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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

内容概要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
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
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地不可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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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业于南京大学，以前是记者，现在暂时失业。这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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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至少小城的感觉浓郁。
2、四川自贡的小城里，尽管不是同一个城市，但里面细节的描写就像我小时候经历的一样，有些细
腻的心思在我小时候我也有这样想过。
3、看多了腻歪，小城其实是有它美的所在的，阿花太左，整本书里的小城被她用笔写的破败不堪，
脏兮兮的感觉。最后那些可怜的小人物都死了。
4、套路化和距离感太明显
5、2016.07末。记不得最后读完的日期了，只是因为书的主人才有机会接触类似的文字。故事刻意了
些，文字倒算不得矫情，大概不是特别认同书里的故事的情节和发展吧。我会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有
平凡的爱情，亲情和友情，故而没办法欣赏这本故事里的与众不同吧！
6、不知道算不算中国小城版的《十一种孤独》。
7、生活而已。
8、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出版纸质书 豆瓣试读过后毫不犹豫买了 如今我自己的处境倒可以代入第一
个故事中去 当时的感觉又浮现上来了 那样精确的体认很难得再有了。
9、每个写作者都有故乡 然而这本并没有什么打动人的地方
10、每篇都差不多，所以容易腻。
11、很久前看过作者的短篇，非常惊艳，但这本让我觉得可读性不强。
12、自我重复的太多了，读一两个故事觉得好看，却发现整本都是同类型。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想是
想去四川，吃海椒，凉皮，烫饭，泡菜，兔头⋯⋯再点一杯毛峰
13、小城里基本有两种人，一种是太过小城的人，一种是格格不入的人。至于其他的面孔，谁都是一
样的，不值得被记住。
14、是不是只有我们小城青年才知道这样的故事有多真实呢？
15、油腻腻的。。。
16、我喜欢凉皮铺之歌。
17、第一次读李静睿的书，可能因为鄂西和川蜀很接近的缘故，有些习俗和生活气会让我产生朦胧的
相似。小城里每一个人都有故事，但每一个人的故事在生活的琐碎唠叨中也都沉寂了下去。印象最深
的是书里对海椒对烤香肠对豆瓣鱼对凉面凉皮的描写，穿插到故事中，这些食物也有了种奇妙的反应
，对食物的描述确实有汪曾祺的影子。也就是12篇短小说，以为能一气呵成的看完，却在武汉湿漉漉
又昏沉沉的梅雨季翻阅了一周
18、写尽了细碎平庸的生活，却带着那么一点绝望的气息。那才是生活的真面目。
19、很有才华 如果意境能够更加深远 会更好
20、中国终于也断断续续地出现这些和耶茨卡佛塞林格有着相似精神的故事，虽然欧化的精密句法勾
画的还是和《祝福》一般浓酽纯正的本地风味。“生活太具体了”，在这些无所谓幻想的庸俗的细节
之云中，闪动着诗意的金屑。
21、短篇小说  小城  当代
22、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故事'
23、人间烟火与泞淖 静睿写实如写梦 精细残忍。
有那么一两则 她抽丝而去 便泪如山倒。
24、其实这一本的语言风格已经在为《小镇姑娘》埋下伏笔了，看完这本书也相当期待阿花出个长篇
。记得小镇姑娘的封面都是阿花在微博上征求过我们粉丝意见后挑选的结果。十一种不同的人生，十
一声叹息。文学一定要站在某个高度来俯瞰某个群体，自身不带有道德评价，而是让读者来思考和评
判。阿花做到了，她的情怀，有一点鲁迅的味道。
25、每个故事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都希望在没有对方的日子里，我们在庸常的生活里都变得越来越
好。
26、十一个故事，基本上可以用一个excel表格拉通：人物、性别、与作者关系、主要事迹、结局等项
目做个小数据分析，启发后来者进行类似的文学创作。
27、作者果然短篇功力最好。细腻柔软的笔触，生生写出来小城里的随风即逝的点点滴滴。
28、十一个小城故事，每一个都关于个人微小的生之挣扎和命运，每一个都似乎是悲剧，被这种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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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安排吸引，但又有不甘，好像童年和故乡在文学笔下总是以忧郁、悲伤的色调为主。
29、2015Sep
30、经常看她的微博，后来就看了这本书。挺喜欢那些细节描写，但看多了觉得很雷同。最喜欢第一
篇。
31、这里有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旁观之外是对现有生活的侥幸 曾活在城乡边缘的我 太容易进入这个
“小城”
32、没有作者的散文好看。
33、十一个人物，十一则故事，描绘了小城中的市井百态。这些故事都不是能够令人难忘的情节桥段
，读过之后很快便会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它们却是小城文化的最佳诠释，那些冷漠悲凉温暖喜悦，都
在字里行间的咀嚼里得以品味。
34、故事还是很好读的

35、一种冷静的克制的离开当地之后的对当地生活的写作。和苏童不同，不那么神经质。
36、家长里短 平时的身边小事儿 但是看着并不乏味 喜欢看 不知不觉就看下去了～
37、很流畅了
38、2014
39、重读时发现之前看过的情节几乎全都忘掉了，这大概也是这类以情绪和氛围见长的小说的好处⋯
⋯同一篇小说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媒介来看感受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小说写得轻巧，读纸书会注意到它
的闲笔之处，未免感到轻浮；而有的小说读电子版会觉得臃肿，读纸书反而会觉出绵长和耐看来。李
静睿的小说明显属于后者。
40、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41、刚开头几篇还不错，看多了就疲劳了。重复的景色描写，重复的美食，重复的悲剧结局。
42、文笔和洞察力是极好的。
43、说实话读起来有点失望。感觉作者很刻意的在讲在写，就是那种奇怪的不真实感，有些矫揉造作
。这种类型的书近年来出版了不少，也读过几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萧红的呼兰河传，真的很棒。
44、话说作者的生活是我心中追求的啊！
45、脑残粉盖章。
46、出生在一个相似的小城，有太多的感同身受。
我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真正的“悲悯”，我只知道写出这样文字的人已经拥有人心难得的善意——处在
那样的环境里，这样程度的善意几乎是极限了。
47、很好看吖！特别喜欢细腻充满细节的故事。她总不满意自己的小说，而我却看细节看到着迷。其
实她可以写出更出色的故事，只不过她不肯写自己的事情，又看书太多，看过的桥段她都不屑再用，
逼得自己绞尽脑汁想情节。如果她在情节上再把脑洞开大一点，就是一流好手，写剧本拍电影啥的应
该不在话下。
48、缺乏人文的怜悯之心。也没有日常生活平凡之美。
49、以为已经过了读这种书的年纪，结果看着看着竟然还尝出了些味道。
50、再匆匆翻一遍，发现已经完全记不得上一次通读时书中的任何内容了。有点点失望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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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有人舍不得，弥足珍贵；有人不舍得，那又怎样。我的人生终于有那么一次开始感慨散席的悲戚
了，这算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人生就是靠运气的 特别我们这种服务业 有机会你把握了 挺好 加
油吧 孩纸”“哈哈哈 相聚离开 总有时候 ⋯⋯”一个在我现在的工作中认识的朋友打算离职了，在我
溢于话语间的依依不舍中，他对我说了上面的话。说实话，当初我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就明白这
个行业的流动性有多高，一年下来10%的流失率根本不足为奇，这也奠定了我与同事之间相处的基本
交际距离。不过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之间的擦身总是不会全按个人的想法来走，我以为我可以对每一
个同事大方、得体地say goodbye，今天却发现不尽然。昨儿老师从本部开会回来，讲公司里就一个小
孩儿在，还是办理离职的，我一打听才知道是一个我一直挺喜欢的姐姐。这位姐姐和我似乎交集不多
，但人性就是那么奇怪，虽然没有交流但我却能判断或者单方面的期许，我们俩人是可以很默契、无
障碍地沟通的两个人。呵呵，我好像一直活在我这样的认知里交朋友，包括上面那位“相聚离开”的
朋友。交朋友、依赖某些人、就想和某些人交谈，这真的是一件很没谱儿很让人摸不清思路的事儿，
我也不再想去理清这其中的所以和然后来，我只知道，这是一种让人喜欢、值得人珍视的情感，我可
能是那个主动者，也可能是那个被动者，这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真的“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可以永垂不朽”。不太擅长两个人更亲密、更长久地相处下去的我，反而更适合半分幸福
、半分遗憾地微笑着say goodbye！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前方所谓“远大前程”等诸多虚妄刺激着
、安慰着的世界，一方面我们其实内心深处知道这就是一个不可安慰的、应该惨淡直面的历程，但这
都不重要，有样东西是永恒的，记载着、承载着、承受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那就是——时间
。Goodbye，过去的每分每秒每人每事，Goodbye。
2、作者失业，我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还是心有灵犀的。目前，我也是准备研究地域性的文学，我
会像作者一样去深刻思索和见证地方性题材的奇葩现象，因为地域性也是属于民族性的地方，都会参
与到全球一体化的融合演变里。很好的一本书 ，力荐
3、本想慢悠悠地用一天一个故事的节奏读期盼已久的《小城故事》，我坚持认为这样写满细节的书
适合在每一个黄昏时分打开我昏黄的床头灯细细咀嚼，可心急的我却在早起的早晨、睡醒的午后和睡
前的床头灯下走进那个小城。依然是絮絮叨叨，但我在无边际的絮叨里却找到许多温暖，即使每一个
故事都透着浓得化不开的情愫，或是淡得可以视而不见的悲伤。在失业又失恋的寒冷冬天，她坐在古
旧平房里孤独地发呆，但在阳光的鼓励下她很快站了起来，穿上高跟鞋去菜市场买菜。她说：“高跟
鞋是另外一种鼓励，我新买了尖利的黑色细跟长靴和温柔的宝蓝色粗跟裸靴，踩在石板路上得小心滑
倒，但徒然增加的八厘米好像带来了不同的空气，整整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沉睡的身体开始苏醒，我
开始重新留意自己皮肤是否光滑、腰上是否有赘肉，小腿有没有被拉成美丽的曲线，高跟鞋正在呼唤
我对人生的残余斗志。”一拿到新书我就迫不及待地直接翻到了《高跟鞋上》这一章，大概是因着自
己对高跟鞋的迷恋和执迷不悟吧，“鞋跟叮当作响地敲在路面上，是一切生活里百听不厌的伴奏”，
我相信每一个高跟鞋上都有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姑娘，不管是穿着达芙妮细高跟的都市丽人，还是穿着
白色仿皮高跟的小城姑娘。我的大学从一双宝蓝色的鱼嘴高跟鞋开始，以两双宝蓝色的平底单鞋结束
，怎么听都有点灰溜溜的味道，于是我决定重启我的高跟鞋人生，来重新唤醒我对人生的雄心壮志。
阿花的微博里时不时会贴出新做菜肴的配图，或是心血来潮用玫瑰腐乳汁烧的花生猪蹄，或是精心用
小牛腱子做的自制卤牛肉，或是细心用半个小时给鸡爪子剪完脚趾甲后做的泡脚凤爪。她在《小城故
事》中毫不掩饰甚至大大展现了她对食物的钟爱和天然的熟稔，那样信手拈来自然而然，连摔炮在编
织袋里爆炸的焦味都能联想到春节前的家里的烤香肠，即使生活再不堪的人也会津津有味地吃着豆瓣
酱，扯点野菜进去卤汁里，去竹林里挖胖胖的冬笋，我一直坚信热爱食物和烹饪的人儿总是热爱生活
的。在毕业酒上她穿着时髦、刚刚穿的耳洞上叮叮当当地响着廉价彩色耳环，这样急不可耐又意气风
发地幻想着她“自以为笃定的远大前程”，以至于留给她的家家（即外婆）“越来越沉默的冬天”；
她离开小城奔往那后来被称为“虚妄的远大前程”后几乎把小城的人忘了，假期回去，她用近乎怜悯
的口吻说道：“这里不过是我们的夏日假期，却是他既有的全部人生”；许多人她没有再去看过，“
仿佛如此就可以视而不见”。 虽然她讲述的是小城里十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可我在每一个故事里都清
晰地瞥见了她自己的影子，我想，她试图讲出的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也许是在为安慰自己寻找一个
出口吧。突然想起她的旧文《配菜人生》，于是在终于忙完琐碎后已经疲惫不堪的晚上十二点我仍坚
持打开电脑重温她的配菜人生，她写道：“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写别人的故事，有些人只能写自己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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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更多的人跟我一样，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切碎改装，混迹进别人的故事里...我的碎片被油炸清蒸爆
炒或者涮成火锅之后，也并没有那样面目全非，我当然一眼就能从把它认出来，然后说：哼，你也就
有这点不入席只能做配菜的人生。”读完后顺便温习了一遍她的《泡菜坛子与一个盘子》，她说，人
生要这么完整干什么，它又不是一个盘子，它只是眼前这个傻乎乎的泡菜坛子，我只享受那些我扔进
去的东西，即使它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传奇。从这些“普通虚妄”的话里得到安慰和力量，于是我照
例在睡前将双腿靠在墙上，坚持认为可以拉伸出美丽紧致的线条，然后仔细地在腿上擦上身体乳，早
晨的一杯咖啡、读几页书或是新买的裙子配小高跟就可以成为我早起的动力，即使刚刚才伤心地跟一
个很重要的人离别。不知不觉我也学会了用很多的形容词和细节描写来讲述生活，这样就可以把生活
描绘成别人看不清的模糊模样，正如我学会了用大笑来掩饰尴尬和不知所措，虽然有时候自己还是感
受到了四处漏风的沮丧。我奔跑着忙碌着说着大笑着，认为这样就可以忘掉那些随时都会浮现出来的
关于告别的句子和某些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的脸庞，我坚持认为把它们切碎塞进每一个在阳光下闲聊
欢笑的空隙里就可以把本来就不太多的悲伤稀释再稀释，直到面目全非，直到可以视而不见，仿佛可
以永远视没心没肺地活在某个角落，不去细想生活本应该有的幸福模样和现实的不尽人意，然后人生
可以优雅地永远向前。因为尽管我们都不过是他人生命中的配角，但配菜对于一个泡菜坛子而言却是
永恒的主角。新浪微博：@青浅玛2013.10.29
4、还没有阅读过这本书的内容，因为作者还失业，我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还是心有灵犀的。目前
，我也是准备研究地域性的文学，我会像作者一样去深刻思索和见证地方性题材的奇葩现象，因为地
域性也是属于民族性的地方，都会参与到全球一体化的融合演变里
5、即使是最耀眼的光束，也有归于黑暗的一天。小城里认识的每一个人，一开始看起来都有光明的
前途，然后那么突兀地，老了，死了，失去了光泽。本以为生活波澜不惊，却总有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那些希望和光明，一下子黯淡下来。李静睿说“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
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小城虽是自贡，也不完全是自贡，不可安慰的故事发生在所有容易被
虚妄安慰的小城。繁华热闹之下的故事，让人没法为之欢呼，也没法真的为之愤怒，为之哀叹。唯有
悲伤的故事值得书写，它们提醒我们，幸福的虚幻不稳，以及变化的不可预料。李静睿缓缓叙述，用
轻描淡写的笔调去写小镇的人的悲喜，即使是最壮烈、悲惨的故事也被克制的表达掩去了浓烈的情绪
，只有读到故事的结局之后再去回想，才有愕然之感。这种笔调下的故事难免让人觉得单调，尤其是
几乎十一个故事都按照这样的套路来写，不知道作者自己是不是也有点疲劳。也许是读了太多的大波
大浪、喧喧闹闹的作品，我反而觉得这种安静的平淡尤其可贵。当你真的开始观察周围的世界，真正
开始思考人生，你是没有办法对生活写下言辞激烈的檄文的。剩下的，只有无力的叹息。无法延缓外
婆的老去，无法阻止那些突如其来的死亡，无法改变令人唏嘘的人生轨迹。而小城还是完好地在那里
，似乎朝着美好的幸福方向前进，似乎每个人都安于现状。别人的不幸或大幸终将只是麻将桌上的谈
资。平凡人的一生，即使曲折坎坷，也无法谱写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旋律，唯有这平淡而克制的叙述传
达出淡淡的哀愁。仔细琢磨作者的文字，不难发现作者对小城的感情是复杂的，她从小城走出来，就
不能够再以小城人的眼光去审视小城了。她描写它的脏、乱，对人物的缺点毫不掩饰，也不修饰自己
的厌恶、鄙夷之情。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刻薄姿态，而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悄悄渗入的作
者的真实感情，在讲述的过程中加入了自我审视的维度。平凡的生活并不总是美好的，读者阅读中的
不适恰恰增加了一份真实感，如果书中的人物在你眼前，恐怕你也不会全然对他们充满爱和悲悯。小
城的故事正在被遗忘，不被安慰的人生只有被抹去，大家才能得到安宁。近来颇有一种衰老感，和年
轻一代的隔阂似乎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人对农村、对小城的事情不能理解，大城市的生活和故事正
在弱化小地方的声音。这些故事已经越来越难以被轻易谈起，越来越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当切身
感受没有了，这类作品也只能成为猎奇读物，给人陌生的快感。故乡与平凡小人物的故事，我们能想
到很多。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安德森的《俄亥俄，温斯堡》，帕韦塞的
《月亮与篝火》，希斯内罗丝的《芒果街上的小屋》，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当我们把这份列表无
限拉长再加以审视，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欢愉甚少，不可安慰和不可捉摸的状况才是永恒的存在。这
些无奈的、带有淡淡哀伤的平凡的生活，化为一声轻叹，消散在众生喧哗里。生活将被遗忘，无论怎
样谈论这类故事都会不合时宜。而未来，属于郭敬明们和《小时代》们，我们所批判的，也是我们所
期盼的。程小樾2015.12.12
6、想说点什么。翻了两三篇故事之后，变觉得失望。之前偶尔看李静睿写的书评、生活记事什么的
，觉得饶有趣味。这本书读来就是觉得太平淡。这是一本散文集还是短篇小说集？不过这个也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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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是我不太喜欢这本书的主要原因。书不在我身边，于是乎我一句点睛的话都想不起来。写法
也都太单一。开头往往是一段景物交织描写，结尾的时候也是。不得不说，有太强模仿张爱玲的影子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第一炉香》也是这样的笔法——但不知道怎的，我就是觉得张爱玲的比
喻啊，通感啊要切贴流畅得多。故事的最后，总是作者跟主人公们擦肩而过，这一点想说明什么的？
这种设置本身没有错，可是重复便显得有些无聊了。作者说张爱玲也是把自己的故事散文写了，再写
小说，中文写完了再写英文。（这句话是在随笔集中出现的）。尽管如此，我却怎么读两页也就觉得
烦了？但我还是希望她写下去。虽然笔法稍显的幼稚，选材太过于单一，人生的阅历似乎也不够丰富
，遣词造句中太过的自恋。但这个跟我共饮沱江水长大的姑娘，让我有了太多记忆。在她书中，描绘
的永远潮湿的冬天，那看不见太阳却热的让人喘不上气来的夏天，凉皮，冰粉，都是我的家乡，特别
是儿时的记忆。但我喜欢的是她的态度。我理解她碎碎的私语，我明白她斩断现实的勇气，我欣赏她
拥抱自由的向往。如同一场饕餮之后的小眠，醒来之后，嘴角微微上扬，回味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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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小城故事》的笔记-第84页

        小城是公交车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轻轻颠簸，明明很快就要到达，看起来却永远不会到达对比
着开头看会明白点小城里破旧低矮的楼房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种遥远的存在。

2、《小城故事》的笔记-小姐上门服务

        二夫人的画面规范的你好你好你们的

3、《小城故事》的笔记-第173页

           读了李静睿的《小城故事》，基本上是一口气读完的，说的是四川自贡。 

 童年，少年时期以及青年时期的头两年也是川西的一个小城，所以，书里说的就如同发生在我周围的
事情，读完以后确实很疲惫，但倍觉真实。                                                

重要的是小城的人有一种气质，作者是写出来了，我到现在都无法概括出来，，有些浅薄，又有些
阿Q的乐观，有些悲剧，有些人性的恶。真实到每一个细节。我仿佛置身在那个老是雾霾深重，空气
中时常有尿骚味的那个年代和环境中。      

我在上海，20年了，小时候的人和事都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模糊确又深入到骨髓里，所以看完书以后
，又把它从骨髓里翻出来，有点隐隐的痛。作者写的每个人都好像小时候父母曾经闲话时候谈起的人
物。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的感觉，我以为我的同学，我的老乡心里的那个小城是个阳光，闲适的，罗
曼蒂克的小城，原来作者笔下的，也是我心里的那个小城。  成长

时期，我都有些忧郁，我觉得是跟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关系的。小城给我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不是太 
喜欢自己，可能就是不太喜欢小城，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我果真不属于那里，后来在上海定
居，很多年了，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     

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读这本书，但我还是要向作者致敬，谢谢你让我再次细致入微的体味一次
曾经自己成长和生活的环境。谢谢。

4、《小城故事》的笔记-第69页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官司草有不计其数的别名：苤苢、马舄、车前、当道、陵舃、牛舌草。我还是
喜欢这个词：官司，你缠住我，我缠住你，片刻后用一种残暴的方式分开，永不愈合的断裂。

5、《小城故事》的笔记-第3页

        这个故事，作者把我关于小城，关于外婆的记忆掏了个遍。阴沉的冬天。烫饭。长在肚子里一串
串的鸡蛋。醉醩糟的经历。放了很多糖的甜烧白，也是外婆的拿手好菜。共鸣来自类似的经历。几乎
已经湮灭在时光里的幼时记忆，被唤醒了好些。

6、《小城故事》的笔记-第28页

        死者必须拥有人间的印记，才能真正享受死亡，而没有如此印记的人，不过是这个小城的囚徒，
永远不死，永远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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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城故事》的笔记-第2页

        一语阔步器官

8、《小城故事》的笔记-第144页

        后山有一个动物园，所有动物都奄奄一息。一只非常非常瘦的小猴子试图从铁栅栏里伸出弯曲的
小爪子攥住我手上的锅盔夹凉皮，我逗了它一会儿，扔进去一块浸满海椒油的面筋，它呲牙咧嘴地吃
了，又眼巴巴看着下个人手上的凉拌洋芋条。这里的猴子待久了，个个都能吃辣椒，我想象它们要是
去火锅店，底锅可以叫上一盆重辣。几只老猴子掉了毛，露出暗红色皮肤，屁股却还是鲜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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