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春平研究论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李春平研究论丛>>

13位ISBN编号：9787560421711

10位ISBN编号：7560421717

出版时间：2007-04-01

出版时间：西北大学出版社

作者：戴承元 编

页数：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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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平研究论丛>>

内容概要

　　李春平是当代新生代作家群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他身上集中了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一些文学品性：
广阔的社会视野，沉厚的历史感，浓郁的乡土特色，敏锐的时代观察等。
李春平横跨都市和乡土两个方面的题材领域，是一个视野广阔的作家。
　　他是一个城市观察家，写城市，他甚至比那些土生土长的城市作家还要敏锐。
1996年，他创作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之后至今，著名评论家毛时安先生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
记得是在1996年春天，上海市作协决定编辑出版《大上海小说丛书》，当时我在作协负责这项工作。
我们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这是唯一一部外地作家的作品，引起了我们极
大的兴趣。
小说写的是外地人参与浦东开发的奋斗历程，题材新颖，语言活泼，读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上海是个滩》出版后，受到各方好评，东方电台还进行了连播。
”毛时安先生认为：“迄今为止，这也是第一部直面反映浦东开发的长篇小说。
作为浦东开放开发的文学记录，这部小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之后，李春平又连续出版了《上海夜色秀》等一系列长篇和中短篇都市小说。
作为流寓都市的“外省作家”，他似乎获得了比都市本土作家更为有力的笔墨，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
都是成功的，都能获得不俗的销量和读者、评论界的热烈评价。
之所以如此，我想可能正因为他是“外地”作家吧，他用异样的眼光打量都市，都市在一部分人眼里
因平常而无趣、无味的部分在他眼里反而绽放出了异样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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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时，我已经到上海多年了。
可是，对上海当地的饮食依然不习惯。
居家生活，主要还是自家做饭吃。
我们每周都有一些日子在外面吃饭。
在外面吃饭有两层意思，一是被别人请吃，吃上海菜。
二是自己一家人跑到外面就餐。
上海人不吃麻辣，喜欢甜食，吃酱油也很重。
所以上海的糖尿病人很多，据说是吃甜食导致的。
我细心地看过上海人炒菜的过程，他们的做工还是很精细的，做什么菜都要放糖。
在一个家庭，食糖的用量远比食盐的用量要大得多，好像有些本末倒置。
从一到上海就不习惯，到后来的慢慢适应。
但最终还是不十分习惯的。
可不习惯也得习惯，要强迫自己吃的。
慢慢地也觉得上海菜好吃了。
特别是红烧肉，上海人做得是很好的。
我经常请上海的朋友来我家做，一次多做一些，留着慢慢吃，用时加热即可。
每回在外面吃酒席，我都是要要点红烧肉的，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
　　就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外面的餐饮大举进军上海，比如湘菜，四川菜，杭州菜等在浦东
都有了，他们都在抢夺上海市场。
这使我们在饮食上的选择多了一些。
可是，在川菜和湘菜饭店，既不那么辣，也不那么麻了。
店家为了适应上海消费者的口味，对正宗的四川菜与湖南菜进行了改良，淡化了原有的麻辣风格，但
我们还是经常光顾的。
毕竟，这与我们的口胃接近了许多。
可是，不知不觉，我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吃辣椒了，稍稍吃点辣椒就会满头大汗。
不知是上海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还是我背离了传统的饮食习惯？
　　1998年4月，我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要给《辞海》写一部报告文学，当时新版《辞海》（
即2000年版）正在紧锣密鼓的编辑之中，辞海办公室主任秦振庭先生让我抓紧。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长李伟国继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有一些新的想法。
当时我们开会研究的意见是，让我写七八千字，我说你们最好不要给我规定字数，写多长就是多长。
李伟国说那好，你写长了就出单行本。
于是他们安排采访，秦振庭先生全程陪同。
　　从心理上讲，我对报告文学是没有兴趣的。
但《辞海》不一样，是我国文化界和知识界通用的权威典籍，是很特殊的文化产品，我想从这里拓展
视野，增长见识，了解我们的上一辈是怎样做学问的，采访对象囊括了除军事之外的各个学科的国内
专家，名流云集。
45天的集中采访，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三个月写完，竟然有17万字。
我起了一个很长的书名，社长李伟国看了书稿说，还是叫《辞海纪事》才能立得住。
当时我建议让余秋雨先生题写书名，但立即遭到否决。
他们说请汪道涵先生题名。
汪老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江泽民同志当市长，两人都参加过《辞海》的会议，给予了许多方面的支持
。
新版《辞海》请江泽民题写的书名已经收到，我的《辞海纪事》请汪道涵先生题名更合适些。
　　在新版《辞海》的新闻发布会上，我问新华社记者赵兰英，《新民晚报》的文化记者项玮来了没
有，她说她知道她，今天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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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她把项玮帮我叫过来。
之后她就把项玮叫过来了，说李春平找你。
项玮一见我，就说，呵呵，李春平，你长成这样啊。
我说三年前我出版《上海是个滩》时，你是第一个电话采访我的记者，同在一个城市，却未能拜访过
你。
之后我又把《文学报》采访过我的记者叫来，就在那里聊天。
我说了一些感激之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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