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迪亚诺已发表了近20部小说，
他和路易·马尔合作的电影剧本《拉孔
布·吕西安》（1975）搬上银幕后获得了
奥斯卡金像奖，从而奠定了他在当代
法国文坛上的地位。

1968年，莫迪亚诺的处女作《星形
广场》一出版便备受瞩目。随后，他创
作了《夜晚巡逻队》《环城大道》《凄凉
的别墅》和《暗店街》等作品，并被翻译
成多种语言，曾获得法国法兰西文学
院小说奖和龚古尔文学奖。

他的作品曾多次被翻译成中文，
代表作有：《暗铺街》《八月的星期天》
《青春咖啡馆》《地平线》等。

“记忆”“身份”“历史”“寻找”……
这些关键词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反复
出现。在《星形广场》中，犹太人拉法
埃尔从法国逃亡到以色列，为的是寻
找一片安身之地；《夜巡》中的双重间
谍在寻找他的真实身份；《环城大道》
的主人公在寻找自己四处流浪的犹太
人父亲；《暗店街》更是一篇追踪失落
的自我的佳作……

我国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学者
余中先认为：“莫迪亚诺不同作品的主
人公或是找避难所，或是找往昔，或是
找亲人。实际上，他们找的正是人生
存的根基、依托和支点，作者触及的正
是人类生存的荒诞境遇。不过，当莫
迪亚诺面对人类命中注定的悲剧性的
生存状况时，他没有‘有所作为’反抗，
只有悲天悯人的伤感情怀；面对着荒
诞的世界，他不像萨特、加缪那样追求
存在的价值，而是以敏感的笔触描绘
着人之存在的渺小、无奈、悲哀。”

作者：叶开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套能让你重新领略

汉语之大美的书，这是一本能
让孩子从小养成正确的阅读习
惯，面临中考、高考可以泰然处
之的好书。本书能重建你的知
识格局，激发你对文学的兴趣,
重塑你的独立人格。

作者：东野圭吾 李盈春 译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这本书让我再次感到，人无

法独自生存，必须相互支撑才能
活下去。有时伤害，有时相助，人
们总在不经意间与他人的人生紧
密相连。“我发现自己始终在思考
一个问题：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人
究竟应该怎么做？我希望读者能
在掩卷时喃喃自语：我从未读过
这样的小说。”

《解忧杂货店》

地
址

西工区人民东路副一号
电话：６３２５１１５０

洛阳席殊书屋特
约

席殊书屋一周排行榜

递新书速●+
读读专题阅●+

解读诺奖得主
莫迪亚诺

1 获奖理由 2 作品关键词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中华书局
品人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的修养 金城出版社
智慧锦囊 中央编译出版社
蒋介石传 中华书局
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接力出版社
袁腾飞讲世界史 江苏文艺出版社
解忧杂货店 南海出版社

《这才是中国
最好的语文书》

瑞典文学院日前将2014年
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匹黑
马——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
亚诺。

莫迪亚诺获诺奖，当然不会
像莫言获诺奖那样，在中国掀起新
一轮长篇小说阅读高潮，我国读者
甚至不少作家都对莫迪亚诺很陌
生。洛阳晚报记者问过几个朋友，
大部分人承认自己没读过他的作
品，个别人说上大学时读过他的
《八月的星期天》，如今已没什么印
象了。但诺奖结果揭晓，不少文学
爱好者还是准备买他的书读读。

那么，这位作家凭什么脱颖
而出？其作品有哪些独特之处？

颁奖词中说：莫迪亚诺的作
品“唤醒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
命运的记忆”，他的作品捕捉到了
二战时期法国被占领时普通人的
生活。

颁奖官员称：“诺奖获得者帕
特里克·莫迪亚诺作品的三个关
键词是：记忆、身份、历史。他的
书大多与记忆有关，读者可以穿
过时间与自己相遇。他大部分的
作品都只有30页到50页，语言
也非常好懂，可以下午读一本，晚
上再读一本。”

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新闻公
报，对莫迪亚诺表示热烈祝贺，称
他的创作致力于“发掘记忆的微
妙性和身份的复杂性”。

上述颁奖词和贺词，或许能
勾勒出莫迪亚诺作品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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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书坊

莫迪亚诺的处女作《星
形广场》，说的是犹太裔法
国青年拉法埃尔·什勒米洛
维奇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
他沿着星形广场辐射的六
条大街寻找，试图找回犹太
人之根，觅得属于他们的栖
息地，却进入一个噩梦梦
境，最终在星形广场上被处
决。这种“寻根”经历，残酷
地呈现了犹太人游移无根
的命运。

《夜半撞车》是莫迪亚诺
又一个回忆与寻找的故事。
主人公是一个即将迈入21岁
的青年，他只身漫步在巴黎
街头，一天深夜，被一辆轿车
撞倒，他在诊所醒来后，得到
了一沓装在信封里的钞票，
而撞倒他的名叫雅克琳娜·
博塞尔让的肇事车主却不见
踪影。离开诊所后，他按照
一个不确切的地址展开调
查。通过一系列调查、追忆，
往事历历在目。

回忆与寻找的重叠，现
实与“幻象”的交织，因为一
次深夜撞车事件而突然发
生。正因此，主人公开始直
面惨淡的过去，他说：“昨天
夜里的意外事故并不是偶然
事件。它标志着某种断裂。
这次撞击另有益处，而且，它
发生得很及时，使我重新开
始生活。”

代表作赏析3

民族的未来
——读梁鸿《中国在梁庄》有感

□李浩敏瓢瓢书海一书海一●+

□记者 徐礼军

《中国在梁庄》是作者梁鸿以自己
的家乡梁庄为背景，用朴实、深刻的语
言，向读者剖析了改革开发三十多年来，
在中国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天翻地覆变
化的同时，乡村呈现出的千疮百孔。

我国是一个拥有八亿名农民的农
业大国，农民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国民的生活质量。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农民
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一年到头
面朝黄土背朝天，却仍然只能混个温
饱——“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肥料、
种子等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也只
是落个‘原地转’”。

于是，大批劳动力涌到城市打工，
村庄成了一个空壳，留守儿童在教育
缺失、亲情缺失的乡村过着寂寞的生
活。孩子们逃课、玩游戏、辍学，认为
读书无用，将来也只能像父母那样出
去打工。曾经培养出很多人才的梁庄
小学人去屋空，闲置的校园成了养猪
场，校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
人”，被人改成“梁庄猪场，教书育
人”。这种文化氛围是对现实的极大
讽刺，也是一个村庄的悲哀。

年迈的留守老人辛苦了一辈子，
到头来既要种庄稼，又要照顾年幼的
孙辈。“六七十岁的老两口，既当爹妈，

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监管不到
位，导致留守儿童受到的人身侵害和
犯罪增多，这些都成了社会隐患。

那些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边缘忙
碌、挣扎，他们为城市的美化与建设洒
下血汗，却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城
市的美好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异乡
客，最终还要回去。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
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
体机能决定着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程
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关注乡村，实际上就是关注我们
民族的未来。

莫迪亚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