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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黄渤海新区第8期八角湾读
书会邀请知名作家、学者房伟作为主讲
嘉宾，以“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迷思”为
主题，探讨了历史与文学、如何看待历
史和进行历史小说创作以及文化输出
等话题。

房伟，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著有
《王小波传》；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
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
《猎舌师》《杭州鲁迅先生》《小陶然》
等。对于“历史”与“文学”，他开讲伊
始便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加以阐
释：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文学是可能
发生的事。他认为：“历史考究的是真
实，文学体现的是虚构，但二者都服务
于人类探索自我和世界关系的好奇

心。”“好的历史小说，虚构与真实，应
是其展开的‘两翼’。”

然而，在实践之中达到二者之间的
平衡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兴盛于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
便是例证。对于新历史主义，历史学家
詹姆逊这样描述：“历史只有以文本的
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
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
史。”但在这个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简化
了历史，“从而丧失了历史理性，丧失了
历史抽象反思的可能性，也丧失了历史
与当代的‘间距’”。

新历史主义小说也呈现出过分夸
大虚构能力、价值颠覆、历史虚无主义
等弊病。房伟兼具学者与写作者的双
重身份，他自觉投身到理论反思与创作
实践的双重领域中，其创作具有反拨历
史虚无主义与重建历史理性的强烈倾
向。同时，房伟强调了文学的魅力所在
——文学没有绝对的答案，它更多地带
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的可能性。

谈论历史小说创作，必然涉及主体
性以及小说内部逻辑等问题。房伟以
当下荧屏出现的“抗战神剧”为反例，认
为历史小说创作应保持历史理性与主
体创造意识，这一方面要求作家正视历
史、正确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另一
方面也要求保证小说内在的逻辑完整
性。房伟以《中国野人》的创作经历为
参考，从刘连仁被掳的行进路线谈到在
北海道的生存问题，从极致的孤独体验
谈到他回国后的日常生活，小说在大量
细节的虚构中仍保持了对历史几乎真
实的言说，这与其小说内部逻辑的真实
设定不无关系。房伟说：“历史小说创
作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学识、对历史的

认知和哲学观点在文学中的应用。”
房伟进而论及文化自信与文化输

出，认为当下中国玄幻文学在国外的爆
火以及纯文学所遭受的冷遇，恰恰显示
出当下文学与艺术创作中的历史虚无
主义对文学造成的伤害。对于如何以
历史小说为突破口实现文化输出，房伟
以《征服天国》《洪水》《狼灾记》《杭州鲁
迅先生》四个文本为例，总结出三个创
作要点，即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展现
本民族的文化魅力和熟知异域文化。
在井上靖的《洪水》中，将军两次面对洪
水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引人思考，洪水在
此象征道德对人性的考验，最终爱情被
时间打败，时间又败给了权力。房伟认
为小说展现的是爱情、友谊、权力的博
弈，它沟通了对于人类精神处境的思
考，所以是中国的、是日本的，也是全世
界的。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其特
质之一便是展现或者探讨了人类共通
情感层面的问题，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
文化瑰宝，如《阿Q正传》《百年孤独》
《老人与海》《蛙》等，莫不如此。

英国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就是
过去和现在永不间断的心灵的对话。”
房伟认为，好的历史文学能够保留历史
鲜活的记忆的肉身，即文学能保留鲜活
的历史，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生情境中
去交流。从而在这种接近历史的过程
中，能更加放松地思考自我和世界的关
系。他呼吁更多本土作家从本民族文
化与历史根底出发，写出中国故事，同
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有所反省，站
在全人类和本民族的双重视角之上思
考问题。这对中国作家来说将是一项
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需要不同时代
的作家对此付出极大的热情与努力。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对于
此话，我深以为然。人生在世，以书为
伴，可以慰藉身心，安抚心灵，治愈创
伤，点亮人生。

我喜欢热闹，也喜欢安静；我喜欢
群居，也喜欢独处。在不同的境况中，
总有不同的感受和情趣。我自小喜欢
阅读，常以书籍为伴。在学生时代，我
一直对文学情有独钟，也曾做过“作家
梦”。长大后，工作之余我喜欢记录点
滴，分享感动，一步步走上了业余写作
之路。

我喜欢阅读，特别喜欢看历史故事
和名人传记，譬如苏轼和李清照。在熠
熠生辉的宋词文化中，苏轼和李清照是
两个大神级别的存在，两人共同的特点
就是才华横溢、命运多舛、一生奔波，
这是被世人所同情和感慨的地方。苏
轼尽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是一生
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然而，
苏轼的心态旷达乐观，总能以阳光的
心态与这个冷酷的世界达成和解，儒
家给了他家国天下的使命，道家给了
他潇洒豁达的心态，佛家给了他看淡
一切的胸怀。《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可
以看到苏轼心态旷达豪壮、意境开阔
博大的人生境界。《定风波·莫听穿林

打叶声》中表现出苏轼虽处逆境屡遭
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
旷达胸怀。每当我工作和生活遭遇不
公平的待遇，心情颓废郁闷的时候，我
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苏轼的人生境
遇，反复吟诵阅读他的那些文章和诗
词，心情渐渐也会一点点明朗起来。
好的书籍就是这样神奇，它可以医愚、
明志，可以安抚心灵、治愈创伤。

以书为伴，治愈创伤。三年前，我
的人生中遭遇了重大变故，猝不及防
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时之间，我
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犹如瞬间跌入谷
底，意志消沉，经常以泪洗面，觉得自
己就如一叶单薄的小舟航行在迷茫黑
暗的大海上，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
有光明。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
受，别人的劝解和开导都是苍白无力
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自己才能解
救自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那时
候我经常想：我不能让爱我的父母和
亲人们失望，要好好活下去，把儿子抚
养成人，培育成才。自己也要丰厚人
生的底色，人生苦短，生命无常，也不
能白白来这一遭哇！我看了更多的有
关苏轼和李清照的文章和故事，时常
用他俩的人生境遇给自己鼓劲。李清

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的伤感词
句，此时此景正合我心。人生就如一
场修行，很多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
名人圣人都尚如此，在茫茫红尘中磨
砺提升自己，我一个籍籍无名的凡
人，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当命运无
情地碾压之时，要学会勇敢和坚毅，
要豁达乐观地面对困境，走出去前面
是片天。

以书为伴，点亮人生。读一本好
书，如同遇到了一个投缘的挚友在倾心
交谈，那感觉就像一股清泉在心底汩汩
地流淌，滋润着日渐干涸的心灵，自然
是亲切快乐的。不得不说的是，那些名
人传记和文学名著此刻也给了我温暖
和力量。《平凡的世界》《宋庆龄传》《洗
澡》《我们仨》《干校六记》等等，都给了
我精神上的慰藉、安抚和力量。我打开
电脑敲击键盘开始了业余写作，一些富
于正能量和幽默阳光的语言不但可以
激励鼓舞别人，而且可以解开自己心中
的千千结，于无形当中自我剖析，自我
暗示，自我鼓励。之后，我的一篇篇文
章被陆续发表，每一次进步和收获都会
令我欢欣鼓舞，重见生活的光明和美好
之处。读书，让我不再虚度自己的人
生，让我的人生丰盈充实。

新书架新书架

官家的心事
作者: 吴铮强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名宋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博
导吴铮强全新力作，吸收多种学术新成
果，以权力斗争为主线，重新讲述宋朝
三百年历史。

宫廷政治向来是官方修史刻意回
避和掩盖的领域，宫廷斗争不只是权力
之争，也往往是政治史的题眼所在。拨
开层层迷雾，看权力如何流动：北宋党
争政治的悲剧，仅仅是因为书生清谈误
国？太上皇导演的帝王家庭伦理悲剧，
如何决定王朝的命运？

你以为你是谁
作者: [加] 艾丽丝·门罗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轰

动文坛的“冒犯之作”。你会看到最锐
利的门罗，“她不会变成那种‘恰当’的
女人”。月经羞耻、容貌焦虑、性骚扰、
阶层差异、亲密关系、婚姻困境、母职枷
锁……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叙述一个
女人不断出走的一生。

大变局
作者: 谌旭彬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1861年，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后死

于避暑山庄。为了壮大国力，摆脱面对
西方的弱势局面，大清王朝开启了自上
而下的变革之路。

变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通过总理
衙门的创设、同文馆的建立、近代海关
系统的引入、洋务军工企业的创办、外
交使团的西行、广学会的成立、废除武
举、昆明湖里练兵等事件，大清并未走
向愿望中的强大，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帝
国的灭亡。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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