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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张欣《千万与春住》聚焦
都市女性欲望、生活、人际关系等命题

女性的命门
就一个“情”字

日前，当代著名作家张欣的全新长篇小说《千万与

春住》重磅来袭，写尽繁华都市中的风光与失落，真爱与

彷徨。

张欣被称为当今最早找到文学上的都市感觉的女

性作家，这部作品是张欣最重要的转型之作。一经出版

即引发文坛各路评论家的关注。著名出版人党华说：

“张欣的《千万与春住》会改变你对血缘关系、命定、和

解、底线等的认知。当暗黑不可避让，让我们有能力成

为自己的光源，也把哪怕微弱的光亮奉献给我们所爱的

人共同行旅的这世界。”

“文坛常青树”张欣，从不一惊一乍，只是妥善而笃

定地安排着动静、时序、律令，让日常充溢勇气和均衡的

秩序。她的写作愈加成熟，也愈加葱茏。

写尽繁华都市中失落与爱

在这部新作中，张欣以婉转妖娆之笔书写南国广州两

个家庭在命运纠缠中波澜起伏的往事与当下：相伴相携成

长的一对小姐妹，一位出身权贵之家，另一位家道中落，成

长过程中她们各有难言的隐痛，唯有互相扶持取暖……

张欣塑造了两个全新女性文学形象：滕纳蜜与夏语

冰。滕纳蜜调换了自己与朋友夏语冰的孩子，然而又将

夏语冰的孩子丢失了，故事即是在多年后丢失的孩子被

找到后真相不断剥落与各个人物的反应中推进，由此牵

发了都市生活、欲望、人际关系的诸多命题。

《文学报》评价：张欣无疑是在不断尝试描绘中国时

代变幻中的“文学都市”，她的每一次转折都会选取最合

适的城市书写方式，她写作的纵线就是为中国时代都市

所作的清晰的注脚。滕纳蜜，这个被张欣称为“有疤的

树”一样的人物，人性复杂，站立在小说的最前端。这个

人物也表明张欣在写作上的转变，“结束对纯粹人物的

塑造”。

凡间烟火背后烟波浩荡

人生路途中，有些人是用来成长的，有些人是用来

刻骨铭心的，有些人是用来怀念的，有些人是用来忘记

的。对于光阴中的种种，要退却、忍让、自持。

《千万与春住》中，两个漂亮女性的人物特性，读来

让人感慨万千。作者对出场的每个女子都赋予了浓厚

的母性，尤以滕纳蜜“校花妈妈”为最典型。这个曾经的

校花早早成为“犯人家属”兼未成年妈妈之后，她抓住一

切机会想再度获取一个好男人的垂青，她想给孤儿寡母

改变命运，然而她被人轻贱……

《千万与春住》的开头，即是一幅日常生活的场景，

文中也常有吃穿用度、衣食住行多个细致画面的描摹。

不得不承认，张欣切

合了广东文化的世俗

性。都市人的彷徨与

孤独，并不一定需要

所谓“宏大叙事”，琐

碎的凡间烟火背后，

是数不尽的江河日

月、烟波浩荡。评论

家雷达曾评价张欣是

“当代都市小说之独

流”，“善于充分揭示

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

奥妙，并把当今文学

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

生活艺术提到一个新

高度”。 （吴波）

谁都有可能遇到的陷阱
东野圭吾社会派推理之作《天使之耳》首次引进出版

东野圭吾斩获江户川乱步奖后，离开校园推理的舒

适区，转向广阔复杂的都市社会派推理，进行了多样化的

不懈的尝试，《天使之耳》是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突围

之作。小说以作者独有的“记忆合金”般的讲述记忆，加

上诡谲莫测的缜密推理，呈现了日本大萧条时期的东京

夜空下善与恶之间无数种可能的距离。

九久读书人总经理黄育海介绍说，本作可以说是

东野圭吾从校园推理小说家成功转身为社会派推理作

家的基石之作，小说中的问题意识和黑色幽默为作者

赢得了来自同行的赞赏，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

奖”。小说的简体中文版权首次引进，近日将由九久读

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江户川乱步奖得主山崎

洋子这样评价本书：“有时候，事故不仅会伤害人的

肉体，还会伤害人的心，那种伤心会转变为强烈的

憎恨，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结局。如果用一句话来

概括，这部小说集就是：开始的时候看似平淡，结局

的时候不寒而栗。所有故事的展开都充满了心惊

肉跳、无奈与感慨。我真的很嫉妒东野先生的才

能，有本事将一件件日常的事情描写到如此精彩的

程度。”

东野则借书中角色之口说：“规则是一把双刃

剑。原本应该保护自己的东西，但某天突然就会弹

回来攻击自己。”他也曾经这样写道：“存活下来的人

几乎都可以说是被好运拯救的……始终不曾造成车

祸伤亡的司机，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因为一直被幸

运之神眷顾着。”

当人类驾驶机器成为现代日常，当规则越来越

多、越来越细，那么被人性之恶操纵的空间和变数反

而可能会越来越多。作者在书中对警察、施害者与

受害人，乃至对规则本身都采取质疑的立场，冷静到

了冷酷的地步，不惮将人性的弱点及隐藏在这些弱

点中的恶意作无情地揭示，在平淡的日常中撕开了

一道道新鲜的伤口。难怪有读者评论：“虽说是短

篇，但各种机关设计和惊天逆转都很有新鲜感，也许

甚至比长篇更为凝重。” （新华网）

《天使之耳》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了肇事者、受

害人和警察三方的斗智斗勇。原本是受害人的一方

遭遇惨剧，本该令人同情；却不知从何时变成了加害

人，令人毛骨悚然；原本是肇事者的一方无视他人的

安危，本该令人憎恶，却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被陷害

的一方，令人感叹恶人自有恶人磨；警察试图抽丝剥

茧，明断是非，但由于智商有限，视野受阻，经常被误

导，加上案件众多，来不及细致处理，甚至麻木办案，

招致各方怨念。

东野圭吾在书中隐藏了 6 种基本款“陷阱”，核

心都是“不起眼的交通事故”：车祸中幸存的妹妹

以灵敏耳力令调查反转、谨守交通规则的货车司

机突然翻车、新手遭遇恶作剧追尾、随意占道停车

的年轻人踏上死亡之路、从车窗抛出的空罐成了

谋杀案的“物证”、无证驾驶的奥运选手令整个团

队都被卷入“丑闻”……有日本网友称，读完此书

确实有一种痛感，“都是如果人自身不改变就没法

去防范的问题。”

聚焦日常意外：“谁都有可能遇到的陷阱”

打破规则套路：审视恶的空间与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