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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
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
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
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
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
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
通常的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
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
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
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
，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
“经典”的缅怀和回忆。
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
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
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
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
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
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
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
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
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早在他们生活的时代
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
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
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
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
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
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
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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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小说以文学的虚构和想象给我们记录下一个民族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其中有呐喊，有彷徨
，有绝望，有希望，有爱与美的拈花微笑，也有存与亡的挣扎。
通过本书，能帮助读者领略中国2008年中篇小说的魅力，打开一扇通往小说艺术世界的门，从各个不
同的角度，把窗外无尽的风景，姿态各异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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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的皮匠
草原
自以为是的人
像老子一样生活
契爷
胭脂
苹果落地
挡风玻璃
纸醉
附录：
《2008年中国长篇小说经典》存目
无土时代
推拿
小鹤多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年中国中篇小说经典>>

章节摘录

　　在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
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
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
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
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
通常的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
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
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
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
，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
“经典”的缅怀和回忆。
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
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
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
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
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
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
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
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
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早在他们生活的时代
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
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
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
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
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
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
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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