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子弟》

13位ISBN编号：9787300198295

出版时间：2014-10-18

作者：杨潇

页数：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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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弟》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失重”故事，作者杨潇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为我们展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
—思考者、幸存者、信仰者、流浪者，他们外在的生存状态和内在的心理世界。这些苍凉悲歌而又饱
含深意的瞬间，像是个体的不幸，又像是一代中国人无法躲避的命运。作者深情而又节制的文字，更
能触发我们的感受与思考，这世间苦难深重，我们应该如何诚实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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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

作者简介

杨潇，记者，游历者，《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入行10年，特稿作品多次
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等独立新闻奖项。2012年中德媒体使者，2013-2014年哈佛大学尼曼学者。
从“蚁族”聚居的唐家岭漫游到昂山素季的府上，着迷于转型世界里的“失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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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

精彩短评

1、文笔和结构都很别扭，没有读完。感觉在何伟之前看的话不适感应该可以减轻一点⋯⋯
2、喜欢人大出版社的洞察这个系列
3、杨潇老师！
4、部分作品收进书里，略没有诚意。
5、杨潇老师的文字很温情，也很有流动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水。文章都是以人物为核心，选的是
“失重”的故事。作为这个行业的入门者，以后还是要多学多看。
6、出版的机会不少，但还是要慎重地对待读者啊。
7、师兄。。
8、看同龄同行的作品有一种很奇特的感受，在文本之外会不由自主去勾勒这个人的轮廓气质，如同
一个可以旁观的故事，并观照自身。
9、非常好看
10、杨老师的国外题材以及没能收入的国内题材应该更加精彩。生死之事太能戳我心窝子了，废墟丛
生再没鲜花那一章节，把目光再度引向北川、玉树，算一算过去快七年，看着那些字句仍旧难过得要
哭；另，逃离北京那一章，长江北岸N市的文艺女青年，很可能就是我老乡。当然，冬天又Lucky了，
不管怎样能跑到南方去，不必理会我爹给我找的XX日报也是极佳，回到小城，是以后的事情。再另，
杨老师文笔了得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咯。
11、1. 打开天窗 说亮话 2. 大环境下的小人物 及公知.
12、阅时几近颤抖
13、第一本带我走近纪实类的书，很多故事看哭了。对社会，对这个深处的环境有跳出来思考的意愿
了。
14、把这些散落在报刊上的文字汇集在一起，呈现出的居然是富有层次感的当下中国，值得重读一遍
。
15、榜样
16、虽然是校友前辈，但仍要老实不客气地说一句，在国内的非虚构叙事语境中，杨潇和柴静之间隔
着十来个张赞波。程式化的、熟腻的开场叙事以及清浅的问题透视。作为厂矿子弟，对他的《子弟》
一篇深感不肯切以至于打算自己来写了。人啊，总是有天然的义务去记录他的遭遇。
17、看前两篇的时候刚巧和妈妈谈到家乡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每个鲜活的个体在地震前都在继续平常
的生活  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18、为了一篇文，买了一本书～文是《逃离北京》～
19、看到了作者的野心，试着用人物去讲一个国家的故事，有改革开放初期的倒爷，有国有企业改革
的子弟，有北京郊区的蚁族，有陪太子读书的超女，有知识分子、媒体人、商人和平凡如草芥的你我
，正是他们组成了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构成了国家的群像。
20、洗练克制 细节到位
21、六毛的礼物最棒啦。
22、读得非常着迷，中国还有多少这个水平的非虚构写作？
23、在国内的非虚构叙事语境中，杨潇和柴静之间隔着十来个张赞波。。。
24、萨义德说，如何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够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讽刺—最好也
是自我反讽。
25、感觉是李海鹏之后（时间顺序）中国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文章情感丰富文字内敛而才华恣意。
26、记者集子里除了李海鹏的最喜欢的就是杨老师了，赵涵漠的太敏感细腻，她老公的太又气宇轩昂
，只有杨潇这篇，无论是节奏还是遣词造句都最符合我的口味。“咱们灯光球场见”，在我们县城也
是常常被少年们挂在口边的常用语了，不过是因为那是用来打群架的地方⋯⋯
27、很棒的特稿，叙述不紧不慢，文笔细腻质朴。想起那天和立大的小伙伴与杨潇的夜谈。应该早一
点接触他的作品，这样就可以向他请教很多问题了。这两年才开始接触非虚构写作，希望有一天自己
也能写出这样的故事。
28、最喜欢的还是逃离北京的那个部分，比较有代入感，作为一直对城市问题抱以好奇心的人来说。
29、越读越入神，二三四章灾难之外写得特别有劲道，尤其是第二部分“逃离北京”。文中的姑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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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人的缩影，自由和安逸啊，我会怎么选呢。
30、玉树那篇写的特别好，最后一篇关于公知的文章长知识了
31、之前可能读过杨潇的作品，但那时不知道是他写的。乍读来，风格有一种非常鲜明大胆的简洁和
张力，好像和现在的非虚构写作中絮絮叨叨都不太一样，令人耳目一新。
32、简单方才洞见！
33、8年后读《如今这里废墟丛生再也没有了鲜花》，哭了些会。
34、失眠夜读完。
35、我的学霸同学
36、作为本书大概1/3文章的最早编辑，真的为杨潇感到开心。其实我认为他在人物周刊写得最好的两
篇文章是昂山素季和《另一个国度》，因为是国际题材，都没有收录进来，还有埃及系列，哈佛来信
系列，都是媒体上少有的精品文章。这本书更多的是一个记录，记录杨潇这六年多在人物周刊的成长
，也可以从中看到成长的痕迹。走到今天，大家都不容易。年纪一大，一回首往事就会唏嘘不已啊。
37、感受比较深的是「逃离北京」、「蚁居」和「超女七年」，前两部有代入感，后一部⋯人若没有
实质性的进步，那么随着时光流逝的也就只有年纪了，而老本总将有被啃光的一日。。「1」对于愤
世嫉俗者而言，北川中学更像是一个名利场，一些人来到这里，走走猫步，换回资本⋯对于表面的痛
苦而言，心灵的创伤更难以愈合。「2」突然想起少了一个人，他要是有墓碑的话，我会想他就在那
里，我应该去和他说话，那么这就会成为我一生的阴影。「3」骂人可以，但要骂在点子上。对于同
一段历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的看法也许都是真实的。「4」一个领导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
授权，而绝不要恋权，不要威权，更不要滥权。2016.10.30-2016.11.06
38、特写。
39、文章的合集而已，读完有点失望。
40、感叹时光流逝，最后一篇公知的前世今生写得很好！
41、没看完，mark一记。以前几篇来看，是让人厌恶的所谓的非虚构写作。想象出的非虚构么？
42、特别是最后一篇《“公知”的前世今生》非常棒！#灯光球场见#
43、太沉重
44、好喜欢。真的可以说杨潇是中国的Peter Hessler。这书在豆瓣上看过的人这么少，真是心塞。
45、读完这本书是在今年春节，在老家硬板的床上。然后才发现我的世界观的形成真与这批南方系（
应该是吧？）的人大有相关==
46、好像也不过如此？
47、最初只是以为题材取巧。看到最后一篇服气了。
48、有控制有节制有质感。
49、总觉得是新闻作品集 
5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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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子弟》的笔记-第48页

        在他们那里，丧礼就是一个“拼崽”的面子活，不摆上几十桌请人吃上三天三夜再邀到几个地方
官员出厂不足以堵住旁人的嘴。厂矿子弟大约早在一波波不景气里耗尽了精力，无心也无力这样攀比
，他们学会了节制自己的感情和闲言碎语，一边抱怨人情味越来越淡，一边合力完成这个默契，给对
方，特别是给自己留好退路。

2、《子弟》的笔记-前言

           * 人们回顾起那些日子，把它称作中国新闻业的黄金N年，隐含着一种对往昔的追怀——我赶上
了一点“黄金”的尾巴，对于依靠独处才能聚集起能量的我来说，海螺沟的山路就是贝鲁特的小酒馆
，后来体制与新媒体先后降临，酒馆的、路上的人如梦方醒，四散而去，忘记了，他们也曾将一个故
事娓娓道来。
   * 这到底是晚期还是新时代？是一个隧道的入口还是出口？处处都是可疑的金科玉律，正适合张皇失
措的人。有时候我会觉得，人们也未必真的相信什么，只是在这变局中需要紧紧抓住点东西，才能说
服或者假装说服自己，他们身处的仍是那个易于理解的世界。就我自己来说，只希望继续写下去，写
自己感兴趣的题材，我不知道，可能也不那么在乎答案在哪里，但是故事之中自有宇宙，那里有古老
的回响，也有脆弱的灵魂。
   * 我想写作的一种动力正来自返乡，尤其是在这不可知的的年代，你需要不断返回地理上的、精神上
的，或许根本不曾存在的那个故乡、山路、酒馆、花园，然后在无数分叉小径里选择你的一条，用你
的方式，重新讲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

3、《子弟》的笔记-第236页

                        

4、《子弟》的笔记-240第四章公知的前世今生

                        

5、《子弟》的笔记-第240页

        现在人人都会用“道德绑架”这个词，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可是，在一个不够自由的社会，“
消极自由”之下，也有一条暗河通往“积极的不自由”——人们常常在安全的领域挥洒道德激情，却
在需要冒一些风险的时候太过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责任。

6、《子弟》的笔记-26第一章如今这里废墟丛生再没了鲜花

                        

7、《子弟》的笔记-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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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子弟》的笔记-第48页

        厂矿的子弟大约早就在一波波不景气里耗尽了精力，无心也无力这样攀比，他们学会了节制自己
的感情和闲言碎语，一边抱怨人情味越来越淡，一边合力完成这个默契，给对方、特别是自己留好退
路。

9、《子弟》的笔记-244第四章公知的前世今生

                        

10、《子弟》的笔记-39第一章如今这里废墟丛生再没了鲜花

                        

11、《子弟》的笔记-第45页

        从小到大，眼看着父母这一代人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间，在不如意与更不如意间挣扎，觉得“控制
”常常是人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来源，因此也就格外渴望自由，很难把自己的人生完全托付给谁，无论
它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位神灵。

12、《子弟》的笔记-第46页

        父亲去世时我在威尼斯，不知怎么换了三班飞机回到老家的，从威尼斯到汉堡的飞机上，我见人
就微笑，好像拼命地想要换回更多的微笑，又好像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不能自怜，也没资格自怜。

13、《子弟》的笔记-第45页

        从小到大，眼看着父母这代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间，在不如意与更不如意间挣扎，觉得“控制”常
常是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根源，因此也就格外地渴望自由，很难把自己的人生完全托付给谁，无论它是
一个集体，还是一位神灵。而岁月渐长，虽不认可，也开始有限度地配合这种控制与挣扎，平心静气
地不定期地当一个展品。

14、《子弟》的笔记-第198页

        对于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他有另外一种划分，为了帮助我理解，他一口气说出了3组对比：“主要
活在现实中的人”和“主要活在非现实中的人”；“一生只拥有一个世界的人”和“同时拥有多个世
界的人”；还有“感知不到他世界存在的人”和“能够感知到他世界存在的人”。我们一致同意，前
者是“成年人”，后者更像是“未成年人”。
问他，在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这个认为自己的世界观宇宙观在
小学五年级就定型了的人想了会儿，回答说，从来没有。“喜欢胡思乱想，思考一些对改变生活毫无
帮助的东西，可实际上你的生存压力也很大。”——他希望拥有比现在的80平米更大的住房，不然书
没地方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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