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种红菱下种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种红菱下种藕》

13位ISBN编号：9787222105577

10位ISBN编号：7222105573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安忆

页数：2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上种红菱下种藕》

内容概要

全文借着穿梭于水乡巷弄的小女孩，诉说正在逝去与正在成长的天真与世故；在看似琐碎松散的文本
结构及江南生活风情的描绘中，有静谧的观看心境与从容了然的平缓叙述。
全书以几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的成长经历为引线，讲述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江浙农村所发生的自觉的和
不自觉的动荡转变。而这些小女孩也在听闻的絮叨细节下成长，她们之间的友谊也经历着更新和变化
。
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一方面揭示了人及其活动场域的渺小无力，一方面也在无奈之中对照出探求尊严
的热情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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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种红菱下种藕》

作者简介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迁往上海。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复旦大学中文
系教授。
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黄河故道人》《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
章》《富萍》等；中短篇小说《剃度》《尾声》《我爱比尔》《流逝》《雨，沙沙沙》等；散文集《
独语》《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我读我看》《寻找上海》等；演讲集《小说家的13堂课》。
其作品曾多次获各大重要文学奖，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为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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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种红菱下种藕》

精彩短评

1、细节描写过多，太琐碎松散。
2、平平淡淡却也不显沉闷，夏天就这么过完了
3、黏滞的水乡夏日空气，青春期女孩缓慢的生长。每日看不出什么变化，可是明明就这么长大了。
那些倏忽而去的光阴，淡如水，轻似风，没什么好看没什么好感想。只是待到多年以后，才明白人生
那些最澄澈的美好，就在不自知的懵懂中，从指缝里滑落了。
4、童年喜欢看的书
5、文字好生冗长，当然，江南长大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少有些共鸣
6、整个小说节奏很缓慢，读到中间的时候有点无聊，我最喜欢后边，描写秧宝宝和陆国慎之间的情
谊，写的很美。
7、真美的书。
8、王安忆很好 但总归觉得 这样的情景环境是拿好多上海人的生活拼起来的 而且没拼好 大概因为写的
就是我的童年所以对她场景的拼接很敏感。。。如果说以儿童文学来说的话肯定是数一数二了 写出这
个程度的童年我现在的年纪做不到啊QAQ
9、很想去体验一下几十年前那充满乡土风情的热闹繁荣的江南水乡。我们现在已经丢失的许多，无
论是风俗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0、王安忆才是最称职的写作老师啊。。像秧宝宝一样，出走后再也无法回到自己所思念的那个家，
即便是团圆也与自己想的完全不同。感觉很复杂。。。她公公走的那段写的痛彻心扉。。
11、写时代变迁的书⋯虽觉得不比长恨歌，不过也值得一看⋯
12、对小女主的小心思一点也不关心！我只想知道陆国慎跟闪闪到底有没有一腿！！
13、江南小镇的故事让我感到亲切，书中的点点童趣和烦恼到让我产生了共鸣，好怀念我九岁的的日
子啊。
14、柯裕棻的推薦，很好看，讓我想到秦文君的《閃亮的螢火蟲》。王安憶很善於在大時代捕捉小人
物的生活點滴。最精彩的是秧寶寶對於成年人世界的觀察，她自己的脆弱，恐懼，驕傲和敏感及女孩
之間微妙的友情。在這樣轟轟烈烈的大時代，鄉鎮的孩子面對開始蛻變的躁動是如何心緒万千又一片
茫然。 
15、状元岙有个曹阿狗，田种九亩九分九厘九毫九丝九。买得个溇，上种红菱下种藕，田塍沿里下毛
豆，河磡边里种杨柳。杨柳高头延扁豆，杨柳底下排葱韭⋯⋯
16、王安忆 城市 生活
17、这种太细腻的还是不适合我。
18、好久没这么畅快淋沥又依依不舍看完的读一本书了。文笔太棒了！一个小女孩寄居于别人家的一
段经历，琐碎细腻动情。每个人物都那么饱满，难得
19、节奏缓慢，叙述琐碎，不是我的阅读菜。
20、平淡平淡，适合待产的孕妇看~
21、很有生活的气息
22、江南版“爱丽丝梦游仙境” 好多小心思都似曾相识
23、作品基调平缓，温暖，细腻的笔调描写了秧宝宝的成长，也叙述着小镇的变迁。
24、查了一下看过的几本小说的发表时间，感觉越写越好了。这部可能得益于作者写的是自己不仅经
历过而且作为作家仔细观察过的时代。工细从容通达，就是强度还差一点。
25、这书太王安忆了、、、
26、非常细腻的环境氛围描写，带我穿越到那些遥远的童年故事
27、小姑娘秧宝宝离开沈娄，暂停华舍，终将要去往更广阔的天地了。非常喜欢这个敏感倔强寡言内
心却柔软无比的小姑娘，总感觉能看出我的影子来，成长的嬗变本就是细腻微妙的，王安忆事无巨细
的展现了小孩子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如同流水般舒缓的叙事节奏，中国画般朦胧的江南图影，家常可
爱的人物。读到最后有点意犹未尽。非常想听公公唱的那首《曹阿狗》。
28、发现自己不太喜欢太过细致的景致描写，中间几次放弃阅读
29、第一本王安忆的书
30、陈尿尿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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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种红菱下种藕》

31、对小女孩内心成长的刻画很到位，果然傲娇是从小养成的
32、节奏很慢，像极了沈溇在新社会中缓慢前进的步伐，年少的秧宝宝小心翼翼的有些像了林妹妹，
敏感无比却又柔软无比，最后意料之中的离开竟也让人有些心酸~
33、小时候的心情现在懂。
34、真的很不喜欢。我已经很努力去体会了。
35、描写太细致了
36、还不错，但没什么亮点和共鸣⋯⋯
37、飞了一半就看完了，王安忆信手拈来的絮叨劲真的很厉害，看似不着力不费力却处处都是机巧，
江南水乡里小学生的成长在她那里也是值得看一看的。
38、真是喜欢这种平平淡淡的江南风情呀 以后我就要去到她笔下的地方了 在山大图书馆里合上书  说
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39、公公的歌谣还在脑里绕，溇头的姑娘一年又长了半头高。只是红菱和藕呢，不要淹没在发黑腥臭
的塑料泡沫里呀，江南。| 拖延太久读完，就好像小镇本身的弯弯绕绕一样。初始的原因是书中地名
和自己的名字太相像，后来才发现此地真就在家乡不远处。
40、时代变迁，童年消逝
41、也曾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看时也仿佛重走了那段路
42、这些文字，就像小地方来的江南女子。淡淡的，虽然有自己的心向与盘算，却未必展示给所有人
。生活中所有的琐碎，在小镇的日子，少女的心思。虽然格局不大，但读下来后倒也能回味一下。
43、利用地铁上的时间快速读完的书。很喜欢这种细腻的文风，读来若有所思，回忆突如其来。
44、小镇生活，年少心思。
45、“大人们都在嬉笑着，可是，孩子们都在伤心。”
绍兴一座小镇的世俗风情画。和《富萍》风格相似，不过这次视角是小孩子。温情脉脉，细致入微，
一切都是平和，敦厚的。
不过她也不是写不了险恶。
46、冗长驳杂，新鲜细腻的描绘，真是小女生的心思，一丝一扣都有。
47、失望至极
48、漫长的夏日里，小镇的街道上，有一个小女生在成长途中认真的烦恼着自己的生活和友情，那些
在大人眼里有点幼稚可笑的琐碎的烦恼，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在烦恼中渐渐的长大，在那
些穿行于下午无人的空巷和傍晚芸芸众生相的街道上的时刻中，体悟着自己的人生。
49、一个小女孩成长的故事，可能有我们童年 的缩影，也是江南故土变迁的缩影
50、白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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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种红菱下种藕》

精彩书评

1、读王安忆总是很让我有画面感，很多场景的描绘都会让我觉得又回到小时候。屐着凉鞋，扎着羊
角辫，跟一两个那时的好朋友，放了学，穿梭在黑瓦白墙之间。在年幼的我眼中，小镇曾是那样大，
可现在她却又是那样小。走在相似的路上，现在已经很少看见捧着饭碗串门的人了，反倒是我妈难得
回趟老家，身上还保留着这种陋或不陋的习俗。据说小镇现在在慢慢扩张，不过好在我回去的时候，
好多街坊邻居还认识我，一路走过去，记得的记不得的都要叫上一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好，人们脸
上挂着的都是真诚的笑容，一直暖到心窝里。一路走，一路的回忆，路过老家的门口，踮着脚尖还拼
命的想往里面看上两眼，想知道院子里的葡萄树还在不在，还想看看堂屋里那扇每年年三十晚上都要
爬的门还在不在。。。可是总是一抬眼，老房子的木门已经被新主人的不锈钢门代替了，回忆果然还
是要放在心里的。可我还是会想起，每到夏天时，我们会一人拿一个蒲扇，爬上我家的二楼平台上去
乘凉。天气若好，我们还会搬一张竹床上去，那风，丝丝的，吹的真凉快。天空也很晴朗，我最喜欢
躺在竹床上看星星了，然后就在妈妈摇曳的蒲扇声中睡着了。越扯越远了，不过还真是怀念那时候的
日子啊，怀念那种一头可以扎进晒的松松软软的被子里闻着阳光味道的日子。
2、很喜欢王安忆在书中塑造的这些人物，各个活灵活现的，看了很是欢喜。比如陆国慎“一个大方
的本地姑娘，聪明和才智都是藏在肚里，外表总是安静与温和的”；行文之细腻，大概只有上海的女
子才能做得到，比如说陆国慎和秧宝宝之间微妙的情感“再过些日月，她将会长成一个妩媚而多情的
姑娘。她将从容镇定的面对很多事情，明晰自己的爱与不爱，自然顺畅的表达出来，免受它们的压力
”。上种红菱下种藕，多美的意境，远去的美景！
3、我熟悉起王安忆，是从《长恨歌》开始的。后来陆续地看了一些她的小说，觉得非常细腻，细腻
到了琐碎的地步。而《上种红菱下种藕》，更是把这一种琐碎发挥到了极致。好几次，我都几乎要放
弃阅读，实在是因为笔触细碎，以至有了悠长的感觉。这本书的封底上是这么介绍的：“华舍镇在自
觉和不自觉中动荡转变，而小女孩也在听闻的叨絮细节下成长。”这是王安忆最为擅长的。《长恨歌
》的大思路也无非如此。通过对一个人物[在王安忆笔下，基本是女子]的境遇的还原，折射出大时代
的动荡。我一开始以为，她会像写《长恨歌》那样，从一个小人的生写到死。所以一直等待这这个叫
秧宝宝的小女孩长大。可是不同于《长恨歌》，秧宝宝没有长大，没有像王琦瑶从沪上淑媛变成死于
非命的中年女人。故事结束的时候，秧宝宝只是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手脚更细长的小女孩。她甚至
都没有发育，也没有等到华舍镇衰败，就去了绍兴。王安忆在这本书里写的，不是《长恨歌》那样动
人缠绵的故事。《上中红菱下种藕》里，只有小女孩懵懂生长的故事，一个小镇败落的故事。可以称
的上平淡。这本书作为小说，实在是很没有趣味。可是从了解王安忆的风格来看，却挺典型。随便翻
开一页，都有大量的细节描写。可说，这本书就是在细节描写中进行的，无论是人物、心理、动作、
环境。打个比方，王安忆的这部小说，像是被拉成一帧帧后的电影。王安忆，就是在一帧帧地描写故
事。而在王安忆的王氏写作中，很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上种红菱下种藕中》描写到了张柔桑的
新好友。“她是那种被人们称作书蠹的小孩子”“她脸上有一种天才一样的表情，木讷、迟钝，但绝
不是愚蠢，而是一种称的上睿智的聪明”这个“书蠹”式的人物，在王安忆的另一本书《妹头》中，
是有一号相似的人物的。那就是阿五头。“此时，阿五头已办了病退回城，分在一爿街道小厂工作。
他父母要他考大学，就像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却不考，说大学有什么上头？这话倘若换一个人说，就
是狂妄了，可阿五头说，谁都会认为他说出了事实。他是那样老成，稳重，用功的青年，甚至不再是
个青年。他好像居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核里面，已经突破了表象，而抵达本质。”另有一例，是王安
忆惯有的对女孩的外表描写。这种描写很奇特。《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她这样描写秧宝宝：”她变
成另一类小孩子。表面看有一些乖戾，是因为有着一股子力量在往外拱，打破了协调，渐渐地，却形
成某一种嬗变”。因秧宝宝还不是少女，所以这种身体内部力量向外放射的写法在这本书中并不多。
但是，在《桃之夭夭》中，就非常普遍了。“就这样，荷尔蒙在寻求稳定的过程中，颠覆与平衡，在
高潮低潮之间来回摆动，影响到她的外部，便是在阳光与阴霾中交替。”“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猫
眼工厂间西施的样子，那都是一种特别活跃的生命力跃出体外，形成鲜明的特质。而如今，这种特质
又潜进体内更深刻的部位。就像花，尽力绽放后，花瓣落下，结成果子。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流
于平常，内部则在充满，充满，充满，再以一种另外的，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
围。”我举这两个栗子，是想说明王安忆的描写习惯。而其实，另有一些，比如书法笔触运用到城市
图景的描述，都是很奇异地恰当。读起来非常特别，这就是王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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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种红菱下种藕》

4、北京的夏天，过了傍晚，猛烈的阳光便开始缓缓离去，淤积在城市高楼囹圄之中的暑气像泡过水
的压缩面膜纸，一股脑儿地涨开，叫人燥热不安。打开台灯，手边是王安忆的＜上种红棱下种藕＞，
字很小，密密地排着，一页一页看下去，白炽灯静静地散着热量，竟全然不觉恼热，平心静气起来。
阅读使人心静。王安忆的作品，之前只读过＜长恨歌＞，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觉得好，大
概是因着上海女人的味道，有那么些张爱玲的意思在里头。如今看＜上种红棱下种藕＞，只觉得自己
恍恍惚离开了这座巨大的城，站在江南水乡的街头，怀着小女孩般细腻扭捏的小心思，走走看看。水
上吹过夏日的风，摇过咿咿呀呀的船，远处又响起机器运作的巨大声响。日复一日，水乡发生着变化
，老街隐没在新街的钢筋水泥里，河水漂浮起垃圾塑料，孩子们在悄悄长大，老人转身没入余辉。新
旧交替的变换，叫人伤心又落寞。记得去年去绍兴游玩时，正值江南细雨朦胧之际，走在仓桥老街上
，想象着曾经整个城镇水道纵横，如今只留下一条街以示怀念。就如书里讲述着的，逐渐消退的古老
沉静的美，也是以后世世代代都无福消受的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新与旧的碰撞，
用风清云淡地笔描出来，更觉悲伤。色彩、味道、声响王安忆的小说，自始至终在很美、很雅致的格
调之中。没有了上海的世故，水灵灵的文字贴合着华舍小镇的枝枝蔓蔓、曲曲折折，一笔一笔从轮廓
到灵魂，绘制出清明上河图般的生活之美。从天刚蒙蒙亮开始，到正午，到黄昏，到夜晚，从春天到
夏天，到秋冬天，司空见惯的景物在不同季节不同时分的光影变换下，重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天空是
蓝的，是青白的，是灰蓝的，是灰胜于蓝、蓝又胜于灰终于归于墨色的；阳光是暖色的，是清冷的，
是红的，是姜黄的，是腌熟的鸭蛋黄；镇子是明的，是暗的，是黑的瓦楞，是灰白的水泥，是蓝灰色
的影子，是通透均匀的色泽。。。色彩的晕染无处不在，有时是一幅工笔细描的水墨画，有时是时光
缓慢的长镜头，美妙极了。如果说色彩的描绘呈现出美的画面感，那么声音和味道的加入，让这些画
面变成了立体的生活。孩子的哭闹声，鹅娘的叫声，公公的歌声，撑船老大的吆喝声，隔河喊话的应
答声，外乡打工人的喧嚣声，工厂里机器的嗡鸣声，还有喧嚣退去后蟋蟀的独奏声，以及午睡时分老
街的静谧。这起起收收的声音，仿佛几百几千年之中从停息，氤氲在江南的水汽里。而味道呢，在南
方特有的湿冷与湿热中，愈显浓烈。河腥味，饭菜味，鱼肉味，汗水味，垃圾堆积的臭味，夏日过后
空气的清爽味，化工原料的刺鼻味。浓郁的味道从平缓的笔尖流入华舍镇，渗入每一处空气，感知着
这座古镇的命运。故事、电影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小学四年级女孩秧宝宝的寻常生活。日复一日
水乡里的生活，没有跌宕起伏的事件，甚至每一位人物的出场都是淡的，却在时间的缓慢流淌中，慢
慢显现出心性。感情是细腻的，细细地淌出来，不言语不鲜艳，更显得珍重。生活中不断的相聚又告
别，让这个故事显得忧伤。而其中最打动我的，是公公的故事。秧宝宝的父母决定去温州打拼，把秧
宝宝寄宿在镇上老师的家中。乡下的老屋没人住了要荒芜，便叫隔壁的公公看着。公公年岁大了，耳
朵聋着，却恪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每日必要去茶馆喝茶吃馒头，后院的葫芦架结了第一颗葫芦，家
养的母鸡出的头生蛋，都要端端正正地送去给秧宝宝。这是老一辈人的风骨，如今却像是没落荒芜的
老街，没有人在意。公公年岁大了，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叫人做了寿材，又在自己的田里造了石棺
。可是如今的时代哪里还允许土葬呢？干部来宣传火葬，公公便关了门誓死不相见，众人在门外嬉笑
看热闹，门内却只是静，后来公公在门里高昂地唱起歌，唱着　   有个曹阿狗，　　田买九亩九分九
厘九毫九。　　上种红菱下种藕，　　田塍边里排葱韭，　　河坎边里种杨柳，　　杨柳高头延扁豆
。　　大儿子，又卖红菱又卖藕，　　第二儿子卖葱韭，　　第三儿子打藤头；　　大媳妇，赶市跑
街头，　　第二媳妇净头戽水跑河头，　　第三媳妇劈柴扫地搬碗头。我不懂绍兴的方言，但我想用
方言念出来，这首童谣一定格外动听。公公不吵不闹，捍卫着自己的死亡方式，他唱着古老的歌谣，
那是属于他的生活与记忆。他的倔强在这个年代显得格格不入，却让我眼泪直流。入土为安，一个传
统的中国老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火葬的。可是，我们的传统不是已经消失了吗？这一百年来，
变化翻天覆地，我们早已和千百年来的祖先们形同陌路了吧。公公走后，他接受新式教育的儿子们将
他火葬了。自始至终，公公的出现与离开，都是平静的，只有这一出激昂。他像这首古老的歌谣，哼
着哼着就留在了记忆里；他像被新街挤走的老街，消逝的传统与古意，留下＂现代化＂时期灰蒙蒙的
钢筋水泥。然而小女孩的心是明净的，我们的女主角，秧宝宝，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缘由，却为公公
的倔强和离去，伤心了好久。最后离开的，是秧宝宝自己。有太多的外乡人、杂乱的事物涌入这个小
镇，人们都说华舍迟早要报废了。秧宝宝要离开小镇去更广阔的地方生活了。她应该是永远地告别了
，因为即使有一天她回到这里，见到的，也不再是同一个华舍了。我在想这样一个看似风清云淡却被
忧伤笼罩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一定很美。平缓的镜头，时而喧嚣时而寂静，慢慢的讲述，不温不
火，却在时间的流逝中让人惘然若失。这样的电影色彩是水墨的，光影的变幻细致入微。这样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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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艺的，可是王家卫不能拍，岩井俊二可以尝试，可又担心他不懂得这边的风情，错拍成了日本的
文艺。最好的侯孝贤已经离去，这样的电影在中国注定票房也不会高，还有谁会来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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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上种红菱下种藕》的笔记-第一章

        爿
拼音：pán

〈名〉
(1) 劈成片的竹木等 
爿，判木也。从反片。指事。——《说文》

(2) 又如：柴爿，竹爿

〈量〉
(1) 商店、工厂等一家。如：一~商店

(2) 用于田地等，相当于“块”
听说踏满一爿田就要一块多钱！——茅盾《秋收》

(3) 用于整体的部分，相当于“边”、“段儿”、“截儿”等
走上前一斧，将荷香砍做两半爿。——《说岳全传》〈介〉

〈方〉：相当于“间” 
正月爿，瓜子壳丢门前。——《中国歌谣资料·福建民谣》。原注：“爿，间也。如‘正月爿’意思
是‘正月里来’。”

2、《上种红菱下种藕》的笔记-第47页

        脚在藤蔓里拔出来，放下去，拔出来，放下去。这一切都是如画的，秧宝宝自己也成了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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