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田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田园》

13位ISBN编号：9787506310161

10位ISBN编号：7506310163

出版时间：1996-2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张炜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我的田园》

内容概要

恬静温润的葡萄园中，竟蛰伏着那个荒诞年代的一段传奇、悬疑和冤屈。父亲坎坷一生，在忠诚与背
叛、迫害与受难、荣辱与沉浮中挣扎，他的命运遭际令人齿寒，最隐秘的人生密码在此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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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田园》

作者简介

张炜，1956年11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发表作品
一千余万字。 1975年开始发表诗，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一潭清水》《声音》
《玉米》《冬景》，中篇小说《蘑菇七种》《瀛洲思絮录》《秋天的愤怒》，长篇小说《古船》《九
月寓言》《家族》《外省书》《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散文《融入野地
》《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等。 作品在海内外多次获奖
，被译成英、日、法、韩、德等多种文字。其中1999年《古船》被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
亚洲周刊》)，《九月寓言》与作者分别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九月寓言》
《外省书》《能不忆蜀葵》《鱼的故事》《丑行或浪漫》分别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中国畅
销书奖”、“中国最美的书奖”等。新作《刺猬歌》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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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田园》

精彩短评

1、第一次看张炜就是这本，看完严重唾弃。知道看了九月寓言才喜欢这个作家
2、　　读完《我的田园》，尽管从主线上看，关于家族故事的线索更为丰富了，可我对《你在高原
》这部书的疑问却更大了。
　　
　　首先，我仍旧不能理解张炜刻画人物时的用意。在《没有背景的人物》中我曾提到，同名的人物
之间性格差异很大——即使性格相似，因为不同故事的氛围差异也很大——，很难在不同的书间形成
互文：不构成一个人的不同侧面，或者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而只是不同的人物，失去了纵深
感。
　　
　　《我的田园》里，《鹿眼》中的女老师肖潇再次出现，从热爱教育、不屈从于权贵的刚烈女子转
为向往田园生活的柔弱文艺女青年，甚至在“我”一见钟情之后差点发生了一段实质的、完全不考虑
对方已婚的婚外恋。人物的纯洁性不是靠重复写纯洁的外貌和打扮就能让人感同身受的。过多的泪水
也让人厌倦——有什么好哭的？
　　
　　更让人不满的是对妻子梅子的刻画。在《忆阿雅》中，梅子陪“我”重走当年山间路，对现实的
看法已经有了改观，可到了《我的田园》，之前的一切就和没有发生一样，她又退回了局限于城市生
活的原点。
　　
　　好友吕擎、阳子则被一笔而过。虽然他们在前几部里都以绝对的理想主义示人，但在《我的田园
》里，他们并没有融入“我”辞职回到农村开荒种植葡萄的理想事业中来，连看都不看一眼。吕擎甚
至和妻子下海做起了生意，这样草草的交代让人疑惑，张炜没有告诉我们这都是为什么。
　　
　　其次，我看不懂张炜的叙事和抒情方式。我想象中的小说，应该有一股和谐之气，不含杂质地贯
穿始终。但《我的田园》不是这样，一部分很现实，一部分很理想，一部分很写实，一部分很文艺，
不同部分连节奏都不一样，两个故事左右开工，结果只能是入不了任何一部戏。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艺抒情发生在“我”寻找可能知晓当年外祖父被暗杀真相的路上。困惑了
几十年的一个疑问有希望得到解答，按道理内心应该很焦急才对，但“我”却有闲情天马行空地抒发
感慨并来个超长的徒步穿越，越看越不懂为什么。
　　
　　书中的“我”从小就背负起家族故事的阴影，过着游走的孤儿生活，这原本可以解释“我”成年
之后总总不合现实的举动。可是几部书看下来，这种不合现实的情态似乎没有了断的意思，也看不出
要走到什么大境界的苗头。总有些书中人物来称赞“我”有水平，是个人才，但读来读去，除了无尽
的纠结，我实在没有发现“我”有什么才，却只想到了两个字——矫情。
　　
　　以上这些刻薄看法有一个源头，那就是我非常不喜欢书中的那个“我”——宁伽这个人物。在《
我的田园》里，有人（拐子四哥还是武早，不记得了）曾对宁伽说，依你行走的个性就不该结婚（拐
子四哥就是最后想安定了才找的媳妇）。宁伽答道：有了家，行走才有安全感。宁伽对妻子不愿意带
小孩搬到乡下和他一同经营葡萄园这件事最后的确达成了谅解，但他的理由是：我没有去适应梅子的
城市生活，又怎么能够要求她习惯我的乡间生活呢？
　　
　　在我看来，这些说辞是牵强和不负责任的，人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为自己而活，更何况是自己的妻
儿？两个人结合，并且有了孩子，自然就有许多界限摆在那里。更何况，正是因为自己父亲的游荡个
性造成了宁伽不愉快甚至颇有阴影的童年，他又有什么理由把这样的阴影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呢？
　　
　　价值观已经跳到了前台，我也该收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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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田园》

3、故事进展缓慢，宁伽的人格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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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田园》

精彩书评

1、读完《我的田园》，尽管从主线上看，关于家族故事的线索更为丰富了，可我对《你在高原》这
部书的疑问却更大了。首先，我仍旧不能理解张炜刻画人物时的用意。在《没有背景的人物》中我曾
提到，同名的人物之间性格差异很大——即使性格相似，因为不同故事的氛围差异也很大——，很难
在不同的书间形成互文：不构成一个人的不同侧面，或者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而只是不同的
人物，失去了纵深感。《我的田园》里，《鹿眼》中的女老师肖潇再次出现，从热爱教育、不屈从于
权贵的刚烈女子转为向往田园生活的柔弱文艺女青年，甚至在“我”一见钟情之后差点发生了一段实
质的、完全不考虑对方已婚的婚外恋。人物的纯洁性不是靠重复写纯洁的外貌和打扮就能让人感同身
受的。过多的泪水也让人厌倦——有什么好哭的？更让人不满的是对妻子梅子的刻画。在《忆阿雅》
中，梅子陪“我”重走当年山间路，对现实的看法已经有了改观，可到了《我的田园》，之前的一切
就和没有发生一样，她又退回了局限于城市生活的原点。好友吕擎、阳子则被一笔而过。虽然他们在
前几部里都以绝对的理想主义示人，但在《我的田园》里，他们并没有融入“我”辞职回到农村开荒
种植葡萄的理想事业中来，连看都不看一眼。吕擎甚至和妻子下海做起了生意，这样草草的交代让人
疑惑，张炜没有告诉我们这都是为什么。其次，我看不懂张炜的叙事和抒情方式。我想象中的小说，
应该有一股和谐之气，不含杂质地贯穿始终。但《我的田园》不是这样，一部分很现实，一部分很理
想，一部分很写实，一部分很文艺，不同部分连节奏都不一样，两个故事左右开工，结果只能是入不
了任何一部戏。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艺抒情发生在“我”寻找可能知晓当年外祖父被暗杀真相的路
上。困惑了几十年的一个疑问有希望得到解答，按道理内心应该很焦急才对，但“我”却有闲情天马
行空地抒发感慨并来个超长的徒步穿越，越看越不懂为什么。书中的“我”从小就背负起家族故事的
阴影，过着游走的孤儿生活，这原本可以解释“我”成年之后总总不合现实的举动。可是几部书看下
来，这种不合现实的情态似乎没有了断的意思，也看不出要走到什么大境界的苗头。总有些书中人物
来称赞“我”有水平，是个人才，但读来读去，除了无尽的纠结，我实在没有发现“我”有什么才，
却只想到了两个字——矫情。以上这些刻薄看法有一个源头，那就是我非常不喜欢书中的那个“我”
——宁伽这个人物。在《我的田园》里，有人（拐子四哥还是武早，不记得了）曾对宁伽说，依你行
走的个性就不该结婚（拐子四哥就是最后想安定了才找的媳妇）。宁伽答道：有了家，行走才有安全
感。宁伽对妻子不愿意带小孩搬到乡下和他一同经营葡萄园这件事最后的确达成了谅解，但他的理由
是：我没有去适应梅子的城市生活，又怎么能够要求她习惯我的乡间生活呢？在我看来，这些说辞是
牵强和不负责任的，人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为自己而活，更何况是自己的妻儿？两个人结合，并且有了
孩子，自然就有许多界限摆在那里。更何况，正是因为自己父亲的游荡个性造成了宁伽不愉快甚至颇
有阴影的童年，他又有什么理由把这样的阴影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呢？价值观已经跳到了前台，我也
该收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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