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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在作品研讨会上和大家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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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日前接连侵袭东南沿海地区 ， 之后还有场

名叫乔叶的台风将从中原大地发端席卷全国 。 ”

8

月

5

日下午 ，乔叶新作 《拆楼记 》作品研讨会在

郑州市中原图书大厦一楼咖啡厅举办 ，评论家何弘作

为主持人 ，将乔叶携新作之势比作台风 。

在风起云涌之际 ，我省的作家 、诗人 、评论家们先

将 《拆楼记 》拆了个 “四分五裂 ”。

此次研讨会由省作协、 省文学院和河南文艺出版社

联合举办，首次采取了“开门研讨”的方式，而不再将读者

拒之门外，百余名读者慕名冒雨而至，列席旁听。

继

7

月

31

日本报青年周刊以 《乔叶 ： 〈拆楼记 〉里

不仅是我的故乡 》为 题 ，刊 发 了 记 者 围 绕 作 品 《拆 楼

记 》对乔叶进行的专访报道之后 ，记者当日又赴作品

研讨会现场内外 ，采访众多 “大家 ”对作品的点评和交

流 ，以飨乔叶的故乡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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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寄语本报读者：“我的家乡，我的土地，永远让我牵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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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新作《拆楼记》作品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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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这个社会出

了什么事，小说就写这些事】

作家李佩甫：《拆楼记》正面强攻，表

现时代生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物质生活有了

很大变化，精神生活却遇到了很多困顿，

很多人被时代生活的乱象所迷惑。 来正

面表现这个时代生活有一定难度， 对作

家来说是严重的考验。

乔叶的《拆楼记》正面强攻表现时代

生活，切入尖锐问题进行发言，且把自己

摆了进去，非常勇敢、大胆、有气魄。

作家张宇： 社会大变革中的一些做

法无可批评

这个社会正在进行着大变革， 城市

化进程是它的重要标志， 这是农业文明

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过程。 一些做法

无可批评，任何社会在这个进程中，在发

展中都是要付出学费的。

《拆楼记》源于乔叶捕捉典型时代环

境和典型事件时的一种敏感， 它之所以

能在《人民文学》隆重推出，并获得大奖，

我想首先是思想含量和它典型的意义照

亮了整部作品。

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宏志：非

虚构的兴起契合了读者的需求。

非虚构之所以兴起， 基于这样一种

现实： 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复杂到生活

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故事， 小说

对这些故事却视而不见。

当下的小说从技术、 内容上都非常

漂亮，但读者却不买账，总说当代文学是

垃圾。 因为很多读者从社会干预角度来

找小说。

非虚构的兴起契合了读者需求，就

是这个社会出了什么事， 我的小说就写

到这些事情。

诗人冯杰：《拆楼记》 是现实的拆楼

纪实篇

我是写诗的， 喜欢化繁从简。 觉得

《拆楼记》 是现实的拆楼纪实篇， 乔叶

以文字匠的身份做了一次成功的泥水

匠。

当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拆

迁史，每一座城市的扩大、延伸和丰富，

都要有无数座乡村去牺牲、去付出代价，

更可悲的是， 还要牺牲一些我们传统的

道德、美德和精神的良知。

【作品寓意：《拆楼记》揭

开了时代面纱，乔叶却又蒙上

了面纱】

作家郑彦英：《拆楼记》 表达了老百

姓发财的愿望

我们村有一户人家很穷， 给儿子取

名叫旺财， 希望能发财。 可是现在旺财

已经老了， 还没有发财， 但这是老百姓

的愿望 。 《拆楼记 》 就表达了这种愿

望。

我到阿联酋， 那里的妇女把全身裹

得严严实实，就剩下两只眼睛。别人都说

她们很漂亮，到底有多漂亮不清楚，印象

就是蒙着面纱。 《拆楼记》是把时代面纱

揭开的一个过程。

但看完小说， 又突然觉得乔叶这个

人很难让人看清楚了， 她自己倒反而穿

上了面纱。

评论家何弘： 像伦敦奥运会的羽毛

球让球，导致这样拆楼的规则也有问题

盖楼是为了拆楼， 是有预谋的， 就

像这次伦敦奥运会的羽毛球比赛让球一

样。 让球不对， 可为什么让球呢？ 规则

有问题。 这样一个时代， 这样一个拆楼

模式肯定有问题。 《拆楼记》 切入了这

个时代的核心问题， 这也是作品的意义

所在。

评论家李静宜： 像这次伦敦奥运会

开幕式上演的“圈地运动”，拆楼也要在

中国历史划上一笔

《拆楼记》非常有现实意义，表现了

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典型事件。 关于拆楼

和盖楼在中国历史上肯定要划上一笔，

就像英国的圈地运动在这次伦敦奥运会

开幕式上被呈现一样。

【叙事立场： 令人纠结的

乔叶是真是假？ 】

作家张宇： 叙述者撕破了自己的伪

装，这非常不易

我很欣赏《拆楼记》中的叙述者。 很

多作品的叙述者都是酸酸的， 没有犯过

错误，是假惺惺、道貌岸然的叙述者。 但

这部作品打破了这个模式， 用把第一人

称放得非常低的姿态来叙述， 叙述者撕

破了自己的伪装。

我是一个作家， 知道迈出这一步非

常不容易。

作家南丁：不喜欢《拆楼记》中的乔

叶

盖楼是为了拆楼， 拆楼是为了拿补

助款， 乔叶介入其中， 扮演一个后台导

演。逐利之心人皆有之，但我觉得应该取

之有道。

我们现在的确是这样（无道），这是

一种真实的存在。我看了以后，感到我们

离适宜的生活还多么遥远。

乔叶在《拆楼记》里讲，在张庄事件

后她有了一些变化。 我不喜欢小说中的

乔叶，我喜欢另一个，那个《读者》的签约

作家，那个柔情、善良的乔叶。 所以我看

了这本书以后非常纠结。

评论家李静宜：《拆楼记》 是小说化

的非虚构

这一个让人纠结的乔叶，我觉得在某

种程度上是小说化的人物，这个人物已经

被塑造成“军师”，这是写小说的策略。

因为读者会对纪实的东西更感兴

趣，如果在我们期刊（《莽原》）发，我也会

把它往非虚构上靠， 事实上它是小说化

的。

现实是散淡的。 《拆楼记》不是纯粹

的纪实，本来简单的拆迁事件，小说化后

反倒成了一种谋划和反谋划的故事，趣

味性、可读性就增强了。

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宏志：叙

事立场揭露了知识分子虚伪的特质

这个叙事立场更让人不舒服的地

方，在于它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解构。作

为叙事者的知识分子不是在评判， 而是

作为介入者，呈现了分裂、虚伪及卑弱的

特质。

小说中写到 “我” 对传统乡村的向

往， 但 “我” 是乡村的叛逃者， 既然充

满诗意为什么还要叛逃 ？ 虚伪就呈现

了。

“我”对姐姐有很多批评，但“我”只

是比姐姐更高明，更知道分寸，可以把很

贪婪的想法借助文雅或者合法的形式实

施出来。 “我”只是更狡猾。

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状态，在

精神上也缺乏高雅高贵的东西。

【文学批评： 乔叶作品中

的“正确”是多么令人绝望】

作家张宇：《拆楼记》写得太轻易，太

得意洋洋，太猖狂

我对美好的东西总是希望它更美

好。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写得太轻易，太

得意洋洋，太猖狂了。从作品中能看出来

作者那种不经意的快感， 那种慌里慌张

的冒失。

用乔叶自己的中篇小说 《最慢的是

活着》和《拆楼记》相比，或者再比较一下

作家孙犁。小说毕竟是艺术创作，为什么

我们不能多一些心力， 在叙述中多一些

优雅呢？

作家傅爱毛：《拆楼记》 像是把条大

鱼养在了小坑里

它是中篇小说的加长版， 并未表现

出长篇小说的气势， 像小坑里养了很大

的鱼。

乔叶能看到人体的血管和细胞，这

是

X

光。 但闭上眼睛，试试到底能看到

什么呢？我读乔叶，所有作品都有种强烈

的正确感，像指南针一样。我在生活中遇

到的一切， 乔叶都可以给我提供正确答

案。她的目标是既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

解答，那么这个正确就会多么令人绝望。

不妨设想一下没有

X

光、没有指南针的

小说是什么样子呢？

作家王剑冰：《拆楼记》 只是一艘护

卫舰

乔叶是在最前沿、 最需要的时候造

出了一艘现代新型的护卫舰， 她没有造

驱逐舰、巡洋舰甚或是航空母舰。

但护卫舰在某些时候也是非常需要

的， 它短、 平、 快， 打起来机灵， 用起

来方便， 出手时够狠。 在我们的国家，

现在抓紧建造的是将近

20

艘的护卫舰，

我们肯定还在造着驱逐舰， 还在造着航

空母舰。

希望包括乔叶在内的河南作家，将

来会再根据大地上的这种形势变化，继

续造他的大船、大舰。

【出版前后： 河南文艺出

版社

5

月版是非删节完整版】

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拆楼记》责

编碎碎：这本书差点被别的出版社抢走

当时这本书差一点就到北京一家出

版社的手里了，很惊险，我们想了很多办

法，做了很多努力，才又把它抢了回来。

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崔向东： 此版

与杂志发表的文本相比有三个不同

《拆楼记》在去年的《人民文学》杂志

上曾经发表过。我们出版社今年

5

月份推

出的这个版本，跟前者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的区别。 第一，杂志在发表时有选择、有删

节，这一次是非删节完整版。 第二，这次出

版，乔叶补进去很多照片，虽然从摄影角

度来看水平一般，但放在小说里面就印证

了事件的真实性。 第三，增加了很多注释，

把小说中描述的事情由一个平面做了立

体的延伸，增添了厚重感。

作家邵丽：《拆楼记》 让我对乔叶和

出版社都有了不同的看法

这几年我看乔叶的作品， 感觉她的

转型非常成功。特别是这部《拆楼记》，感

觉到她的作品直面现实，非常有力量。这

本书的出版， 让我对乔叶和河南文艺出

版社都有了与以往不一样的看法。

【对话乔叶： 我没有勇气

给姐姐读这本书】

大河报副总编辑赵红 ： 当我看到

《拆楼记》 这本书时， 突然感到新闻和

文学用各自擅长的不同的武器， 在对这

片土地进行窥探或者记录。 我读完书后

马上又找了几本， 送给我们报业集团的

最高首长们。 想问的是， 你姐姐读这本

书了吗？ 书里写到的那些官员读这本书

了吗？

乔叶：姐姐没有读，她比我还要忙。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勇气给她读这本书，

我在她面前很惭愧。

那些基层官员，倒是读了这本书。我

采访了他们， 他们也很想知道这本书的

信息。 我也怕出现硬伤，之前给他们看，

他们说“这你都敢写？ 能发吗？ 发了以后

没人找你的事啊？”我觉得这本书的顺利

出版和这个作品研讨会的举办， 就给出

了非常好的回答。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

赵玉健

/

杂谈

谁更懂

奥林匹克

精神

������

伦敦奥运会上， 有八名羽毛球女双选手

因为故意输球被终止了比赛资格， 其中包括

两名最具实力夺冠的中国选手于洋和王晓

理。 这近似丑闻的一幕引起了轩然大波， 浑

身伤病的运动员成了众矢之的， 被置于舆论

的审判台上。 无数不烂之舌如同尖刀一般刺

向这八个年轻的女孩儿， 当然最刻薄的指责

莫过于以为她们不尊重观众， 钻规则空子，

亵渎了奥林匹克精神云云。

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 “相互理解、 友

谊长久、 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 这种精神

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如果能完全实现， 世界

就是一个和谐美妙的大桃花源。 可惜人类自

身有许多改不掉的臭毛病， 口是心非就是其

中最顽固的一种， 《奥林匹克宪章》 的制定

者们恐怕也不能免俗。 奥运会已经举办了三

十届， 运动员跑的越来越快 ， 跳的越来越

高， 体能越来越强， 同时奥运会的政治味也

越来越浓。 参赛各国无不把获取金牌作为最

高目标， 把举办奥运作为弘扬国威的最好舞

台。 奥林匹克精神真好， 可就如同幻影一样

在空中飘浮， 谁要是想真正抓住他， 也许就

成水中捞月的傻猴子了。 奥运赛场上， 人人

把奥林匹克精神挂在嘴上， 可全都是只对别

人， 不对自己。

在争金夺银上那是寸步不让 ， 镏铢必

较。 为了那几块牌子， 坑蒙拐骗者有之， 痛

苦坐地者有之， 撒泼打滚者有之， 无端质疑

者有之， 十几天的奥运会把现代版的人间喜

剧演绎得淋漓尽致。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源于西方， 自然掌

握着规则的制定权和最大的话语权， 他们可

不想把这些权利让给别人。 奥林匹克运动发

展多年， 日升月沉， 潮涨潮落， 一个国家的

兴衰通过奥运会的奖牌榜就可以真真切切地

反映出来。 苏联解体， 数一数二的体育大国

一落千丈。 中国的崛起最能说明国运兴， 体

育兴的道理， 从悉尼奥运会开始， 中国就奠

定了体坛三强的位置， 雅典奥运会仅次于美

国， 北京奥运会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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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金牌的巨大优势

傲视群雄。 伦敦奥运会中美两国奖牌争夺趋

于白热化， 与中国的淡定不同， 美国媒体极

为关注两国奖牌的变化， 美国人似乎把伦敦

奥运会看作一种征兆， 体育上输给中国可能

是第一步， 下一把就是经济， 再下一步是什

么呢？ 中国的日益强大使西方坐立不安， 羡

慕嫉妒恨接踵而来。 如果西方人真懂奥林匹

克精神， 就该卧薪尝胆， 奋起直追才是。 但

西方文化似乎缺乏一点自我批评意识， 自己

一身老鸹毛， 却总是指责别人黑。 粮食涨价

了， 就说中国人、 印度人吃肉太多； 气候变

暖了， 是中国发展过快所致； 经济不景气，

又埋怨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 世界不太

平， 当然是中国威胁惹的祸。 在竞技体育领

域做得就更过分， 叶诗文破纪录， 欧美媒体

就怀疑小叶子吃了兴奋剂， 菲尔普斯在北京

奥运会上狂夺八金， 近乎超人的表现欧美媒

体除了大肆吹捧， 又有谁提出过一丁点儿质

疑？ 女子场地自行车赛， 裁判用莫须有的理

由， 就轻而易举剥夺了中国的金牌。 作为东

道主的英国， 为了金牌啥招都使， 自行车运

动员假摔， 赛艇比赛中途停止， 只因为英国

选手说他们的赛艇出了毛病。 英国人向来是

很讲绅士风度的， 争金牌变成泼皮牛二， 奥

运精神早被他们丢到泰晤士河里了。

羽毛球女双选手的被处罚， 国内一些媒

体又拿奥林匹克精神说事儿， 进而质疑奥运

战略， 痛批金牌至上和举国体制 。 不要金

牌， 去奥运会干什么？ 取消举国体制， 整天

和大妈们跳扇子舞就是全民体育啦？ 有些媒

体和所谓的精英总爱用西方的口气说话， 赞

扬欧美锦上添花， 批评祖国恶语相加， 其自

虐心态也能拿块金牌了。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

自省， 孔子说： “吾日三省吾身”； 民间也

有谚语： “闭门常思自己过， 开口莫论他人

非”； “文革” 中则狠批 “私字一闪念”。 中

国的正人君子们恪守王道， 怀仁柔远， 不大

与人相争， 传统延续下来 ， 体育界就有了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的说法。 其实， 竞

技体育的本质就是竞争， 当然这种竞争应当

建立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 羽毛球女双选手

的被处罚， 也正因为她们放弃竞争才导致

的。 《礼记》 说： “其争也君子。” 可见温

良恭俭让只是君子行为的一个方面， 参与正

当竞争是君子行为的另一个方面。 可笑的是

中国有许多“傻君子”， 不懂正当竞争， 最爱

普世价值， 行动方正迂腐， 处处让人捉弄。

这些 “傻君子” 还无不怀有 “治国平天下”

的雄心大志， 老天开眼， “傻君子” 们还是

待在书斋里 “之乎者也” 吧。

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中国军团

高歌猛进， 暂列奖牌榜第一， 全世界都饶有

兴趣地看中美两国的奖牌之争。 德国 《明星

周刊》 干脆将伦敦奥运会称作 “中美两个超

级大国的战场”。 其实中国人很淡定， 从陈

一冰丢失金牌的大度笑容上， 从刘翔摔倒后

单腿跳到跑道亲吻跨栏的感人行为上， 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

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 北京奥运会我们就是

金牌第一， 也没怎么大吹大擂， 倒是美国人

酸溜溜的耍起了小心眼， 把金牌榜悄悄换成

奖牌榜 ， 照样排第一 ， 着实阿

Q

了一把 。

金牌超过美国当然好， 超不过也无所谓， 只

要我们开心高兴就行。 但愿美国人、 西方人

也和我们一样想法， 把奥林匹克精神也贯彻

在国际事务中， 那就天下太平喽！

�●

何 淼

/

心灵史

路 在 足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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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场漫长的旅途， 我们在岁月中匆匆

行走 ， 经历着不同的 人 事 、 见 证 着 不 同 的 风

景 ， 我 们 不 知 道 前 面 的 路 是 平 坦 还 是 坎 坷 ，

而当我们终于哭过 、 笑过 、 走过 ， 却再也回

不到来时的路 。 也许所能做的 ， 唯有沿着既

定的路勇敢前行， 无论孤单还是结伴， 这条路都

要走得义无反顾……也许， 自己是个柔弱的女孩，

怕黑、 怕冷、 怕孤单、 会因胆小不敢走夜路、 会

因抵触黑暗拒绝选修 《刑法》 ……然而， 有时，

骨子里却勇敢、 坚毅、 达观得令自己都惊诧， 也

许是因为有一种温暖赐予我力量， 也许是因为有

一种信念鼓舞我前行， 也许是因为有一种责任支

撑我坚持……这样想来， 倒 “佩服” 起刚柔并济

的自己……

大学暑假第一天， 同学们都陆续离校， 校园

渐渐变得平静、 空旷， 而自己的归期却要因暑期

实践、 科研课题推迟半个多月， 当空旷的校园无

可填补内心的空白， 不由得也有种尽快回家的念

想， 然而， 在这样漫长的空白日子里， 倒愈发感

激曾经的故事， 那些淡淡的回忆足够温暖这些天

的寂落。 也许， 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会有新的感动、

新的收获， 尽管自知在这段历程中结下的情谊也

许终将面对别离， 然而， 人生原本就是一段离合

交织的过程 ， 谁又能保证一直陪谁走到最后呢

……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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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与同学结束加班、 赶材料回到宿

舍， 宁静的夜， 有清风、 蝉鸣， 也有零星深夜离

校同学的行李箱声， 倦至极点， 反倒睡意全无，

回想起这两年走过的路， 用心地为学习、 社团、

团委、 学生会、 各项活动、 甚至是国家级科研课

题付出了太多太多 ， 其实最初并没有太大的

雄心壮志， 未曾料到自己会遇到、 经历这么多，

也从没想过会付出、 收获这么多……如果说最初

的选择源于兴趣， 那么长期的坚持则取决于责任，

我知道，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重视和在乎， 并不

全因你有多么爱它， 只因选择它就必须对它负责，

所以， 才会在无数次的疲倦想要逃离时依然选择

永不言弃， 我相信， 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 正如

人生总要有一种坚持、 敬业的精神和品质。 也许，

这样的路， 有人理解、 有人不解、 有人羡慕、 有

人不屑， 然而， 一切都无关紧要， 自己就是属于

自己的风景， 何必在别人的目光中俯仰颔首……

旅途中， 有过阳光、 有过温暖、 有过认可就已足

够。

即使现在， 自己依旧是个看似温和平静、 胸

无波澜的女孩。 也许， 每一条路都是命中注定的，

改变不了，无法重来，冥冥之中，只好将上天注定的

路走成属于自己的路……于是，遇到的、经历的、路

过的、错过的，一切的一切组成了生命的悲欢喜乐

……也许， 三年来为工作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汗

水，忘了用心爱惜自己，然而所收获的责任与奉献

却是无可比拟的人生馈赠；也许，两年来总为他人

倾注了太多真心和珍视， 忘了深爱自己， 然而收

获的温暖却是今生难忘的回忆……

夜， 总是那么安静 。 晚睡 ， 也许是熬夜养

成 的 习 惯 ， 也 许 是 习 惯 导 致 的 难 眠 。 于 是 ，

习惯在深夜安静的遐想 ， 习惯在失眠时仰望

星辰 ， 当一切都变成了习惯 ， 那些掺杂着欢

与忧的坚持便深深烙在心底 ， 它可以在晴天

泛出笑意 ， 可以在雨天涨落失意 ， 可以在雪地

浮现暖意……我愿安静地走完这条路， 我不知道

未来有多么遥远， 不知道这路有多么漫长， 也不

知道路的尽头有没有人等我……也许， 我只是想

要到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 披着晨曦的第一道曙

光， 微笑着就像暖暖的太阳……

大三生活即将落下帷幕， 尽管刚才无意间翻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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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依然有种触动的情

愫 ， 朦 胧 之 中 仿 佛 还 是 昨 日 的 青 涩 与 懵 懂 ，

然而 ， 我不得不承认， 自己已渐渐习惯了被一

批批也许年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们喊学姐， 而我，

也终将努力走一段坚定的路， 也许， 只为留给世

界一个无悔的背影……

生命是一场远行， 而我始终在路上， 既然选择

了远方， 便不顾风雨兼程。 我相信， 沿途中不会只

是荆棘坎坷、 风雨雷鸣， 沿途中总有暖色阳光、 清

新草木。 于是， 不再假设未来种种， 最好的总会在

不经意的一瞬出现， 我只需安静、 笃定、 且行且惜

地走好每一段路……也许， 不经意间， 在未来的某

年某月某一天， 恰好邂逅一张相似的逆着微风和花

香的笑脸……

●

本报记者 方家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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