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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堆雪》

内容概要

《千堆雪》的主要内容是：人间恩怨,永无休止。身旁的挚爱亲朋，究竟是黑是白，是忠是奸。非到最
后的利益关头，不会亮出真面目。曾几何时，相亲相爱，如胶似漆；待到梦醒，芳知面目狰狞，如狼
似虎。《千堆雪》就为你揭示人性的善恶，是一部让人从新审视人生的小说，给你一次心灵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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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堆雪》

精彩短评

1、厲害吧，竟然看過....
2、不过是随手抽来的书，没想到有些古早了。香港人使用的语言总保存些古语的雅致倒是读得的。
一看便知作者是大公司混出来的有些公司人物关系写得蛮好的。
爱情方面，够拧巴。主要讲了一个超级富豪独生女找不到真爱还被世仇骗的故事。
还有香港是有多铜臭跟大陆一样的暴发户式唯富为贵，殊不知富贵二字富在先，然而贵才是上层啊。
也难怪书中的世家子弟都好生令人厌的。
3、从一开始就猜到结局。一般般，可以当连续剧看。
4、知道解决再看一本书是很窝火的事情。看着女主角一步一步走进骗局，很生气，问题呢，你还改
变不了结局。顺序是千堆雪、九重恩怨、当时已惘然
5、人不可貌相 水不可斗量
6、就冲着她是那啥啥财经女作家又看了一部，购于复旦大学附近谋二手书店，标价3元，哈哈哈
7、说是财经小说 其实还是新瓶装旧酒 曲折的爱情还是主角 亦或许是我这俗人关注的地方浪费了作者
的心力 不过不得不说 不是不好看的
8、商场言情的鼻祖吧
9、聪明女人的内心戏
10、　　作为一个喜欢看亦舒、张小娴作品的香港言情小说控，梁凤仪这个奇女子的名字多少会留下
印象。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高二在老师办公室，有个同名的女同学和老师聊天。其班主任（一个语文
老师）话，有凤来仪，这个名字太强了，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得了。然后，看似严肃的级长则笑说，
香港有个写小说的作家也叫梁凤仪，很厉害的，不信你回去查一查。
　　    果然，回去百度一下，梁凤仪的来头果然猛：香港著名财经作家、企业家，首开为香港家庭引
进菲佣之先河，成立“勤+缘”出版社，曾在香港，英美等地修度过文学、哲学、图书馆学及戏剧学
。以上内容当然是现在重搜百度所获，但我还依稀记得，当时还看过她一个访谈，她对商业发展和企
业管理都有自己一番见解。
　　    当时也马上翻过她的一部小说来看，可能是不合自己的口味，便弃读之。最近又在老师的台港
澳文学书单上重遇她的作品，于是就读完她的《千堆雪》。
　　    整体而言，《千堆雪》在语言风格上渗透着粤味，如“针不刺肉不知痛”、“ 眉头眼额”、“
跟红顶白”等俚语，读起来让人倍感熟悉。同时，它大量运用成语、四字词语，使文章文白相杂，有
韵味也有种江湖侠义之大气，略显用得过度、不当之嫌，比如说父亲“泪盈于睫”就给人别扭的感觉
。当然也有亦舒式的洞明世事的金句，不过相对较克制，收放自如，情爱描写较亦舒稍稍直露，但绝
对不是现在豪门小言的肉文。可能因为故事的叙述者是“我”，一个出身商界豪门的娇娇女，所以文
风在深沉复杂的豪门文中略带活泼骄纵之气，但即便对着身边最亲的人都透着高人一等、唯我独尊的
等级观念。
　　    简单地说，这个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是女主角江福慧据父亲江尚贤的遗愿，决定寻找并好好照
顾他的红颜知己；二是江福慧自己作为亿万资产的继承人寻觅自己的真爱的过程。第一条主线扯出父
亲背后三个有情有义的女人，继而揭露父亲烂桃花无数和商业上不够信义的真面目，完美父亲形象坍
塌，最后发现所谓的红颜知己原来就是与自己同龄的兰闺挚友。整个故事，前面几起波澜，但总算在
情理意料之中，最后5%的内容则像急坠悬崖，撕开男主角巨大的复仇阴谋，令女主人财两失、身心受
辱、悲痛割脉。全文以打满鸡血、宛如重生的女主的自省和重整河山的热血独白结束。
　　   对于全文的灵魂人物江福慧，作者既怜爱又批判，最后赋予她走向成熟的新生力量。
　　    女主角有一定的商业眼光和魄力，观察细致，对人对事留有戒心，但毕竟年轻气盛，又被情爱
冲昏头脑，终不免重重地摔了一跤。但她勇于承担，承担父亲留下的一滩滩情债，清醒后敢于承担责
任，鼓励自己重新振作，夺回失地。
　　    女主的缺点，作者曾借男主之口诉出，“愚蒙的是你自己，混淆敌友，且私心膨胀，你是彻头
彻尾的重色轻友。”、“江福慧，你怕寂寞，你怕人言，怕得要死！”，再如女主的自我反省，“正
如我一直以来犯过的错误，太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地曲解着对手的行动，老从一个健康而自己喜欢的
角度着眼，于是揣测错误，以致万劫不复。”、“我当然曾有轻率鲁莽骄横幼稚”。当然还有上文提
到的自我优越的身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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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堆雪》

　　     金钱、名声、地位、情爱、仇恨.......种种欲望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卷起千堆雪，蒙蔽人的双眼
，埋下终有一朝会破土而出的恩怨种子。似乎小说中的人物，就算是所谓的豪杰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
，上一代如江尚贤、瑞心姨姨、张佩芬，这一代的杜青云、陆湘灵、江福慧。又有几多人可以好似洗
尽铅华的湛晓兰从容雅静，又或者是不求多报、不望富贵的帼眉呢？
　　    故事戛然而止，但可以想象，将来日渐强大的江福慧必定有得有失，带着仇恨和算计的人生何
以酣畅淋漓？何以纯粹享受人间真情？女主为自己选了一条路，“不少人很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寻
借口，进行良知合法化，加强作奸犯科、赶尽杀绝的信心，正如我父亲，也正如陆湘灵与杜青云。将
来，也会正如我。”
　　    但由陆湘灵的刻画我们可以略略窥见女主并不幸福的将来：“她只是幽怨，如今坐在客人面前
，闲话几句，眉梢跟角仍飘出半丝悻悻然的狠意，脸上是的确多了一点不甘不忿不情不愿。”
　　    书中曾说，女子最重要的是福慧双修。但在千堆雪的麻醉下，哪有福慧并修的双全法？
　　
11、银行掌珠遭拆白党
12、全套都追 书有点发黄 名字不错 内容讲什么 忘记了 反正是财经 爱情 之类的故事
13、不够爱。
14、人民文学05
15、不好《我要活下去》好看，结局似乎没写完。
16、三部曲的第一部，女主被骗财骗身骗心了
17、与其头顶星空灿烂，不如旅途有人相伴。
18、好看
19、《千堆雪》翻了几十页看不下去了，跟LZ一样实在接受不了江福慧或是来自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
20、这感觉像看杜琪峰的PTU，黑夜之中，你总是置身真相之中，却永远看不清，摸不着。给故事四
星，女主三星。
21、【20】江福慧1
22、好短
23、不喜欢这个女主的设定，说实话甚至有些讨厌！
24、涉世未深的小女孩被伤害了
25、10-12
26、不合口味，女主父亲去世回港继承家业，在父亲的遗嘱里有一个需要她寻找的人，而父亲也想她
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宿，所以她就围着这两件事，慢慢的掉入了被人复仇的诡计中。这篇的女主在生活
和工作中有点不太聪明，谁都能看出的事她却步步都错，结尾的时候大跌的股票已经稳住她也从中得
到了教训。
纸制：很多错字，纸制又蒲又黄，特别老。
27、8分
28、言情啊小说~
29、　　其实，这里有很大是我自己的错：不该看作家全集。因为在家里休产假，大把的零碎时间，
就下载了几个流行作家的全集，这才发现，无论怎么样，多产作家的小说，是不能连着看的。以前曾
挺喜欢亦舒，可是几本下来，只看到里面通篇的牢骚，而且但凡书中人“轻轻地说”时，我就得缩起
肩膀，等待下面一句富有哲理而十分自恋的话。梁凤仪也是，刚看第一本的时候惊为天人，里面的人
物众多，情节布置，感觉起来朴素而真实，有些地方，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比如亲戚之间的摩擦，几
乎有《红楼梦》的风韵。
　　　　
　　可惜的是，因为觉得好，就一气看下去，然后才发现梁凤仪的书其实也是千篇一律，而且，似乎
总有点什么地方让我觉得她的小说很讨厌。
　　　　
　　也许是因为她总是写大家富户吧，天晓得我对作品的讨厌不是来自对书中人物的嫉妒呢？抱怨财
经小说里铜臭气重，不是自讨没趣么？
　　　　
　　正是这个原因，我总怀疑其实梁凤仪是个不错的作家，是她着意写的就是有缺陷的人，而人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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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堆雪》

画得太过真实，反而让人把他们当真人讨厌了。这当然是个比较善意的解释。
　　　　
　　而那个心胸狭窄的我，偷偷想的看法是，其实梁凤仪就是个比较俗气的作家。她只能写身边的人
物，虽然有一双勤奋的手，但委屈于狭隘的眼睛，使她只看到了身边的一种人。
　　　　
　　大概在梁凤仪小说里，像《千堆雪》，《九重恩怨》，《当时已惘然》这么充溢着势利和俗气的
，也不是很多吧。而听梁凤仪自序说，好像这几本销量居然不错。也许真的有很多人追逐富豪生活成
疯，甚至把自己当作貌美又多金的江福慧也未可知。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人物。其中，有一半是作者刻意制造的个性使然，而另一半
，则是作者的塑造失败。
　　　　
　　我觉得梁凤仪最大的败笔，就是她用了一贯喜欢的第一人称写这个故事。第一人称其实是一个相
当难以驾驭的笔法，稍微给自己的描写多了一点，立刻就让人觉得这人自大自恋，顿生反感。江福慧
已经自恋到了病态了，再用这种笔法写就更找人讨厌。你想想，有谁在说自己开车时“微扬着俏脸”
，或是形容自己童心一现，活泼可爱得让旁边男人恍然失神。作者也许觉得用第一人称可以让读者把
自己相像成江福慧，也许有些人会吧，可是江福慧的许多观点太让我反感，没可能融入。
　　　　
　　江福慧出身豪门（我看过梁凤仪的小说也有十几部了，好像只有一本是写普通小人物创业了，其
他无一不是富家子弟为主角的），不离口的是豪门子弟如何大气、如何潇洒。可是，她时时刻刻都在
列举着自己的富有，反而让人觉得这个大家子弟像个暴发户。一边傲然地说“我们的高贵是你相像不
出来的”，一边唠唠叨叨把所有事物和人的标价牌念给你听。连讲到老父的棺材都要提醒一句“值八
位数的”的人，是不是有点太计较价钱了？每一个人物出现，她都要把他们的身价列清楚，穷人家的
孩子一定是有自卑感的，富人家孩子有一大堆看似有趣实际很无聊的背景故事。也许作者以为读者爱
看这些近似小道消息的污浊事吧。当然，这其中大部分应该是第一人称惹的祸，如果不是由江福慧的
口中说出来，也许就不会觉得这都是她的看法，而不觉得是她势利了。（这个角色本身当然是势利的
，无论她自己多少次表白她的财富和道德水平都已经高高在上到不需要嫉妒别人、或者在意别人的看
法的程度，但我怀疑作者没必要用这种叙事手法把她的每个角度都弄得这么势利）。
　　　　
　　江福慧的人格缺陷，应该是作者故意刻画的，就是她比较自恋。自己的什么都是天大的，别人⋯
⋯这世界上有别人吗？只有笼统的“人民”是她假模假样地尊重的。而她不值得同情的地方，是她从
不悔改。三本书里，每本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然而她只把这当作生活的悲哀，哭天喊地地抱怨“为
什么给我如此金钱如此容貌却给我如此悲惨的境遇”，而从没想过正是自己的自私和任性造成了这些
结局。我甚至怀疑她根本就没有恋爱过，她只是喜欢被男人宠着的感觉。当然这也许比较合理，因为
她自己也说被父亲宠坏了。我现在越来越发现，父母能给孩子的最好教育，就是如何爱自己和爱别人
。只一味地宠，只会让孩子以为别人爱她就是对她百依百顺。
　　　　
　　江福慧以为杜青云爱她，其实杜青云只是表面百依百顺而已，后来江福慧被骗，没有想过是自己
扭曲的人生观使得自己以为爱上杜青云因而受骗，而是一味骂杜青云欺骗妇孺。一部电影里的男主人
公（恰好也是男妓）说过，每个女人的爱情都是她心底下希望的。换言之，就是每个女人的爱情都是
她应得的。你心底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是书生，武士，帅哥，还是可靠的平凡人，都会左右你对待身
边男士的态度。江福慧固执地寻找既能与她身家相仿（因为她认为身家不够的人只想往上爬，而且有
自卑感，小家子气），又人才兼得的，这基本上就没有给世上百分之99.9%的男性半点机会，而江福
慧不给你机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你讽刺得体无完肤，再据于千里之外，所以除了想行骗的杜青云
，这世上哪里还有别人肯来？因此，这个故事以悲剧结尾，悲剧不是江福慧被骗，是她被骗之后完全
没有醒悟，第二部开篇依旧怨天尤人，巴不得全世界都给她下跪赔礼，只因她所受的欺骗天下独一无
二，再没有人比她更苦大仇深。
　　　　
　　第二部出现了又对她百依百顺的邱仿尧，这一个比较好，是真正的神仙下凡，家世人才都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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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堆雪》

本人居然还善良。邱仿尧的造型其实比较苍白，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主要是为了让江福慧报复杜
青云而失去邱仿尧时，失去的是个天大的价值而已。这一部的结局更明白，江福慧的任性与偏狭，再
次让她惨败。还是那句话，女人的爱情是她应得的，这不是说报应，而是说，江福慧心底里，根本就
没有爱过。对杜青云的恨，对她来说远远大于她对邱仿尧的爱。而她说到底恐怕对杜青云的都不是恨
，她恨的是自己怎么会马失前蹄，如此冰雪聪明、高高在上的荷花让那么个底层的淤泥给骗了。总之
，放弃邱仿尧是她自己的决定，无论她怎么哭诉“不能自己”都只是说辞。真正的结果正是她心底最
想要的。
　　　　
　　第三部里江福慧见到了婚后的邱仿尧，邱仿尧居然把结发两年的妻子抛开，跟她藕断丝连，又复
合了。这个让我实在不是很能接受，就算葛懿德是邱仿尧的第二选择，总也是他的选择啊，一日夫妻
还百日恩呢，何况是两个本性善良而又有心相处的人，还已经结婚两年？粱凤仪对婚外情的观念一向
比较传统（是“一个茶壶配多个茶杯”的那种传统），可就连她年龄应该也足够大到明白，一段短时
间的热恋跟长时间的相处是不同的。恋爱时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示人，但生活在一起时，是好的坏的
一起来，谁没有因为外界事情烦心的时候，只有互相容忍、体谅和理解之后，你才会明白这份感情有
多深，与之相比，再浓烈的旧爱也只是颜色重一点的记忆罢了，根本不是一个量极。当然，前提是两
个本性善良而有心相处的人，如果两年来只是吵架，大概用不着见江福慧，他们也就准备离婚了。所
以，我看这本的时候，一直以为邱仿尧是一时迷惑，最后还是会回到葛懿德身边的。让邱仿尧死掉，
而且死前信誓旦旦说爱江福慧，甚至花了最后力气告诉她自己弟弟对她的爱恋（暗示以后江福慧还是
找到很好归宿），连提也没提妻子，就太莫名其妙了。这是个多么无情的人啊。
　　　　
　　《当时已惘然》大概是作者为江福慧修改了结局吧，很多不太合情理的地方。江福慧盖了个大楼
居然会塌（自己盖楼不先测好地基水位，即使地基是政府需要加固的，也得等政府做完了才建吧，匆
匆忙忙盖完了，倒了，又怪政府不勤力。－－真是学商的人，不相信土木工程，只相信推卸责任），
而且塌了之后居然还能活下来（依山盖的楼，侧面防水墙不牢，导致泥水冲弱地基，应该是大楼侧着
倒下来，而不是自己内部碎成一坨吧。－－当然要是大楼侧倒，住顶楼的江福慧和邱仿尧先掉出来，
恐怕就没机会互诉衷肠了。可是直塌下来也不对，这是大厦，不是三层小木楼，911的大楼塌下来是什
么样子，相信所有人都看见过，能有人生还吗？)江福慧发善心对葛懿德说谎，说邱仿尧的遗言是最爱
小葛，但是转身又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三部书出版(这是书中情节)，一方面违背了她自己屡次说的“真
正的豪门绝不招摇”，另一方面，她又忽然不在乎小葛看了得多伤心了？
　　　　
　　本来就缺乏善良的心地，江福慧除了赚钱和计算人际关系（这是书里明白指出的）之外又没有别
的爱好。天晓得那些人爱她是不是只迷恋她的外貌及她身份与金钱所带来的特权。亦舒笔下的人物，
好歹还是有些灵性与个性的。粱凤仪的女主角，再受过高等教育，也一样不讲究这些（最贵的东西才
是品味最高的－－江福慧对惘然纤的评论是“高雅绝伦”，《花帜》里用黄金浴缸的女主角完全不关
心室内装修，她坚信最高级的设计师最精心的设计必然也能让她最满意），没有个性的生活，枯燥流
俗是自然的。
　　　　
　　还有一点，也是我看了许多粱凤仪小说觉得最失望的。作者津津有味地描述豪门生活如何劳民伤
财，或是富豪如何享受强权，最后一句，“然，世事就是如此”，一句话给你堵住，似乎是想说作为
作者我明白他们人格行为过于激烈（我不是盲目崇拜他们的哦），但是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无
疑是完全来自作者生活的体验，只是可叹这些人，明明有偷天换日的能力，却只肯站在自己的圈子里
，喜孜孜地检验自己的成绩而没有升华。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是不配作小说的主角的。一本书写富
豪生活是可以的，毕竟还算独树一帜，但是每本里都是这样的人，再多少悲欢离合，都让人觉得这群
俗物不值得我关心。
　　　　
　　而这些人的本质，粱凤仪小说里通过一个人物的嘴，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凭着超人的头脑和胆识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能赚钱是本事，钱赚得越多才是越本事，我们享受也是应该的，更何况我们还
捐了很多给慈善机构，因此造福了多少人啊。话这么说倒是够霸道的，而且似乎也不能算错。不过，
在我看，数完了钱，拿些找头抛给慈善机构，然后穿得漂漂亮亮地去参加慈善晚会的，只能算为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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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和心理平衡而捐钱，说穿了就是为自己捐钱。
　　　　
　　真正的捐款应该是为别人。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小生意人在一群超级富豪那里，演示自己
的公司和产品，寻求投资和合伙人。一个人在非洲做胶鞋，用西方的新颖设计，当地的材料和人工。
其中一个富豪就说了，你的成本太高了，我把你的设计拿到中国去，花一半的成本就能造出质量更高
的鞋，然后咱们把多赚的钱再捐给非洲不更好吗？那个做鞋笑了，他的本意就是让非洲的人能自己赚
来这些钱，而不是捐给他们这些钱。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心想用自己的头脑和热情，帮助别人的人
。如果他能取得成果，那才是最有本事的人。毕竟大家都是人类，都住同一个地球，互相帮助才是最
自然最简单的事情。商人喜欢计较得失，政客爱划分区域，但作为重视人的本性的作家，是不应该推
崇这些的。无论粱凤仪在文章里说多少个“然”，多少次为自己描画中庸观点，我觉得她都是一个推
崇金钱与权力的人。
　　
　　还是那句话，写小说貌似只是一个作者在给你讲别人的故事，但它才最能暴露作者内心最深处的
信念。一个作家是什么样的人，看他的作品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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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一个喜欢看亦舒、张小娴作品的香港言情小说控，梁凤仪这个奇女子的名字多少会留下印象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高二在老师办公室，有个同名的女同学和老师聊天。其班主任（一个语文老师
）话，有凤来仪，这个名字太强了，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得了。然后，看似严肃的级长则笑说，香港
有个写小说的作家也叫梁凤仪，很厉害的，不信你回去查一查。果然，回去百度一下，梁凤仪的来头
果然猛：香港著名财经作家、企业家，首开为香港家庭引进菲佣之先河，成立“勤+缘”出版社，曾
在香港，英美等地修度过文学、哲学、图书馆学及戏剧学。以上内容当然是现在重搜百度所获，但我
还依稀记得，当时还看过她一个访谈，她对商业发展和企业管理都有自己一番见解。当时也马上翻过
她的一部小说来看，可能是不合自己的口味，便弃读之。最近又在老师的台港澳文学书单上重遇她的
作品，于是就读完她的《千堆雪》。整体而言，《千堆雪》在语言风格上渗透着粤味，如“针不刺肉
不知痛”、“ 眉头眼额”、“跟红顶白”等俚语，读起来让人倍感熟悉。同时，它大量运用成语、四
字词语，使文章文白相杂，有韵味也有种江湖侠义之大气，略显用得过度、不当之嫌，比如说父亲“
泪盈于睫”就给人别扭的感觉。当然也有亦舒式的洞明世事的金句，不过相对较克制，收放自如，情
爱描写较亦舒稍稍直露，但绝对不是现在豪门小言的肉文。可能因为故事的叙述者是“我”，一个出
身商界豪门的娇娇女，所以文风在深沉复杂的豪门文中略带活泼骄纵之气，但即便对着身边最亲的人
都透着高人一等、唯我独尊的等级观念。简单地说，这个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是女主角江福慧据父亲
江尚贤的遗愿，决定寻找并好好照顾他的红颜知己；二是江福慧自己作为亿万资产的继承人寻觅自己
的真爱的过程。第一条主线扯出父亲背后三个有情有义的女人，继而揭露父亲烂桃花无数和商业上不
够信义的真面目，完美父亲形象坍塌，最后发现所谓的红颜知己原来就是与自己同龄的兰闺挚友。整
个故事，前面几起波澜，但总算在情理意料之中，最后5%的内容则像急坠悬崖，撕开男主角巨大的复
仇阴谋，令女主人财两失、身心受辱、悲痛割脉。全文以打满鸡血、宛如重生的女主的自省和重整河
山的热血独白结束。对于全文的灵魂人物江福慧，作者既怜爱又批判，最后赋予她走向成熟的新生力
量。女主角有一定的商业眼光和魄力，观察细致，对人对事留有戒心，但毕竟年轻气盛，又被情爱冲
昏头脑，终不免重重地摔了一跤。但她勇于承担，承担父亲留下的一滩滩情债，清醒后敢于承担责任
，鼓励自己重新振作，夺回失地。女主的缺点，作者曾借男主之口诉出，“愚蒙的是你自己，混淆敌
友，且私心膨胀，你是彻头彻尾的重色轻友。”、“江福慧，你怕寂寞，你怕人言，怕得要死！”，
再如女主的自我反省，“正如我一直以来犯过的错误，太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地曲解着对手的行动，
老从一个健康而自己喜欢的角度着眼，于是揣测错误，以致万劫不复。”、“我当然曾有轻率鲁莽骄
横幼稚”。当然还有上文提到的自我优越的身份观念。金钱、名声、地位、情爱、仇恨.......种种欲望
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卷起千堆雪，蒙蔽人的双眼，埋下终有一朝会破土而出的恩怨种子。似乎小说中
的人物，就算是所谓的豪杰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上一代如江尚贤、瑞心姨姨、张佩芬，这一代的杜
青云、陆湘灵、江福慧。又有几多人可以好似洗尽铅华的湛晓兰从容雅静，又或者是不求多报、不望
富贵的帼眉呢？故事戛然而止，但可以想象，将来日渐强大的江福慧必定有得有失，带着仇恨和算计
的人生何以酣畅淋漓？何以纯粹享受人间真情？女主为自己选了一条路，“不少人很会为自己的所作
所为找寻借口，进行良知合法化，加强作奸犯科、赶尽杀绝的信心，正如我父亲，也正如陆湘灵与杜
青云。将来，也会正如我。”但由陆湘灵的刻画我们可以略略窥见女主并不幸福的将来：“她只是幽
怨，如今坐在客人面前，闲话几句，眉梢跟角仍飘出半丝悻悻然的狠意，脸上是的确多了一点不甘不
忿不情不愿。”书中曾说，女子最重要的是福慧双修。但在千堆雪的麻醉下，哪有福慧并修的双全法
？
2、其实，这里有很大是我自己的错：不该看作家全集。因为在家里休产假，大把的零碎时间，就下
载了几个流行作家的全集，这才发现，无论怎么样，多产作家的小说，是不能连着看的。以前曾挺喜
欢亦舒，可是几本下来，只看到里面通篇的牢骚，而且但凡书中人“轻轻地说”时，我就得缩起肩膀
，等待下面一句富有哲理而十分自恋的话。梁凤仪也是，刚看第一本的时候惊为天人，里面的人物众
多，情节布置，感觉起来朴素而真实，有些地方，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比如亲戚之间的摩擦，几乎有
《红楼梦》的风韵。　　可惜的是，因为觉得好，就一气看下去，然后才发现梁凤仪的书其实也是千
篇一律，而且，似乎总有点什么地方让我觉得她的小说很讨厌。　　也许是因为她总是写大家富户吧
，天晓得我对作品的讨厌不是来自对书中人物的嫉妒呢？抱怨财经小说里铜臭气重，不是自讨没趣么
？　　正是这个原因，我总怀疑其实梁凤仪是个不错的作家，是她着意写的就是有缺陷的人，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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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得太过真实，反而让人把他们当真人讨厌了。这当然是个比较善意的解释。　　而那个心胸狭窄
的我，偷偷想的看法是，其实梁凤仪就是个比较俗气的作家。她只能写身边的人物，虽然有一双勤奋
的手，但委屈于狭隘的眼睛，使她只看到了身边的一种人。　　大概在梁凤仪小说里，像《千堆雪》
，《九重恩怨》，《当时已惘然》这么充溢着势利和俗气的，也不是很多吧。而听梁凤仪自序说，好
像这几本销量居然不错。也许真的有很多人追逐富豪生活成疯，甚至把自己当作貌美又多金的江福慧
也未可知。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人物。其中，有一半是作者刻意制造的个性使然
，而另一半，则是作者的塑造失败。　　我觉得梁凤仪最大的败笔，就是她用了一贯喜欢的第一人称
写这个故事。第一人称其实是一个相当难以驾驭的笔法，稍微给自己的描写多了一点，立刻就让人觉
得这人自大自恋，顿生反感。江福慧已经自恋到了病态了，再用这种笔法写就更找人讨厌。你想想，
有谁在说自己开车时“微扬着俏脸”，或是形容自己童心一现，活泼可爱得让旁边男人恍然失神。作
者也许觉得用第一人称可以让读者把自己相像成江福慧，也许有些人会吧，可是江福慧的许多观点太
让我反感，没可能融入。　　江福慧出身豪门（我看过梁凤仪的小说也有十几部了，好像只有一本是
写普通小人物创业了，其他无一不是富家子弟为主角的），不离口的是豪门子弟如何大气、如何潇洒
。可是，她时时刻刻都在列举着自己的富有，反而让人觉得这个大家子弟像个暴发户。一边傲然地说
“我们的高贵是你相像不出来的”，一边唠唠叨叨把所有事物和人的标价牌念给你听。连讲到老父的
棺材都要提醒一句“值八位数的”的人，是不是有点太计较价钱了？每一个人物出现，她都要把他们
的身价列清楚，穷人家的孩子一定是有自卑感的，富人家孩子有一大堆看似有趣实际很无聊的背景故
事。也许作者以为读者爱看这些近似小道消息的污浊事吧。当然，这其中大部分应该是第一人称惹的
祸，如果不是由江福慧的口中说出来，也许就不会觉得这都是她的看法，而不觉得是她势利了。（这
个角色本身当然是势利的，无论她自己多少次表白她的财富和道德水平都已经高高在上到不需要嫉妒
别人、或者在意别人的看法的程度，但我怀疑作者没必要用这种叙事手法把她的每个角度都弄得这么
势利）。　　江福慧的人格缺陷，应该是作者故意刻画的，就是她比较自恋。自己的什么都是天大的
，别人⋯⋯这世界上有别人吗？只有笼统的“人民”是她假模假样地尊重的。而她不值得同情的地方
，是她从不悔改。三本书里，每本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然而她只把这当作生活的悲哀，哭天喊地地
抱怨“为什么给我如此金钱如此容貌却给我如此悲惨的境遇”，而从没想过正是自己的自私和任性造
成了这些结局。我甚至怀疑她根本就没有恋爱过，她只是喜欢被男人宠着的感觉。当然这也许比较合
理，因为她自己也说被父亲宠坏了。我现在越来越发现，父母能给孩子的最好教育，就是如何爱自己
和爱别人。只一味地宠，只会让孩子以为别人爱她就是对她百依百顺。　　江福慧以为杜青云爱她，
其实杜青云只是表面百依百顺而已，后来江福慧被骗，没有想过是自己扭曲的人生观使得自己以为爱
上杜青云因而受骗，而是一味骂杜青云欺骗妇孺。一部电影里的男主人公（恰好也是男妓）说过，每
个女人的爱情都是她心底下希望的。换言之，就是每个女人的爱情都是她应得的。你心底真正喜欢的
是什么，是书生，武士，帅哥，还是可靠的平凡人，都会左右你对待身边男士的态度。江福慧固执地
寻找既能与她身家相仿（因为她认为身家不够的人只想往上爬，而且有自卑感，小家子气），又人才
兼得的，这基本上就没有给世上百分之99.9%的男性半点机会，而江福慧不给你机会的时候，基本上
就是把你讽刺得体无完肤，再据于千里之外，所以除了想行骗的杜青云，这世上哪里还有别人肯来？
因此，这个故事以悲剧结尾，悲剧不是江福慧被骗，是她被骗之后完全没有醒悟，第二部开篇依旧怨
天尤人，巴不得全世界都给她下跪赔礼，只因她所受的欺骗天下独一无二，再没有人比她更苦大仇深
。　　第二部出现了又对她百依百顺的邱仿尧，这一个比较好，是真正的神仙下凡，家世人才都好，
而本人居然还善良。邱仿尧的造型其实比较苍白，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主要是为了让江福慧报复
杜青云而失去邱仿尧时，失去的是个天大的价值而已。这一部的结局更明白，江福慧的任性与偏狭，
再次让她惨败。还是那句话，女人的爱情是她应得的，这不是说报应，而是说，江福慧心底里，根本
就没有爱过。对杜青云的恨，对她来说远远大于她对邱仿尧的爱。而她说到底恐怕对杜青云的都不是
恨，她恨的是自己怎么会马失前蹄，如此冰雪聪明、高高在上的荷花让那么个底层的淤泥给骗了。总
之，放弃邱仿尧是她自己的决定，无论她怎么哭诉“不能自己”都只是说辞。真正的结果正是她心底
最想要的。　　第三部里江福慧见到了婚后的邱仿尧，邱仿尧居然把结发两年的妻子抛开，跟她藕断
丝连，又复合了。这个让我实在不是很能接受，就算葛懿德是邱仿尧的第二选择，总也是他的选择啊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是两个本性善良而又有心相处的人，还已经结婚两年？粱凤仪对婚外情
的观念一向比较传统（是“一个茶壶配多个茶杯”的那种传统），可就连她年龄应该也足够大到明白
，一段短时间的热恋跟长时间的相处是不同的。恋爱时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示人，但生活在一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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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的坏的一起来，谁没有因为外界事情烦心的时候，只有互相容忍、体谅和理解之后，你才会明白
这份感情有多深，与之相比，再浓烈的旧爱也只是颜色重一点的记忆罢了，根本不是一个量极。当然
，前提是两个本性善良而有心相处的人，如果两年来只是吵架，大概用不着见江福慧，他们也就准备
离婚了。所以，我看这本的时候，一直以为邱仿尧是一时迷惑，最后还是会回到葛懿德身边的。让邱
仿尧死掉，而且死前信誓旦旦说爱江福慧，甚至花了最后力气告诉她自己弟弟对她的爱恋（暗示以后
江福慧还是找到很好归宿），连提也没提妻子，就太莫名其妙了。这是个多么无情的人啊。　　《当
时已惘然》大概是作者为江福慧修改了结局吧，很多不太合情理的地方。江福慧盖了个大楼居然会塌
（自己盖楼不先测好地基水位，即使地基是政府需要加固的，也得等政府做完了才建吧，匆匆忙忙盖
完了，倒了，又怪政府不勤力。－－真是学商的人，不相信土木工程，只相信推卸责任），而且塌了
之后居然还能活下来（依山盖的楼，侧面防水墙不牢，导致泥水冲弱地基，应该是大楼侧着倒下来，
而不是自己内部碎成一坨吧。－－当然要是大楼侧倒，住顶楼的江福慧和邱仿尧先掉出来，恐怕就没
机会互诉衷肠了。可是直塌下来也不对，这是大厦，不是三层小木楼，911的大楼塌下来是什么样子，
相信所有人都看见过，能有人生还吗？)江福慧发善心对葛懿德说谎，说邱仿尧的遗言是最爱小葛，但
是转身又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三部书出版(这是书中情节)，一方面违背了她自己屡次说的“真正的豪门
绝不招摇”，另一方面，她又忽然不在乎小葛看了得多伤心了？　　本来就缺乏善良的心地，江福慧
除了赚钱和计算人际关系（这是书里明白指出的）之外又没有别的爱好。天晓得那些人爱她是不是只
迷恋她的外貌及她身份与金钱所带来的特权。亦舒笔下的人物，好歹还是有些灵性与个性的。粱凤仪
的女主角，再受过高等教育，也一样不讲究这些（最贵的东西才是品味最高的－－江福慧对惘然纤的
评论是“高雅绝伦”，《花帜》里用黄金浴缸的女主角完全不关心室内装修，她坚信最高级的设计师
最精心的设计必然也能让她最满意），没有个性的生活，枯燥流俗是自然的。　　还有一点，也是我
看了许多粱凤仪小说觉得最失望的。作者津津有味地描述豪门生活如何劳民伤财，或是富豪如何享受
强权，最后一句，“然，世事就是如此”，一句话给你堵住，似乎是想说作为作者我明白他们人格行
为过于激烈（我不是盲目崇拜他们的哦），但是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无疑是完全来自作者生活
的体验，只是可叹这些人，明明有偷天换日的能力，却只肯站在自己的圈子里，喜孜孜地检验自己的
成绩而没有升华。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是不配作小说的主角的。一本书写富豪生活是可以的，毕竟
还算独树一帜，但是每本里都是这样的人，再多少悲欢离合，都让人觉得这群俗物不值得我关心。　
　而这些人的本质，粱凤仪小说里通过一个人物的嘴，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凭着超人的头脑和胆识，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能赚钱是本事，钱赚得越多才是越本事，我们享受也是应该的，更何况我们还捐
了很多给慈善机构，因此造福了多少人啊。话这么说倒是够霸道的，而且似乎也不能算错。不过，在
我看，数完了钱，拿些找头抛给慈善机构，然后穿得漂漂亮亮地去参加慈善晚会的，只能算为了减税
和心理平衡而捐钱，说穿了就是为自己捐钱。　　真正的捐款应该是为别人。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
目，小生意人在一群超级富豪那里，演示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寻求投资和合伙人。一个人在非洲做胶
鞋，用西方的新颖设计，当地的材料和人工。其中一个富豪就说了，你的成本太高了，我把你的设计
拿到中国去，花一半的成本就能造出质量更高的鞋，然后咱们把多赚的钱再捐给非洲不更好吗？那个
做鞋笑了，他的本意就是让非洲的人能自己赚来这些钱，而不是捐给他们这些钱。我认为，这才是一
个真心想用自己的头脑和热情，帮助别人的人。如果他能取得成果，那才是最有本事的人。毕竟大家
都是人类，都住同一个地球，互相帮助才是最自然最简单的事情。商人喜欢计较得失，政客爱划分区
域，但作为重视人的本性的作家，是不应该推崇这些的。无论粱凤仪在文章里说多少个“然”，多少
次为自己描画中庸观点，我觉得她都是一个推崇金钱与权力的人。还是那句话，写小说貌似只是一个
作者在给你讲别人的故事，但它才最能暴露作者内心最深处的信念。一个作家是什么样的人，看他的
作品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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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千堆雪》的笔记-第21页

        世上唯一挚爱的亲人，撒手尘寰，哪有不悲痛之理！

然，父亲遗训：

“人海江湖的第一招，英雄有泪不轻弹。”

故此，我从小接受培训，有任何不如意事，只能在自己房间，关起门来哭个

够。一脚踏入客厅，父亲严格规定，务必气定神闹，神采飞扬。

他爱我，却从不纵容。

在客厅尚且要笑脸迎人，何况在会议室内。身为头头，天塌下来，岂但不得

惊叫，还要火速照顾周围人等，安定大局，怎能自乱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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