品都有着一段牵动情丝的回忆。
我是幸运的，交往的编辑无不真诚而坦荡。
他们中，有的已成了我一生的师长或挚友，有的至今未曾谋面。
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内心都充盈着一份感动。
    感谢作家出版社同意出版这套自选集，让我有机会以感恩的心情写下他们的名字：蒋元明、关国栋
、游燕凌、许锦根、肖关鸿、张志国、韩春旭、刘贵贤、石英、苏殿远、王乾荣、陈先义、柳萌、韩
作荣、江增培、林非、陈四长、刘孝存、刘茵、莫扬、赵李红、马力、丁洪章⋯⋯    2    上世纪的八九
十年代，是我创作的蜜月期。
    那时候，生活中的一个偶然见闻常常就能激发起我的灵感。
比如，每天早晨我在使馆区晨跑，有一段时间常常见到一个白衣女孩冲我微笑。
那笑容恬静得犹如冬日里的一缕春风，于是就有了散文《永远的微笑》。
再比如，有一天我到火车站送人，见一个小伙子在站前一个无照小贩那里买了一兜梨，那小贩明显要
了高价，但小伙子急匆匆的没有在意。
在车厢里，我又遇到了那个买梨的小伙子，他也是来送站的，送一位盲人。
我似有所悟，一篇题为《梨》的散文很快完成。
    我总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晨跑时构思了一篇杂文或者散文，回到家马上记下梗概，下班后再整理
成文，过上两三天润色推敲一遍后寄出。
一般情况下，报刊总会有我待发的文章，邮路上又有我刚刚寄出的作品，还有正在推敲构思的素材。
    前几天，语文学习杂志社约请我为他们的“课文作者”栏目写一篇创作札记，因为我的散文《明天
不封阳台》被编入了苏教版的中学语文课本。
    这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住房不足四十平方米，为了拓展使用空间，决定把
阳台封闭。
封阳台的工人第二天就要来了，傍晚我推开阳台的门，突然听见了几声咕咕的鸣叫。
循声望去，见一只灰黑色的鸽子正卧在一块木板下孵蛋。
顿时，一种久违的情感在心头油然而生。
    关爱自然，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点。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曾提出过生态伦理思想，其表述虽有差异，但在推崇“天人合一”的生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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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是基本一致的。
先秦诸子中，也多有“厚德载物”的论述。
    《管子·五行》指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孔子则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做法深恶
痛绝，孔子认为好生而恶杀是君子的一种美德，并明确提出了仁民爱物的主张。
随着时代的演进，人类对自然的猎取几近疯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成了每一个现代人必须面对的
问题。
我曾试图就此成文，只是没有合适的切入点。
阳台上的“不速之客”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回到案头我一气呵成，第二天整理润色了一遍后
就寄给了《人民日报》。
    有朋友不解，说你的写作范围怎么这么庞杂？
杂文、散文、随笔、评论、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几乎无所不包。
这个问题以前从没有认真想过，编这套自选集时我认真想了一下，大概源出于此——    我是编辑，写
作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
而我当编辑的师傅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林君雄。
他费尽周折将我从工厂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业务上对我的要求一向极为严格。
印象中，我编发的书稿必须勾画整齐，添加的文字也一定要一丝不苟，否则就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
而在工作时间，除了上下午各有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外，是不许干一点点私活的。
他知道我爱写一些东西后，常常放轻脚步走到我的身后，探头看看我案头的书稿是不是分内工作。
星期天还常常要为工作加班，没有整块时间，只能写一些与业务相关的小文章。
后来我受命协助君雄老师主编一本以报告文学为主的综合性青年刊物，才堂而皇之地开始涉足报告文
学和纪实文学。
而小说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只是在心痒难耐的时候偶尔为之，如果痴迷于此是要挨批的，因为我所
在的编辑室出的主要是青年修养读物。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君雄老师，不仅仅是因为他费尽心力，将我从一机床的重型铸造车间调到中
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更是因为他对我编辑业务上的严格要求，使我有可能从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大学
教育的青年工人，成长为一名称职的职业编辑。
    3    编辑这套自选集的想法纯属偶然。
    前几天，我打开电脑，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维玲先生的文章《我与伊始
》，其中谈到他和伊始去广州拜访秦牧时，先生曾和他谈起过我，并说他非常羡慕中国青年出版社能
有我这样敬业的青年编辑。
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由想起了1992年10月14日。
记得那天妻子下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知道了吗？
秦牧先生逝世了！
”我闻听愕然良久，接着泪水夺眶而出。
随便找了一张纸，半个小时后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写好了，泪水也打湿了案头的稿纸。
    关上电脑，我找出了这篇文章，读后仍心潮起伏。
原以为，往事已如捧在手中的砂粒，早从指缝间流走了。
不承想，它其实是风干的黑木耳，情感的清水一泡，就立即丰盈鲜活起来。
我又信手翻了翻其他的旧作，竟也不时拨动了我情感的琴弦。
    于是，我决定编一套自选集。
    这套自选集分四卷：杂文散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小说，计一百八十万字，是从我公开发表的
近四百万字作品中选出的。
杂文散文卷按体裁分上、中、下三辑；报告文学卷也按题材分成了四部分；纪实文学卷总共十一篇，
没必要细分；小说卷只是按长、中、短做了分类。
无论分集与否，四卷均按发表的时间排序，文字上一律将编辑在发表时删改的文字复原，以求存真。
    自选集编好了，我的心静如止水。
因为我知道，收录的一百八十万文字，不仅浸透了我的情感与心智，也融入了我的追索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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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的杂文，虽全部写作于三十年以前，但今天读来仍酣畅淋漓，并无过时之感。
这一方面说明作品抨击的社会时弊至今仍未消除，令人心生感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在杂文写作
中的良好艺术功力。
    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各分了一卷。
划分的原则是：报告文学基本是写一人或一事，所依据的材料全部是真实的，力求每句对话都非杜撰
。
报告文学的写作难度，在于报告与文学孰轻孰重。
常见的问题是，报告多了，文学性就削弱；文学性强了，真实性就大打折扣。
我的报告文学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阅读自己早年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常常感叹，一堆采访得来的干巴枯燥的素材，居然可以被剪裁应用
得如此生动而鲜活。
纪实文学卷收入的作品则基本以社会重大问题或社会事件为题材，因为要顾及当事人的心理感受，一
般都隐去了真实姓名。
在细节和氛围的描写上，也有少许想象的成分。
这些纪实作品发表后，几乎全部被报纸或刊物转载。
    小说其实是我最早尝试的。
由于很长时间是做青年读物的编辑和青年刊物的记者，反倒写得最少。
2004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右边一步是地狱》，连我的师长程树榛先生都非常愕然：原
来你也能写小说呀！
这些年，因为我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倾注给了工作，我主持的几本刊物发行量都曾有过明显的上升，在
一些人的心目中，我甚至成了一个只会抓抓管理、搞搞发行的行政干部。
其实，我在主持所有刊物时首先抓的是版面，是编辑业务。
我从1976年正式从事编辑工作，经我手编发的各类书稿不低于八千万字，各种国家级的奖项也得过几
次。
我策划或主编的《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宗教经书宝典系列》《人民
文学五十年精品文库》《当代中国大写意》等大型丛书都为出版社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经济效益
。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创作了大量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
即便是小说，微型、短篇、中篇几种形式也都有过尝试。
《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收有我的作品。
我的中篇小说《吐火女神》在《北京文学》刊出后，随即被《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
一位三十多岁的读者在地铁站买到载有这篇小说的《中篇小说选刊》，一路读下来竟忘了下车。
回家后他的妻子看了也感慨不已。
夫妻二人辗转找到我，一定要和我探讨女主人公的命运归宿。
根据《吐火女神》改写的长篇小说《右边一步是地狱》出版后，一位文化公司的老总在春节回家的列
车上读了一路，回京后立刻找到我，提出由出版社转让版权，他要再加印两万册。
承蒙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侯秀芬大姐首肯，《右边一步是地狱》得以在三个月内再版。
    照常规，人们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多应自谦，我的做法却有悖常理。
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李敖。
此公说他今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能结识一个像李敖这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朋友，一是不能坐
在台下亲耳听李敖的精彩演讲。
是名士乃真风流，李敖既然可以率真至此，我辈多一点自信该不为过。
且不说我的杂文和散文文字娴熟、风格迥异，即便是报告文学，也有“傻青儿吴欢”式的诙谐幽默和
“勇者”式的文采飞扬。
纪实文学中，更有“第三者”的诗意与哲理，也有“昨夜星辰”的深邃与雄辩；小说因为写得少，不
敢自诩，但其中的美学追求却是始终如一的。
主编《小说选刊》后，我曾系统阐释了《小说选刊》的文学主张，其中的基本观点，我在小说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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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努力践行，尽管达到的和我所期待的还有很长的距离。
    4    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是我创作的淡季。
    2000年以前，我担任副职，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心境一直比较自由。
这以后《人民文学》接管了《中国校园文学》，我作为《人民文学》的副社长，兼任了中国校园文学
杂志社社长，全面负责该社的业务与经营。
既要协调解决各种矛盾，还要每年向主办单位上缴管理费，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六年惨淡经营，《中国校园文学》由《人民文学》接手时的五万多册，最高峰时实际发行量达到了十
五万册。
    2005年9月末，我调入《小说选刊》任主编。
那时候，由于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小说选刊》的发行量已跌至谷底。
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或者立即遏制住刊物发行量不断下滑的趋势，或者完成一次人生舞台上的黯淡谢
幕。
上任后的十天里，我马不停蹄地调研了京城上百个书摊，得出的结论是：本来打算半年以后实施的改
版必须立即推行。
只有这样，也许才能在迷雾茫茫中找到一条出路。
    2005年12月27日，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    北风料峭，枯叶凋零，夜色像洇在宣纸上的水墨，
一点一点弥漫开来，直到把我淹没：“杜主编啊，你怎么搞的嘛？
《小说选刊》怎么能是这种样子？
我进的五百本刊物到现在一本也没卖动！
”四个小时以前，当我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一位《小说选刊》代理商那里得知了这个信息后，
就一直呆坐在办公室，脊背上冒出的一层层冷汗打湿了我的内衣。
    是分娩前的阵痛，还是改版失败？
我在内心一遍遍地问着自己。
本来，当我取得社委会的支持决定改版后，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但是多年运作刊物的经验告诉我，在林林总总的期刊市场上，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改版吸引不了读者
的眼球和媒体的注意。
我决定冒险：采用了一个民工吃馒头的封面，以期形象地彰显《小说选刊》“三贴近”的办刊姿态，
在对读者产生视觉冲击力的同时吸引媒体的关注。
    可是新改版的刊物上市三天了，严重滞销！
    感谢副主编冯敏。
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发来了那条叫我铭记一生的短信：卫东，封面很好。
我们支持你，你不孤独，我们和你站在一起。
而他对封面的前瞻性预见也在两天后得到了完美的证实：改版后的《小说选刊》销路明显好转，雪片
一样的读者来信飞向杂志社，对《小说选刊》的改版给予了高度肯定。
一向以强势媒体自居的各类报纸也一反常态，主动刊发了几十篇以《小说选刊》改版为话题的评介文
章。
那些天，“馒头”封面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事件，这让我如释重负，也百感交集。
    《小说选刊》连年下滑的势头暂时扭转了，但是依然险峻的生存环境让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它的光环既让我感到自豪，同时也让我深感压力。
它不同于我以前主编的刊物，《小说选刊》办得好坏，实际上是向行进的中国文学交出的一份答卷。
作为主编，面临的生存压力使我一直处于焦虑之中，无法进入创作状态。
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几次提笔，也只是开了一个头。
    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会延续多久。
    聊可自慰的是，我从一名青年工人成为了一名编辑，又从副处、副局一直走到正局的领导岗位，凭
借的是我本身的能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这期间，我没有请任何人为自己的升迁调动吃过一次饭、送过一粒瓜子、说过一句好话；我先后担任
过几家刊物的主编或者社长，从未收受过作者的任何馈赠，推辞不掉的礼品全部交公；我调到中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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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十几年，为所在刊社累计拉来过近千万企业赞助，从来没有拿过分文提成、私下收受过哪怕是一盒
烟的好处。
上世纪以来，也得过十几次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奖，作品也曾被收入多种权威选本，但全是在我事
先不知情的情况下。
《洋行里的中国女雇员》在《南方周末》连载时，一位全国报告文学奖的评委曾好心地打电话给我，
让我把此文复印若干份呈送各位评委一阅，“因为许多参评的稿子还不如这篇”，我听了也只是一笑
了之。
鸣生兄说，我的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远远高于我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声誉，他为此感到遗憾。
我非常感谢鸣生兄的仗义执言，不过，与其浪得虚名还不如实至名归。
逝去的岁月，没有能承载我成就的远洋巨轮，却也没有夹带龌龊与卑劣的残枝败叶，它一如我的生命
，平淡无奇，却清澈纯净并充满激情。
    ——岁月，是我的勋章    201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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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吐火女神：小说卷》收录的是作者的短、中、长篇小说共8篇。
阅读这些小说，我们不能不为“橘红色的伞”的诗意所叹服，为”小院儿”洋溢的温馨和”街灯点亮
的时候”所折射的真诚而感动；不能不被“秘使”的宏大所吸引（这篇更接近于纪实，因获得了《时
代文学》小说奖，故收录于此卷），为“吐火女神”中人物的生离死别，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叹息。
2005年底，作者以报告文学作家的角色定位出任中国权威的小说选本——《小说选刊》主编。
其实，他对小说的各种形式都有过尝试。
从本卷收录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的文学主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早有脉络可以寻觅，故将两篇小说专
论和作者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创作的一首长诗作为附录一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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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卫东，当过兵当过工人。
1976年从事编辑工作，先后创办和主持过多家刊物。
经手编发的各类书稿、文章不低于八千万字，获多种国家级奖项。
1979年开始业余写作，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各种报刊上发表杂文、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小说、剧本和评论近
四百万字。
出版有《两步斋话——杜卫东杂文选》《苍茫人间——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杜卫东卷》《却忆往事
风流——老兵大家散文丛书·杜卫东卷》等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集近30部。
作品被收入多种权威选本和中学语文课本。
近期，有180万字的《杜卫东自选集》（四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分别是：《岁月深处·杂文散文卷》《昨夜星辰·纪实文学卷》《败军之帅·报告文学卷》《吐火女
神·小说卷》。
现在北京某杂志社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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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都市里的保姆世界约会爱神中国人口大浪潮第三者北京城里的“吉卜赛人”当代商标警示录“洋行”
里的中国女雇员昨夜星辰梦幻中国流行歌坛备忘录世纪之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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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子：一字牵动万人心    本报讯北京市三八服务公司近日作出在全国招雇保姆的决定：凡年满17周岁
，品行端正、身体健康的无业女青年，可持乡政府一级介绍信及医院证明，到北京建国门南大街2号
报名。
受雇后吃住除外，月收入不低于25元。
    1984年初春，北京某报报屁股上登出的这则短讯，有如比基尼岛上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立即在市
民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
那些刚刚从为人父母的幸福感中醒悟过来，随即便为小天使入托而愁眉紧蹙的年轻父母们，以及虽有
舐犊之情，但又不愿丢弃棋盘、花鸟、二胡、君子兰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欣喜若狂，兴奋
不已。
    敏感的海外新闻界同行，更是以闪电般的速度，用电传机发回了如下消息--    照顾婴儿洗煮“一脚踢
”村姑进城喜有新出路    农村少女涌入城市谋职北京招募家庭女佣行业成为热门    北京雇佣三万女佣
负责家庭工作十分吃香    瞬息之间，北京兴起了一股“保姆热”！
    第一章：保姆市场    北京建国门南大街2号原是个门庭冷落的地方。
一则短讯，使这里成了北京最热闹的处所之一。
然而，人们大都乘兴而来，俯首快快而去。
家务服务公司手续齐全，有地方政府的介绍信，有身体健康证明书，双方签订劳务合同，用这样的保
姆固然放心，但是，却很难雇成。
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年轻妇女怀孕时就在家务服务公司登记交款，孩子出生快半年了，仍未有小保姆“
光临”；原因是小保姆不愿意到家务服务公司登记。
“公司要我出证明，要签合同，还要交五元钱，手续真多。
我们从外地来的人，十个有九个没有证明。
公司把我们分到谁家后，如果和这家合不来，不干还不行。
而且公司的工资低，只有三十元，我自己找的户，每月三十五元。
”    于是，自发的保姆劳务市场便在北京街头出现了。
    建国门外：老B“露怯”    老B四十来岁，在某中学任教。
半年前，他在校办工厂当厂长的贤妻为他生下一位“千金”，中年得子，自然是喜不自胜。
眼瞅着半年的产假到日子了，家里又无老人可资“借助”，于是，屡屡跑向保姆市场。
    北京的保姆市场有四处：和平里、劲松、三里河和建外小树林。
其中，尤以建外的最为兴盛。
    老B活了四十来年，从来都是听喝儿的主儿。
想到这一遭将以雇主的身份去挑三拣四，不觉有些兴奋，胸脯也挺了起来。
    建外小树林里人声嘈杂，摩肩接踵。
老B初来乍到，觉得不可造次，须先摸摸“行市”。
不远处，有一女士：牛仔裤，黄皮靴，紫红色的登山服，再往上看，秀发垂肩，面白唇红。
只是目光有些疲惫，眼眶罩着一圈浅浅的黑晕。
老B想，八成也是h孩子操劳所致，于是过去搭讪：“您的小孩多大啦？
”    该女士没言声儿。
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老B原本是个“先生”，嘎杂子学生见得多了，心胸自然极为开阔，他并不在意该女士的矜持与冷漠
，近乎讨好地又问了一句：“也来了几趟了吧！
”他特别在“也”字上加重了语气，仿佛这样便可找到彼此的相同点。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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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纪实文学成功的标志，我认为应该达到三个层次。
第一是经验的层次，即依据生活的经验，选取最适合纪实文学表现的题材：二是理论的层次，即要有
思想烛光的照耀，通过一系列客观坐标，来完成对现实生活的宏观把握：第三是诗化的层次，即文学
性与纪实性的高度和谐与统一。
我认为，卫东以他的作品对此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诠释。
我们有理由依据本卷收录的作品，对作者投以感佩的目光。
    ——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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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昨夜星辰》收录作者杜卫东11篇纪实文学作品。
作品实际上是行进中的中国一幅形神兼备的侧影：“梦幻中国”忠实记录了卡拉0K在中国的兴起：“
世纪之泣”详细讲述了艾滋病登陆中国以后的种种境遇；“第三者”充满了诗意与哲理：“洋行里的
中国女雇员”令人深思与奋起⋯⋯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杜卫东自选集（1-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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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