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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之地》

内容概要

王安忆中篇小说系列由著名作家王安忆亲自编选。该系列按照故事内容和背景的不同共集结为八卷，
分别为：《文工团》《“文革”轶事》《大刘庄》《岗上的世纪》《弟兄们》《悲恸之地》《香港的
情与爱》《爱向虚空茫然中》，时间跨度长达30年，完整收录王安忆创作至今的中篇小说近40部，包
括其经典名作“三恋”、《叔叔的故事》、《骄傲的皮匠》、《我爱比尔》、《小鲍庄》、《乌托邦
诗篇》、《妹头》、《月色撩人》等，是迄今为止最全的王安忆中篇小说集。
《悲恸之地》一书多写生活在上海滩的市井小民，收入《阁楼》《逐鹿中街》《骄傲的皮匠》《悲恸
之地》《好婆与李同志》5部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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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之地》

作者简介

生于1954年，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
海，在《儿童时代》社任编辑。1980年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同年年底学习结束回原
单位。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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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阁楼
逐鹿中街
骄傲的皮匠
悲恸之地
好婆与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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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之地》

章节摘录

马路上，慢慢地围了一圈人，吸引着行人停了脚步，踮着脚往里看，一边问道：“做什么的？”都不
理睬，沉默着。人圈的中心有一个人，正埋头勤勤恳恳地生一个小小的煤炉。    “做什么到马路上生
煤炉？”有人问道。    没有人回答，都只露出疑惑神色。于是，人圈越围越大，围在外层的根本看不
见什么，也不灰心，依然站着，企望里面能传出一点消息。    那人把煤炉捅干净了，然后从包里取出
一枚绝无任何奇处的煤球，放在一杆中药房用来称草药的小秤上称好，慢慢地走动一圈，让人看那秤
星，并说道：“七钱整。”    最里圈的人便伸长头颈去辨认微小的秤星，虽看不明白，却都点头：“
七钱，七钱。”    声音一层一层往外传：“七钱，七钱的一只煤球。”    那人放下煤球，又掏出两块
木柴，放在玩具般的秤盘上，走动着让人看：“一两。”    “一两。”“一两。”“一两柴爿。”人
们向外传达。    木柴放下，他继而摸出一只米袋，用一只空听头量了满满的一斤米，用手指头刮平，
说：    “这是一斤米。”生怕人不相信，又用另一杆普通的秤称，然后倒进一只钢精锅内，从身后拿
出一只水瓶，拔开塞头，将水倒进锅里，细细淘了一遍，将水倒了。水慢慢地爬开去，要淹前排人的
鞋子，前排人便躲让，后排人则乘虚而人，挤了上前，乱了一阵。他又倒入适量的水，放在一边，说
道：“七钱的一只煤球，一两拔火柴，可以烧熟一斤米。”说罢，慢慢地转了头观察大家的表情，被
他看着的人有些难堪，别转了头。后排的人便从那让出的空当里观察那人。    他是矮矮墩墩的一个人
，抑或四十岁，抑或五十岁，微胖，微黄，眼圈大而眼球小，看人时，眼黑向上，底下露出一线鱼肚
色的眼白。身穿一件中式的布袄，虽陈旧，浆洗得还整洁，脚上是一双白跑鞋，中学生爱穿的那种。 
  “做什么，做什么？”有人一往无前地往里挤，硬被人的肩膀顶住了。    “做什么呢？”他委屈地叫
道。    “变戏法，变戏法。”有人不耐烦地回答。自后，凡有人问：“做什么？”就有了话回答：“
变戏法呢！”大家互相传告。    柴爿烧炀了，升着白烟，他紧盯着炉口，用一把细钳子拨弄了一会儿
，就把饭锅坐了上去，再用一把小扇子轻轻地扇。那柴爿烧出一股直直的火，直冲锅底。这时，便听
锅里有些响动。他端下锅，将那一枚七钱重的煤球放入进去，重新坐上饭锅。    锅大响，眼看要潽，
他及时揭了锅盖，半掩着，由它翻滚，翻滚了几分钟，水将干未干之时，他便盖严了锅盖。此时，火
力也慢慢削弱，柴爿渐成灰烬，煤球则是通红的一团，烤着锅底，那通红的一团慢慢、慢慢地暗淡，
剩下半边的通红，最后，连半边也没了，只剩一团淡红色的灰，饭也好了。    “夹生饭吧！”有人叫
道。    他很沉着地揭开锅盖，摸出一双竹筷，挑起一团饭粒儿放进嘴里，吃给大家看了。再将饭锅递
给最近处的一个男人，那男人稍作矜持状便接了过来，吃了一口，又交给了第二人，随后是第三人，
第四人，慢慢地乱了套，七八双手争夺着筷子，更有甚者，连筷子也不要了，直接从锅里抓了饭。    
饭是很熟的，勿庸置疑。    他看着大家争相品尝的热烈情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待到一只空锅干
干净净地回到他的手上，他发言了：    “本人姓王，有志于祖国的节能事业。目前，已经研究出民用
煤球炉，一只七钱重的煤球和一两拔火柴，可烧熟一斤米。同时还在进行柴炉的研究，将地方煤、石
碱煤烧出北方煤的水平，可用于工业。本人最高的目标，则是植物能源的研究。如有单位有心制造民
用节煤炉，或者有心合作进行节煤研究，请到虹桥路1118弄34支弄3号，与本人接头。”    “做什么？
卖药的吗？”有新到的人挤着问道。    “变戏法，变戏法。”人们回答，慢慢地走散，把位子让给新
到的观众，第二轮演出又开始了。    有热心人帮他称煤球，量米，扇风。他连声说道：“不敢，不敢
。”“这有什么要紧，互相帮助嘛！”热心人硬要帮忙。他便谢他：“谢谢，谢谢。”趁此机会摸出
手绢擦去额头上的汗，手绢叠得四方四正，清清爽爽的。    “这只炉子很好的噢！”那人说。    “你
想，一只炉子算它一天节约一斤煤，全国这么多份人家，这么多只炉子，上海虽然有煤气，也不是家
家都有呀！”他说。    “这笔账不算不晓得，一算吓一跳啊！”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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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之地》

编辑推荐

说起王安忆，对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人大都不会感到陌生。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独特而丰富的
存在，从1981年的《雨，沙沙沙》到2000年的新作《富萍》，20年以来，王安忆始终以一种顽强坚韧
的姿态，畅快地书写着她的人生体验、精神历险和生命向往。她的散文，本身就洋溢着一股生活的真
挚和朴实，没有华丽繁荣的辞藻，也没有故意的矫揉造作之态。一篇散文，就是一个人生，也是一个
真实人生的缩影，朴实无华，朴素的简直能让人闻到黄土的淳朴和仁厚，《悲恸之地》选录了她的中
短篇小说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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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之地》

精彩短评

1、由5篇中篇小说组成，最喜欢前面2篇，很有意思的故事。
2、王安忆总是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描摹得纤毫毕现，挣扎与温情并存，这就是人间。
3、希望走到尽头便种下绝望的种子。开出悲恸的花朵。
4、就是喜欢她
5、我是特别喜欢王安忆长恨歌里那种浮华的文字才开始关注这个作家然而这本书一股乡土味儿和我
想的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不非议的来说反应小人物的生活,角度还是挺特殊的.......个人对这类故事没什
么触动.
6、虽然是早期作品了，但是还是可见做着写作功底之深厚。
7、这悲恸之地是上海，不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容易。这便是我
认为把几篇小说放在同一辑中的用意所在。从这个前提出发，去看名为《悲恸之地》这个小说，或许
也就能够跳脱出所谓的城乡之间，看到一个更宽泛的“悲恸”。这种悲恸不是向外的控诉，而是一种
向心灵深处的追问。
8、沪上市井风情志，这卷的每篇都很好。
9、《逐鹿中街》有点张爱玲的意思，但是没有那么美，但是最后不交代那个女孩与古是否真的有什
么，我觉得非常好。《阁楼》给我的感动没有那么强，而且因为预知故事的悲剧走向一度看不下去；
《悲恸之地》，结尾应该是有争议的吧？但是把餐馆都市女人的眼睛比作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0、本是沪上民生风情录，倒记起自己年少生活的图景。
11、真·创业失败
12、写实，有点压抑。没读懂，但是不着急。慢慢来。总有一天能顿悟错综复杂的心情和世界。
13、最喜欢一头一尾的两篇，阁楼是王安忆给我的惊喜，好婆与李同志情节简单但特别喜欢。逐鹿中
街的故事开头有种最近看的蒋晓云的感觉，但看到后面就发现能写出这种情节的还是王安忆，最沉重
的就是悲恸之地，虽然并不十分完美，写男人的故事也不差。看她的长篇有时候会觉得文字多少有些
不节制，中篇好些。
14、恸了大地的哀伤。
15、去年书展买的，到现在才开始看。
16、读的过程中总是慢慢被吸引，读完又有那么一点凄凉
17、一个比一个惨 然而这种惨又不是哭爹喊娘的血淋淋的惨 是那种慢慢的你察觉到有悲剧氛围了 期
待要反转 它偏偏不反转 就那样按照你想象中的悲情路线走下去的惨 好人无好报  好像路边或市场里见
到的中老年人 拿着几张零钱在那儿翻来覆去的数 一双黑手抖得 让人看了心酸
18、印象最深的是小皮匠那篇，从一开始的置身事外专心做活，到难忍寂寞最终沦陷。
19、作为王安忆的拥趸，老实说有点失望。每个故事似乎都嘎然而止，言犹未尽，令人读后有隔靴搔
痒之感。
20、骄傲的皮匠
21、沪上市井风情志
22、好的文字总能让人心底有一股不可言说的感受。
23、还是小皮匠那篇最好。好婆与李同志写得落入俗套，好像上海人写上海人的题材都要写成那个样
子。逐鹿中街有意思，看了悲哀。
24、王安忆笔下的香港像个旧情人。迷人，但不可触摸。
25、几个小人物的营生，结局似乎是注定的，但没有终结。
26、细腻、看王安忆的书，就像是在画素描。
27、不擅长写短篇，看书一定要精这句话一点儿没错。。。
28、不太喜欢 是一本看起来有些过时的书
29、应该给三星半吧，总体基调悲凉了些。市井的，细腻的，些微的病态，但很吸引人。其中的《逐
鹿中街》简直就像出自张爱玲的手笔。《骄傲的皮匠》一文的时间感相当混乱，“4050”的提法我记
得是2000年以来才开始的事，http://news.sohu.com/03/01/news145180103.shtml，而大规模下岗潮发生
在90年代前期，还有，小皮匠为什么会有大小两个女儿？那么聪敏那么有见识的一个人也是重男轻女
非要养到儿子为止的么？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只是针对城市吗？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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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之地》

精彩书评

1、《阁楼》中那个做煤炉技术革新的王景全师傅，太悲苦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多次被他人剽窃，甚
至是政府部门的人，到处都是骗子，想将老师傅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要知道老师傅为了做煤炉的节
能工作，钱都花光了，家里几个孩子只能喝稀粥。现实嘲讽力度强，看了很气愤。《逐鹿中街》陈传
清和古子铭，婚外情，不幸福的婚姻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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