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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人人看懂
下足语言功夫
———金宇澄昨在思南读书会上谈《繁花》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
记者 陶禹舟）阳春三月，天
气回暖，上海作家殷健灵新
书《爱———外婆和我》品赏会
在京举行，她与作家曹文轩
一起分享了书中描写的祖孙
情，以及三代人四十余年的
爱与理解。对谈中，忆起去世
一周年的外婆，殷健灵几度
红了眼眶，哽咽不能言语。

该书重温了一段跨越
近半个世纪的祖孙情缘，记
录了殷健灵与并无血缘关
系的外婆相处的一朝一夕，
以及自己从孩提时一路走
来的美好时光。在她笔下，
一个善良、勤劳，处处为他
人着想，处处隐忍的外婆形
象跃然纸上。
殷健灵透露，去年 !月

外婆去世后，她几乎失去了
写作和聚会的能力，“连与别
人交流都有问题。就像一个
塞满了负面情绪的瓶子，如
果不去倾泻，生活就会变得
很糟糕。”"月时，她抑制不
住内心的冲动，开始提笔写
自己和外婆的故事，借此抚
平心中的悲伤与丧失，“我从来没这么快写
过一部作品，几乎是一气呵成，!#多天就
写完了。写完之后，就感觉瓶塞拔掉了，负
面情绪得以纾解。”殷健灵说，虽然外婆并
不识字，“但我相信她在天上能看懂。”
曹文轩认为，这本书通过连绵无尽的

日常片段，构成了一望无际的爱，“阅读这
些从心灵深处流淌出的富有质地的文字，
人性必将受到洗礼和净化，世界会变得干
净而柔软”。作家毕淑敏也为本书撰写了推
荐词：“作者以诚挚的笔触，白描出了和 $$

岁的姥姥度过的美好岁月，最后的离别，令
人潸然泪下。特别是和姥姥并无血缘相连，
这让人间的至善至美在永别时刻散发出温
暖无敌的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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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年 &月开
始在网上连载，!#%!年在《收获》发表，!#%'年
推出单行本，如今已印刷 $次。近两年来，这本
以沪语写就的小说不仅获得各种文学奖项，更
成为圈内坊间热议的话题。昨天下午，金宇澄
用两个小时为思南读书会的读者剖析《繁花》，
现场水泄不通。他还透露，大导演王家卫也看
中了这部小说，有望将其改为影视剧。

懂上海话用上海话读
《繁花》语言的奇妙是其最为引人关注的

一点。懂上海话的读者，大概读不到五句话，
就会不自觉地开始用上海话来念《繁花》。为
什么要写上海话？金宇澄说，因为最初是在弄
堂网上发帖子，在弄堂网上，“大家都讲上海
话，等于是你的邻居。我也发了一个帖子，就
是《繁花》初稿的帖子。”

金宇澄是《上海文学》的老编辑，他每天
会接到来稿，但很多没有文字的特色。“你把
作者的名字盖掉，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文学
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一篇小说都有个性，个性
的东西首先是通过文字表达的，是灵魂，是它
的面孔。”金宇澄感叹说，上世纪 (#年代，中
国的小说作者都非常热衷于对小说语言、形
式的探究，但后来对文学基本的追求，包括语
言这一块就慢慢薄弱下来，“我们去写电视
剧，电视剧根本不管语言，就看靠演员来演的
故事好看不好看，不像小说。”

不懂上海话也不影响
懂上海话的固然能在阅读《繁花》时如鱼

得水，不懂上海话的，也不会有什么阅读困
难。金宇澄说，《繁花》在网上是用上海话写
的，到最后三分之二的时候，他逐步意识到，
不能仅仅让上海人看明白。“去年上海书展，
主办方说你能不能用上海话现场读一下《繁
花》，我说我不读，因为在座有外地的朋友。在
目前的状况下，我需要的是沟通，我希望所有
人能够看我这本书，看懂这本书，能够看懂上
海人的情况和生活，我不希望制造什么障碍，
我不愿意这么做。”

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金宇澄在小说出版
之前，足足修改了 !#遍。小说出来后，有语言
学家撰文表示，里面上海话的使用不规范，但
金宇澄说，他本来就不是想写标准上海话的
小说。“《繁花》里面基本上没有‘侬’，这个字
上海话实际运用得最频繁，那是为什么？大家
可以设想一下，当一个外地的读者翻开一本
书，里边间隔五六个字就是一个‘侬’，我相信
他就看不下去，一本书里频繁出现这些符号，
肯定对这本书的流通不利。所以我尽量做到
能让人看懂，有点用心良苦。”

还有，诸如“铁板新村”这些非常形象的
词，在使用时，金宇澄都会在前面做一些解释
和铺垫。“实际上，上海特色就在我们日常使用
的这一大堆东西里，你要去精心地挑选出来。”

对上海话非常有信心
虽然年轻人的上海话常被抱怨“越来越

不地道”，但金宇澄提出，“应该注意到，和我
们生活紧密相连的那些外来者，上海话也讲
得和上海人一样好。这就说明上海话不会消

亡。我对上海话非常有信心。”
对上海话同样有信心的，还有王家卫导

演。去年 %!月，王家卫来上海跟金宇澄见了
几次面，因为他有意将《繁花》拍成影视剧。
“他说非常喜欢这本书，还说实际上找你是要
认识你这个人。”王家卫说，他已经想好了怎
么去改编，而且要电影电视一起做，电视剧
做成美剧的形式。“他讲了一句让我非常感
动的话，他说‘我全部要做上海话’，这个非常
感动我。因为我自己都知道，上海话边缘到这
个程度，可以说没有一个导演，在目前情况
下敢说这句话，我想来想去只有王家卫敢
做。”当然，金宇澄也强调说，事情还没完全
定下来，说给大家听，是作为花絮。金宇澄还
透露，《繁花》有望改编成四部相对独立但又
互相关联的话剧：“分别是上只角、下只角、男
人、女人。”

本报记者 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