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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爱玲典藏全集：1945年以后作品（中篇小说新版），ISBN：9787806990360，作者：张爱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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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创世纪
2 相见欢
3 留情
4 鸿鸾喜
5 多少恨
6 小艾
7 浮花浪蕊
8 殷宝滟送花楼会
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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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记得当年还是从图书馆借的
2、张爱玲写下的故事总是那么悲凉。
3、各种喜欢啊，曾经看了一遍又一遍

4、九线读品，温柔又寒冷
5、终于看着「小艾」的另一个结局了，却又心里凄凄的，心说：＂就这么完了？＂可是，这才是张
爱玲啊。
6、高二读的书
7、心眼太多
8、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
9、这个真实真情而又心口不一的女人~
10、以前读的太杂，现在因看了张学的书才统整着重读，发现1945年后的她描写了更加琐碎的发散着
腐朽气味的婚姻生活，很多故事或许没有结局，但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就像 等 的 最后一句话 生命
自顾自的走过去了。多少恨 和 魂归离恨天 是同一个故事架子。印象最深的是 殷宝滟送花楼会 里的 罗
潜之忧愁地说：“莎士比 亚是伟大的。一切人都应当爱莎士比亚。”他用阴郁的，不信任的眼色把全
堂学生看了一遍 ，确定他们不会爱莎士比亚，然而仍旧固执地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 
11、虞家茵的坚强果决真令人赞赏   最喜欢的是多少恨
12、虽已不是全盛时，然历经世事，更有深沉处
13、她在那时期的作品每篇都是精品，是传奇。
14、矫揉造作的文字，但是居然很对胃口
15、我倒挺喜欢这本，《小艾》《多少恨》尤其。奇怪我觉得这些灰故事都透着很爱情的感觉
16、完美！
17、应该是（个人）看起来不会太舒服的题材，但是没有得到太不舒服的快感【- -】。有点失望呜
呜...
18、人世间最纠结的怅惘
19、她写的东西都像是有生命力，自顾自生长出来的
20、只看了 连环套 
21、我读张爱玲就像那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看《石头记》的老佛爷，偏偏为那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着迷，
手不释卷。
22、张的文字很细腻。短篇小说里有一些病态的人物
23、偶读丛刊论文才知道，《小艾》竟然还过一个“光明的尾巴”。查一下《创世纪》是边写边发的
吗？祖孙两个女人的故事断得厉害。
24、爱是热，被爱是光。
25、喜欢读中短篇小说，长篇的读着累，短篇的自在、随性、紧实，故事发展百转千回却凝聚在这精
炼的小小篇幅中，有功底才能让文章读来引人入胜、回味无穷，还丝丝入扣。
26、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
，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27、对张氏语言，谈不上喜欢，谈不上不喜欢，只是对其笔调，深感其的深谙世间，而又不得不坠入
那种凄厉，总是能戳痛心口窝，除了疼还是疼，点缀其中的些许温暖都不足以撑托其的寒冷，绝境还
是绝境，少年时代还是把其作品都看完了，亦如很多女作家，如三毛和安妮宝贝、毕淑敏、席慕容、
张晓凤
28、看着看着就悲从中来⋯⋯
29、有的感觉很难懂~~~~我的情商好像不是很高
30、最难忘是小艾
31、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32、我一定是张爱玲的脑残粉。。。
33、梦里的时间总觉得长，不过是一刹那，却总以为是天长地久，好像彼此认识了许多年，原来都不

Page 4



《张爱玲典藏全集--中短篇小说：》

算数的
34、术
35、特定时代下的笔触。
36、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37、无论何时看，都有新感受，大概也代表了我们不同时段的心境吧
38、短篇小说都写得挺好
39、最爱张爱玲的中短篇！读很多遍都不够！
40、印象最深的是说岁月都过去 留下一地黑黑白白的瓜子壳 瓜子仁的味道 只有吃了的人才知道了
41、为毛她的小说貌似都是大家族的悲情末落
42、没有她其它的作品好，但依然很好
43、智商直接被拉回十几岁的时候。
44、电子书也不错
45、包含创世纪 相见欢 留情 鸿鸾喜 多少恨 小艾 浮花浪蕊 殷宝滟送花楼会 等     
46、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书不再带身上。这一本看了目录都读过应该，不过买的那一本跟这个封面不
一样些。似乎并不是很出名的作品貌似是早起的不过能看出很多后来很熟练的那些写作技法。
47、民国言情小说，处处透露着旧社会的尖酸刻薄。书看一半弃了，不是写的不好，只是每看一个故
事都要为主人公担惊受怕。好不容易看到小艾最后善终，还是过些时候再看吧。
48、1945年后的张爱玲，有了很大的差别啊···
49、很喜欢她的中短篇小说⋯⋯
50、看这个集子，深深的上海、香港情愫充斥在字里行间，满脑子都是英文习惯用语，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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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其实，我读的就是叫一篇连环套的小说。小说很短，但短小精悍，连环套这篇我已经读过两边了
，初读是初中那会儿，思想还没成熟，读书能力也欠缺（现在也是），读完后觉得张爱玲除了故事阴
暗晦涩，用词也是生涩隐约的紧，谈不上喜欢，谈不上不喜欢，就是读不明白。文章最后一句话却让
我一直记忆犹新，便是当三十多岁的汤姆生太太得知法斯利向家里面来提亲的人不是自己却是她十几
岁的女儿瑟丽塔那段话，“瑟丽塔坐在藤椅上乘凉，想是打了个哈欠，伸懒腰，房门半掩着米之间白
漆门便凭空现出一双苍黑的小手，骨节是较深的黑色，仿佛是苍白为力里伸出一只小手，在她心上摸
了一摸。”那时读完这段后，一股凉气自我心底出来，如冰凉刀刃舔着心脏，真的能想象汤姆生太太
绝望的表情，可以想象这表情里眼神比湿了芭蕉醉了夕阳还呆滞的麻木空洞，也可以由自己的生活联
想到由来已久的绝望，从生活的点滴开始，累积到一定时间，便成了断壁绝崖那般高耸，站在上面往
下望去，已是万丈深渊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其实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读过张爱玲，我觉
得她的文字过于琐碎，没有太沉重的思想，绵绵不绝的说着儿女私情的恨，我那时相信世界很美好，
鸡毛蒜皮也能磨掉人一生锋芒的事总不会去相信。我试着选择了读一些文学名著，越有名的越好。就
像挪威的森林里面永泽的话一样，不准备浪费时间在没有经过时间沉淀淘下来的书上面。然而，打初
中到高中起，读的书却越来越不名著了，延伸着想来，书读的不是思想，而是味道，那时不读名著，
只因觉得名著中很多书卷气味夹着各种卷首引言带来的说教感甚是呛人，大爱大恨之间种种人性角色
变化在名著坚如雕刻的思想和文气中也显得懈怠无比。于是我选择了读村上，夏目漱石，苏童，余华
，孔枝泳，麦田守望者等等，沾着点名气，却与大气磅礴的恢弘巨作扯不上边。有那么一长段时间，
没有再读过的张爱玲，在我的印象中渐渐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形象，一个带有老上海味道的形象。重拾
卷轴，再一次看连环套，却是很多年之后了。我长大了，对人情世故也越发通明，曾经的种种信仰，
被各种新的认知替代，曾经莽撞的自己，也已经带上了一层厚厚的面具，明白了很多无可奈何，对世
间的各种纠葛也略微能感知其中苦味了。小说还是那本小说，一句话没变，一个字没变。但看小说的
心境却转化了许多，突然觉得张爱玲是极好的，她的语言流畅度简直可以用登峰造极来形容，几乎看
不出在文脉中出现过一丝棱角和扭捏，你看着她的书，就好像有人在你耳边轻轻低语一样，嗑着瓜子
，抿着凉茶，孜孜不倦的说着人世空虚，生命荒凉，隐约小刺刺着麻木的心脏，艳丽旗袍上，终是要
爬满虱子。张爱玲确实是异数，文章中处处布满灵气，你不知道她下一句会亮什么华丽丽的比喻，生
出什么窍，如同小说里风情万种的汤姆生太太，你不知道她下一个目光是以何种方式点在你身上的。
要明白她的主题不难，人生荒芜虚渺，硬是追求什么，也不过落得轻浮无趣。她的小说没有很多思想
在里面，也许有，不过也是因人而异吧，那个风雨雷电的时代，她只是写的故事，而非社会，如果让
她写社会，那估计也不见得会出现这一世才女了。她在儿时读了李商隐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
唱后庭花”时便已双襟泪满，小学开始写小说，初中便改编写了短篇霸王别姬。文字的通灵异鬼在初
始便缠在她身上了，天时人和，拿笔杆子的材料最后拿了笔杆子，功底渐深，落笔随性，却也能生出
甘露般的文字来。字里行间，阴风徐徐。说起来那个时代，功底深厚的文字颇多，读起来使人倏然起
敬，吐纳之间，安稳悠长。记得在高中图书馆借书，借的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管理员登记时颇不以为
然，“怎么读起张爱玲了？”。可能张爱玲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吧，与正统文学扯不上关系
，写的都是风花雪月浮华诺梦的故事。但实在说，她所写的故事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掩盖了她的才华---
她的叙述能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市井流言，却在她笔尖转生为一缕浓郁不泯的香烟，一段传奇。在
那个一切都以贫乏为主流的年代，不知填补了多少无平淡无味的灵魂。
2、读着读着，世界似乎大了起来，有了容身的地方，这是张爱玲。脑子里一时塞进的人和事很费心
思地去想，也不会有结果。她在纸上写，写一些不关你的的东西，你倒有了兴趣。我不晓得这算什么
，其实，盯着她写的东西，也是高兴不起来的。她那么沉得住气，又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骨子里，像
是她把不用的东西都抛了出来，那些并非她痛恨的东西。不谈人、不谈事，这样的要求无论谁都很难
做到，开口不说这些，那真是不要开口了。实则是，谈到别人的幸福，自己却多添了艳羡，谈到不相
干的苦楚，叹口气结尾又不真诚。能做的几乎没有，要说的也无非是那四个字“处处关情”。眼见她
写许多杂事，又有哪一件是不关情的？盯着桌上的摆设，蒙床的纱帘，于她大概是一种歇息，好记得
世事无常。这生活过下去，长久地只有一种希望，是难以做到的。这时与那时差别了哪一些？若要她
说，那就只是骨子里的苦痛永是冷的，这是别的一种态度，和乐观的人总不大一样。时过境迁，人总
愿意相信，不变的是幸福，想一想，好像是它变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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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刚读了开头还以为是章回体旧式小说。书的前半部分的遣词造句都有《红楼梦》的影子。这是我
读过的第一本讲中外爱情的小说。但是按作者的说法，霓喜的这几段经历其实还算不上爱情。《半生
缘》里的曼桢与世钧算是爱情，《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的薇龙与乔琪也可以算是爱情，可是霓喜与她
的几任伴侣之间充其量只能算是互相利用。霓喜利用他们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物欲上的要求。而雅赫雅
，窦尧芳和汤姆生他们不过是贪图她的青春美貌。霓喜自己也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女人。在雅赫雅那里
，她还只是在外打情骂俏。等到了窦尧芳那里，则是明目张胆地与店里的伙计厮混在一起。最后也落
得一个被对方正室扫地出门的下场。在英国人汤姆生那里，霓喜倒是没有什么花边新闻。但这也主要
是因为她年纪已大，而且她在汤姆生面前完全没有什么地位。这个故事的特点在于它描写了香港独特
的殖民地社会。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各种不同文化，不同阶级的人在霓喜的生活里出
现。以印度人为代表的外来商人，以广东人为主的底层人士，和以英国人为主的殖民地官员，都给这
本书带来了异域风情。女人地下的社会地位也是这本书的重点。贯穿全文的一个主题就是霓喜的命运
始终被男人们操纵。这种现象在张爱玲的其他小说里也多次出现。曼桢，薇龙等人都是时代的悲剧。
她们追求的是爱情，最后却都被现实折磨地遍体鳞伤。相比之下，霓喜最后的归宿还算是善“终”。
虽然爱情和男人都没有着落，但是膝下还有几个儿女，还都入了英国籍。就算是日据时期吃了点苦，
过不了多久英国人还会打回来，也都还会有前途。她比曼桢，小艾和薇龙都要幸福。
4、看这本书的前几篇小说有些心不在焉，到后面却不知不觉被吸引。张的小说很多都以细节描写为
主，故事只不过作为人物的背景介绍。景物，动作，语言，所有相关不相关的东西都被看似漫不经心
却又颇有深意地勾勒出来。看她的小说不能分散精力，需要一字字地读，才能从深符语法规范的句子
里扑捉到她聪明而俏皮的用心，简单却刻薄的态度。张的小说大多讲的是爱情，在这些爱情中又大多
讲的是各种不够常规的爱情，或许这便是她大多数小说都是悲剧结尾的原因吧。喜欢她对相爱的两个
人在最初朦胧暧昧时的描写，比如《多少恨》里的家庭教师和男主人，比如《小艾》里的丫头和对门
邻居，甚至没有心理独白，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微妙的眼神，渗透在两个人心底的甜蜜就顺着纸张
漫溢开来，流进读者的心里。只可惜，这种快乐总是不长久，文章的结尾还是会让人怅惘迷失。想象
中的张爱玲，是个有些自恋却悲观的女人，注重小情小调，习惯和别人保持距离，因此看起来有些特
立独行。难怪几十年后被称为小资的代表。不过，如果说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关注自我感受的话，
那么她的确应该算吧。
5、张爱玲曾说小说中的人物不管怎样，她都可以原谅他们，霓喜是一个寄居在社会太多角落的女子
，享受了太多，却又像空手而归，最终她终是一个人了⋯⋯这里人物的口吻总觉得像《红楼梦》，张
爱玲是钟爱那部在她看来残缺不全的书的，爱到向她这样一个挑剔的人都愿意去效仿的程度⋯⋯
6、好的小说，读着读着时候，会一直给你嫌疑，不断的给你下料，故事下一节怎么样呢？怎么发展
呢？结尾是怎么样呢？读连环套就是这样，我带着疑问，什么连环套啊？一直读，往下读，直到最后
结果，我才明白。一个女子的感情就这样被一个一个男人辜负，似乎也不全是，也有女人去辜负男人
的。结果太突然了。好的小说，也许就是，结果出乎意料，让你回味无穷

Page 7



《张爱玲典藏全集--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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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