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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到2007年之间，我同时为两家全国性的报刊(《南方周末》及《随笔》)和一家地方性的报纸(《
深圳商报》)写了整整一年以“书”为本的专栏。
这些被《随笔》杂志主编称为“令人耳目一新”的专栏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关注和反响。
其中的一些作品成为人们反复谈论的“名篇”(如《“专门利人”的孤独》)，不少的作品被选人包括
《中国随笔年选》、《文学中国》及《读者》在内的各种选刊。
这三组专栏作品是这本书的主体。
    这本书中还收入了上个世纪末发表在港台报纸上的一些作品以及最近两年在《南方周末》等国内报
刊上发表的作品和去年底在《深圳特区报》上开设的读书专栏中的主要作品。
    这些作品的“出处”现在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这些在首次发表之前已经精雕细琢的作品在进
入这本书之前大都又经过了一丝不苟的改写。
其中不少的作品甚至与原作已经判若两篇。
    改写是一种奇特的经验：它见证时间的神秘、语言的微妙以及心智的执着与虔诚。
我是一个不断改写自己的写作者。
    我相信这些不断完成的作品会再一次给陌生和熟悉的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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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一个年代的副本》不同，本书收录了作者之前在报刊上那些“以书为本”的专栏中的主要作
品，但这些作品在进入本书之前大都又经过了一丝不苟的改写。
其中不少的作品甚至与原作已经判若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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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64年出生于湖南。
后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
2002年起移居北美。
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
在中国文学圈，他是一个被传说的名字，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
有批评家认为他的一些短篇小说达到了“博尔赫斯的高度”，并觉得文学界对薛忆沩作品的冷漠是一
种羞耻。
日前其五本新书：长篇小说《遗弃》、书评集《文学的祖国》、微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散文
集《与马可·波罗同行》和《一个年代的副本》，由上海文艺、上海三联、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去年底，薛忆沩中断他将近８年离群索居的生活，重食人间烟火，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
译与语言学系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访问学者。
他的“回归”激起了批评界对他的写作新一轮的关注。
批评家吴亮主编的、典雅的《上海文化》杂志在２０１０年第一期刊出了关于他的战争小说的长篇评
论。
而同时与顾彬教授主持岭南大学“中国当代文学课程...
(展开全部)
　　1964年出生于湖南。
后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
2002年起移居北美。
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
在中国文学圈，他是一个被传说的名字，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
有批评家认为他的一些短篇小说达到了“博尔赫斯的高度”，并觉得文学界对薛忆沩作品的冷漠是一
种羞耻。
日前其五本新书：长篇小说《遗弃》、书评集《文学的祖国》、微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散文
集《与马可·波罗同行》和《一个年代的副本》，由上海文艺、上海三联、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去年底，薛忆沩中断他将近８年离群索居的生活，重食人间烟火，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
译与语言学系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访问学者。
他的“回归”激起了批评界对他的写作新一轮的关注。
批评家吴亮主编的、典雅的《上海文化》杂志在２０１０年第一期刊出了关于他的战争小说的长篇评
论。
而同时与顾彬教授主持岭南大学“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旅美学者刘再复教授偶尔读到了他的《通往
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这部作品与《阿Ｑ正传》等１１种经典作品一起入选由林贤治、肖建国主
编的《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
兴奋之余，刘再复教授写下《阅读薛忆沩小说的狂喜》一文，称薛忆沩的小说用“金子般的文字”写
成，似乎故意是与德国同行的“垃圾论”大唱反调。
文章还为薛忆沩的“名”不副“实”鸣不平，称薛忆沩的写作有非凡的实力，却没有与之相称的超凡
的大名。
文章在香港《明报》月刊二月号发表后，又很快于《南方都市报》发表，引起了世界各地华文文学读
者和学者的注意。
接着，《明报》月刊又在五月号发表了《遗弃二十年：一份奇特的文学档案》一文。
薛忆沩那部著名的“旧书”又再一次成为了“新闻”。
而香港的哲学家李天命在读到薛忆沩的小说之后，直截了当称薛忆沩为“天才”。
“他还有英式的幽默感，善于自我嘲讽和贬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的祖国>>

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也非常罕见。
”薛忆沩的德国朋友有一次跟他讨论起卡夫卡的幽默，她说他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有幽默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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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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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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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读过卡夫卡?
一个生命的结束
“不”虔诚的拒绝
再一次通灵(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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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摩登时代看那个《摩登时代》
她不会在那里
自由的魅力(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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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与“主义”无关的凯恩斯
暴躁的孩子
神秘的果实
在“两种文化”之间
“秘密书架”
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
那个密苏里的孩子
“最后”的日记
最后一天的日记(外一篇)
“专门利人”的孤独
激情的政治(外一篇)
“大地”的回报
其父与其女(外一篇)
耐人寻味的“芝麻”
一个瞬间的两张照片
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外一篇)
致命的殊荣
坎坷的殊荣
语言，蝴蝶和彩色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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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是文学的祖国。
这祖国蔑视阶级的薄利，集团的短见以及版图的局限。
这是最辽阔的祖国。
这是最富饶的祖国。
——《文学的祖国》在耶路撒冷长大就意味着在战火中长大，意味着在毁灭的边缘长大。
书与耶路撒冷的生活浑然一体。
对书的依赖成为耶路撒冷与外界联系的脆弱生命线。
奥兹：如果我长大成书，至少有一本可能会幸存下来。
也许不会性存在这里，而是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城市，在一座遥远的图书馆里，在一个被上帝抛弃
的书架的角落里。
——《想长大成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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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的祖国》编辑推荐：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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