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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金先生也年轻过
2、越卑微，爱情越伟大
3、见证那一代人的激情
4、理想信念的纯真体验。那样的爱情，那样的情书似乎再也不能重新出现，这是一个时代的独特印
记。主人公们并不都对，有的想法还是幼稚与清浅，可那就是年轻人，我羡慕的年轻人。
5、石田是有多悲催...
6、也许在大一运动会的看台上读完这本书对于我是一种幸运。主人公之间的书信对谈让我对美、对
知识的趣味有了更为具体的感受，数年后方知是学林伉俪金观涛、刘青锋的四手联弹:)
7、一段奇怪的历史下的奇特爱情
8、叙述姿态过于贵族化和精英化
9、也罷，雖是情書，無奈抒情感歎一大坨，探討的真善美，科學與工作，個人與國家的大命題，和
八十年代有關，和我無關，故而讀來毫無樂趣。念現當代文學常有這份困擾。難道我還是適合學古代
文學嗎？
10、手抄本小说
11、较为真实
12、看在自己也有过那么短短一段对人生意义、理想与现实迷茫的时光，给四星。以此纪念曾经那么
可爱的自己。
13、手抄本小说，真真和老久、画家老嘎的书信集。真真的姨父历史学家和老久的舅舅科学家邬叔叔
命运好惨。两个男人追求真真，最后真真爱上了追寻科学的老久。让我想起庐隐多年前写的亚侠《或
人的悲哀》。真真因为伤痛经历，只渴望有安定的生活。而老久是实践派的理想主义者，不能容忍真
真的消极与退缩。它责备真真个人主义，真真责备老久天真。有时候争得急了走向人身攻击，两个人
甚至要互掐。这是推动情节的主要矛盾。
14、一个年代
15、是一种了解，是一种爱情，是一种反思
16、真诚~但读起来好说教~
17、那是个思想男取代劳动男和革命男获得青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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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公开》是在大学生一来一往的书信里，在他们坦诚真挚的字里行间，展现文革历史。又以他们
为基点，叙述辐射了他们周遭的亲友，更大范围地呈现了不同的人物在这场浩劫中的思想状态，立场
选择，价值判断以及对信仰的探索，对未来的畅想。每一代人对这场运动中的见解和处理方式是不同
的，老久的邬叔叔，真真的哥哥，他们是在战争和革命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拥有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
阅历，但思想却有些保守甚至顽固，因为他们拥有对革命和信仰不容置疑的虔诚态度，革命、阶级和
斗争是他们这一代的关键字，而这些在老久他们那里成了备受辩证质疑的词语 ，他们接触了大量先进
的科学知识，拥有更高远的思想和见识，科学、责任和真理是他们所信奉的，他们的信仰不在某一观
念形态和体制上，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是他们奋斗的动力和责任。而同辈中更不乏冲动盲从的热
血青年，他们在暴力中寻找自身价值，在盲目的信仰下逐渐膨涨起来，无法理性判断眼前发生的一切
，人性在这股热浪下也变得微不足道。人们多少都深受这场革命的伤害，但也是得益于这场突如其来
的变动，人性在其中更加丰富地凸显出来。老久们对科学和真理的狂热的追求不亚于那些红卫兵对革
命的追求，他们张口斗争闭口抗议，他们的理想高大而空洞，他们瞧不起庸俗的一切事物，高姿态高
眼光使他们和百姓无法融合，那些口号式、格言式的话语：我要求⋯⋯，我们决不能⋯⋯，我们必须
⋯⋯，展现了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言词间的流露出振奋人心的激情，但而今看来有些苍白无力。他
们在热烈讴歌先进思想的同时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传统观念的烙印：对真真的征服欲暗含
着男尊女卑的思想，他明确说明需要爱人来激起科学思维。这些都构成了他人性的复杂矛盾的一面。
此外，邬叔叔的开明与僵化，真真哥哥的苦口婆心的规劝，石田的自私，童汝的虚伪都指向人性恶的
一面。p.s.单从感性上讲，我虽然无法接受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激情，但是完全能理解那种狂热的激情，
甚至有些艳羡。
2、《公开的情书》的文本，现在读起来很困难，情书这样的轻文学，被大量的议论性话语充塞得臃
肿厚重。然而耐心读完，觉得趣味盎然。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一样不缺的在里面。这本书最让人头
大的就是说理了。考虑故事时间是文革，这种语体其实很符合实情，可以看作营造了特定时期的历史
感。这样想，也许就会少一些抵触心理。然后更好地融入情感部分的描绘。这部分其实是相当出色的
，虽然时常被说理淹没。青年一代爱情的种种情状，好感、接洽、猜疑、龃龉、挣扎、复合，细腻又
真切，读来不免也能联想到身边恋爱中的人们。《公开的请示》在心理描写上颇费心思又不着痕迹。
书信体和第一人称，很容易混淆作者与叙事者。当各叙事者在书信中表现出种种反复、矛盾和纰漏的
情绪及思想时，往往使人怀疑作者的水平。曾有论家借故事中人物出现的问题批评作者。但是若真贴
近文本，把这些信件看作是真实人物的真实写作，则会感到这模拟是多么逼真和高妙。书信反映的人
物缺陷和矛盾，恰恰符合恋爱中青年的形象。有时一个人物在前一封书信里这样判断，到了下一封观
点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绝非作者不察，而是青年人思想容易偏颇走极端的生动体现，尤其是面对
爱慕者。读这本书一定要分辨这一点。·爱与正义老久和真真的情书不只是甜甜的浪漫屋，更多时候
是充满火药味的论辩台。随着二人关系的进展，这斗争味越发浓烈。真真心灵高尚，但因为伤痛经历
，只渴望有安定的生活。而老久这个实践派的理想主义者，不能容忍真真的消极与退缩。老久责真真
个人主义，真真责老久天真不谙世事。有时候争得急了走向人身攻击，两个人甚至要互掐。这是推动
情节的主要矛盾。不过可惜的是，这个尖锐的矛盾在今日这个理想主义沦丧的时代，读者看来恐怕感
受不到太多的张力和共鸣。这大约也是很多人不爱这本书的缘故。然而，抛开这对恋人争论的具体话
题，我倒是很关注他们的争执本身。爱情是合二为一的过程，两颗心糅合在一块，那么必然有了谁占
主导的问题。随着恋爱深入，恋人愈发渴望加速融合的过程。越是爱，越是急着想在趋同中寻找完美
的连结。然而就双方每个人来讲，希望的自然是对方更和自己投合。而不会是自己努力靠近对方，尤
其是原则性问题。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许多恋爱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进入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的阶段
吧？我有个朋友在恋爱中，起初非常的甜蜜乃至腻歪。然而过了一两年，她却时时在电话中和男友吵
得不可开交，仿佛她们的关系只剩下折磨。她吵架的原因，往往是关于未来规划，责备男友的强烈控
制欲与专制。《公开的情书》二人的关系不也很像吗？随着交往深入，越发感到二人巨大的差异。而
渴望合二为一的急迫心情，夸大了鸿沟并使他们愈发不理性。真真渴望说服老久，老久努力驳倒真真
，他们寸土不让，偏执的认为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因为是正义，所以不肯丝毫让步。这真是正义
与非正义的问题吗？他们以为是，因此那样固执。其实那固执的力量与其说来自真理，不如说来自爱
情。急着获得对方，急着实现融合，迫切给他们偏执与狂热。正因为是要结为整体的爱人，才不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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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自己所认为的重大错误不管，一心一意的要纠正过来。拉锯战不是为冷冰冰的理念，恰恰是为了爱
情。·老久的危险虽说要分清作者与叙事者，不过叙事者毕竟反映了作者的某些观点，尤其是主题。
虽说作者在创作中注意到了不同人物的塑造，但在人物中，还是体现了作者倾向。无疑，老久的观点
是本书的主题。最后的结局也是老久说服真真，二人才达成融合。老久那一套充分体现八十年代理想
主义的思想，今日看来虽显乏味，但也不至于谬误。只是结合文革背景，我从中感受到一些别的东西
。老久要什么？“为人类的幸福，为国家的富强奋斗。”虽然浮夸但绝对真诚。老久起初是有些个人
实现的成分在里面，但到后期，他基本已经摈弃了含一己私利的念头，完全把大的事业作为终极理想
。这是建国初数十年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这些观念下成长的青年，天生要追求大的事业
，为人民、为时代代言。这从某侧面暗示了对个体的轻视，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危险的僭越、虚妄。
人当然是要先做好自己本分，然后再说更大的事业。不过，一个人能不能大到，可以代替一个时代、
一个群体？时代有那么多的分子，群体有那么多的个体，他们是否是某超凡的存在可以被统领代表的
呢？我想这个问题得去问那一个个个体吧。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声音有一个人代言吗？恐怕未必。个体
的丰富，绝不是某出类拔萃者能替代的，这就是为何我们提倡多元。把自己的理想，定位到时代、人
类的高度，天真的老久到底是对整体的尊重，还是对组成整体个体感受的忽视？此言有些过。但我想
说，这样的心理机制，恰恰与文革发动者暗合。日光月华，在予一人。生杀予夺，以集体的名义为之
。我始终不赞同阴谋论，也许那革命不乏政治善意，但是，将一个人的理想，强制地变为国家和整体
的行动，最终酿成苦果。这何尝不是因为僭越和虚妄？《公开的情书》是不太像情书的爱情题材文学
。这爱情在生活和思想的双重战场艰难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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