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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2



《胎心、异物及其他》

作者简介

阿丁，七〇后。前麻醉医师、记者，现任《果仁》主编。著有长篇小说《无尾狗》《我要在你坟前跳
舞唱歌》，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终》，历史随笔集《软体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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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心、异物及其他》

精彩短评

1、阿丁的长篇更好些，短篇张力稍弱。有一篇很有意思，分上下两篇，男主是一位帅气的学生，女
主分别是两位女老师，一丑一美，结局你懂的。
2、不功不过，有小惊喜
3、好的小说家首先是勤奋的，阿丁今年真的很高产，在向着优秀小说家迈进。好久不看短篇小说，
现在国内短篇小说质量已经远超过初高中读到那些。另外，这小说集中很多故事来自真实的新闻事件
，在新闻事件上展开对一个人或者家庭背后故事的想象，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4、给我感觉是“模糊”，好像是作者想说些什么，但是并不说破，只提个开头。也许作者的意图就
是这个，想让人深入参透，然而对于我这种俗人，还是不大适合。两颗半。
5、就当我从来没看过吧。就当我浪费了青春吧。
6、还没看完，喜欢美颅和锁。
7、在看到我不喜欢开玩笑的时候就觉得得少一星 因为重复了嘛 可是后面的故事太精彩了 唉 忍不住 
还是给了五星 我是一个喜欢看故事的人 我喜欢阿丁写的故事不代表我喜欢阿丁 对我而言的好故事
8、第一次在咖啡馆里，翻到第二篇的时候，那个死刑犯说出了高晓松，我笑了下。接下去从图书馆
借了，从头开始看，看了前2篇，没看到。我觉得故事没有讲好。
9、有两个故事还可以
10、2014.09.01~2014.09.03
11、微微失望
12、3.5 两头好，中间弱。看了阿丁，接下来要看阿乙了。。。想到阿丁和阿乙是好朋友，又有点犹豫
。。。阿丁连塑料心和狗叔都写出来了，不知道阿乙是不是也这个路数。在这本小说集里体验到的是
叙事的快感，有些越界和冒犯，但更吸引人的是畅快。
13、水准差的还真大，有几篇很惊艳，也有几篇做作的看不下去
14、看完这些冰冷的副能量的故事的后疑症就是休息日更加不想出门了。但又像看精彩的悬疑片一样
，很喜欢阿丁讲故事的手法和文字。
15、短篇集 有点点都市传说的趣味性
16、阿丁最新短篇小说集，水准不一，《美颅》《我不喜欢开玩笑》《鱼以及饵》《异物》几篇我很
喜欢，延续着阿丁的简洁和冷硬，冷眼旁观的角度，对荒谬世事无奈的嘲讽，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
眼前常常浮现出一个身着白衣、斜叼香烟、脸上露出淡淡笑容、眼神中却满是厌倦的中年男人，那就
是我想象中的阿丁。
17、
每一个故事都具有独特的美感，是我很喜欢的书。

18、草草結束
19、也不记得是谁推荐的，想起来一定绝交。太难看了，浪费35块钱好生气。
20、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敢妄下评论的  
当初买下 是种猎奇的心理 我不认识阿丁 也没读过他的书 书名让我产生了兴趣
刚打开看几篇 我就明白以我的年纪阅历和对时事的不关注 是看不懂的 但我愿意承认我的浅薄 于是我
开始搜寻阿丁的资料 试着自己看完后 凭着自己的理解再来看书评  看完书评之后才发现自己知道的原
来这么少 恨不得立马扎进书堆恶补 同时也谴责自己的自私 对于社会发生的事情选择了不闻不问 慢慢
的长成了一个冷漠的人 

我留着评论在此 等阅历丰富后 再来写下自己另外一番感悟 

21、一般般吧，现在都快忘完了。
22、死亡，无常或无奈及无法理解。
23、《高考》一篇有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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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心、异物及其他》

24、不如他上一本短篇来的惊艳。阿丁的缺点还是暴露了。而这次的细节却真的是有几个有点感人的
。
25、一部短篇要放几本书里？ 看不下去了
26、这本书和阿乙的鸟看见我了掺着一起看的，而且又是在上班时候看的，就感觉好混乱，有时候把
胎心的故事串到鸟看见我的故事里。看着感觉不太舒服，以后再也不同时看两本书了。
27、从这本书可以嗅探出阿丁短篇的成熟之路。
28、奇幻风味的都市传说
29、每个故事都有不一样的回味 
30、我更喜欢阿丁的随笔，小说没有想象中的烈
31、还行吧，有几个故事看不下去跳过去了，四颗星是真没有，三颗星差不多
32、阿丁还是更人间烟火，阿乙的小说里简直没有一点温暖的情感
33、只看了第一篇'美颅'就放弃了。
34、我喜欢的类型。诡异和脑洞。有一种想说点儿什么却又说不出的感觉。
35、喜欢《异物》。
36、感动一个人，只需要一个故事；影响无数的人，需要的还是一个故事；这本书里，有这样集两种
故事于一身的故事。读起来不乏味，进入佳境，最后收尾处都看到几分动容，这技能和手法非常值得
学习。
37、故事的最后1%会把你推倒沟里，导致在读前面99%的时候就一直想着这沟有多深
38、很喜欢  喜欢这种调调的书
39、实在搞不清楚，这结局是不是结局。。。
40、水准相差蛮大的，很用力和用心，可惜到不了彼岸，还是慢慢游下吧。只喜欢魂斗罗这篇，其他
的，要么过于造作，要么荒诞得浅薄，真的可读可不读。
41、抽暇翻翻 
42、读多了会疲倦，阿丁的那股子劲儿有时候感觉用的过猛，但同样是用力过猛，与他相好的阿乙的
叙事要隐忍克制不少，作家与文本/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还是易于读者更好地体验作品。
43、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者曾经是医生的缘故，感觉是隔着口罩和眼镜，冷冷地看着人间的喜怒哀乐
生离死别。故事不知道应该称赞说光怪陆离还皱眉讲无稽之谈。开锁的那个故事我尤其喜欢。文字是
没有温度的，文字背后的作者也是没有温度的。整体感觉无情和冷漠，个人不喜欢这样的风格。
44、市井气浓烈的冰凉。
45、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无奈，也有他们自己的自尊。
最伟大的冒险不是死亡，而是活着。------舍伍德 安德森
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
贱地活着。-------J.D.塞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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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阿丁做过麻醉师，所以他的小说中涉及医护知识的不少，甚至在《鱼以及饵》中设计了一个“蓝
翔卫校”的故事发生地，很是有意思。同时，他的小说中还有着一股浓重的福尔马林味，飘扬在每个
角色的身上，即使是《魂斗罗》中的孩子们，无一幸免。那是种什么味道呢？就是把抽干了情绪的真
实。阿丁曾在《无尾狗》的采访时说，他书中的内容只有三成不到的真实，剩下的都是虚构，但虚构
未必就是不真实。这《胎心》这本书中，阿丁延续了这种“虚构”，书里的很多故事甚至能在现实中
找到相对应的新闻素材，譬如《死党》中那个城管与小贩的纠葛，那个叫强强的爱画画的孩子，指向
是多么的明显⋯⋯只是变成了小说，变成虚构的人和事，却仿佛更多了层真实。这种真实就是阿丁的
矛，是他在无论长篇或是短篇的创作中都极力保留的东西。他的矛总是不遗余力的刺向内心最柔软的
地方，也许真实的疼痛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获得。阿丁做医师时，用药物麻痹人们的疼痛，改行
做作家后，倒是更加卖力的撩拨人们疼痛的神经元。他选择的角度既有少年人纯纯的爱慕（《美颅》
），也有少年学校的旧时记忆（《魂斗罗》），甚至巨细靡遗的描绘了一个老人对孙子深邃的爱，却
又在故事结束之前，给了他一把仇恨的刀⋯⋯这为小说造成了一种很古怪的真实感，让人痛，却又摸
不清伤处，就这么直愣愣的感受着，说是情怀也行，当个故事随意看看，也行。坦白说，《胎心、异
物及其他》这个名字实在有些随意，仅仅感觉像是为了说明是小说集而随意捉取的。而里面的故事也
和这名字一样，选择的都是世俗生活的普通人。他们以普通融入这些故事背后，看似荒诞，却又好像
有迹可循。像是于丽娜，那个在《我不喜欢开玩笑》中因为玩笑而摧毁一个男人的女人，这个故事有
多么的荒诞，但一切又发生的顺理成章，像是故事的结尾那样——“这世上还真他妈发生过这种事”
。而为了从所有的虚构中脱离开来，阿丁还将好友孙一圣也引入其中，他赋予了孙一圣清秀、干净的
形象，使他成为了两位宿命截然不同的女老师联系的线索，和读者对照二人的镜子。这种方式，在阿
丁的《寻欢者不知所终》里就有所涉及，读者通过这些虚拟又真实的人物，将书中的故事也虚虚实实
的读下去。黑塞曾有首诗，诉说着春天的生命力，“活下去，生长吧，开花吧，爱吧。高兴点，抽出
新的嫩芽。”阿丁却反其道而行，在所有负能量似的故事背后，用真实，抽出了生活全新的嫩芽。阿
丁在《锁》中通过主人公告诉读者，这个世界由千千万的孤独构成，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每扇门的背
后拥有着怎样的人生。但只要有故事我们却总能知道一些。阿丁的故事以灰暗的方式让我们面对真实
，生命脆弱的真实、生活残酷的真实，以及荒谬中总有新芽的那种真实。
2、这世界的夜晚——《胎心、异物及其他》，暗黑的镜像还记得《无尾狗》中那个长长的白色巨塔
中的暗影的读者，大抵是不会忘记阿丁的风格的，这个前麻醉师总是带着一种口罩罩住的模糊不清的
面孔，却眼神犀利而让人震动的感觉。幻象、吸引力，甚至是说明不了的那种被麻醉后的欣快感，以
及阅读完成之后的被现实世界激动的冷痛，吸附在他的作品上，让读者总是欲罢不能。《胎心、异物
及其他》作为一本短篇小说集，充分的展示了社会的多样性的一面——当然，主要是这城市略带疯狂
和迷离的夜晚。人们会为这夜晚的五光十色和灯火辉煌而沉醉，也会在这夜晚阴暗和湿冷的夜晚中体
会城市的丑陋的面貌。阿丁的故事们总是光怪陆离的。在父母肚子中的胎儿会有思想么？真的有小偷
能够秒开大门终成一代名技师么？有八旬老翁会被七旬的老汉刺杀么？有有钱的董事长会邮件通知离
家出走么？这些故事看上去都那么其特而不真实。而这些不真实的设定，可悲地让我们觉得太过贴近
生活。是的，我们似乎是见过《胎心》这个故事的。在社会新闻的版面上，曾经有过一个护理学院女
生被孕妇诱杀的新闻。我们也曾听说607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惨剧。城市中人们死在隔壁被发现的小报
版面上的都市传说一样的新闻也屡见不鲜。被构陷的入狱、城市中本地人对外地人的“蝗虫”评价⋯
⋯目录里面，一个个列举的故事似乎就不再是故事，而是某年度这城市当中不可思议但是确实发生的
新闻的某种集锦了。这是夸张，我想要这样否认。但是当我们从网页弹出的新闻里、从手机客户端看
到的头条里、从报纸的社会版面里，都找不到否认的理由。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远远比
我们想象的还要疯狂。山东招远的麦当劳的血案，杭州、烟台等地的公交车案件，女大学生搭错车遇
害案，地沟油、过期肉——媒体人永远也不乏吸引眼球的血肉爆点。而我们也因为这些，在一次次冷
酷的事件当中变的冷漠和自我，也在一次次欺骗和被欺骗当中塑造刀枪不入的精神壁垒，无奈而又凄
凉。人人都有病。精神世界的痛苦似乎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阿丁的故事里面，有《美颅》这样虽然
诡异却可爱的爱情，也有《异物》这样找不到自我的自我价值的丢失。这个夏天，连一贯标榜传统唯
美的韩剧都来了一发《没关系，是爱情啊》游走在多重人格的边缘。我们在找什么呢？我们在找自己
的过程当中已经丢失了那个单纯的自我，而没有丢失掉的那一部分，也被沉浸到欲望当中了。这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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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心、异物及其他》

个世界的夜晚，是《罪恶之城》式的，也是阿丁自己的风格的。它说着最残忍却也最明白不过的事实
，它是现在，但希望不是将来。by 林怿2014－08－22 14：55写于5号6楼
3、《胎心、异物及其他》——阿丁老实讲，我完全不认识阿丁是谁。看到这本书的很多书评里都写
的跟阿丁很熟悉的样子，我实在是不认识他。我所要坚持写这一片书评的理由之一是他的文笔和文采
，经此而已。当准备下笔的时候又发现那种优美的文笔，我也确实写不出来；就好比你欣赏过一朵花
的美之后，你被吸引的同时是无论如何都不忍采摘的感触一样。还记得很早很早的时候，看过陈丹青
采访韩寒的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陈丹青作为一个60后的卓有才识的人，提出了很多有趣、有
智慧也有针对性的问题，简短的问了几个大家都想问韩寒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你为什么不读
书了。2、你为什么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上。3、什么是促进你写作的最大原因？韩寒的回答大体是这样
的：“我不是不读书，我是不读他们要求我读的那些书，或者说我读过之后发现我不喜欢读他们规定
的那些书（笑）；走上写作道路是偶然，我虽然考试不好成绩不好，但我喜欢读书，喜欢读我自己喜
欢的那一类书。我读书看重两样东西，一个是文字优美、文笔好，再一个是文风好。”说到这里的时
候，陈丹青做了一个很惊讶的表情，然后深有同感的表示这个观点很独特。他们同时讨论到余华的《
活着》，作为陈丹青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作者，而作为韩寒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作者，但对余华
这个作家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活着》故事性好，但文笔并不好，文学性也并不十分好。这个视频最
近又找来看了一遍，顺便把《活着》再看一遍，也貌似懂了一丁点韩寒和陈丹青对话的意义，文学不
仅仅是文笔、文学性不是仅仅故事性。就这个意义上来讲，阿丁的这本《胎心、异物及其他》里的小
故事，符合陈丹青和韩寒说的那种标准，即文笔优美、小品文的文学性凸显的非常好。我不是一个文
科生，完全不懂为什么要把众多的作家按照各种各样的标准分成不同的流派，但这样的分派只能让一
个初识文字的人感觉起来很confuse。在《胎心、异物及其他》中前面两篇短文很吸引人，一个胖子的
爱情故事时下颇为流行，但结局和故事的穿透力却又具有十分强的穿透性，透过故事让人思考。对于
这样文笔较为优美，故事较为流畅的故事，我到是没有太多想说的话。你拿到书，读一读故事，看几
篇文章，那种才情是能感受的到的。读完真本书，也似乎不太明白书本标题的用意。取奇用极的做法
，还是特别的强调这两篇文章的突出点呢？在阿丁的这本书里，故事都有很多笑点，但转折后遇到的
痛点、泪点让人有种七上八下的感觉。读着轻松愉悦的文字，突然进入一种内心稍暗淡情绪，颇有座
过山车的感觉。这是一种写作能力的锻炼，也是一种表现手法吧，我想。
4、我第一次读阿丁的书是那本《寻欢者不知所踪》，看第一篇就知道是我的菜，可是他的文字我一
直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眼来描述。《美颅》也是，一开头就被吸引——“初恋是神圣的”，这是关
于一个死胖子的初恋，因为不被理解，这神圣的初恋，也只能被把玩与嘲笑。初读的时候，觉得煞是
欢喜，但是很快，悲伤的意味来了。到死胖子摩挲着昔日爱人的颅骨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悲剧故事
了。或许，我想到了比较贴切合适形容他的文字的语句了，那就像是，喜剧演员的悲伤。在看台下，
我们跟着喜剧演员的一颦一笑陆离搞怪而哈哈大笑，谁知道欢乐背后的眼泪？或者更贴切的说，是那
带给你欢乐的欢乐的悲伤，你是否了解？他的文字畅快、够辣，但是往往，笑着笑着，有人就这样笑
下去了，有的人却笑出了眼泪。很奇怪医生这个行当，为何转行了做起文字工作者，都要比别的职业
转行过来的辛辣、一阵见血，而且还时常用表面的怪诞戏谑来掩饰骨子里深刻的悲伤。麻醉师，也算
医生的分支吧。阿丁的文字中写关于医学的，那是顺手拈来，比如《美颅》比如《胎心》。《胎心》
我初读的时候有点看不懂，但是我觉得看完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都能看出来，这个故事是影射的
哪个新闻故事。小说没有评判是非，只是单纯的用一颗初初来到世界上的稚嫩的心脏在感受一切。我
想，这是一颗敏感的心脏，而作者也有一颗敏感的心脏。在那颗稚嫩的尚不知善恶的心脏的世界观里
，他们——他们又是谁呢？他们能够告诉他这个世界的原罪和不公平是为什么吗？一切都是无解的，
这已经注定是被遗弃的一颗敏感心脏，于是他将自己弄成了难产的姿势，他在懵懂未知时已经知晓了
愤怒的滋味。《异物》写了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我实际上没有看的太懂，模模糊糊，感受到阿丁在接
触那些边缘、追求自我的人的世界的时候的困惑。看的比较难过的故事是《顶硬上》，每一次看袁崇
焕的故事，心里就充满了悲怆，更是为佘义士的17代守诺而感动。《我不喜欢开玩笑》更像是个玩笑
，《高考》和《死党》结局吊诡。我相信很多人都能从那其中读到新闻事件的影子，可是，真实的生
活不就像个玩笑，有时候结局出人意料吗？阿丁是个写故事的高手，同时，他也蛮高产，我喜欢看他
的故事。更喜欢那笑看冰冷现实的一点点冷酷，嗯，就像个医生一样。
5、我找不到那条新闻了,说的是北京一女子和她的两个孩子死在出租屋内，被发现是一个多月之后。
搞不清怎么死的，饿死还是病死。总之一个家庭凭空消失于世上，如果不是恶臭飘出，竟无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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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真的成孤岛了么，就没一人发现异常？就没一个密友，没一个亲人，这不是独身女子，这可是
拖家带口的三个人。看到这条新闻时，我怔了很久。我想我和阿丁，为同一件事触动过。可其实我想
说的不是这条新闻，是另一条。“中学教师送医后被扔进垃圾堆，之前车祸受伤昏迷辣椒地里三天”
，时隔两年我仍能凭内容找到这条新闻，可见当时它对我的触动，地址在这
：http://news.sina.com.cn/o/2012-04-12/015324256977.shtml被发现了又怎么样呢，你以为除了那极个别你
的亲人，你的死活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没有联系方式、身份信息，再如果没有反抗之力，神志不
清，说不定就被丢在某处的垃圾桶里，像一株濒死却未死的植物那样，等待着苍蝇虫蚁蚕食掉自己最
后的生命迹象。从看到这条新闻开始，我时时带着手机，并保持手机24小时不关机了。他说，媳妇，
以后我每天给你至少打个电话，不管怎样你一定得接，即使接不到，过后一定得回。你要是不回，我
就报失踪了。我怕你被丢进垃圾桶。这大概是我听过的，他对我讲的，最动人的情话了。即使凄凉。
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相依为命。我是他在这个陌生城市里，唯一的亲人。对于孤独终老的最大害怕之处
，就是自己死了都没人知道吧。这条最凄惨了，打败了所有其他条。于是拼命的社交，建立亲密关系
，就怕自己凭空消失了，会没人发现、没人惦记。谁都想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划出点痕迹，以示自
己来过。可有没有想过一点，与你相依为命的那个人，如果想害你，或者对你置之不理，你就真像一
根风筝失去了线，彻底的与地面失联了。就像《锁》里那个老板的情妇。他大概是她在这个城市，唯
一的依靠了吧。一个单身女子，只身来到大城市闯荡，找到一个自以为的靠山，猝死（谁知道是不是
呢？）在了他家，为了避嫌，他设了个局，让她“死”在了自己租住的房间里。一个月后，恶臭飘出
，被发现，新闻版面的角落里300字交代了她的一生。她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像一张废纸被写过然后揉
碎再扔进垃圾桶。我再猜想下开头那条新闻，单身母亲身患重病无处医治，死在了出租房内（或者做
了个甜美的梦随即猝死），总之死掉了。两个孩子却是活着的。因为太小，房门反锁，无处呼救，在
自己死去的母亲身旁兄妹两无助的哭泣，多日后双双被活活饿死。人如蝼蚁，人如蜉蝣。我是一直相
信的，所以才弱小又艰难的爬行。想要创造一些抓点，才不至于无声的滑落。阿丁这篇小说，每一个
字，每一句话，都很棒。立意到成文，都棒极了。我出门之前读了一遍，回来又读了一遍。我喜欢他
的第一人称，第一人称说出的事情，都是鲜活的。我被深深触动了，再次觉得他是这世上仅存的最优
秀的小说家之一了。能写的出这样的小说，就说明他是最优的，他有这个能力。锁这篇确实是不可多
得的佳作，信息量很大，几乎每句话，都在透露一些心事，我看完很是感动，不仅仅因为故事。
6、每次读阿丁的故事，在阳光之下都会感到一种真实的寒意。说得俗气一点就是有一种深深地绝望
之感。他的故事里很难看到希望和努力这种东西，只有命运在其中飘荡。看起来不够励志，可这是这
世界大部分的真相。我们总是喜欢去追逐稀少的东西，没人叫醒我们，于是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是
，这个世界是很美好。但是不能让不美好的东西全部消失不见。沉迷在甜蜜之中只会变成一个死胖子
，只有看看这世界的另一部分的真相才可以知道甜蜜的可贵吧。
7、刚拿到这本书，第一篇就读了胎心这篇。大概是因为此刻我的肚子里也孕育着一颗小小的、还不
到一个月的小生命。我想知道，将来这个小东西，会怎样看待有关于我的一切。最早读到这篇是在阿
丁的公共微信账号，是那个母亲进电梯并偷情的片段。单从这个片段是无法揣测这篇小说的全貌的，
通过一个小小胎儿的视角，究竟能看到什么。显然这又是一起新闻事件的重述。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这种角度呈现。阿丁说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荒唐透顶的新闻事件，小说创造重来不缺乏素材。看完《
锁》与这篇，我基本是相信了。这本小说集，如果放在多年前，你可能会觉得故事太过奇特，纯属虚
构，难以置信。可是经过这么些年，只要你稍加留意，就能在每一篇里找到故事的原型。人间惨剧时
有发生，再多写十本也写不尽。再回到这篇，没读到后半段，我的好奇心还停留在这小东西会想些什
么、感受到什么上。不得不说阿丁的想像力是超乎寻常的，胎儿有思维么？乘坐电梯是否真的会不适
并晕厥，对于周围的气味是否真能感知，抚摸会让它舒服。对于做母亲我还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我第
一次听说胎脂、胎便，我甚至完全相信了阿丁对胎儿思维的解读。结局当然是有点玄乎，但纯粹如胎
儿也感到了生而为人的耻辱，不愿与世人为伍，那么那些活着的、穿着衣服伪装成人形的残暴动物们
，真的有资格称为人类么？之前看过一个韩国恐怖片，让我相信胎儿是有感知能力的。说不清道不明
，但那个时期它所经历的一切，可能更深的影响到他一生。就像人们所说的童年阴影、童年创伤。那
个电影的男主角是一个残暴毫无人性的杀人狂，一手铸造了多起杀人事件。可看到结尾却觉得他非常
可怜。他是为数不多人流手术失败而产下的胎儿。大概是在一名小小的胎儿时期便感受到了来自人类
深深的恶意，尤其是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母亲，这种被遗弃被戕害的感觉比生下来丢进孤儿院，更加冷
峻无情吧，它们滋生怨念与恨意，并深深的根植于一个胎儿最初的大脑记忆深处，伴随他罪恶与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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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生。很庆幸阿丁这篇里的胎儿不需要经历这些了。虽然真实的事件里，与其相悖。为那个背负着
耻辱的小东西祈祷吧，希望他不必背负他爹娘带给他的耻辱，健康的生活。
8、想不到阿丁今年如此高产，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先后出了一本长篇《我要在你的坟前跳舞唱歌》和
一本短篇《胎心、异物及其他》，当听到其短篇出版的消息以及第二天就从当当上收到实体书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会如此神速。（相比我喜欢的另一位作家阿乙，咳咳⋯⋯）不看目录，你会觉得书
名和封面很诡异，乍一看还以为是胎教书，其实就是几个短篇的篇名罢了，不过封面图是什么意思一
直不明白，手语吗？（懂了，上下其手。）翻开目录，有几篇就非常眼熟了，《我不喜欢开玩笑》来
自早夭的坚果小说；《海鳗与石斑鱼》来自第二胎果仁小说（其中还收录了阿丁的另外一篇短篇《天
注定》），而其他的几个短篇几乎全部都在他微信订阅号里出现过片段或整文，想想还是挺良心的，
至少让我感觉到他写作绝不只是为了钱。近来闲时较少，断断续续才读完。简单地说一下感受。《锁
》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边缘人的刻画以及那种被遗忘的恐惧深入人心，对于某些情节的留白也恰到好
处，最后的“三百字。”看着还是挺绝望的。《胎心》是以一个很独特的视角——子宫中的胎儿来阐
述的，这也是我的阅读范围内第一次见，让我想到了电影《蝴蝶效应》的结局镜头。《异物》、《硬
顶上》都是交叉叙述的手法，而且《异物》的结合处很有意思，当然，阿丁自己也说了，让人想到了
海明威和安德森。一篇讲究叙述技巧的，中国精简版《月亮与六便士》。《魂斗罗》是看得比较过瘾
的一篇，有点满足了自己儿时的幻想。少年侠客，荡气回肠。《海鳗与石斑鱼》的翻译体味好浓，不
过也挺对这篇题材胃口的，阿丁说是通过卓别林的传记有感而发，姑且当一篇历史悬疑小说看吧。《
口吃的人》看完后还特地上网查了查，确有此事，感觉小说中的情节突然如幽灵般附在了现实身上，
背脊一阵发凉，不知阿丁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这样。其他几篇短篇题材就大同小异了，这
些内容也许在以前的长篇中能更加体现出来。最近阿丁的微信挺爱自嘲的，感觉自己的作品是“被低
估之杰作”，不过还打趣说挺以为豪的。嗯，给中国一点时间，给读者一点时间，我相信时间能证明
一切。最后，阿丁，加油，在写作这条路上，硬顶上！
9、城市的夜并不寂静的。倘若你有心，推开窗子总能看到夜幕下的点点灯光。在每一扇或明亮或黑
暗的窗子背后，都正在或曾经发生着故事。这个世界或许平凡，但每个故事，总独一无二。这无疑是
个好消息，如果刚好，你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再来个会说故事的家伙，你便会拥有一个完美的“
故事之夜”。很巧，阿丁先生也许正是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胎心、异物及其他》中的每个故事，
都令人印象深刻。阿丁先生身上有两个很鲜明的标签，一是“七零后”，一是“前麻醉师”。我印象
里的“七零后”，大多很会讲故事。或许是不太热衷社交媒体和热衷于社交的缘故，他们可以收集到
很多故事，且不会太忙，以至于连踏实地完成一个故事的时间都没有。至于“麻醉师”，则是一个有
些有趣的职业了——至少听起来，他们是在人类的清醒与迷醉之间游走。如果故事说得好，也会有如
此的效用吧。《胎心、异物及其他》中共计十二篇故事，“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蹩脚的
魔术师会把自己的乏善可陈归结为生不逢时，然而太阳之下“本无新鲜事”，厨师的高明与否，也取
决于对已有味道的驾驭。这点颇雷同于小说的创作之道了，人人都可如李长吉“恒从小奚奴，骑距驴
，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却举世无双。由
此，阿丁的创作特色说来简单。素材总能“道听途说”，随手拾得，但经由他的“加工重组”，一个
个令人欲罢不能的精巧故事，便跃然纸上了。小说集的首篇作品《美颅》便是如此。故事“始于师兄
们讲给我的真事”——其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仅仅是一个场景：“有位师姐在一个阳光炽烈的午后
纵身跃下，师兄说有人曾亲眼看到死者在五分钟前刚刚晾晒了衣服。下楼探看，衣物静静滴水，散发
着洗衣粉的香气，不远处，香魂却已渺渺。”没有人知道从起点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终局，但找到起点
，并且走下去——人生如此，小说之道，也无出其右吧。抵达人生终点的方式也许很多，但小说家最
好的路径，显然只是想象——缪斯眷顾，有想象，一切才那么有趣。“一部好作品也总是争议之作”
。阿丁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他对于素材的处理应用在短篇小说的体例中也恰到好处。然而故事中弥
漫的“光怪陆离”却常被认成“负能量”。国人热衷“大团圆”绝非一日之事，如木心所言，“看戏
，一家子嘻嘻哈哈，最后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大家仍嘻嘻哈哈，吃夜宵去了。”如此说来，阿丁的故
事，也真的有“不识趣”的味道了。一个故事，又何必当真？只是平凡与平庸，绝非同义。

Page 10



《胎心、异物及其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