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 年上半年，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了
《废都》第一版，下半年即遭禁。从1993年至
今，《废都》的盗版从未间断过。

“正版、半正版、盗版总共加起来大约
1200万册。这十几年盗版不断，仅我收集到
的盗版就有60余种版本。”贾平凹介绍。

至今在盗版小商贩的三轮车上，仍然不乏
《废都》的身影，在网络搜索《废都》，其电子版的
下载也随处可见，读者并没有忘记《废都》。“最
想说的是，要热爱读者，感激读者。平常都说要
反对盗版，对盗版义愤填膺，但这本书要没有盗

版，可能就延续不下来，读者一直都在说这本
书，一直都有盗版。17年里，《废都》话题一直没
断。除了《废都》的盗版，还有人给《废都》写《废
都》后续，仅‘后续’就有十几个版本。《废都》的
评论也一直在出，可以有评论文章，但是报纸上
不准出现，曾经有几个刊物开辟过‘重读《废
都》’栏目，话题一直没断。发自内心地说，我应
该感谢读者，感谢温暖。”他感慨到。

8月8日，《贾平凹三部》的首发式将在贾
平凹文学艺术馆举行，贾平凹届时为读者签名
售书。 据《华商报》

□□□□变…… 旧版《废都》“□□□□（此处
作者删去××字）”是无论哪个盗版版本都不曾改变的
标志文本，但是在新版《废都》中，这些“□□□□”变
成了“……”，翻开新书，再找不到那些“有删节”的段
落，很“低调”地变为“……（此处作者有删节）”。

封面变鲜艳 17年前的旧版《废都》封面素雅而耐
人寻味，废都两个大字斜排于书封上方，封面灰色与白
色渐变，中间为一团揉皱的白纸。相比旧版的沉稳，新
版《废都》为艳丽的桃红色封面，贾平凹书写的两个黑色
大字废都竖排着，几乎填满了封面，两个大字既是装饰
也是书名，大气而不失妖娆。

价钱“涨了” 17年前，一本 40万字、500多页的
《废都》定价12.5元，但是时隔多年，物价的上涨早已否
定了当年的定价，记者从作家出版社了解到，新版《废
都》单本定价为39元，《贾平凹三部》一套的定价则在
116元，三本成套出售，另有《废都》单行本单独出售。

内容没变 北京出版社的旧版《废都》和解禁后的
《废都》在文字内容上并没有区别，也未做文字的删
减，字数和页数基本一致。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在《十月》杂志连
载，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首印50万册。这本描
写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情小说，由于其独特而
大胆的态度以及出位的性描写，引起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本书遭到了毁誉两极的争议，誉之者称
为奇书，毁之者视为坏书。贾平凹以西安的当代
生活为背景，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情感的纠葛为
主线，以阮知非等诸名士穿插叙述为辅线，写出
了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俗史。

当年，知识分子都会批判《废都》，因为
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处于失语的状态，找不
到自己的方位。其实，知识分子通过批判

《废都》，来澄清自己对文化的认识、对文化
转型的认识，这种批判是为了寻找和适应社
会而出场的。对《废都》采取激烈的批判，其
实是对现实的批判，选择它来作批判，存在
很大的误读。贾平凹是严肃文学作家，他追
求独特的表达，写性不是为了招徕读者，而
是为了表现人性的复杂。禁止出版是处罚
过重。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
会评审揭晓

昨日，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
评审结果在郑州揭晓，评委会从收到的
1173篇论文中评选出一等奖论文 5篇，
二等奖论文 9篇，三等奖论文 26 篇，入
选论文 65篇。其中我省卢光文、张晓林
获得二等奖，杨庆兴、黄俊俭、李中超获得
三等奖。本届评委会主任、中国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朱关田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本届
入选、获奖论文具有较高水平，从来稿数量
和质量也可以看出，当前书学研究各省份
还存在着很不平衡的状况，如河南、山东等
省投稿人数超过百人，也有一些省份投稿
数量极少，在他看来书学研究队伍还有
待进一步壮大。 晚报记者 杨宜锦

“儿童分级阅读”不是划红线

专家倡议以年龄分级
如何给孩子选书，对绝大多数家长而

言是一个难题。因此，近日在北京举办的
“中国儿童分级阅读研讨会”上，有关专家
发出倡议：“对0～12岁少年儿童的图书进
行分级展示，分级陈列。”倡议书中称，分级
阅读，是要依据不同年龄段儿童心智，向
他们推荐、奉献不同的好书。

在国内绝大多数书店的儿童专柜，
儿童图书找不到年龄段的划分，而出版
单位也很少在书上标注适读年龄。面对
每年万余种儿童新书的增长量，书店店
员往往和家长一样无所适从。由此而
来，儿童分级阅读的呼声日益高涨。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指出，分级阅
读不仅是孩子的需要，也是家长的需要。“目
前少儿图书同质化现象严重，加上不少书
是按照小说、童话等类别分类的，一些家长
不能很好地把握各个年龄段标准，从而造
成了家长选书的困惑。”专家发出分级阅读
的建议，对国内市场上的200种优秀儿童读
物按 0～3岁、4～6岁、7～8岁、9～10岁、
11～12岁等5个年龄段进行分级。专家表
示，分级阅读，不是要把成人世界的复杂对
孩子遮蔽，也不是要在孩子的阅读世界中
划出“儿童不宜”的红线，而是要依据不
同年龄段儿童心智，向他们推荐。 蔡震

《废都》解禁
贾平凹：为它一痛17年

2009年7月，被禁17年的长篇小说《废都》获准再版，重出江
湖。近日，《废都》由作家出版社再版，与贾平凹的《浮躁》《秦腔》
组成《贾平凹三部》，昨日已向全国铺货，不日将与读者见面。贾
平凹就此接受记者专访。

贾平凹：“《废都》出版前，我
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
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文坛最流
氓的一个……”

1993年《废都》被禁止出版，主要原因
是大量性描写引发了争议，贾平凹敏锐地捕
捉到了社会出现的最新变化，以及知识分子
的迷茫、失语等精神状态的变化。《废都》的
再版，对贾平凹来说，既有不尽的喜悦，也有
惶恐。“写的时候，大概是 20年前了，书中有
对社会的观察和对社会的前瞻，20年后，现
在看这本书，书中描写的那些情况，已经在
社会上出现了。”《废都》被禁一直是贾平凹

心中的一个痛，他说：“一本书的命运也是一
个社会前进的轨迹。”说“它”的时候，贾平
凹的语气像在说自己的孩子。“现在能再版，
首先说明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宽松和
文坛关系的回暖。这些年来，社会价值观已
经渐渐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度提
高了，对文学的评价也不仅仅像上世纪 90
年代初那样，道德评价、政治评价占主流，而
是回到文学本身。”贾平凹称。

“《废都》之前长篇是不红火的，很少有长
篇走进街头小巷，大家关注的都是中短篇，而
《废都》之后，长篇开始兴盛。”贾平凹说。

他介绍了《废都》当年面世的情况：“一
出版，就占尽风光，红火得很，几乎所有的评
论家都写了评论文章，很快就结集成七八十
万字的《废都大评》，但因为书下半年就被禁
了，没人给出版了，后来香港出版，被删去很
多，因为书太厚了。下半年，就遭到全国大

批判，可以说在全球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废
都》，有朋友到非洲去，那里也有。全国都在
争议《废都》，后来禁止出版、禁止拍影视，但
这期间，《废都》在海外却被翻译成日文、法
文、俄文、英文、韩文、越文等多个版本，现在
美国又在重新翻译，在日本出版后，日本朋
友来信说，《废都》给日本出版界带来一股清
风，日本一位著名人士，号召到华做生意的
人，人手一册《废都》。”

1997年，就在正版难觅、中国的盗版书
摊上《废都》“猖獗”时，从遥远的法兰西传来
了消息：《废都》获得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的
费米娜文学奖。喜讯传来，却出现了奇怪的
现象，国内大多数媒体在对此事进行报道
时，措辞均为“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获得
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贾平凹回忆，在前一天晚上和几个朋友
拟写新闻稿时就很头痛，想了一晚上，不知
道该不该提《废都》的名字，最后只能写成

“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废都》）”，他说：
“这就是准备着让人家删呢。”那个时候，这
位正当红的作家突然遭遇了人生最困难的
时期，很多朋友因为《废都》被禁不敢与他再

接近，贾平凹记得当年“顶风”肯定《废都》价
值的人：季羡林、马原。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两个人说过话，先锋
小说鼻祖之一、作家马原先生和刚刚去世的季
羡林先生，季老在北京说，‘《废都》20年后将大
放光彩’，当时，人们都不相信这是季老说的，还
问过他到底是不是他说的。本来说，这次书出
来，给季先生送一本，没想到……”

马原这样评价《废都》：读今天我们见到
的小说，会有哪本书让孙子重孙子们有兴趣
读呢？也许有十本、一百本，也许只有两三
本。但我有把握，其中有一本是《废都》。我
深信不疑，这是一本卓越的书，而且好读，可
读，必定付诸后世。

被禁遭遇 最困难时，季羡林力挺

《废都》被禁的时候，正是贾平凹生命的最
低潮，正是他遭受重病折磨、身体最不好的时
候。“这十几年，《废都》让我要隐忍、要不服气地
写作，所以才出现《白夜》《土门》《病相报告》《怀
念狼》《秦腔》《高兴》等一系列作品。”贾平凹说这
话时似乎还带着当年写作的劲儿。“人一生有几
个17年？这17年如果没有《废都》，我不是现在
这样。当然《废都》给我带来的是‘誉满天下，毁

满天下’。”因为此次《废都》再版，他才吐出了多
年来的苦衷：“17年一肚子苦水给谁说过？啥好
事都轮不到我了。作家是社会的观察者，永远要
观察这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步伐和身影，永远要
叙述这个社会的伦理和生活，更要真实地面对现
实和自己的内心，尽一个从事作家职业的中国人
在这个大时代里的责任和活着的意义。自己是
普通作家，越发要努力写作，不敢懈怠和虚妄。”

对己影响 学会隐忍，要不服气地写作

感谢盗版 “没有盗版，就延续不下来”

三变一不变

解禁后《废都》大变身

再版心情 既有喜悦也有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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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废都》

□□□是精心为之的败笔

我依然认为《废都》中的“□□□”是一种精
心为之的败笔。空缺，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
彰显的禁忌。在我看来，那些空缺是一种精心制
作的“废文本”，书写和删节都是贾平凹所为，但就
文本的直接效果而言，却是无名之手在书写，另一
只无名之手在删节。这些□□□是当代出版对
于明清言情小说的通行处理规则，我认为贾平凹
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对这种规则本身做出评论，他
只是意识到对这种规则的刻意模仿能够达成他
的特定意图，□□□让庄之蝶这个人物陷入了真
正的道德困境。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

当年的批判 存在很大的误读

“不能卒读”还是“毕生杰作”？

《小团圆》登顶好书榜惹争议
新浪读书频道近日推出 2009年的

上半年好书榜，张爱玲遗作《小团圆》登
上榜首，而同为专家评委的评论家李敬
泽和张爱玲研究专家止庵，对此书却给
出截然相反的评价，让这本出版时已满
城风雨的小说再起争议。

这张书榜集合了多位国内著名书评
人任评委，宣称选书的唯一原则就是“好
书”。记者浏览榜单看到，《小团圆》以
48分傲居榜首(5位评委投票制榜，总分
50分)，止庵评价《小团圆》是张爱玲“毕
生杰作”，“较之早期作品，《小团圆》结构
更趋复杂，语言更趋精炼，至于刻画人物
内心的深刻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
在李敬泽独立制榜的“文学好书分榜”
上，《小团圆》却连前 10名都没进，李敬
泽给出了“不能卒读”的评价，称该书“重
复絮叨、尖酸琐碎”、“姑婆气”十足。

昨日记者分别电话联系上了李敬泽
和止庵。李敬泽说，客观上讲《小团圆》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语言令人失望，失
去了早期的表现力和精确性，李敬泽认
为对张爱玲的认识附加了很多其他的东
西，让读者无法忠实于真实的阅读感
受。止庵则坚持自己的意见：“小说语言
好坏重在语感，我坚持《小团圆》的语感
很好。”他还强调，《小团圆》不是他一个
人选出来的：“5个人投票，就算把我的
全部去掉，《小团圆》还会是第一名！”

今年早春，《小团圆》进入内地引发
轰动，“遗作”该不该出版、“张(爱玲)胡
(兰成)恋”的影射，都成为媒体与大众津
津乐道的话题。李敬泽认为，该书的火
热除了商业炒作外，还包含复杂因素，读
者没把它当成一般小说。 新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