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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世代”的愿景：两岸青年文学的通航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出生、大致在九
十年代以前就已成名的资深中文作家，两岸互有所知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一串。
近十多年来，台湾地区在大陆较有读者缘的作家几乎都是“五零后”，比如龙应台、张大春、朱天文
、朱天心，这几年又加入了“七零后”的骆以军；大陆在台湾地区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则以“五零后
”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六零后”居多。
　　大量已经跻身文坛主力阵营的“六零后”、“七零后”以及“八零后”的作家们，他们的创作其
实构成了最为活跃的文学现场。
而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最不该被遮蔽的部分，两岸尚欠缺彼此了解一“这世代”，在这里就是特指
两岸文学在互相知情的程度极其有限的状况下尚属碎金闪耀阶段的这一部分；“这世代”书系，便是
意在实现两岸优秀青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互访和交流。
　　两岸出版传播体制方式的差异，也许是使得双方作品难以大批量互相引进出版的首要原因。
台湾作家大都在某一出版机构下签约，由于不同的作家签约于不同的出版商团，在遴选之后，将他们
的著作集中在同一书系的工作，就显得极为繁琐和困难。
也正是因为如此，仍有相当优秀的作家暂时无法让大陆读者更多地了解到。
大陆作家在发表和出版方面受出版商制约的状况也已出现。
　　不管怎么说，美好的愿望是共同的，美好的事业总会有美好的真心来推动。
　　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魏运华副总编辑，重庆出版集团陈建军副总经理，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
章同人第一编辑室张好好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张华娟主任，以及所有使书系梦想成
真的朋友，基于对这一书系的人文意义的充分认知，他们选择了“这世代”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将这九位两岸作家的著作组成的“这世代”书系作为重点选题联合出版，并将五位大陆作家的书引
荐给台湾著名出版机构——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感谢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将五位大陆作家的著作以“这世代·火文学”的名义，同时在宝岛台
湾盛装推出。
　　本书系特邀台湾著名报人、作家吴婉茹女士共同主编，在她的联络协调下，原有台湾作家备选名
单中的四人终于与大陆五人一起加盟到“这世代”书系的第一辑，没有她一丝不苟的主持引荐和大力
促成，就没有书系架构的完整。
　　“这世代”书系第一辑九本书的作者是：台湾的郝誉翔、甘耀明、钟文音和纪大伟，大陆的毕飞
宇、李洱、魏微、盛可以和徐则臣，均为当今两岸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这世代”标志性作家。
　　每位作家具有各自的创作个性，而两岸文学心灵的亲近则是不可阻碍的共通性。
“这世代”书系的精神价值从筹划之时已经诞生，随着作品的传播，意义定将无限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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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收录了魏微最具代表性的小说9篇。
故事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南方小城市。
小小的大院里沉隐着人性的自然界，少女在这里成长，中年男人在这里构思出走情节，打工仔演绎着
一个美好而又悲凉的爱情故事，而办公室恋情揭开的是谁都不想看到的结局。
人们互相猜疑甚至仇恨，但又互相关爱，彼此勾连着生命的记忆。
本书在最柔软的心灵角落展开最有张力的纠结，内中的人物平凡至极，但是血肉丰满。

《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语言沉静，故事唯美曲折，堪与张爱玲作品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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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微，女，1970年生。
已发表小说、随笔一百余万字。
代表作品有：《大老郑的女人》《化妆》《姊妹》等。
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波兰、希腊等多种文字。
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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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老郑的女人
化妆
姊妹
乔治和一本书
在明孝陵乘凉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
异乡
到远方去
后记：我这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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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老郑的女人　　算起来，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大老郑不过四十来岁吧，是我家的房客。
当时，家里房子多，又是临街，我母亲便腾出几间房来，出租给那些来此地做生意的外地人。
也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这个小城渐渐热闹了起来，看起来，就好像是繁华了。
　　原来，我们这里是很安静的，街上不大看得见外地人。
生意人家也少，即便有，那也是祖上的传统，习惯在家门口摆个小摊位，卖些糖果、干货、茶叶之类
的东西。
本城的大部分居民，无论是机关的，工厂的，学校的⋯⋯都过着闲适、有规律的生活，上班，下班，
或有周末领着一家人去逛逛公园，看场电影的。
　　城又小。
-一条河流，几座小桥。
前街，后街，东关，西关⋯⋯我们就在这里生活着，出生，长大，慢慢地衰老。
　　谁家没有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说起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东家长西家短的，谁家婆媳闹
不和了，谁离婚了，谁改嫁了，谁作风不好了，谁家儿子犯了法了⋯⋯这些事要是轮到自己头上，就
扛着，要是轮到别人头上，就传一传，说一说，该叹的叹两声，该笑的笑一通，就完了，各自忙生活
去了。
　　这是一座古城，不记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项羽打刘邦那会儿，它就在着，现在它还在着；项羽
打刘邦那会儿，人们是怎么生活的，现在也差不多这样生活着。
　　有一种时候，时间在这小城走得很慢。
一年年地过去了，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还在着，可是一回首，人已经老了。
也许是，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老了，可是人却还活着：如果你不经意走过一户人家的门口，看见这家的
门洞里坐着一个小妇人，她在剥毛豆米，她把竹筐放在膝盖上，剥得飞快，满地绿色的毛豆壳子。
一个静静的瞬间，她大约是剥累了，或者把手指甲挣疼了，她抬起头来，把手甩了甩，放在嘴唇边咬
一咬，哈哈气⋯⋯可不是，她这一哈气，从前的那个人就活了。
所有的她都活在这个小妇人的身体里，她的剥毛豆米的动作里，她抬一抬头，甩一甩手⋯⋯从前的时
光就回来了。
　　再比如说，你经过一条巷口，看见傍晚的老槐树底下坐着几个老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什么。
他们在讲古诫。
其中一个老人，也有八十了吧，讲着讲着，突然抬起头来，拿手朝后颈处挠了几下，说，日娘的，你
个毛辣子。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小城还保留着淳朴的模样，这巷口，老人，俚语，傍晚的槐树花香⋯⋯有一
种古民风的感觉。
　　另一种时候，我们小城也是活泼的，时代的讯息像风一样的刮过来，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长，减弱
，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了。
时代讯息最惊人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我们小城女子的身上。
我们这里的女子多是时髦的。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在报纸上看到，广州妇女开始化妆了，涂口红，掸眼影，一些窗口单位如商场
等还做了硬性规定，违者罚款。
广州是什么地方，可是也就一年半载的工夫，化妆这件事就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了。
　　我们小城的女子，远的不说，就从穿列宁装开始，到黄军服，到连衣裙，到超短裙⋯⋯这里横躺
了多少个时代，我们哪一趟没赶上？
　　我们这里不发达，可是信息并不闭塞。
有一阵子，，我们这里的人开口闭口就谈改革，下海，经济，因为这些都是新鲜词语。
　　后来，外地人就来了。
外地人不知怎么找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在这里做起了生意，有的发了财，有的破了产，最后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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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外地人又来了。
　　最先来此地落脚的是一对温州姐妹。
这对姐妹长得好，白皙秀美，说话的声音也温婉曲折，听起来就像唱歌一样。
她们的打扮也和本地人有所区别，谈不上哪有区别，就比如说同样的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就略有不同
。
她们大约要洋气一些，现代一些；言行淡定，很像是见过世面的样子。
总之，她们给我们小城带来了一缕时代的气息，这气息让我们想起诸如开放，沿海，广东这一类的名
词。
　　也许是基于这种考虑，这对姐妹就为她们的发廊取名叫做“广州发廊”。
广州发廊开在后街上，这是一条老街，也不知多少年了，这条街上就有了新华书店，老邮局，派出所
，文化馆，医院，粮店⋯⋯后来，就有了这家发廊。
　　这是我们小城的第一家发廊，起先，谁也没注意它，它只有一间门面，很小。
而且，我们这里管发廊不叫发廊，我们叫理发店，或者剃头店。
一般是男顾客占多，隔=三差五地来理理发，修修面，或者叫人捏捏肩膀、捶捶背。
我们小城女子也有来理发店的，差不多就是洗洗头发，剪了，左右看看就行了。
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烫发的，若是在街上看见一个自来卷的女子，她的波浪形的头发，那真是能艳
羡死很多人的，多洋气啊，像个洋娃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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