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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儿》

内容概要

文风嬉笑怒骂、有“女王朔”之称的京味女作家赵赵推出中篇小说集《丫头儿》，收录了她的两部最
新作品：《王招君》与《丫头儿》。与其以往剧本先行的写作方式不同，这是赵赵第一部真正意义上
的小说集。看似淡静如水，读时却笑中带泪。
《王招君》谐古代美女“王昭君”之音，主角却是一个其貌不扬、在公司里以受挤对刷存在感的外企
女白领，王招。她以为自己“绝不有个性”，却被女同事妒称“王招君”，35岁离婚后发现自己怀孕
，而前夫拒不认账，只能以嫁人的名义“嫁祸”。尴尬的是与她相依为命的姥爷无意间洞悉了这个秘
密及背后的“阴谋”。爱情难得，却也可以转角就遇到，而变得微妙的亲情如何延续？
《丫头儿》以七八十年代北京一个小女孩的最初记忆映照成人世界。丫头儿与妈妈、哥哥住一个破旧
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几家人的户口、工作和远近亲疏。赵赵以丫头
儿的懵懂审视成人的残酷，纪念70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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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儿》

作者简介

赵赵，女，北京人。 作家、编剧，曾做过秘书、文案、企宣、电视编导、编辑。编剧作品有电视剧《
动什么、别动感情》、《时尚女编辑》、《结婚进行曲》、《我爱你，再见》，电影《青春期》等。
已出版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穿动物园的女编辑》、《结婚进行曲》、《内衣》，随笔集《
春暖花痴》、《命犯桃花》、《浪漫的浪》、《随喜》等多部作品。曾在《南方周末》、《城市画报
》、《希望》、《京华时报》、《深圳晚报》、《大众生活》、《天津新报》等十余家报刊开设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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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儿》

书籍目录

王招君
丫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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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儿》

精彩短评

1、以为要写成《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赵赵手下留情，温暖的结尾！
2、对第二个故事比较无感 第一个还不错 恰逢人生低谷 看到招君这么个没头没脑没心没肺的人更多的
是觉得好笑而非对其经历的同情，哈哈哈哈 就是看这篇的感觉啦
3、读过的第一本赵赵的书，很好看。学了一个词「装紧」
4、很像一一
5、看的紙書。兩個中篇小說：《王招君》描寫外企職員王招懦弱沒主見總是被人欺負，把生活的不
幸歸咎於尾牙總是中獎，雖離有孩但終因善良獲得幸福；《丫頭兒》描寫丫頭兒身邊的人情世故和哥
哥姐姐的因緣際會，丫頭兒單純可愛裡又透著想要了解一切的小大人模樣。寫的都是北京，更喜歡第
二篇。
6、北京味 十足
7、201411
8、喜欢“王招君”
9、太善于描绘生活中的普通人了，就是你做公交车上看路边风景里出现的人。每个普通人的人生。
看了王招君太有感触。模仿上一代人的生活，似模似样地过起来。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
装会。
10、很久很久没读书没翻开书架上的书，其实从来都还是怀念阅读的感觉，断断续续这几天看完这本
，挺不错，生活大概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哪一辈人都是这样过来，糊涂点悠着点几十年就过去了。
11、《王招君》与《丫头儿》，简单又有趣的生活小故事。
12、还可以，故事挺流畅
13、还是铁凝的白大省不膈应人。两本读过，只能说与作者的书缘已尽
14、真的非常好看，非常京味儿。两篇文章风格不同，情感都很细腻又不做作。意犹未尽。
15、写文章和说话一样 碎碎话多 但合情合理 容易让人觉得话痞子 不过情节还行  看起来顺溜就赞 毕竟
生涩的多了去了
16、从北京回苏州的高铁上读的，感受不多，可能本来就是小说，小说的背景和故事很难让我产生共
鸣。
17、用小张的话说：浅了点，不过胜在还有让人一口气读完的魅力
18、两个故事，王招君可以上天涯八卦八一八自己跟同事跟家人跟前夫跟接盘侠人选之间的爱恨情仇
了，接地气得可怕=  =丫头儿虽然也能八，但明显儿童视角，更像小说，前篇适合拍剧。。。
19、看了五六本豆瓣阅读入围小说后，萌生了“妈蛋老娘也要写！我有义务来维持文学圈的金线！”
看了《王招君》才知道不是我造诣高，而是豆瓣er写得太差。人生第一次掏钱买纸质小说，真心写得
好。写小说不是装逼，豆瓣er不懂。
20、2014年4月21日。写字儿是个技术活儿，好技工码出来的字儿看着酣畅淋漓、痛快过瘾。赵赵特牛
。随意描写几笔，那个人儿就活灵活现地跳出纸面立体起来；再随意那么几笔，就把人与人之间种种
微妙的情绪和心思精准地表达出来。真佩服。这必须是技术。这本书有俩故事，《王招君》和《丫头
儿》。前者是北京傻丫头，后面是傻丫头小时候，哈哈，其实不是，两个故事没有关系。只是，真的
有好多没心眼儿、傻乎乎的傻丫头，童话故事似乎永远不可能发生在她们身上，但她们也就那么卜卜
楞楞地一根筋地活着。也许活得也还行。
21、王招君：不太喜欢王招的性格，没有主见没有个性的应声虫。事业失败婚姻失败。即使文末交代
了她性格的成因还是不能让我接受这样的人。做不了生活的强者也不能做生活的失败者。结尾的力度
显得有些突兀。
丫头儿：如果说《王招君》是在写王招的故事，那么《丫头儿》是通过丫头儿的眼写发生在她身边的
故事。故事很平淡，故事里有很多人，不同的人想法都不同。人物的刻画弱了一点，但是特点是语言
。语境很好，很有特点。结局很暖心。
几句摘录：1真想也一直是个小孩子，无忧无虑，永远也不想知道大人着什么急，不长大，不工作，
不结婚。2原来婚礼上可能是一个人这辈子最寒碜的一天。3他不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要说清楚。饭
一直在那儿放着不也就冷掉了？谁管人为什么不吃？4但是最终，她不能失去丫头儿爸，家里总要有
男人，这是社会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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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儿》

22、给一星是因为实在不对味儿。尤其是丫头儿那篇，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叙事流水账，讲了
一堆人物，可是人物性格特征根本不明显，再读已经不记得谁是谁了，读下去也是要用极大的耐心读
完。每句话都是北京方言，讲了半天我根本不知道作者你到底想讲啥，答应我下次用普通话写小说好
吗。赵赵的小说要是一直保持这样的风格我觉得不会再看了。一星，不喜欢，不对味儿，也不喜欢读
用方言写的家长里短的没劲小说。
23、醉了⋯⋯这是受虐吗⋯⋯女性为什么被写成这样，什么都是老好人活得悲哀，怀孕了不敢说还居
然找到了真爱⋯⋯第二个故事已经完全看不下去了
24、书里一共两篇小说：王招君和丫头儿。京味儿十足，微妙有趣，而且丫头儿比王招君的故事更好
看。
25、赵赵从来不叫人失望
26、大半年前在苏州一家书店等闺蜜时看了会儿《王招君》，直到今天，才读完。赵赵本来也不是严
肃作家，但也是看了她几本书，烟火气很重，适合打发时间。而吸引我的，还是姥爷这种形象，以及
，糟烂窝囊人生的一点点亮色吧。
27、完全不适合我的作品，是朋友推荐的还是看完了，情节和文笔都不是能让人印象深刻的。
28、好看。
29、也更喜欢王昭君  说着故事  视人心内
30、跟别的影视作品书籍啥的一样，能让我体会到，我没见识过的，老北京的味道。
31、看到了父母年少时的年代

32、王招君比丫头好看
33、《王招君》看完后，我真的是又哭又笑。。。文中很多精辟的句子：生活你贵姓啊？简直了~不
过，文中老爷对王招的疼爱，让我看出老一辈人心疼孩子的独特方式⋯⋯
34、真真喜欢第一个王招君的故事。一个其貌不扬穷乐观的倒霉女子总算迎来了疼她的人。虽然平平
淡淡但好暖心的故事。
35、在广州的青旅，贵阳的动车，以及阳光充沛的自家窗口前读完了它。说王招是长大后的丫头儿是
有些道理的。前一篇的结尾看得人唏嘘不已。有些爱被留在遥远青春年代，甚至来不及好好道别，但
却永远不会遗忘，缺憾和失去为一部分灵魂塑形，接着走完下面的路。后一篇略有些虎头蛇尾。
36、封面+1   也许丫头和王昭是生活中某些人的缩影吧，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37、初“识”赵赵，合上书印象里是忙忙碌碌的北京胡同里的小日子。挺好的我挺喜欢的，王招傻的
没话说，也有人在等她，丫头儿眼睛里是初浅理解的世故人情，是自己的世界。“城市背后的人啊，
做着脚踏实地的梦啊，双手撑起自己的天啊”
38、一直很喜欢京味儿文学作品，所以喜欢赵赵算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赵赵独具一派的京“痞”文字
大多真实反映着底层老百姓最真实的写照，看似嬉笑怒骂却道出了一个阶层的生活方式与之适存的生
存法则，有种话糙理不糙的小智慧。两个短篇让我看见了很多身边人或是自己的某一些影子，貌似这
就是我身边发生的事儿，不得不说这种细微观察后笔下的人物形象在跃然纸上的那一刻更让人有了一
种亲近感与代入感。《王招君》里王招在职场的怯懦与随大流让她置身于一个漩涡之中，只能下落而
无法自融，但也正是她那种豁达开朗使她在生活这出剧里也收获到了属于她这样小人物的情感。而《
丫头儿》却用一个孩子的视角观察着周围的生活，她妈妈、邻居李家、胡家、金家还有大姨家的事事
非非、婚丧嫁娶，这些在丫头眼里映衬出复杂微妙的成人世界，不禁让人感到一个孩子早熟的童年
39、市井生活。
40、京味儿足，两篇故事王招君和丫头儿写的还行，不过对那个年代和地域不太有感觉。
41、京味儿十足的生活语言，骨子里的幽默，即使猜中了结局，却没料到王招细腻的想法；《丫头儿
》流水账叙事，看不下去,弃之。
42、丫头由此喜欢喜欢上了黄昏，牛羊归栏的时候，盼望的人才会出现。
43、http://www.ximalaya.com/4084858/sound/2393320

http://www.boting.co/book/11173-327944.htm
http://www.ivoix.cn/ertong/daudio-21404.html
http://www.boting.co/book/112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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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儿》

44、就喜欢看这些细碎的情节
45、轻松好读，八点档好剧本
46、第二篇看的这个累
47、看着王招君想起铁凝笔下的白大省。赵赵小说里好像挺愿意写一些二虎吧唧默默无闻无私奉献长
相一般的女的，王招君也是这样婶儿的，不过结局那块儿，着实没看懂。丫头儿写的不如王昭君，乱
，没懂。
48、对京片子总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可能因为京城的八旗弟子多少也都有点东北口吧~
49、久仰大名后读过丫头儿的两个主人公的故事 发现老赵在收敛自己的才气啊 但文辞方面还是笑中带
泪的
50、一般般的感觉。不切实际的故事无法有共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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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儿》

精彩书评

1、机缘巧合也是，我找到了这本书，因为很喜欢第二个故事《丫头儿》，所以主要就说它吧。不知
道为什么，一看开头儿，就让我想起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不同的是赵赵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娃，
多了一股北京小妞的地气儿。三岁的丫头，她的想法并不是以成人的思维强加给她的，而是一个那么
大的小孩子最天真最真实的想法。越看越佩服赵赵的细腻，以至于看到最后，感觉回到了三岁的自己
，小时候的一幕幕接连不断的出现在眼前。整个故事都是日常琐事，但又是如此的生动，感觉录像似
的在脑海中自动播放，画面感极强，原来读书时有这种感觉的只有老舍的《四世同堂》和林海音的《
城南旧事》。在这些琐事中，我不愿多想赵赵想要表达给我们的是什么。读任何一本书都是这样，如
果总纠结于作者到底有什么用意，一定要分析出个四五六七八来，从而显出我读懂了，显出我才识渊
博，那就太没劲了。我喜欢这个故事，只是因为它还原了一个那个年代真实的北京姑娘，还原了一个
真实的北京家庭。
2、在一次去书店做市场调查的途中，我发现了这本书。小女孩儿憨态可掬的模样，微微笑意里透着
一丝专属于小孩儿的倔强与狡黠。我喜欢这个封面。当时没有买下，回来后脑子里一直念念不忘那女
孩的神态。于是昨天下午，终于迫不及待地下单，并选择了夜里送到家中。晚上九点多，书终于送来
了。我来不及琢磨这么好看的封面，就开始往下读，一口气读完。终于吃了口好的。此处略去3000字
⋯⋯喜欢这种插科打诨的洞察。看完了书，才爱不释手地研究起这个封面来。轻轻拨开外封，内封更
是给我惊喜。真该找找这个设计师是谁了。
3、赵赵的小说《丫头儿》是由两个中篇组成的，一个是《王招君》，另一个是《丫头儿》。感觉上
，赵赵应该是和我同龄的人，所以才会让我的心中有着如此亲切的感觉。不知怎的，读赵赵的书，心
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心酸，一如当年第一次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一般。《城南旧事》写的是20年代
末，一个生活在北京城南胡同里的六岁小姑娘林英子眼中的世界，《丫头儿》讲述的是七、八十年代
一个生活在北京城的三岁小丫头眼里的世界。两个人的眼里都带着迷茫，有着太多的不理解。丫头的
父母长年两地分居，父亲调回北京无望，而他妈妈又不愿前往成都落户，虽然那儿是“天府之国”，
但在丫头妈的眼里，哪儿也比不上北京，为了两个孩子的将来，说什么也不能离开北京。于是她契而
不舍的奔走，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关系把丈夫调回北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婚恋大都停留在相亲阶
段，能够自由恋爱的人少之又少。文中唯一“自由恋爱”的一对是宝山和苏樱，也因为宝山的妈妈不
喜欢苏樱而棒打鸳鸯，而宝山也逆来顺受的接受了母亲的安排去相亲乃至结婚，以现在年轻人的眼光
看来，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我们确确实实地经历了那个年代。那时候女孩子对贞操看得
很重，于是金老太家的女儿才会自杀，老虎也因此倍受打击，他甚至在院里掉了泪：“她问什么不告
诉我，我不会嫌她的。”看得我心里也是酸酸的，当今社会节操这东西越来越淡漠了，淡漠到几乎消
失，让人凭添了几分惆怅。而后来成为老虎妻子的小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子，从她坚持旅行结婚和
报读夜校也可以看出她很有上进心。改革开放初期，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了，新鲜空气进来了
，苍蝇蚊子也飞进来了。开放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是年轻人的迷茫，于是才有了诸如宝瑚、二美之
流对性的神秘渴望。当丫头无意间破坏了他们的“好事”，宝瑚便恼羞成怒地威胁丫头“一个字也不
许说出去”。故事到了结尾的时候，丫头妈厂子里分给她家一间房，丫头的爸爸终于露面了，那时候
丫头正在家门用土堵蚂蚁洞，她看到了逆光中那张“清秀苍白的脸”。《王招君》讲的是一个极品姑
娘的窝囊事儿，我不知道要用怎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她才更贴切。说她不幸吧，她又是一个极其幸运的
人，每年的年终“尾牙”（大奖）必定是她的，来这家公司之前她就已经连续三年在前公司尾牙上得
奖，她的电脑、空调、手机全是白来的。有个神秘的说法：老得意外之财的人，个人生活就特别不幸
，因为世间万物都要讲一个平衡，这头儿长了那头就短，更可气的是这事完全由不得自己做主。于是
，在她得了大奖之后，她的网银被盗，流了一次产，姥爷的耳聋越来越严重。她来到这家公司的第一
年便得了一台65英寸的液晶电视，结果没出正月，她老公就和她离婚了。于是这一次的年会，她躲进
厕所里祈祷不要得大奖，结果天不遂人愿，她又得到了头奖——一辆Smart一年的使用权，这次她会有
什么样的悲剧等着她呢？我带着满怀的好奇往下看。先是领奖时吐到大老板女儿身上；后来去医院检
查发现自己怀孕了，而前夫根本不认帐；下定决心去见游戏中的“老公”又被嫌弃，理由居然是开的
车太高级⋯⋯这次她妈妈和她妹妹到是赶着来找她，一个是看中了她的65寸电视，一个是看中了她的
车。似乎王招生存的意义就是被人欺负，小的时候被母亲嫌弃，改嫁的时候不肯带她，从此她和姥爷
相依为命；在家里被前夫欺负，最后还被抛弃；在公司被同事欺负，最脏最累的活儿永远是她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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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样，她还是甘之如怡，欢喜着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不管怎样，王招依然快乐的生活着，因为她有
着宽容的心，无私的包容着身边的人，也正是如此她才活得有些“窝囊”。古人有“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的典故，王招也是如此，当她最终被公司炒鱿鱼的时候，那个游戏中的“前夫”居然觉得自己
可以配得上她了，转而和他复婚并且要求和她发展到现实中，让我不禁莞尔，生活中不乏有喜剧发生
。喜欢赵赵，不只因为她是我的同龄人，而是因为她的故事都是平凡人的平凡事，没有赚人眼泪的故
事，却让人感到亲切，似乎主人公就是你身边的某个朋友，而故事也好象就在你身边发生。
4、女，35岁，姿色中等，母亲离异再嫁，自小与姥爷生活，离异后与前夫怀孕。把这许多的标签打在
同一个人身上，赵赵就是写了一个女子这样的生活。作者的笔调一直是淡淡的，看不出有多同情这个
女子，也看不出对这个女子有更多的热爱，只是冷眼旁观，就是因为这样，看得让人揪心不已。我身
边有王招这样的人，尤其是在公司的表现，不会说话、不会拍领导马屁，又无太多的专业本领，但为
人热心、真诚、遇事不争不抢，一直把“吃亏是福”当作做人的原则。螺丝钉的角色，不起眼，但在
高手云集的大公司却让人看不起。这就像戏里的串场角色，没有不行，却推动不了戏里的进程。所以
，王招在公司里不招人待见，尽管如此，她仍热脸相迎，不得罪任何人，尽管所有人都有事没事得罪
她。生活中亲人也不待见她，前夫对她像对酒店里应召的小姐，她仍拿出全部的热心迎合他，对他的
怠慢视而不见。这样的女子内心在想什么呢？她的内心是否也像她的外在那样，粗放得如同蚌里的沙
子，无知无觉。作者从没有写过她的内心，没有表述过半个字。天长日久经过沙的磨励，触感、痛感
都少了许多。与前夫离异后又意外怀孕，她想要这个孩子，为了解决孩子的后顾问题，她想找个人成
事后把孩子说成他的。她真是遇人不淑，几次后倒也没做成她想做的事。暗淡无光的生活不总是布满
阴霾。作者不想把她写得惨淡晦暗。于是，出现了杜微，没大有文化，炒点小股，开个黑车，为人热
心，生活倒也算无忧，重要的是，他喜欢她。这就够了，生活中出现了光，我也跟着舒了口气，不想
让这个善良的女子一直这样惨淡。除了《王招君》这本书还收录了一篇《丫头儿》。用三岁孩子的视
角看成人社会。说实话，还是加进了成人的理解。谁知道三岁的眼里是什么呢？我们都经历过三岁，
但我们能真正记起的，却是三岁之后的事。经历过，不代表记忆过。我们看三岁的孩子，是用成长的
眼光看他们，他们喜未必是我们想到的喜，他们悲也未必是我们认为的悲。孩子的世界神秘又莫测。
可能因为如此，作者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这篇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算漂亮、还算可爱的三岁女孩
，穿插在成人社会，看那些大人在舞台上演戏。她时而理解，时而不解，时而匪夷所思，在她看来，
成人世界太复杂。借用孩子的眼光和视角，观察生活，这是一个新颖的角度。长大成人后，有了阅历
有了经验有了城府有了判断，再胸有成竹地看社会，以为一切就在掌握之中。不知道的是，不是世界
复杂，是我们把世界想得复杂，人与人之间不再单纯，就算是亲戚，感情也要称量，尽管我们否认，
但现实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如果时光倒流，宁愿把心智停留在三岁，世界也会变得单纯。这本书中收
录入的两篇小说是独立成篇的。先是《王招君》，后是《丫头儿》，两部小说完全独立。但我却有了
这样的想像，《丫头儿》有续篇的意向，交待了王招儿时的故事，按年龄推算，这样的假想也算合理
。如果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三岁的王招和三十五岁的王招，从儿童到成年，截取了两个片断，至于她
怎么从三岁走到三十五岁的，剩下的就是读者的事情了。
5、开始阅读赵赵的文字是源自多年前那部《动什么，别动感情》的电视剧，其实那部所谓的原著小
说实在太不合格，起始于剧本的加工，也止于剧本的形式，但是我依然喜欢作为编剧的赵赵，因为她
的京痞，她笔下接地气的那些小人物和那份贫劲。提起我还看国产剧的日子，当时有三位既写剧本又
出书的编剧是多少能入眼的，分别是都梁、兰晓龙和赵赵，都梁是一个档次，只有他写作初始是以创
作为本，剧本改编为辅，虽然也有过《荣宝斋》那样的剧本作品，但是不影响整体印象。而对于兰晓
龙，我在评价那部最喜欢的《我的团长我的团》时说过他“毕竟是个编剧，编剧已经失去了为纯文学
而文学的立场”，对此，赵赵当然也是适用的。当然，无论作家也好，编剧也罢，并无贵贱之分，只
是编剧写的小说确实会拉低阅读的纬度，于是，多年后，赵赵说她要摆脱编剧的羁绊，正正经经写本
小说时，我还是颇为期待的，毕竟，我一直相信她是有此种功底的。据赵赵自己所言《丫头儿》是她
“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小说”，没有剧本先行，纯粹的以文学写作为起点，以写作者角度来说，估计不
免忐忑，却又期许被认可。而今，读过此书，确实多少能够看到赵赵的改变，虽然不够惊艳，但是也
还算是水准之上。《丫头儿》是由两个中篇作品组成的，前一篇《王招君》依然保有赵赵的痕迹，何
为赵赵的痕迹？首当其冲就是京痞。我认识另一位青年作家石一枫，在跟他谈到创作一事时，他直言
是奔着王朔的路子来的。但是毕竟他毕业于北大，加之一直写青春小说，学院派的味道还是很浓重，
并不那么王朔。倒是赵赵实实在在的很像早年的王朔，并有坊间传言，王朔对之也是颇为推崇的。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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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的京痞强烈体现在语言上，或许是惯于写剧本，所以她笔下的人物即视感极强，性格也很鲜明，不
过《王招君》的京依旧，痞倒是比之前弱化了一些。赵赵笔下的王招特别像铁凝笔下的白大省，也有
点早前作品《动什么，别动感情》里贺佳期的痕迹，典型的北京大妞儿，没心没肺，有时候“傻”得
让人捉急。其实在人物形象并上没太大突破，但是贵在真实，市井味儿跃然纸上，写生活，写爱情，
没有帅哥美女，平平淡淡，平平常常却恰如其分，虽然有为戏剧而设置的巧合，但是环顾四周，那些
事，那些人就在身边。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说更喜欢这第一篇，包括给赵赵捧场的史航，可能正是因为
这是赵赵的强项，所以她游刃有余。不过，她自己更期许的还是另一个中篇《丫头儿》，新的尝试，
更进一步的文学探索，估计是下了不少功夫的。确实，阅读《丫头儿》时你会发现整个文本有点不太
赵赵了，虽然依然在写北京城的事，但是明显刻意收敛了京味儿，并开始更加注重文学手法。《丫头
儿》的责编说赵赵形容自己这部作品是用了“扬沙子”的手法，四万多字里挤进了近三十个人物，也
许你会觉得很多人物只能是蜻蜓点水，印象难于深刻，但是恰恰相反，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提起赵赵极
佳的编剧功底，人物，是她笔下最大的强项，通过语言、形象、行为让每个人物都非常立体丰满，群
戏群像恰是她文本的另一大特质，以至于会让人遗憾故事展开的不够，明明大长篇的素材偏偏要弄成
个中篇，微缩模型自有它的小巧与别致，但是终没有实景来得壮观深远，而这也正是我以一个阅读者
角度所感受到的。虽说有不足，但是我的偏心还是让我很喜欢这部作品，这偏心来自于赵赵身上那种
从骨子里带出的京味儿，因为她打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京味儿是自带属性，不做作、不矫情、特真
实、特亲切，特别是渐入中年后，慢慢洗去张狂，开始变得沉稳与内敛，开始真正的愿意以一种文学
的姿态与自己和读者对话。平媒用稿，转载需告知
6、当你谦卑却有力量——《丫头儿》编辑手记文/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编辑张维赵赵把她的新作
《丫头儿》发给我时说：这是我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小说(以前的作品都是剧本改小说)，以后请叫我纯
文学作家哈哈。这次我尝试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我把它叫“扬沙子”，写哪儿算哪儿。你先看看能
不能读下去。于是我用了一晚上，看完两个中篇，坦白告诉她：我更喜欢《王招君》，胜过创新写法
的《丫头儿》。赵赵用意料之中的口吻说：我丈夫说《丫头儿》写得用力过猛，但我自己喜欢。《丫
头儿》是我责编赵赵的第四本书了。之前的《动什么，别动感情》和《结婚进行曲》满纸撒泼打滚式
的爱情，京味十足令人捧腹，使她“女王朔”的冠名不胫而走；《穿“动物园”的女编辑》中，爱情
成了职场戏中的辅料，更为金句密布，笑声的尾音，却化为对每一个卑微者的叹惜。到了《丫头儿》
，赵赵像是洗去铅华一派淡静，仍然幽默，但被缝在字句里面，不再铺张了。以前问赵赵自己认为和
其他女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她脱口而出：我更泼吧。现在她剖白：有人说四十岁以前生活，四十
岁以后回忆生活。我倒不是回忆生活，就是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像过去那么娱乐了。作为责编
，我把《丫头儿》理解为赵赵在描摹市井之后对生活的一次真正提萃。而我要做的是提萃作品的看点
以飨读者，自然会与赵赵有不同意见。比如书名，在《王招君》与《丫头儿》之间，站在读者的立场
上，我建议用前者作为这部中篇集的名字，而赵赵更希望突出自己故事和写法上的变化，坚持用后者
。而且她已经想好了封面装帧的要素：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发型和衣服都是七八十年代的式样，背
景要有老工业区的感觉；关键是丫头儿的眼神，要略略向上看，可以有笑意但不要明显，充满懵懂—
—我明白，她是想以丫头儿这样单纯的视角来审视成人世界，这也正是她在书中所做的。故事里的主
角连名字都没有，可以是七十年代末一个生长在任何城市里的小女孩。生活对于丫头儿来说就是每天
认识不同的人和事，而在成人眼中，每一桩微渺的事情都足以构成改写命运的事件。赵赵很少对我的
编辑与装帧提意见——主要是提了也不好使，这一次，我从了她了。从初审到出版，《丫头儿》我看
了三四遍，越发读出字缝里的谦卑。再回忆赵赵从前的作品，又何不如此。赵赵最擅写不懂交际、胆
怯又倔犟的女人，比如爱得低三下四的佳期，比如特别不识眼色的程昕，比如以受挤对刷存在感的王
招。虽然她们存在本身成就了一个个笑料频出的故事，可作为谦卑者，她们的生活与喜剧无缘。赵赵
对她们从未尖刻嘲讽，总是小心翼翼地掩藏起同情，捕捉她们身上闪过的微芒，汇聚起来，一章一回
地释放给找乐的人。我妄揣这种谦卑与赵赵的个性也是有关的吧。也许很多人认为“女王朔”赵赵定
是奔放悍女，而我认识的她风趣却并不话密，甚至有点“社交恐惧症”。她说“年轻时候”谁一追她
她就受宠若惊，自问自己哪儿好啊；在公司做过一段时间企宣，她经常要在午餐时喝点酒，让自己达
到微熏的状态，才能硬着头皮给客户打电话聊起来。我和她有太多共鸣，所以看完《王招君》后我直
赞赵赵写的王招的两处笑戳中泪点；所以有读者问王招为什么不愤怒不反击，我和赵赵的回答如出一
辄：那就不是她了啊!读出这谦卑，想到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对孟小冬说的那句话：“畹华跟了我
们这么多年，他心里的孤单一直都还在，直到他碰见你。可他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份儿孤单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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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谁要是毁了他这份儿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赵赵的生动和她笔下的热闹，都是从她对生
活的谦卑和善意里头出来的吧。但这话如果当面跟赵赵说，估计她会白我一眼：切，谁谦卑啊，我这
是低调。
7、单向街  2014.3.16  下午15：00   关于赵赵的新小说《丫头儿》 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真实，话不多
，却足够真诚。三点钟开始，原本计划到五点钟结束的。旁边的史航，上唇长须下巴是山羊胡子，如
他的扮相，不停的说话。原来，他是被赵赵找来撑场子的。可就算史航那老头那么卖力，赵赵每个问
题都是几句话作答。弄得史航不得已问她：“你能不能多说两句啊？”然后呢？赵赵，应该是40多岁
了吧，70后，留着《大丈夫》里顾晓岩一模一样的发型，笑了，虽然离得远，但仍能感受到一股害羞
和天真的孩子气。就像新书的封皮那孩子。她还是说了几句，就没话了。史航喷她的时候，她只是笑
。真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赵赵聊天时候的观点：1’应该写平凡生活里的大多数人想看的。（白描
？亦或是自己的心情？如何写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呢？大的结构可以想象，小的细节呢？）2
‘谈到小说的名字，她说本可以叫《王招君》，但后来想了想，改了，改成《丫头儿》。因为前者有
点哗众的意思。3’我心软，写不了残酷的结局。只是尽力让结局没那么残酷，让每个人都有好的归
宿。（中！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对《可诅咒的草坪》的影评，看电影的时候为男配留了一大把泪，可
还好导演是个好人，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结局。我唏嘘不已的写道：“一个有人文关怀的导演，一个好
的导演，会透过镜头给电影中的每个角色以最终的抚慰。”一个作家，也应该如此吧，无论现实如何
，笔下总要给人以希望。4‘有人问到这部作品里的爱情，是怎么样的。赵赵回答：更卑微了。她说
，生活并不一定要轰轰烈烈，真实的情况是，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妥协和琐碎。5‘史航谈到小说，用
了一个词：颗粒归仓。大意是：把生活中看到的小善良（其实，善良哪里分大小呢？），放进小说的
恰好的位置。（非常喜欢这提法，颗粒归仓。哈哈。好玩儿。有启示呦。）6’尝试以孩子的角度看
待这个世界，以白描的手法描述看到的一切，不做任何评判。（只是我在想，不做任何评判，可能么
？）7‘在结构上，赵赵采取了“扬沙子”的写法。（说实话。怎么个扬沙子，没怎么懂。）8’史航
很八卦的透漏了赵赵的网名变化：扛着大刀（类似这么个意思吧，忘了）——满街都是仇人——赵赵
（可爱死了，啊哈哈。。。）最后，作为一个读者，虽然还没读过这本书——of course,已经在当当拍
了，书正在日夜兼程的直奔我的怀抱——我给《丫头儿》一个推荐，只因它可爱的作者。不过话又说
回来，有一个可爱的作者，写出来的东西，也错不到哪儿去吧？
8、太郑重就写不出字儿了。我还是放松点儿吧。两篇里我还是比较喜欢《王招君》。熟，典型赵赵
风格。平民老百姓、扒掉光鲜外衣的实诚、善良。赵赵不装，不过这些年我都觉着她有点故意了。嫁
给唐大年怎么着也熏陶得稳重深沉了吧，但就好像杜微头回见王招非得故意剪指甲吐浓痰一样，她嬉
笑怒骂好像都是在故意保持她的风格一致。（话说回来，写东西给人看和给自己指定不一样，我做为
一读者只能瞎想她私下成长时严肃的小眼神儿——我这是有多能想啊）。这种故意，甚至完全塑造了
白领王招。社会角色上，她不停地用王招提醒读者大外企一样小市民，欺负挤兑人的同事，传闲话偷
奸耍滑心怀鬼胎的小代理，她王招也就是个非主流的边缘小人物。私人生活里，三十五岁王招的人生
还很不易，亲人也有混蛋遇人不淑活该倒霉。不过这一切不如意最终会引出赵赵一以贯之的价值判断
：善良终有好报。这一次，赵赵又给女性优点里加上“宽容”二字。或者她一直抱持着这一点并未改
变而是我随着成长将“宽容”加粗了。《王招君》好看。另一篇《丫头儿》我相信是赵赵自己喜欢的
。因为和以前的作品不一样，因为童年视角里一定很多她自己的记忆感受。但我不大喜欢。我甚至都
没记清那么多邻居都谁是谁，一直跟心里说，赵赵您这是打算按红楼的路子来起头儿了么。（《红楼
梦》我至今没读完。）《丫头儿》不过记了点那个时代街井市民的生活流水，抻了那么多面，像一锅
粥。不过，儿童记忆本来就模糊不清，粥样记忆应该是准确的吧。赵赵，请加油努力，会一直期待你
的新作。我如今也已三十五岁。读者跟随喜欢的作家主人公一起变老是很奇妙的体验。（村上的多崎
作去年三十六岁——这注脚，啧啧）
9、这2篇里还是更喜欢王招君 平淡真实。很流畅地看完，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抓住
心。也许大多数人心里都有个王招君。动心，恋爱 可是大多数人也许都没有轰轰烈烈，刻骨铭心，但
是就是有那么个踏踏实实过日子，互相看着不烦的 也不那么容易。生活没有明确的目标，抓不住平常
。幸好王招遇到杜微，就是平常的北京爷们，他在厨房里忙和，他在公园门口拉黑车送那个男的冲王
招的坏笑。。。 鲜活生动，故事真是看似淡静如水，读时却笑中带泪。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生活是为
什么，要到哪里去呢？至少2个互相不那么讨厌的人磕绊着一起向前。 王招至少自己想着要有那么一
个人一起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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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夏丽柠赵赵出新书了，叫《丫头儿》。封面是个梳齐耳短发，偏头带个红色蝴蝶结的小丫头儿
。小脸圆乎乎，眼睛黑亮黑亮望向远方，腮上涂了一抹高原红。任谁看上去都想亲一口。我在微信上
晒这个封面，一个远在斯德哥尔摩的姑娘给我留言，让我买一本寄给她。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妞，
幸运地飘落异乡。就这么一句话，加重了赵赵在我心里的份量。一位青年女作家是用什么留住了读者
对她的眷恋，哪怕是山高路远，涉海越洋。而我对赵赵的记忆依然停留在口吃的“小李飞刀”和那个
细眼睛，一口京腔的姑娘身上。“动什么，别动感情”就是好过“谁认真谁就输了”，前者是说情爱
，后者是在比赛。人生真的不是比赛，尤其是遇上爱情，如果你把自己当成参赛运动员，你才真输了
。输的不是爱情，而是人生。有人说赵赵是文坛的“女痞子”，我对这话一点也不信服。什么叫痞？
在我看来，那是真诚，不遮掩，句句都是小崔的实话实说。生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流氓的天性，
再怎么进化，我们也有树叶裹身，生食血肉的祖先。但是，有人选择“拿搪”，北京话的意思就是端
着，装清高。赵赵选择的是直接触底，压根儿也不准备反弹了，一副我都倒地了，你再欺侮我还有意
思吗的劲头。所以说，赵赵是高明的或者说是透明的，转守为攻的故事看着就特别来劲。爱情也好，
人生也罢，哪有什么惊天大逆转？有的只是你内心选择和决定的变化。我一直提倡倾听心的声音，那
声音就像春风撩拨树叶，静一静，再小声你也听得见。本书由两个中篇组成，《王招君》和《丫头儿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前者。其实，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丫头长大以后就是王招。因为她
俩太像，都是先人后己，善良得一败涂地。不过呢，赵赵的三观还挺端正，她想说好人有好报，比如
王招。天生唯唯诺诺，就是有副好脾气。生在北京的平民圈里，却进了挣高薪的外企。一不小心嫁个
人渣男人，离婚之后才发现自己成了高龄产妇。我一点也没担心过王招没人接盘。这世界谁都不缺人
爱，只不过是你想爱哪一个？如果你爱车爱房爱外貌，我得说你的婚姻生活得特别悲哀。俗语说，贫
贱夫妻百事哀。可什么是贫贱？标准谁来定？还不是自己内心欲望的魔鬼在私下无聊地论贱！王招的
标准太真实了，就是想找一个男人来爱。这是爱本身的始终。爱其实很简单，是我们人为地加上了物
欲令其复杂化了。有人特别羡慕《纸牌屋》里的克莱尔夫妇，那么优秀的女人配上那么强大的男人。
拜托，他俩是相互利用，不是相互恩爱。所以才会在窒息的婚姻之外去寻找刺激或者假装爱。就像马
伊俐说的，我不懂什么爱，爱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在赵赵眼里，物欲的东西都是天外飞仙，王招才会
频频在“尾牙”上中奖，与爱无关。爱，始终是精神层面的情感，即使有物欲的需求也是爱的延伸，
但不是爱的条件。读《丫头儿》时，我就想到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乱糟糟的大杂
院，心性复杂的市井小民。老舍写这两部作品时，还有些阶级化的烙印。你看祥子，就是个新好男人
，几乎没缺点，善良得没有底线。我不是说赵赵比老舍写得好，而是说她写得真。这个世界上，最难
得的就是一个人对你的真，也包括作家对读者的真。她拿出自己的真实心性写下一个故事，让你知道
原来世界上有那么一群人是那样活着的。然后，你仔细想想，TMD，其实我们跟他们活得都一样。换
句话说，迪克牛仔不是唱过嘛，“所有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和我身上有的特征都一模一样”。读到
《王招君》的结尾，我眼泪流一脸。太疼了，逝去的青春。那些你曾经爱过或者爱过你的人，永远地
被留在青春时代。你不再有青春，即使返老还童去推开那扇门，人去楼空，再也找不回来的还有你自
己。聂鲁达说，爱情太短，遗忘太长。如果你真爱过，我不相信会遗忘。只不过，人生太长了，你没
时间再想。转载请告知
11、说实话，买了这本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封面这个可爱的姑娘。另一个原因是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访
谈节目见到作为主角亲友团的赵赵本人。她朴实、大大咧咧又风趣万千的表现让我想看看这个女人写
的字是什么样的？这本书收录了两个故事《王招君》和《丫头儿》，一个女性和一个小女孩儿的生活
小品。看完《王招君》我就爱上赵赵了。京腔京味儿的方式，让人觉得无非就是一个北京大妞，在一
个下午一起喝茶，给你讲了两个八卦段子。赵赵的文字符合我心里女性作家的坚实形象，细腻又温暖
。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述来突出人物的性格，像一副轮廓柔和的人物肖像，柔和的泛着光，充满力量
。这样充满了韧性的文字像一杯温热的奶茶，糖不多的那种，你喝的到茶的苦，也喝得到奶香，最后
使劲儿咂摸出了一点点甜，然后笑了。看完《王招君》，我幻想也许这就是公司里的某位大姐，天天
受人排挤脸上还堆着笑。心酸的自嘲中还有点喜剧效果。那么不起眼，但是也特别禁得住琢磨。而赵
赵一定是站在冷眼旁观的人群中，一刹那心生同情，却很快觉得无能为力该干嘛干嘛了。这也是她的
字，客观里透着一点点温情，你得细细看。
12、最近一直说好好看书 但好几本都是看一半就扔下了 这用了三两天就看完了 俩中篇小说 头一篇 王
招君 是赵赵剧本似的小说 看得快 意思不大。 丫头儿 到是有点小说样 主线支线 人物 环境 细节皆用心 
语言也明显下了功夫 奔京味儿小说去 还算好看。 最近对这类小说感兴趣啊~谁还能再推荐几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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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荒期见到好书停不下来啊~
13、说实在的，找对象这事吧，遇人不淑，那就拉倒。两人在一起过的还不如一个人时候好，那就一
个人。另外，你想细水长流，人家戛然而止，这种人没什么好念想的，整本书我就喜欢苏樱那姑娘，
扭头就走干脆决绝，可惜给她字数太少。好多事就是一下子想明白的，想通了就顺了。王招君太窝囊
。
14、平凡人的琐碎故事文/Sofia赵赵的这本《丫头儿》是由两个中篇组成。说实话，看第一个故事《王
招君》时，我几番想释卷弃读。这是一个窝囊姑娘的故事。极品的妈、极品的妹，欺压形成了这个一
个窝囊的姐。生活里受亲生妈妈和妹妹的欺负，工作中受同事的欺负，感情中受前夫的欺负，却依然
甘之如饴，甚至认为别人欺负她是对她和气、视她为自己人。这段故事看得我满肚子都是气。人说，
性格决定命运。王招所有的不如意、不幸福其实都源于她自己的懦弱性格。《丫头儿》的故事没有《
王招君》的故事极品，故事的背景是上个世纪农村户口的羡慕城市户口的，大学生毕业仍然包分配时
，情节围绕转业军人、大学生、工厂文员、农村姑娘这些寻常儿女的婚恋故事波折展开。赵赵的这本
《丫头儿》没有时下高大上的小资、中产阶级、上层社会的烙印，是平凡人的琐碎故事。放眼周围，
也许王招君就生活在你我身旁，而丫头儿的那双眼睛分明就是你我童年时的视角。正因为熟悉、正因
为平凡，这使得《丫头儿》这本书缺乏了几分吸引力。但是，凡事都有两方面。平凡琐碎的故事也许
恰好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想起熟悉的某个人、想起童年时的某段记忆。而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然看到了王招不幸福的原因，读者们大可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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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丫头儿》的笔记-第221页

             总归要不想见，就见不到。那些还能碰见的，是心里没断了想见的念头。

2、《丫头儿》的笔记-第126页

        王招似乎看见少女时代的自己，恍惚着从那个黑暗的门洞里走出来，小心地躲开泥泞的残雪，慢
慢抬起头，对着无法预料的生活，堆起一脸凄凉而巴结的笑。

3、《丫头儿》的笔记-第232页

        时代就像天上的一块云，刚还笼在脑袋上，似乎一直被他罩着，稍回个身，再抬头，已到天边。

4、《丫头儿》的笔记-第199页

        这将是丫头儿戏台下看的第一场婚礼，可她竟然没那么高兴—公子是合格的，可小姐也太丑了，
不应该。她越来越觉得，生活和唱戏大不一样。

5、《丫头儿》的笔记-第126页

        从那时起，她似乎懂了很多。其实，是用装懂去掩饰不懂的孤独吧。现在身边坐着杜微，她知道
他其实也不懂，但是就有这么个人了，从此，就得模仿着上一代人的生活，似模似样地裹起来，像他
们一样养孩子，把他带大，等他离开。她突然明白了，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父母
，姥爷，谁心里都没有底，都是互相学着到今天的，他们和她一样，只不过，都没说。 

6、《丫头儿》的笔记-第162页

        显然，宝山非常喜欢珊珊。丫头儿耳畔一阵锣鼓点儿，像到最后一场要拜天地的戏了。这俩更像
正印的夫妻，姹紫嫣红，由此更显得和苏樱只像许仙白蛇，一片青空。

7、《丫头儿》的笔记-第126页

        从那时起，她似乎懂了很多。其实，是用装懂去掩盖不懂得孤独吧。现在身边坐着杜微，她知道
他其实也不懂，但是就有这么个人了，从此，就得模仿着上一代人的生活，似模似样地过起来，像他
们一样养孩子，把他带大，等他离开。她突然明白了，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父母
，姥爷，谁心里都没有底，都是互相学着到今天的，他们和她一样，只不过，都没说。
王招似乎看见少女时代的自己，恍惚着从那个黑暗的门洞了走出来，小心地躲开泥泞的残雪，慢慢抬
起头，对着无法预料的生活，堆起一脸凄凉而巴结的笑。

8、《丫头儿》的笔记-第137页

        宝珠虽然懂事，可越懂事的人，心思越重。

9、《丫头儿》的笔记-第126页

        从那时起，她似乎懂了很多。其实，是用装懂去掩盖不懂的孤独吧。现在身边坐着杜微，她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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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实也不懂，但是就有这么个人了，从此，就得模仿着上一代人的生活，似模似样地过起来，像他
们一样养孩子，把他带大，等他离开。她突然明白了，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父母
，姥爷，谁心里都没有底，都是互相学着到今天的，他们和她一样，只不过，都没说。

10、《丫头儿》的笔记-第207页

        原来婚礼上可能是一个人这辈子最寒碜的一天。
宝珠一直挂着个疲惫和尴尬的笑，在这本以她为主角的婚宴上，像个走错了地方、穿着打扮极不得体
的陌生人。

11、《丫头儿》的笔记-第126页

        从那时起，她似乎懂了很多。其实，是用装懂去掩饰不懂的孤独吧。现在身边坐着杜微，她知道
他其实也不懂，但是就有这么个人了，从此，就得模仿着上一代人的生活，似模似样地裹起来，像他
们一样养孩子，把他带大，等他离开。她突然明白了，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父母
，姥爷，谁心里都没有底，都是互相学着到今天的，他们和她一样，只不过，都没说。

12、《丫头儿》的笔记-第166页

        死，她懂，就是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金大闺女虽像个影儿，可丫头儿毕竟实实在在地建国人，
没人哪来的影呢？好端端一个人，以后再也见不着了，她自个儿也再见不着太阳月亮，见不着世上的
花花草草、蚂蚁洞、乒乓球，见不着早上的油饼炸糕和＂叮当＂烂响的自行车。她知道吗？而它们会
发现她不见了么？

13、《丫头儿》的笔记-第148页

        金老太太住得远，是另一片儿的居委会主任，矮墩墩的个头儿，灰白色的头发硬硬地梳到脑后，
两侧用细黑夹子一丝不苟地夹住，像个拾掇得很好的墩布。

14、《丫头儿》的笔记-第74页

        生活你贵姓啊！

15、《丫头儿》的笔记-第79页

        姥爷觉得王招的仪态有了很大变化，发呆的时候像头牛，眼神温顺，却总会像牛尾巴甩蚊子一样
时不时抽动。

16、《丫头儿》的笔记-第5页

        “应声虫”顶多算个宠物，不是朋友。

17、《丫头儿》的笔记-第203页

        她越吃越低落，看看狼吞虎咽的闺女，好一阵儿难受。真想也一直是个小孩子，无忧无虑，永远
也不想知道大人着什么急，不长大，不工作，不结婚。

18、《丫头儿》的笔记-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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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因为个头儿小，对时间的概念也如同蜉蝣，一天就像一辈子，而真正的一辈子，简直是无
法想象的无边无际的漫长。

19、《丫头儿》的笔记-第126页

        王招似乎看见少女时代的自己，恍惚着从那个黑暗的门洞里走出来，小心地躲开泥泞的残雪，慢
慢抬起头，对着无法预料的生活，堆起一脸凄凉而巴结的笑。

20、《丫头儿》的笔记-第200页

        丫头儿的时间感还不强，“过一阵”“半年”"两个月“”马上“，这些词在她这儿都一样。真实
生活只分两种，发生的和没发生的。一天的时间就很漫长，可以看很久蚂蚁，看很久云彩。也许因为
个头儿小，对时间的概念也如同蜉蝣，一天就像一辈子，而真正的一辈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无边无际
的漫长。

21、《丫头儿》的笔记-第234页

        每天重复前一天的生活，等待传说中的长大，上学，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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