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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渔佬儿》

内容概要

刊于《小说月报》1983年第6期，后《当代》1983年第2期转载，是中国当代作家李杭育的代表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崛起于当代文坛，李杭育的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是其代表作
之一。评论家从两方面赞许其成就：其一，该作以古拙、粗犷、硬朗的笔触描绘葛川江边行将消失的
宁静和谐的民俗民风和文化形态；其二，作者以无限同情和感伤的笔调谱写一曲时代落伍者的“挽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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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渔佬儿》

作者简介

李杭育(1957.7—) 男，1957年生，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作家。80年代专注写作，“寻根派
”代表人物，全国短篇优秀小说奖获得者；90年代从事纪录片创作，大量作品发表于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0年开始研究古典音乐和电影，著有《唱片经典》&《电影语言》；2008年开始转型油画，颜色大
胆跳跃，探索生命秘密，在上海与杭州等地开设个人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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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渔佬儿》

书籍目录

葛川江上人家
最后一个渔佬儿
沙灶遗风
人间一隅
珊瑚沙的弄潮儿
船长
土地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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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渔佬儿》

精彩短评

1、专业所迫，短篇小说比较容易看下去。
2、怎么说呢。就是很好。
3、80年代，寻根文学开创人物，余华等都受其影响。现在投身艺术，专注油画，我最敬重的文学导师
。
4、《最后一个渔佬儿》，葛川江上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贫穷但一直坚守着自己干了大半辈子熟悉
的打渔行业，不肯转行。本有一个多年的老相好阿七，但因为无法忍受福奎的贫穷而离开了他，但阿
七为福奎考虑，给福奎牵线希望他抓住机会（请吃鲥鱼）巴结大贵（社管会委员，也是福奎的表外甥
）去公社味精厂顶替自己打杂的活儿，但福奎因为被大贵敲过竹杠所以宁肯将鲥鱼喂猫也不愿意给大
贵吃，他仍然选择在江上打渔为生，或许直到死去。评论家从两方面赞许其成就：其一，该作以古拙
、粗犷、硬朗的笔触描绘葛川江边行将消失的宁静和谐的民俗民风和文化形态；其二，作者以无限同
情和感伤的笔调谱写一曲时代落伍者的“挽歌”。
5、我太激动了。以为在豆瓣找不到呢。
6、李杭育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25-27岁作品集。虽然在《我的1984年》中作者一再强调所谓'寻根"
只是“另起炉灶”，和种种被评论界和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下引导的思潮区别开来，作者对社会-变化-
人性的把握，早早超出了很多老作家的理解。我还是愿意这样理解，把对自然（包括人的自然）的爱
与忠诚，置于“根”的范畴内。
7、喜欢，寻根文学
8、对未来有盼望，对过去会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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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渔佬儿》

精彩书评

1、时代在前进，时间在推移，葛江天上的太阳起起落落，葛江边上的茅草房也变成了一幢幢的砖瓦
房，两岸的街灯也亮了起来。。。一切都在变化着，江上的人都陆陆续续地上了岸，渔船也都横七竖
八的躺在河埠头的桩子边上，只有福奎还在葛江上，用着滚钓钓着他的鱼——可是江里的鱼也一年比
一年少了。。。福奎就是这最后的渔佬儿了看福奎，再看这葛江边上的其他人的行为，我们不禁要问
，孰对孰错？是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题，我们知道，时代是在进步的，我们都要紧随时代的步
伐；可是我们不禁有想，这个时代的进步，让我们丢失的是什么？当所有的传统都只剩下最后一个的
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前进或坚守这个时代告诉我们，时间就是金钱，一瞬间会有很多的变化，每
个人的时间都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不进则退。是的福奎有很好的技艺去捕鱼，可是，没有鱼
了——被污染了的江里还能有多少鱼能生存呢？——再好的技术也没用了。福奎的坚守，给不了他自
己吃的，穿的，住的。给不了阿七想要的幸福。从这点来说，我们都需要进步，都需要跟上时代的步
伐。这个世界再也不是福奎曾经撒一个滚钓下去就能上来百八十斤鱼的年代了，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
物质的时代，尽管《最后一个渔佬儿》里没有纸醉金迷的场景，没有喧哗世界的描写，但在这些朴实
却真实的文字中，我们看见了这个真实的世界——没有钱的人什么都没有。福奎没有房子，没有票子
，没有女人，五十多岁了仍是老光棍一个。阿七离开了福奎，我们要说阿七不好吗？她也曾尽心尽力
地帮着福奎，可是，福奎的不愿改变，让她的年华日益老去，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不过是要一个
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即使不是官法，总还有别人，但肯定不是住在茅草屋的福奎——或许我们要
说她物质，可是她是真实的，不仅仅是小说里，更多的现实中的人也是这样的。我们要说大贵不好吗
？他很狡诈不是吗？他用一副半新的滚钓从福奎那里敲诈了十条大鲤鱼。可是，我们也看见了，他是
很早开始承包鱼塘开始养鱼的人，有了房买了拖拉机，最终甚至福奎也要去求他才能进工厂。他代表
着的就是那批最先开始改革开始致富的人，或许他们多多少少有些贪婪，可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
真实，他们的眼界，紧跟时代的步伐。是的，这就是我们进步后的社会，一个充满着浮夸，充满着物
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容不下福奎这样的人的，他只能在他自己小小的船上，一次又一次的用着传
统的方法捕着鱼。或许，福奎是对的，他没有被这个物欲的社会所感染他所坚持的或许就是我们中华
民族最后的传统，在多年以后，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只能在博物馆中看见，所有的传统都渐渐地消失殆
尽。。。。然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曾经拥有过的。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感慨，当下的人都只是一味
的往前走，而忘了停下脚步，回头看看。我想，是的，我们再回头的时候，怕是福奎也已经不再江里
了。时间过去了，最后一个渔佬儿也会消失的福奎的象征，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象征，五四时期的批
林批孔，文革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曾一度让我们失去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文化开放了，我们又
可以自由的去看这些书的时候，我们，还会去看吗？或许我们中有很多人的英语很好，有人会说日语
，法语，德语等等，能把这些语法说的头头是道，可是，我们还有多少人能读的懂真正的古代文学，
有多少人看得懂咱们自己的诗书礼义？是的，福奎坚守了，他用自己的行动坚守着渔佬儿的做法，只
打鱼不养鱼，不撒网捕小鱼。。。这都是渔佬儿的规矩，这些规矩里，我们看到了的是人和自然的和
谐相处，看到的是我们祖先们的智慧，可是，就是这些规矩，有的人完全离了它，有的人再也记不得
它了。。。小说的最后一句“不过，从前的很多规矩现在都不管用了”看了，让人心酸，渔人的智慧
也就这么没了，这几千年来的积淀，在现代化的步伐中被遗弃了，究竟是时间是人遗忘，还是人遗忘
了时间？福奎想“他情愿死在船上，死在这条像个娇媚的小荡妇似的迷住了他的大江里。死在岸上，
他会很丢脸的，因为他不能像别的死鬼那样住进那种开着窗户让死鬼透气的小屋子。他会被埋到地底
下去，埋他的人会用铁锹把坟堆上的土拍得很结实，叫他透不上气来。而死在江里，就跟睡在那荡妇
的怀里一般，他没啥可抱屈的了”或许他的比喻是那么的粗俗，但却是他最真实的感受，在岸上死，
或许他可以拥有“是一座座齐腰高的青砖小屋，盖着瓦片，还开了小窗，考究得叫活人都羡慕”的坟
地，可是，那不是他自在，只叫他憋闷，而他在江上一辈子，死在江上等于死在自己的地方。他是最
后一个渔佬儿了，他死了，这世上的鱼也就“死了”；他死了，再也没人会用着滚钩来钩鱼了，；他
死了，这些也就失传了。。。究竟是前进还是坚守？是坚守着让自己陷入这世界的包围，还是前进这
丧失自己的历史？我想，终有一天会有人来深思，来找到这一条路，在前进的路上，让人还记得自己
来时的路，还记得自己曾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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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渔佬儿》

章节试读

1、《最后一个渔佬儿》的笔记-全书

        最后一个渔佬儿-李育杭
2011-11-02 09:31:21
那日子过得真舒坦，江里有鱼，壶里有酒，船里的板铺上还有个大奶子大屁股的小媳妇，连她大声骂
娘他都觉着甜溜溜的。那才叫过日子呢
2011-11-02 09:34:13
他俩之间没啥生意上的来往，特别是阿七插了一杠子，从他的窝里爬到了官法的床上，弄得老哥俩见
了面彼此都很不自在。官法像是有点歉意，他则觉着自己矮了一截。就这样，他俩渐渐疏远了。
2011-11-02 09:36:13
对葛川江上的渔佬儿来说，钓这种 小不点儿的鸡毛鱼，就像没本事的狗偷自家窝旁的绒毛小鸡填肚皮
，实在是很丢脸的。
2011-11-02 11:05:23
夏夜的葛川江很像一个浑身穿戴得珠光宝气的少妇。
2011-11-02 11:08:29
他想，要是死的时候也能这么安安稳稳地躺着，那就好了。他情愿死在船上，死在这条像个娇媚的小
荡妇似迷住了他的大江里。死在岸上，他会很丢脸的，因为他不能像别的死鬼那样住进那种开着窗户
让死鬼透气的小屋子；他会被埋到地底下去，埋他的人会用铁锹把坟堆上的土拍得很结实，叫他透不
上气来。而死在江里，就跟睡在那荡妇怀里一般，他没啥可抱屈的了
2011-11-02 11:08:48
从前，“喂鱼”这个词是渔佬儿的耻辱。不过，从前的好多规矩眼下都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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