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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薄》

内容概要

恨的是亲朋冷漠，嘲的是乡邻市侩。
恼的是人心险恶，叹的是世情凉薄！
⋯⋯⋯⋯⋯⋯
※名人推荐※
史杰鹏最先是以汉代历史小说独树一帜的。在他的学术随笔和杂文中，深厚的学养和知性的光芒一以
贯之地闪耀着，而对于社会和人性中的畸形和丑恶，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极其锋利的攻击性，其摧枯
拉朽的力量常常让人想起鲁迅，想起他那句著名的话：“我一个也不饶恕。”
——赵长征
史杰鹏君幽愤深广如鲁迅，议论风发赛柏杨，嬉笑怒骂胜李敖，一往情深似晋人。其文汪洋恣肆，于
传统间窥见新知，在旧曲中发现新声。
——方麟
我觉得，他对汉语文学的贡献，在于淡然说出人性的凉薄与肮脏。鸡毛蒜皮，不妨锦心绣口；走街串
巷，却是出史入经。
——廉萍
⋯⋯⋯⋯⋯⋯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作者散文随笔五十余篇，内容主要是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作者以淡然的笔触描绘了改革开放
初期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市井生活之艰难，揭示出世情的凉薄与人性的丑恶——“仗义不从屠狗辈
，负心亦多读书人”。全书回忆亲人、桑梓，不落“温情与敬意”的窠臼，独有一种冷眼旁观的觉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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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薄》

作者简介

史杰鹏，笔名梁惠王，1971年生，江西南昌人，作家、学者。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亭长小武》《婴
齐传》《赌徒陈汤》《赤壁》，自传体小说《户口本》，历史散文《文景之治》等。现为北京师范大
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训诂学及先秦两汉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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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薄》

书籍目录

香港电影《三笑》
绳金塔
夏天的记忆
纪念我的二伯父
小时候的中秋
对外婆的悼念
冻疮
童年
看电影
打老婆的小柳
苜蓿
端午
冰棒
学武术的回忆
拾稻穗
游泳和水鬼
关于狗的记忆
一只鸭子
小时候的零食
牛头山
早米和晚米
画画的回忆
说说我的外公
写春联
妈妈和一个故事
和鬼、死亡有关的记忆
和姨父一起洗澡
读诗词的回忆
恐高症
害怕黑暗
做苦力
两个回忆
舅舅的录音机
考试恐惧
自行车的故事
说说我的二姨
压岁钱
西瓜
童年轶事
七月半
青云谱
戏曲
正月初七及其他
救护车
剁椒鱼头
京师忆旧年
瘟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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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薄》

池塘的死鱼
桑葚
绳金塔记之外公本纪
绳金塔记之老姜列传
绳金塔记之香菊传
城南记之邻女传
城南记之堂弟列传
乡下记之城南流氓列传
那些炎热的夏日和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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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薄》

精彩短评

1、前段时间 看了 《皮囊》《匠人》，喜欢这种 日常琐碎 但又激荡心底
2、他写的是南昌的人，但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3、梁惠王的嘴之臭实在让人没法忍，不过两星是完全客观的评价。个别篇章尚可一读，而后面那半
文不白的本纪列传简直是笑话。
4、好看！
5、还是写小说去吧，别学人家写文言文了
6、全书回忆亲人、桑梓，不落“温情与敬意”的窠臼，独有一种冷眼旁观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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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薄》

精彩书评

1、史杰鹏曾谈到自己文字中的故事并非要说人到底有多坏，我想他更想表达的或许是一种深深的无
奈，一种愤恨背后的心酸，恰似金刚怒目背后的慈悲。文/宝木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小时候扳着手指头算着日子眼巴巴期盼着过年，如今总是猛然和同事感慨：哎呦，这一转眼呐又是一
年。人越来越忙，年味儿越来越淡，可是中国人的“大局观”从来不曾有丝毫动摇，不管平时有过何
种恩怨的亲戚也要象征性地进行走动，不管平时有过何种过节的邻居也要象征性地拜个年，这也许就
算咱们老百姓的“政治正确”吧，无论如何，这个年你得好好过，面具绝对要戴的牢一些。电视里早
早儿就开始使劲儿渲染着喜庆的气氛，就像每年都会让人更加失望的春晚前还一定要弄出一出《一年
又一年》，从除夕上午九点开始，一直要到“春晚”结束后才能结束直播，我们必须要时刻盯住电视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那“浓浓的年味儿”。在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全球华人华侨喜迎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的喜庆氛围里，讨论史杰鹏的《世情薄》似乎确实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情。
史杰鹏副教授如此不讨喜的文字是比较少见的，史老师文字的不讨喜并非那种肤浅网红的哗众取宠让
人心生恶心，而是一种厚重感中的犀利，这种玻璃碴子一般的刺痛感，让人不得不在集体无意识的惯
性狂欢中停下来冷却，继而不得不面对面具背后的嘴脸，不得不直视历史宏大叙事下曾被有意或无意
淡化的凉薄。《世情薄》精选了史杰鹏的散文随笔五十余篇，内容的外衣主要是对童年的点滴回忆，
但内核却是史杰鹏以近乎冷酷的笔触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市井生活之艰难，揭
示出世情的凉薄与人性的丑恶，甚至开篇连“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也改写成了“仗义
不从屠狗辈，负心亦多读书人”，可见作者对人情、人心和人性的不留一丝情面，那种冷眼旁观的觉
醒以及冷笑冷语中的尖利让人不得不对《世情薄》这本书做更深的思索。回忆亲人和桑梓一直是读书
人比较喜欢的话题，毕竟这种多愁善感的题材很中莘莘学子的下怀，温情与敬意也从来都是题中之意
，毕竟在中国人“百善孝为先”、“虎毒不食子”和“不忘本”的话语环境中，只有在回忆中带着足
够温情和致敬才能算是“政治正确”吧。不然，别人会怎么想你？然而，《世情薄》的内容带着江西
南昌赣菜的鲜辣锋利地剖开了史杰鹏的童年，虽然也回忆了童年绕不开的节庆（《小时候的中秋》、
《端午》、《压岁钱》等），写到了与童年有关的学校和风土人情（《考试的恐惧》、《绳金塔》、
《夏天的回忆》、《青云谱》等），但更多的是对童年周围的人的回忆，特别是对亲人的回忆。在亲
情这个中国人致为敏感的范畴，史杰鹏实现了自己的那句“我一个也不饶恕”，这种赤裸裸地在自己
亲人的故事中掀开人性浓疮的做法，这种将国人一直以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痛大喇喇摆在桌
面的行为，注定了史杰鹏和他的文字必将没有一个“岁月静好，温和从容”的命运。“池塘边的榕树
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这是我们“政治正确”的标配童
年，而史杰鹏在近乎全书文眼的《童年》中是如何描述的呢？他说自己“童年的最大记忆，还和太阿
公有关”，这样辈分的老人是温情派和鸡汤帮最喜欢的人物，将点燃热泪盈眶的回忆和屌丝逆袭的斗
志，侧面也就可以完成那些人标榜自己“孝顺”和“懂事”的终极YY。很遗憾，史杰鹏转身走向了反
面，背影有点儿义无反顾：“⋯⋯到了八十多岁，老态龙钟，谁也不会买他的账。有一次吃饭，他用
筷子在一碗豆腐里乱搅，找豆腐吃。我的小舅看不下去了，突然一把抢过那只豆腐碗，啪的一声摔在
他的面前，嘴里骂道：老棺材，吃你的筷子水！豆腐渣四溅，射在他脸上，星星点点，使他看上去宛
若老年小丑。他惊呆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会这样对他，一刹那间热泪盈眶，一串串呼天控诉从他嘴
里抖抖索索地出来，但显得那么无力⋯⋯”“⋯⋯曾经听爸爸说，在太外公卧病期间，有一天，他听
见太外公叫：我要喝水。爸爸赶忙倒了一杯水，准备端进去，却被大舅阻止了：不要给他喝，他现在
病得不能动，喝了就要赖尿（南昌话：尿失禁），到时你帮他洗被子啰⋯⋯”“⋯⋯太外公死的那天
早上，还在床上捉虼蚤。他的房间又潮又湿，被子毯子也经久不洗，又潮又湿，吸引了无数虼蚤，大
概是可以想见的事⋯⋯虼蚤没捉完，太外公就躺在床上不动了⋯⋯”“入殓的时候，据妈妈说，太外
公还流了眼泪。”方麟说：“史杰鹏君幽愤深广如鲁迅，议论风发赛柏杨，嬉笑怒骂胜李敖，一往情
深似晋人。其文汪洋恣肆，于传统间窥见新知，在旧曲中发现新声”，今以文观之，方麟先生诚不我
欺。史杰鹏的刀笔确实太利了，见过写世间不孝的，但这样直狠的写法还是很少见。但史杰鹏显然并
未罢休，仿佛一定要将人性的画皮完全剥落一般，将刀锋指向了周围所有的人，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
“场”，这是一个由底层百姓的日常组成的“场”，血缘和婚姻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人性在这里掀
开了最后的遮羞布。如果说“太外公”的事情是钝刀在凌迟我们想象中的亲情，那么在写到亲戚之间
的冲突时，则很像用一把大铡刀在腰斩我们一直努力维护的所谓“一家亲”。史杰鹏描述了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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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薄》

大舅母与二姨之间的冲突场景：“⋯⋯某日听到二姨这么骂，她（史杰鹏大舅母）勃然大怒，冲上去
揪住二姨的头发就打。她身材高大健壮，痩弱的二姨哪里是她的对手。我只看见二姨低头弯腰，身体
无可奈何地朝着自己头发被揪的方向前进，脚步踉跄，却不敢有少许停留，因为吃不起痛。大舅母一
手揪着二姨的头发，一手猛扇二姨的耳光，啪啪作响。二姨徒自哭嚎，两手乱抓，但头都抬不起来，
哪能触及目标？被大舅母一阵阵耳光抽得找不着北，嘴角鲜血狂流。我在旁边看呆了，没想到大舅母
这么剽悍。所有的亲人都在旁观，悠然事外。直到外婆听到声音，从屋里冲了出来⋯⋯”旧时菜市场
泼妇之间殴斗不过如此，而史杰鹏的点睛之笔“所有的亲人都在旁观，悠然事外”一下子将整本书的
调子再降了八度，至于书中的父子之间、夫妇之间、邻居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等一系列的人伦
关系也都在这个“场”中被史杰鹏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刀笔篆刻得鲜血淋漓。这也是很多人攻击史杰鹏
和他的文字的主要之处，人们觉得史杰鹏太“偏激”了，心里太“阴暗”了，下笔手法太“变态”了
，怎么能这样写呢？“圣母心”们一边东施捧心一边怒斥：“史杰鹏，你个变态佬，这个世界还是好
人多，你怎么能这样以偏概全呢？阳光总在风雨后，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是美好的明天⋯
⋯”；“鸡汤教”浑身颤抖：“史杰鹏，你个负能量，你总是看到别人的阴暗，是因为你自己的心还
没有从阴暗中走出”；“五毛”义愤填膺：“史杰鹏，你个反革命，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影射什么
？你为什么就看不到广大贫下中农相依相偎，彼此扶持，走向共同富裕的主流？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史杰鹏岂止是因为一本《世情薄》而背负了如山的笔墨官司，这位1971年出生笔名梁惠王的北
师大副教授一直笔耕不辍，从历史长篇《亭长小武》开始一直到《婴齐传》、《赌徒陈汤》、《赤壁
》、《楚墓》、自传体小说《户口本》、历史散文《文景之治》等，每本书都写的很扎实，可谓功力
深厚，但却因为在面对“主流认知”方面“一个也不饶恕”的“刻薄”而被诟病和攻击，可这位身体
羸弱的江西读书人似乎从未有过“悔改”的觉悟。就《世情薄》而言，虽然备受争议，但史杰鹏运用
的是史家白描加旁白的纪实笔记写法，并未刻意隐瞒和夸大什么，面对《世情薄》中描述的人与人之
间的故事，也许高明的辩论家们会一口咬定这只是天下冷漠的事情都让“倒霉的”史杰鹏一个人摊上
了而已，并不能推出“世情薄”的最终结论。不知道这些人听说过“五十步笑百步”的说法没有，退
一万步说，史杰鹏在《世情薄》中所描述的是人世间最冷漠的故事，但谁敢说自己所处的环境就能完
全是史杰鹏的反面，自己的童年就是史杰鹏戏言的“夏天参加夏令营，身上穿着洁白的衬衣，臂上挂
着一二三根红杠不等，手中举着鲜艳的红旗，嘴里吸着冰棍，喉中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泛舟于北海
之上，宛如神仙中人”？恐怕大多数人在面对这本《世情薄》的时候，都会不免后脊背一阵发凉，种
种似曾相识的记忆仿佛儿时恐怖片的阴影在悄悄挠抓自己的心房。这是一个动辄谈“梦”的时代，这
是一个人人都在抒发封侯壮志的时代，这是一个遍地鸡汤横流得让道路泥泞的时代，稍微经历过一点
点挫折就要形容为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考验”，稍微受一点儿白眼就要标榜自己在忍辱负重地前行，
而大多数正在吃着真正的苦的人却还没有条件或闲暇利用互联网来贩卖自己的情怀。这些至亲相互伤
害的疤痕到底来源于何方？史杰鹏在书中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在描绘“世情薄”的同时诉说着贫穷，
也议论着贫穷给底层的人们带来的伤害和异化。史杰鹏从来不曾学会“为尊者讳”，往往直白地点破
那层主流媒体裱糊的窗棂纸，也许这就是这位帝都高校副教授一直游走边缘的原因吧。史杰鹏真的太
不识时务了，在举国欢庆放开二胎的大背景下，竟在《世情薄》中这样挑战“养儿防老”的观念：“
每当谈起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生男孩，就有一些人振振有词地说：养儿防老。我一直觉得这是猪狗
的思维。殊不知真正穷苦的人家，儿女是完全靠不住的。”这在他的历史小说《楚墓》里也有很直白
的表述，在那部很精彩和厚重的小说里，史杰鹏这样说道：“乡下人奇怪，儿孙可以不给父母吃喝，
却不敢不提供棺材。而老年人觉得，儿孙肯给副棺材，孝心就算尽到。人老了就该死，活着就是拖累
儿孙，这道理颠扑不破。”在史杰鹏几乎所有的相关问题的文字里，他都在强调一种底层老百姓“真
正的穷苦”，一种真正的生活重压，揭示的是一种人与人在这种重压下释放出来的真实面目，而不是
鸡汤里作为调料的毛毛雨，自然我们都愿意看到大灾难下的人性光芒，圣母遍地天使扑棱着翅膀满天
飞的温馨场面，但很遗憾，真正穷苦人的生活从来不是“引刀成一快”，而多是钝刀下的凌迟。底层
大众艰辛生活的这种“凌迟感”是史杰鹏作品的一个醒目的标签，就像史杰鹏回忆自己高中时候的打
工经历：“其中最恐怖的，莫过于初步洗刷和放瓶子上传送带，前一种得将手整天泡在高锰酸钾溶液
里，一天下来，整个手掌发黄打皱，像脱水的黄菜叶。这还不算，由于倒瓶入池的时候，免不了会有
瓶子破碎，而兑了高锰酸钾的池水污浊不堪，仿佛阴沟一般只能看到表面，所以被瓶子划伤手指的事
是经常发生的。常常手在池下捞着捞着，手指一痛，就知道挂彩了，然而不能停，贴一张创口贴，一
切继续⋯⋯这种活，一个肉体之躯短时间还能支撑，时间一长简直感觉生不如死”。即便史杰鹏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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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嘲甚至调侃的口吻回忆一系列相似的事情，如自己一家人当年吃瘟猪肉、苜蓿也吃不饱、对冰棍
的渴望等，人们也仍然无法阻止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生叹息：世情薄，世情难。在那样的生存困境下，
世态炎凉在所难免，人人变得势利和自私甚至没有底线几乎就是一种必然，而这种情况在我们一直固
化的“美好亲情”的大背景下显得那样的不协调，让人读着心里都觉得“硌得慌”。当作者的母亲过
节去看望老父亲的时候，我们并未看到现在满大街以大红为底色的“常回家看看”的宣传片，我们看
到的是“南昌人的口头禅是一年三节，也就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我妈妈也只在这三个节日给外
公送礼，一般是两瓶酒，一条烟。酒开始是‘三花’，后来涨到‘四特’；香烟开始是‘壮丽’，后
来涨到‘大前门’。有一次妈妈手头紧，左思右想，用‘四特’搭配‘壮丽’送给外公，却被外公爽
快地将烟丢到了马路上。妈妈只好含泪上去捡起烟，去商店换了一条大前门，外公才笑纳了”。“愤
青”这个原本充满着激情和是非感的词表面上是死于鸡汤的腐臭，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愤青”实
在是太“不识时务”了，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触碰的，更无论挑战惯性的“常识”。史杰
鹏在当下的言语环境下写《世情薄》，就像在这样一个喜气洋洋的节日里，李保田，赵丽蓉，六小龄
童，丁嘉丽，胡亚捷，梁天，葛优，史兰芽，申军谊等大腕儿却于1990年一起演了一部《过年》。在
那部是非不断的经典影片中，早年的中国电影人与史杰鹏一样选择了转身走向所谓“政治正确”的反
向，没有“天增岁月人增寿”，而是一家人为了李保田、赵丽蓉老两口的不到一万块钱在过年的档口
矛盾总爆发，桌子掀翻在地，至亲之间拳脚相加，经年遮遮掩掩的小算盘小心思让亲情成了一种尴尬
的羁绊，最终老两口在大年初一的早上迎着新年的朝晖离开了早已没有温馨可言的“家”。很多人至
今对《过年》耿耿于怀，说那就是一部纯粹为了给国人过年“添堵”的作品，这与当下很多人痛说史
杰鹏的《世情薄》心理太“狭隘阴暗”如出一辙。也许史杰鹏笔下的人情不免极端，但谁能保证就在
当下的春节，自己与家人、亲戚、朋友们在走动时全都是央视“时间都去哪儿了”式的热泪盈眶，恐
怕每个人都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怎么会这样”式的不解和寒心吧。史杰鹏从不否认人情温暖的存在
，只是不愿或者不甘在某种从众的压力下违心地歌颂“形势一片大好”和“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史杰鹏曾谈到自己文字中的故事并非要说人到底有多坏，我想他更想表达的或许是一种深深的无
奈，一种愤恨背后的心酸，恰似金刚怒目背后的慈悲。—END—————————更多文字请关注微
信公众号：宝木笑说（baomuxiaoshuo）讲述老百姓自己的读书生活。
2、世情薄《世情薄》读起来很真实。每个时代的文字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而这本书的魅力则是让我
们看到了过去我们不曾经历过的那个年代。“仗义不从屠狗辈，负心亦多读书人”语言犀利啊，不过
不得不服。这本文集的作者是史杰鹏，笔名梁惠王1971年出生。他的作品以往以长篇小说为主，代表
作品有《听张小五》《婴齐传》《赌徒陈汤》《赤壁》等。他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
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训诂学及先秦两汉文献学。而《世情薄》一书是精选了50余篇
散文随笔的文集。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文字。文字有特色，书里的人物更有特点，造成人物
性格特点的原因是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在那个大部分人都不富裕的时代，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动物肯
定都先己后人，这或许造就了作者笔下那些市井之人的刻薄。这篇文集记录的是作者对童年时代的回
忆，细细碎碎的很生活化的文字。生活化的文字读起来感觉特别的真实，这样的文字很耐读。而作者
的文字很犀利，他记录的大背景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制度改变的情况下，市井生活的艰难，他的文字
里看着冷冷的感觉缺乏人性的温度。可人性本就是丑恶的啊。冷眼看世界的即视感啊。语言的犀利，
故事的记录的完整性都说明了这部文集的优越性。当然这本书个人感觉还不错，毕竟每个人喜欢的点
是不一样的！也许就是他作品里的冷意吸引了我的目光。对，就是他作品的冷。这不同于以往的回忆
都是有温度的，而作者的回忆我没感到温暖，只是感觉他文字里透出的那种淡淡的凉意。这本文集可
谓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很难能可贵。有的作品颂歌好听，他的作品则是火焰上的那盆冷水，嗤，
一声产生了不一样的物理变化。也就是他这不一样的表现手法让我们看到了别具风格的特色。人性使
然，时代使然，周遭的大环境决定那个时代民众的人性。其实我们不能只看到冷漠，更要看到不一样
的小温暖啊。尽管这本书的内容里在很多时候透漏出的是冷漠，是身不由己，是世态炎凉，可环境造
就了当时的那个局面。看故事品人生，看《世情薄》品不同的时代，看更多的人生。人呐，每个时代
都有各自的使命！时代在召唤，就勇往直前，偶尔回头看看就可以了，但不要沉迷于回不去的过去！
3、          初次拿到《世情薄》这本书，灰色的底版上嵌着黑色的涂抹，给人一种杂乱压抑的感觉。世
情薄，世情薄，看到这个名字，映入脑海的便是世态炎凉。
          本书作者史杰鹏，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副教授，本书选取了五十余篇散文随笔
，主要是对童年的点滴回忆，回忆中的严厉的外公，有文化的二伯父，还有断断续续对外婆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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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对亲人的回忆，但也有一种旁人冷眼看的觉醒。所以有人这样说他“史杰鹏君幽愤深广如鲁迅
，议论风发赛柏杨，嬉笑怒骂胜李敖，一往情深似晋人。其文汪洋恣肆，于传统间窥见新知，在旧曲
中发现新声。”
           故事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改革开放，是对我国经济有重要影响的一个时
间段。正所谓历史的遗留问题，从古至今，中国的影响总是根深蒂固的。就比如说封建社会的男尊女
卑，养儿防老，只不过在社会的慢慢发展的过程中开始了消弭。
          文章中有很多地方引起了共鸣。就比如说文中“我对画画的回忆”，作者因为成绩不佳，当初中
毕业后，换了一个新学校，老师在路上碰见，便问：“现在在哪儿上班。”想想，初中毕业的一个半
大孩子，青春期都没有过的小不点，仅仅是因为成绩不好，就被老师询问在哪儿上班。这还是老师啊
，在我们心目中的教书育人，可以帮助祖国培养接班人的人啊！
          记得还是高中的时候，因为生病去医院化验，在医院门口碰见了妈妈的一个不太熟的朋友，她就
随口一问，孩子现在在哪儿上班，我妈说上高二了，当时我就想还好我妈不重男轻女，不然说不定我
现在就上不了大学了（开个玩笑，毕竟从小到大都是个好学生）。
           再者就是“两个回忆”，文中说在作者小学的时候，对于打着补丁和好的衣服的看法。没有人承
认自己是个有钱人，当时大家都以穷为荣，因为当年的口号是打倒地主，而当作者在大学的时候，谈
论衣服的贵与便宜，小楼很骄傲的说有钱怎么了，同样的问题，截然不同的两种答案。
在我看来，不同时间，人们的价值观还是会发生变化。不论在什么时候，人们的价值观总会跟着社会
的大方向走，在小学时候，因为号召打倒地主，所以以穷为荣，而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变得越来越
物质，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虽然钱不是万能的额，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他可能很
随意的说我们家就是有钱怎么了！
           怎么说呢，可能随着时间变换，现在的人越来越世俗，也会爆出来很多丑闻，比如说“扶不扶”
“食物颜料”等等，但是现在的社会还是往一个好的趋势发展，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拥有一个正确的价
值观，使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发现世情并不薄。
4、看了《世情薄》更加的理解了冷暖自知这个词。这本文集内容很生猛，有句老话良药苦口利于病
，看着书里的内容感觉够苦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书里描写的那些事情却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在
发生着。可人间本就是一个多事之秋，有些人或许不喜欢这样的日子，不喜欢那样的生活，不愿意生
活里的是是非非，可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烟火气的世界，如果个个整的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冷
暖。得！升天的了！《世情薄》我喜欢书里有关过去的那些小市民的描写。而这本书就是描写了改革
开放初期在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市民生活的状态以及当时人情冷暖还有对人性的描写。对于这本书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作者很尖锐，尖锐到了刻薄。在他书里描写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
，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可我也听过家里长辈对那个时代的描述，他的文字给了我视觉直观的感受，
但他带给读者的情绪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他的尖锐。这是一部比较好的作品，时代感很鲜明。
只有有经历有阅历的人才会把那个年代经历的一切完整的表露出来。这与作者所生的时代是分不开的
，本书的作者史杰鹏，江西南昌人，1971年生人，他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正因为他独
特的生活经历造就了这本文集的出现。通篇的文字少有温暖的字眼，最多的展现出来的就是冷眼看世
界的感觉，果然内容跟《世情薄》相呼应。可或许是因为我的经历限制了我的高度，记忆会随着时间
而慢慢的失去。而忘不掉的则往往是比较惨痛的一些回忆。而本书里对过去的回忆个人感觉略显凄凉
。人性是丑恶的，世态是炎凉的，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人样。人样，不是塑
个性就成了，他得有内在属于自己的东西。说的远了，咱继续说回这本书，对于这本书的文字很锋利
，也很尖锐，可那些大时代的问题你要找一个平衡点，作者这本文集如同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
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故。就像有一堆对他不住的人，他在咆哮着，愤怒着朝他们找补一些有关过
去的旧债。可骂天，骂地，骂完又如何？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片地！重要的是骂舒服就得了，纠
缠下去那是多说无益啊。生活还在继续，假如你在沉迷于过去，那请你快点把握当下，因为在不久的
将来你会缅怀现在。而生活不仅是一张大网，它是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人呐，活在生活里！冷暖自
知才重要！
5、“仗义不从屠狗辈，负心亦多读书人。”

这本《世情薄》精选了史杰鹏五十多篇散文，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回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有小时候
的零食，有那时的电影、戏曲，有外公，伯父。童年以及少年时期的故乡的景，故乡的人，作者史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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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一一描述着。

也许你读完开篇《三笑》，感受到的是对旧时的电影，对外婆的深切回忆，但是你读完以后几篇你会
有奇怪的感悟，一篇篇回忆录都透露着些许温情，但是笔墨却隐含着冷冷的寒意。你以为作者是在通
过回忆感悟过去的纯真朴实美好的生活，但是作者却像是一个岁月的旁观者，冷漠地看着过去的一切
，道出的话语像冰渣子一般瘆人——“人时间是最喜新厌旧的”，“打死我也不肯过回那乱七八糟的
日子了。”此时我们才明白，这哪里是温情回忆录，这是在用温情做着反差，与时下的写作潮流逆向
行驶，痛斥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态如此凉薄，让人觉得寒心，淡然之中极具攻击性地道出了对
世情的批判。

我们总说养儿防老，但是看看史杰鹏的童年太外公想要找豆腐吃，却被小舅抢过那只豆腐碗，啪的一
声摔在他的面前，痛骂“老棺材，吃你的筷子水！”在太外公卧病期间，想要喝水，却被大舅阻止“
不要给他喝，他现在病的不能动，喝了就要赖尿，到时你帮他洗被子啰？”当他死去的时候，小姨奔
着过来哭丧，作者淡淡的说了一句“这不一定说明她对太外公有多深的感情，而是民间伦理的要求使
然”。我们总说要拾金不昧，但是“生产大队”时，各家派出未成年的孩子，捡拾遗落的稻穗拿回家
，而且，还有一种自豪感。捡到钱拿去买书买零食，只感觉幸福，至今都没有什么负罪感，也不觉得
有什么错。那时禁止养狗，每家每户找到狗后，一律打死并称“咬到人，你负责啰？”，后来却听说
那些狗全部卖给了一家餐馆，食客吃的，就有那些小狗。

这些故事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虽然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都有待
修整的时代，但是和现在不一样吗？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每天都在电视上看到人们歌颂孝义，
歌颂好生活，歌颂好政府，但是现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书面上的词汇，永远比现实美好。隐藏在美好
背后的腐烂，黑暗，那深切的寒意我们真的不知道吗？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世态都没有变过，人情
冷暖，世态炎凉的姿态从没变过。你道以前民风淳朴，你向往以前生活，讽刺现今人们丑陋嘴脸，但
是我却觉得，人情冷暖古今同，不论是改革初期还是现在，世情薄，冷暖知。人性的凉薄与肮脏并不
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刻在骨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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