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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内容概要

《兄弟》是一个关于复仇与报恩的故事，一个人对你好，原来是为了能更深地伤害你。但是当你陷入
冷漠的世间，你会疯狂地想要抓住什么；当你在冰冷的海中挣扎，你会宁愿跳上恶魔的船，你依恋他
信任他，因为只有他肯向你伸出手来，并为此堕入地狱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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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精彩短评

1、白白糟蹋我好几个钟头-，-
2、我喜欢梓为，奈何最后妹子全归了大哥。前半部分很吸引人，心理描写也到位，后面剧情一路崩
坏都不知道作者想写什么了
3、晴川只能是五星。⋯⋯韦帅望什么时候完结⋯⋯
4、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么多人推的所谓绝世好文，为啥我觉得又小白又狗血，对我来说
就是个雷！
5、听说有些悲凉，没敢从头看，怕看多了对故事里的人有了感情，看了会难过。只看了最后两章，
还是难受，很难受。 “如果不爱他，那就算了，不要审判他。”
6、这本在网上看的，不知道实体版后来是不是有删改。有些情节可能也不太适合出版。

这部故事就比较清楚了，思路上也不存在太多需要扯圆的地方。某人虐人的程度也不比别人差多少。

话说最开始这明明是在耽美类别里的，叹，后来变成了家庭剧了。

7、梓为有三个选择，同母亲住，或者姑姑还有大哥。他选了大哥，大哥不是他的亲大哥，对他也不
算好，但大哥对他不好是有原因的，而别的人对他不好，他不能接受，有时候真正能伤到一个人的并
不是仇人而是亲人。
8、当年看得我这个纠结难受。爱恨交织，各种复杂的感情，不过确实跟耽美没什么关系...
9、更倾向于男人视角的小说，看着不习惯。但是不可不说作者很有功夫，文笔到情节都不俗
10、跟宋启珊修改版冲突了，但还是很喜欢梓行
11、不算调教文吧，兄弟俩很纯爷们，就是内涵的意思啦
12、有人说应该发在《收获》
13、哭过
14、皆为如此。
15、晴川总是写一些让我揪心的故事，但是人们的羁绊真是美好啊，伤痛、死亡、失去都不会切断的
羁绊
16、晴川对人性的描写总是那么⋯⋯
17、大爱兄弟，大爱梓行！
18、看了铺天盖地对晴川的赞赏拜读了此文，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耽美小说？第一次看，不是很习惯
，故事中的四个人都在复仇中纠结。不过，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经常听到的话原来出自这里：
“多年后，再次相见。我用什么面对你？以沉默，以眼泪。”
19、作者是很好的，宋启珊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20、强大的逻辑和世界观啊
21、喜欢她写的韦帅望~~~这个兄弟貌似有点暴力丫~~~~~
22、晴川擅于描写对话和心理活动
23、08.12.中上的层次。。但个人认为和韦帅望差比较多。。但语言文字情节的组织安排能力显然是上
乘的
24、还是借的图书馆的书，没有多精彩的情节，当时就是很喜欢
25、在看到许多好评之后才去看这本书，没有想象中的震撼与感动，也许是自己尚未经历，所以一切
都如隔岸观火，清晰明了，作者的强大在于她可以用那么理智文字梓为的挣扎的内心写出来，以及让
人失去尊严的贫穷，啊。。。钱，虽然不是万能的，没有它却是万万不能的啊。。。没有了钱谈什么
高雅尊贵呢？？？这是现实，所有人的不得不明白的现实，作者最终却又用温暖的笔调“有钱的日子
也不过如此”黄萱最终选择回到梓行身旁，作者让每一个人得到原谅释怀。。。。。谢谢
26、  不喜欢，好在很短
27、若不是梓行。它只够两星。
28、虐来虐去，虐虐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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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29、梓为 梓行 
和余华的小说同名
30、早期的作品吧，不过风格已经很明显了，我喜欢晴川那种说话的语气
31、（2012.05）前半部分，描写小朋友的感觉的部分写的相当好。后面就很没特色了。
32、感觉晴川早期的故事都带着亦舒的影子。
33、不及帅望系列圆熟
34、前半部分不错，后面混乱且瞎

Page 4



《兄弟》

精彩书评

1、余华书中关于细节的描写让人不致细想就深觉可怖。《兄弟》中弟弟亲身父亲为了更加仔细的看
女人臀部掉进旱厕，继父死后身材高大被打折腿装进因为花不起钱而买的小棺材里，哥哥卧轨自杀身
体两部分被折叠，还有文革时期父亲接受批判回到家中煤油灯摇曳着洒在墙上的巨大影子都让人心悸
。但《兄弟》的现实魔幻怕是早已脱离了他写作的使命。《活着》的序中写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
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
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许三观卖血记》中没有大
的矛盾冲突，技法并不突出，整个故事在一条时间线下娓娓道来，重复了一次次的卖血把整个家庭在
苦难面前的态度，各个人物的性格，农村人的品质展露无遗。反观后期作品《第七天》，看过之后便
更觉他江郎才尽，整本书想要表达的东西跳跃在纸面上，仿佛招着手告诉大家本书实在讽刺时代的荒
谬。真正的艺术应该不内隐至使人无法解读也不外露至使人无需解读。无怪乎冯唐会说余华在各大媒
体上只要有机会就站着吆喝未免失了文人气息，和王朔相比较起来余华确实不够聪明，也少了些自觉
。
2、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就看过晴川后来的作品韦帅望了，彼时已经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晴川对于亲
情描写的把握真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人物的内心描写方面着墨甚多，形象丰满。并不是我夸张
，也不是没看到过更好的作品，只是她的故事设定中，人物之间往往有着尖锐而鲜明的矛盾，和无法
言说的复杂关系，那是一种想摆脱又无可奈何，想放弃又不舍的复杂感情。就像《兄弟》里面的哥哥
弟弟，本无血缘关系，哥哥是父亲前妻嫁时带过来的儿子，父亲杀了前妻和她的丈夫，也就成了哥哥
的杀父仇人。偏偏这一切都是在哥哥童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于是，哥哥的童年惨事可想而知，而那
时的弟弟还小，根本不懂得这些。待弟弟7、8岁的时候，父亲因为犯事被爪进了监狱，剩下弟弟和母
亲相依为命，而又恰逢已经在外混出名堂的哥哥回来讨要本属于他的房子。仅仅靠母亲的工作本已度
日艰难，先下又失去了栖身之所，于是母亲狠心改嫁，不能带上弟弟，因为那家的生活也不富裕。只
得把弟弟送到姑姑家，姑姑家境一般，由于弟弟太过桀骜倔强，并不讨喜。姑姑一家整天像防贼一样
。弟弟终于忍不住逃离，要求和哥哥住在一起，意料之外的，哥哥答应了，并待他很好。这个就是故
事的前戏，哥哥18、9岁，弟弟7、8岁。收留杀父仇人的儿子，日日面对着那张日日恨入骨髓的相似的
脸，矛盾从此而来。在哥哥第一次毒打之后，弟弟几乎要死在当下，是的，弟弟是犯了错，只是还不
至于被打得要死。在医生问起来的时候弟弟坚持着说是自己摔了的，咬着牙不哭。因为他不想离开哥
哥，他明白哥哥对父亲的仇恨，可是他离不开，他想到母亲的冷血、继父的眼光、姑姑一家的事，他
无法在那些地方待下去的。只有哥哥，每天是哥哥为他准备饭菜，他有栖身之所，有自己的小屋，哥
哥给他交钱上学，一切的一切都是哥哥给予的。哥哥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着悔的，只是一想到狱中的
那条老狗，便恨得想杀人。哥哥和弟弟在一起差不多生活了近十年的时间，漫长的岁月是可以改观很
多的，兄弟不仅仅只是血缘的羁绊。虽然期间弟弟依旧被毒打过几次，除此之外还是过得不错。弟弟
甚至还在小心地维持这个良好的平衡。只是总是有些事情是在意料之外的，矛盾被激化只是时间问题
而已，还有那个终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的存在，只是没有人想面对罢了。矛盾激化之一，弟弟的女友
爱上了哥哥，更无奈的是哥哥也爱上了她。三个人都很痛苦，最后弟弟选择了离开。也许这个状况才
是最好的，哥哥想，因为他不知道如果老狗出狱，他还怎样面对弟弟，让他不知情的离开是最好的选
择。定时炸弹爆炸，弟弟的父亲出狱了，用脚都想得到他是怎样的想弄死哥哥，因为哥哥不止一次的
将毒打弟弟的证据给他看，时时刻刻在威胁他，叫他不得安宁，叫他狂躁得想杀人。而哥哥等待了这
么多年，就是想等这条老狗出来一击杀死，报仇雪恨。两人正在僵持时，弟弟的死党把这个消息告诉
了远在他乡的弟弟。父亲和哥哥之间，弟弟不想任何一人受伤害，所以他必须回来。同时面对二人的
时候，弟弟两面为难，两面相帮，后来在一次爆炸事故之后，弟弟的姑姑家被哥哥炸了，几条人命啊
！于是弟弟去和哥哥单挑，几番搏斗之下，弟弟弄瞎了哥哥的眼睛。随即弟弟突然醒悟过来，慌慌张
张的逃走了。就此打住，当然哥哥不会报复弟弟，弟弟也没再出现在哥哥的面前。兄弟俩的感情也不
能仅仅非血缘的羁绊，它浓的时间也化不开，冲洗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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