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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些人》

内容概要

本书是诗人芒克的随笔集，回忆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结识交往的朋友们，有诗人、作家、画家、评论
家、电影导演等。笔触中充满了诗人的率直天真和对生活由衷的热爱，文字朴野纯真。一篇篇的怀人
文章所透出的格调和情趣令人想起《世说新语》，那是一个讲究个人魅力的独特世界，自由自在，人
性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芒克和他的朋友们就是这样的狂狷者。全书以真挚的感悟刻画出当代的
“魏晋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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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些人》

作者简介

芒克，原名姜世伟，1950年生，北京长大。1969年到河北省白洋淀插队，翌年开始写诗，1976年返京
，1978年与北岛共同创办令世人瞩目的文学刊物《今天》。并应邀赴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
兰、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交流访问。先后出版诗集《心事》、《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诗选》
、《今天是哪一天》等，并著有长篇小说《野事》。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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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些人》

书籍目录

序
根子
多多
彭刚
北岛
阿城
陈凯歌
食指
老鄂
顾城
杨炼
唐晓渡
林莽
马德升
严力
迟耐
林春岩
伊灵
艾丹
黑大春
张弛
雪迪
默默
西川
欧阳江河
王强
廖亦武
海雷
顾晓阳
吕瑛
巴威
林墨
黄燎原
王朔
于承惠
狗子
麦城
于坚
臧棣
附录：这就是芒克　阿城
开心老芒克　唐晓渡
芒克印象　林莽
芒克的“人民性”　西川
我的生命中不可缺少你们　迟耐
诗人之交醉如酒　杨小滨
一尊灰色偶像　黄燎原
我和芒克和张弛和酒　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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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些人》

芒克创作与活动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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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些人》

精彩短评

1、2004年10月9日 天津开发区图书馆

2、没读完
3、有时候 写的好真的不如混的好 
4、出于对诗人们的八卦心,分了两次,很快就读完了.
5、我是不是也能拥有这样一些人
6、诗人，疯子or先锋？
7、2009
8、果真是只需要在图书馆看的书啊~
9、一个叫芒克的老头，写了一本关于老多多，老阿城们八卦的书，哈哈哈哈
10、不是写得不好，只是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友情有很多故事很有趣，对诗歌感兴趣的才可能
认识他的朋友
11、2h
12、这肿么能叫随笔集呢=。=⋯⋯我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没钱了所以写了这个=。=⋯⋯我也不喜欢他那
么写顾城。
13、书里提到的诗人画家导演评论家很多，但算上照片和代表作，每个人的篇幅不过十页，想查什么
资料也是查不到的。芒克要么是不会写随笔，要么就是拿一手资料骗稿费的。
14、不明白这本书的打分怎么偏低。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看的书，很欢乐，里面的人大多是有趣的。
芒克也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不然哪里来的好人缘。
15、爽朗
16、挑了我知道名字的看了，约有三分之一。想说，这书⋯⋯是多赶着赚稿费啊？？
17、看了和没看一样
18、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之挑了感兴趣的那部分看.
19、高一
20、诗歌启蒙
21、怀念而已 没什么好怕的 
22、赤裸裸的回忆背后看不到任何可贵的品质或者情感。也许芒克的衰老和北岛真的是两种性质。
23、我是看马德升的故事顺便翻完了这本书。有些故事还行，但总的来说太多吃饭喝酒的故事了。可
能在作者这个年龄回顾的时候，也就这些故事比较记忆深刻了。其中也有作者对年少放荡不羁生活的
怀念。大概翻翻，参考下这个时期的人和生活风貌是可以的。
24、另一面的诗坛，超越生活之上的一群人，诗意畅快。
25、难免的重复
26、老芒克真漂亮。
27、生活 喝酒 艺术
28、关于人物介绍的书。。
29、傻逼
30、高中。

31、当我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融化在时光里。
32、不错，值得一看
33、全书讲的是他的朋友，没多大的可读性
34、通过这本书回味一些人，鸟瞰一些人，也间接了解芒克，仅仅读过一首他的诗。
35、真够难看的，这么多有趣的人，该有多少有趣的事，他怎么能写的这么无聊啊
36、最后狗子写的那篇让我笑了好久
37、昆明 商学院图书馆读过 内容已经忘记
38、简单而深刻的介绍了那个诞生了一场盛宴的时代及时代中发过光和热的个体的特征，平白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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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些人》

中散发着对时间的感慨和对生活的感谢，当时间老去，希望我们还留有痕迹。
39、阴雨连连的论文期~一点点
40、一个时代的诗人   有名没名的都在里边了  一个文艺青年笔下的有关一群文艺青年们的回忆  这本书
过了  芒克的青春也过了 
41、怎么觉得这帮人整天就是喝啊？
42、芒克的诗确实不感冒 但他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43、骚骚的回忆。
44、书一般，人不错  。写诗和写文，到底还是两回事儿。
45、除了书中的几首诗和几幅画 其他味同嚼蜡 
46、嗯 在图书馆的翻了两下 就是作者的私人回忆 无甚可聊
47、gifted generation 
48、芒克版兄弟回忆录，全是他的兄弟，让人嫉妒那一代如此远又如此小，人与人之间可以为着一个
精神上的目的上刀山，下火海。可惜芒克写得太直白了，就是一场通俗记忆。读后觉得买的不值，
49、芒克不为挣点生活费不会出这种书
50、有意思的一群人，瞧！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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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些人》

精彩书评

1、这两天晚上睡觉前在看芒克的《瞧，这些人》。这本书实在太差了，每次拿上手都会边看边在心
里嘀咕：“这样也能就攒着出一本书了！”这也是2003年出的第一版呀，同样也是“今天”派呀，无
法跟北岛的《失败之书》相比。以芒克的交游和经历，原本可以写出很多有料的故事，或者，那么早
开始写诗的人，应该更见文字的功力和真诚的，但可惜了，都是蜻蜓点水像小学生日记一般。书里他
写到的将近40个人，几乎所有的结构都是这样的：“我和他于***年在**认识⋯⋯我们在**家喝酒喝得
酒风浩荡⋯⋯我们有**年没有见了⋯⋯现在我觉得他得写诗/画画/写文章最好的人⋯⋯我希望他能够
幸福/继续画下去⋯⋯”，每篇一两千字，外附写到的一些人的旧日诗作和画作。偏偏附录里几个朋友
写他的比正文里他写对方的要长很多很多。不过我总有一个本事，那就是凡是看过的东西我总能从里
面找到有价值的地方。比如书里附了很大数量的老照片，虽然是黑白印刷纸质也很糙，不过从里面我
看到了好多人在70、80年代时的模样。比如芒克说“这些人里顶数陈凯歌的嘴皮子利索，他差不多能
用嘴奏出交响乐。”（这是整本书里为数不多的闪光语言之一），看到这句话以后，有助于我借以理
解陈大师现在的一些言行思想。最逗的是阿城。“阿城住在洛杉矶，有次他请我吃日本料理，同时还
请了另外几个朋友和女士。他也不管在场的几位女士，只管说‘你瞧我胖了吧？你再瞧这些女人的奶
子。美国这地方就是养人。看把她们吃的！个个奶头都立直了，像朝天椒似的。’他说完无事人一样
照吃不误。而旁边女士吃与不吃都极不自在。”（此处少儿不宜）阿城写《棋王》时芒克住在他家，
他家的那间平房紧挨着马路，就在德胜门内大街上。“我们经常天没亮就被无数只羊蹄子敲打马路的
嗒嗒声弄醒。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阿城慢条斯理地对我讲：‘这是从塞外赶来的羊，专供北京人吃
的，正直奔屠宰场。也只有这段时间才放这些羊进城，不影响交通。你瞧瞧人有多坏，要吃人家吧，
还让人家大老远的自个儿把肉给背来！’说完又睡”。这也算饭桌八卦吧，廖廖两段话，登时就体会
到阿城的性格。附录里狗子写的一段也有意思，典型的京痞。“‘卑鄙是高尚者的通行证，高尚是卑
鄙者的墓志铭’⋯⋯我把老北岛的诗给篡改了。”“时间一长，我跟张驰已经习惯了这种奔袭式的客
场作点。倘若将日益繁华的京城东部比作中原，比作恩怨情仇纠缠不断的江湖，我跟张弛身处的京城
西部就仿佛深山古刹，我们各自身怀绝技——张弛属于剑宗，他已经练就天眼通地心通，他能看到（
有时他闭眼或背对）你握紧的拳头中有几根牙签，你罩在色子盒里的色子是几点，他还能预知你下一
步要出包子还是出剪子是叫七巧还是五魁。我则更偏重气宗，我拳法朴实无华，猜牙签也从来不想不
算，但我能在酒桌前聚敛天地之气，啤酒在我体内按大小周天疯狂运行，伴着我的狂吠，多少酒坛高
手均败下阵来。曾有人说跟我划拳他总是心慌意乱，闹心，脑子里想好的拳法临到出手却莫明其妙鬼
使神差变了，我告诉他这就叫‘盛气凌人’”。“人一旦入了酒局，也如人在江湖一样，身不由自己
。人在江湖飘呀，谁能不挨刀，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我和张弛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用别人劝，自
己先就两肋插满了刀。”“艾丹自小在新疆长大，我们喝粥吃馒头的时候，小子在喝羊奶吃羊肉。很
可能小子尚在襁褓之中时，他爹艾青就一边哀叹时代不公一边用筷子蘸着伊犁特曲喂过他。”还是想
说说食指。天津的一支流行乐队“正午阳光”用他的《相信未来》谱了曲子（不知有没有给版权费）
，“正午阳光”配曲的这首《相信未来》没什么技术含量，不太好听。老实说，对于这个派那个派的
诗，有时候别人说好的，我读不出感觉，那种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跳上水泥台子就即兴开始朗诵、“
像一排犀利的子弹向人群扫射”的可能更有感染力吧，不过我没能生活在那种年代。诗歌的目的不在
于单纯展现文字美，它的情绪其实才是最迫切需要大声表达的。03年798搞了一场行为艺术和诗歌掺杂
在一起的“越界语言”，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食指的朗诵，在他忘情投入朗诵的那个时刻，因“精神
病人”、晚景的凄凉而不由自主对他产生的同情一下子被放置到一边，那一刻他身上唯一一个标签就
是个非常纯粹的诗人，一个只要见着芒克就让他“千万不要不写诗了啊”、一个“唯一能一字不拉地
背诵自己所有的诗作”的诗人，虽然他几十年没变，蓝布裤、黑布鞋工人阶级的装扮，和周遭的物质
格格不入。昨天晚上在芒克的书里再次看了一遍这首诗，不由得在心里承认，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这
首诗始终这么好，纯净的氛围，正直的激情，比下半身或者是用调侃嘲讽贬损戏谑耍着小聪明的诗语
言要让人敬畏。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
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
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
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
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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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些人》

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
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
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
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1968年 北京
2、金口一路的一座德式老房子里，30余幅油画静静地立着，没有一丝声响。阳光下，这是一片怎样惊
人的色彩啊！金黄耀眼夺目的油菜花，可以浸出水来的青山，彷佛将满春天的绿意都浓缩其中的竹林
，只一点便喷薄而出的太阳⋯⋯几乎每幅画上都有天空，湛蓝的天空。我有点呆住了，看过许多油画
，却从未见过如此画法：这不是景物，而是内心的情绪，一股无法遏抑的生命力。每幅画的右下角都
写着“MK”，这表明创作者是芒克，一个让人感觉陌生的画家。6月，他将在青岛举办画展。不过，
芒克另一重身份鼎鼎大名。如果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你不能不知道芒克；如果你还是一个诗歌爱好
者，你不可能没读过芒克的诗⋯⋯逼出来的“天才画家”芒克的画是个谜，那些浓烈的色块里到底是
什么？有人在画里看出了哲学涵义，说他的画基本是三种色彩，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芒克听了笑笑，不说什么，反问我：“我的画好看吗？”我说“好看，很美”。他就又笑
，说“那就够了”。芒克是个诗人，我是早就知道的。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一些朋友作为知青去河
北的白洋淀插队，在那里开始写诗。他们是那个年代最早接触西方思潮的人群之一，诗歌中也最早产
生了现代意识，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白洋淀诗歌群落”。芒克变成了画家，事情发生在2004年。那时
他要当爸爸了，可手头拮据，逼得没办法。妻子潘无依是80后女作家，她怀孕了，租了房。作家艾丹
是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他送来颜料和画布，说芒克你继续画画吧，诗歌很难让你过上像样的日子。
于是，多年没动画笔的他就又开始画，只画脑子里的东西，颜色全凭感觉，“我不玩概念，就是好看
”。第一次开画展时，芒克觉得自己画的并不好。有个中央美院的教授，看了却觉得吃惊，说：“美
院培养出来的人肯定不敢这么画。”没受过专业教育的他少了束缚，却能单刀直入。画全被朋友们买
去了，艺术家艾未未就收藏了一幅，觉得芒克的画感觉很好。去年，芒克又在浙江的吴昌硕纪念馆办
了第二次画展，也是这里的首次油画展览。用卖画的钱，芒克在北京东面的管庄交了房子的首付。现
在，每天他都在客厅里摆弄颜料。“没有画室，这并不构成什么障碍。”那些命中注定的事从“文坛
前辈”变成了“画坛新秀”，这种骤然转变让很多知道芒克历史的人不习惯。但他很习惯。去年芒克
受收藏家赵宝山邀请来青岛，受到庄重的款待。八大关一个树木掩映的院子里，本土诗人梁真忍不住
背诵了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称具有“慢的力量”。作家梁青生第一句话就是：“我80年代就
在北京见过你。”赵宝山很欣赏他的画，认为很美，并评价“芒克的画是他超越诗歌的另类表达方式
，当中透着诗人的灵魂，有大家风范”。芒克已不谈诗，上世纪90年代他一首诗也没有写，他倒不介
意聊以前的朋友。1978年，他和北岛创办的《今天》是朦胧诗的阵地，今天的文学史家无法绕过这本
刊物。芒克和北岛相互给对方起了笔名，“芒克”其实是猴子（monkey）的英文发音。他说那时感觉
有东西要表达，却从来没想当一个诗人，写诗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一个叫多多的兄弟和他较着劲写
，他们交换诗稿就像决斗前交换手枪一样。他记得陈凯歌嘴皮子利索，“差不多能用嘴奏出交响乐”
。上世纪70年代，芒克还和一个叫彭刚的画家宣称成立中国的“艺术先锋派”。两个人揣着5分钱走在
寒风刺骨的北京大街上，兴奋异常，他们买了一个冻柿子表示庆祝。那些日子如落叶一般飞走了。芒
克不愿随便回忆：“那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一些记者对历史不了解，我也不想解释了。” 记得有
次凤凰卫视专访他，谈来谈去都是围绕顾城和海子。芒克发怒了：“都是两个死人了，还让我说什么
？”从此之后，他不愿接受电视采访。今天，朋友们也相忘于江湖。艾未未成为北京艺术家的核心人
物，正在自己的文件仓库举办一个名为“碎片”的装置艺术展；陈凯歌因为“馒头案”挨网民的骂；
王朔还常被提起当初和徐静蕾的绯闻；彭刚却以硅谷某计算机公司的总工程师身份，各处视察。我问
：“芒克你现在还先锋吗？”芒克说：“这个问题没考虑过，可我还没有不能接受的东西。”“老大
”的力量在朋友心目里，芒克一直都是“老大”。在玉渊谭的一次诗歌朗诵会，北岛宣布开始，但听
不清，会场安静不下来。芒克走到台前，用眼睛扫了一下，扫视当中停顿一两处。会场立刻安静了。
阿城对这一幕记忆犹新。而诗人西川看来，芒克的“老大”地位除了他对诗歌的开创性贡献外，还有
他的做派。他宽厚，有性格，有他坐镇大家都放心。即使芒克不再写诗之后，还经常接到国外邀请，
去参加一些与诗歌有关的活动。国外的见闻使他也略有困惑：自己在国外的名气似乎反而比国内大，
比如有学者专门研究他，比如有悉尼大学的学生写关于他的论文拿到博士学位。    现在，朋友们都喊
他“老芒克”。一头白发飘飘，他看起来确实有点老了。事实上，芒克对自己的外表很满意，他说：
“我是‘少白头’，20多岁的时候头发就白了，现在不染了。身材也还行，30年没变样。”芒克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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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分星相，对照十几年前的照片看，发型如一，神情类似。就是这神情让以他为模特的摄影师得了
摄影大奖。1998年，他还在旅日华人导演李缨的电影《飞呀，飞》中和另一位诗人廖亦武演对手戏。
人家看中了他的白发和廖亦武的光头与匪气。芒克演大款，廖演杀手，剧情是世纪末的一天，两个人
被手铐靠在一起，台词全靠即兴发挥，中间穿插着京剧《乌盆记》，鬼气淋漓。孩子他爸芒克好酒，
和朋友见面没有不喝醉的。朋友说：“他当年一喝醉，就把太阳看成血淋淋的盾牌，说出外打正着的
真理。”现在芒克却打算戒酒了。“喝醉了第二天浑身难受，再说这也是妻子的要求。我脾气不好，
每次醉了都给她添麻烦，还净冲人家发脾气，自己都不知道。”他说，有了老婆孩子就不能再和以前
一样了。54岁时有了儿子，这让芒克感觉很奇妙。现在孩子在湖州，那是潘无依的老家，由和芒克同
龄的岳母带着。今年他们回湖州过年，给儿子放炮听。“儿子特别喜欢我，我喊他宝贝，他也喊我宝
贝，真是怪了。他妈也喊他宝宝啊，为什么光这么喊我呢？”岳母是小学教师，帮忙带孩子，他不会
要求孩子从小就背诗，学音乐，“让他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吧，我从小也没背过什么诗”。事情正在起
变化，成了“孩子他爸”的芒克开始新的生活。“这种状态我挺满意。”他本来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
人。“我没有工作，没有任何财产，也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过去写字，现在画画。”芒克很少回想
过去，更不愿总结。有一天腾格尔请芒克和另一位朋友吃饭，席间聊起对他自己的评价。芒克想了想
说：“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  
3、八十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同的，特别是被压抑多年的诗人，他们记忆中的八十年代，是诗
歌辉煌的岁月，但是我却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诗歌，是写给同龄人的，并不是写给未来的
我们。除了耳际总是能听到他们的名字北岛、海子、顾城、食指，其它别无所知。他们有的已经死去
，有的活在异国他乡，当然还有成为作协成员、博士导师，他们离我们很远，却不时发出响声，引起
我的注意。二十年前，《今天》在海外复刊，却失去了以往的舞台，人们依稀知道他们还在写作，但
却不曾了解他们的故事。最近几年，他们老了，开始回忆过去，从《八十年代访谈录》到《七十年代
》，再到《持灯的使者》以及我手中的《瞧，这些人》。他们的故事，虽然七零八落，但是总是能够
拼凑出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影子。那是他们的青春，充满了诗意和激情。最后，化为灰烬，散于天
际。芒克，与其作为诗人，不如作为线索，他认识食指、北岛、顾城以及八十年代那些风流浪子们。
八十年代末，海子的死，敲响了诗人的丧钟，他们树倒猢狲散，或走或亡，剩下的也不再写诗。人们
记住了诗句，却遗忘了诗人。芒克没有走，留在了国内，冷眼时代的变迁。看着那些人回来又离去，
离去又归来。这本书一大半都是关于回忆和照片，当然也离不了诗歌，是一种纪念，一种缅怀，一种
遗忘。没有人知道，他那寥寥数笔的勾勒，最后留下的不是一个诗人的简历，而是过往青春的记忆。
他们老了，诗人老了。刘小枫写《拯救与逍遥》时候，曾在引论中迫切的追问，诗人为何自杀？没有
人知道，次年海子会选择自杀，顾城也选择了相同的道路。当然，诗人不仅会选择死亡，也会选择流
亡。他们预示着一个极端理性化时代的到来，一切以金钱为标准，诗歌以诗人的死宣告时代的结束，
紧接着是金钱和权力的狂欢！诗人要么转行当商人，要么选择闭嘴不再谈论诗歌。在匮乏的时代，诗
人和诗歌都没有绝迹，在繁荣的时代，却必须面对苍白空洞的灵魂。无需天问，苍天已死；无需离骚
，诗人已绝！
4、一直想买这本书，但是当当和卓越早断货了。紫函说她家里有本，下次拿给我看。考试期间，背
书背烦了，于是我去图书馆瞎逛，突然看到了这本书，立刻借来，一个下午读完。第一感觉，没有想
象中的好，有种被严重欺骗了的感觉，远没有张弛的《北京病人》好玩。在序里，芒克已经说了，他
是先和出版社签了合同，再写的，难怪，这样的作品都是催出来的，所以你得赶紧写出来。文字这个
东西不能急得，就像怀孕生孩子，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
有东西出来。不过书里提到的许多作家，是我敬仰的，像阿城，王朔，北岛等。里面提到了一次大仙
，提到了一次洪晃，像大仙这样的老流氓，整天混在北京三里屯酒吧里泡各路女青年，不醉不归，看
看他的搜狐博客就知道了。前几天看了电影《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根据王朔小说改编，刘奋
斗导的，据说还进了61届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据说远没有《绿帽子》牛逼（虽然我没看
），我从艺术世界杂志里看到了一篇写这个电影的影评《奋斗们的武斗瘾》，顾惟颖狠狠的八卦了一
番三里屯的那些破事儿。最后芒克有个外号叫“猴哥”，仔细看看，芒克的确挺像个猴子。虽然此书
很烂， 不过他的诗写的就是好。地里已长出死者的白发这使我相信，人死后也还会衰老--芒克后记：
芒克的老婆叫潘无依，比芒克小30岁，据说是个妖艳的女人。紫函说潘无依找过她，紫函还在淘宝开
网店的时候，她找过紫函买过书。。。
5、很多人说差，一方面指语言平淡，一方面指没什么思想价值。但是，之所以这两个问题会凸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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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更重要的是，你对诗人和诗人的朋友们不感兴趣和没什么兴致，这里头讲到的诗人很多，大多我
都非常想了解他们的遭际和生平，芒克作为一个回忆者，把他们的际遇大致讲出来（我觉得毫无必要
那么细致的来描述），我觉得给我了满足，也给了我启示，那时代的一些诗人，或者说一些知青，一
些搞艺术的人，怎样的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挣扎过活生存，里面的那种精神，那种活着的力量就包含了
一种思想价值和观点。本来是回忆录，作者如叙家常，语言自然平淡朴实，这有什么不好？这不是写
诗，非得让你处处捡拾起来晶莹美丽的句子你才觉得值？这不免吹毛求疵。一方面是那时代人们的一
种遭遇和反映出来的精神状况，一方面是对这些诗人想要窥探隐私的欲望，我满足了。
6、如果不知道芒克是谁,读一读倒是还挺意思.那个年代,那股子张劲,和活力.想一想都令人心里觉得舒
服.又让我想起小时候偷偷读&lt;&lt;野事&gt;&gt;的日子..........
7、记得当年家里有一本芒克著的《野事》，偷偷翻出来看。看过之后，还想再看一遍，有一种说不
出的好，虽然书中有不少色情描写，对当时幼小的心灵有过不好的影响，但不可否认《野事》是一本
不可多得的好书。这么多年一直不知道芒克是谁，今天才知道是比北岛和顾城还有才华的诗人。
8、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货就是知道芒克长得不错。不知是因为写的人多所以每个人都写的不仔细，
还是因为芒克对这些人都不了解所以词穷所以多写几个人占篇幅。反正就是写的人过多，而对每个人
的描写都不细致。每篇文后面的诗我感觉也是用来占篇幅的。还有芒克和他的两个比较亲密的同学都
是诗人，诗人好密集啊。芒克真帅。
9、书中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与疯狂,理想与坚持.书中对人物的描述与回忆相当清晰而有特点,书中
还能看到芒克身上透书的江湖大哥气.
10、这本身后面的部分重看了一遍．由于里面的书签的位置，我以为还剩下一些没看，就又读了一遍
，读到印象深刻的，才知道是读了第二遍．这本书都是芒克写他的朋友，附录中是几个朋友写他。让
我读到兴趣盎然的是朋友谈论有关芒克的诗歌，可惜很多现在都读不到了，他出过的书也很难找到了
。黄燎原把他的一句诗刻在书桌上：“在这美好的地方，却没有美好的生活。”很悲伤的诗句，巧妙
的是，句子里出现了两个“美好”，而却流露出相反的基调。他的长诗《没有时间的时间》，在网上
搜不到了，只是提到，但不见内容。《今天是哪一天》能在网上看到图片，书却寻不到了，应该是一
本诗集。小说《野事》当初在图书馆见过，可惜没读过。
11、这个人是芒克，湿人。哦不，应该是诗人。而这本《瞧！这些人》就是这个芒克诗人和他的朋友
的怀旧大作。书中大约有四十余篇文记录他各色各样的朋友的故事，有大名鼎鼎的如北岛、顾城、阿
城、食指、廖亦武、王朔等人，也有一些不是那么特别有名的，至少我是没听过，匆匆翻过也就混个
脸熟。不过有些故事倒是有一些意思，可以从这些故事中大略的了解一些人的秉性，同时当做八卦轶
闻也未尝不可，茶余饭后谈笑风生，不正遂了老猴子的愿了。有关阿城： 阿城住在洛杉矶，有次他请
芒克吃日本料理，同时还请了另外几个朋友和女士。他也不管在场的几位女士，只管说“你瞧我胖了
吧？你再瞧这些女人的奶子。美国这地方就是养人。看把她们吃的！个个奶头都立直了，像朝天椒似
的。”他说完无事人一样照吃不误。而旁边女士吃与不吃都极不自在。   有关顾城：顾城总是头戴一
顶用牛仔裤裤腿制作的帽子出现在各个场合。芒克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他觉得晦气。可是
顾城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有关北岛：1978年，北岛托人油印了自己的
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芒克看后立刻转变了当初对他诗作的印象，也佩服他真的把写诗当回事
并敢于去冒险。因为在那年月私印这类东西是有可能被抓入狱的。关于食指：北岛从美国回来请还在
福利院的食指和几位朋友吃顿涮羊肉，只见食指甩开腮帮子一通猛吃，不一会儿几盘羊肉就下了肚。
这帮朋友还以为他肯定吃饱了，不想他却不好意思地看看大家说：“我还行，能不能再来几盘？”他
又吃上了，边吃边讲着在福利院如何如何。他说在福利院给表现最好的病人的最高的奖励是加半个馒
头，谁要是能吃上这半个馒头甭提有多乐了！关于廖亦武：老廖说他和宋玉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宋玉
当时是列车上的乘务员，被他看上了。为此，他为了把宋玉搞到手便多次乘坐那列火车。到后来宋玉
还真的成了他的老婆。还有一则，老廖和芒克一起在拍一部电影。有场戏中他和芒克的对话中提到了
他妈，他突然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妈，便失声痛哭，然后突然拿起酒杯照着自己的秃头就是砸。结果血
流不止，电影也拍不下去了。关于艾丹：艾丹喝高兴了的话，他最拿手的舞姿便是扭动他庞大的身躯
乱蹦“四个小天鹅”。他有时也爱自嘲，如有一次他就冲着大家嚷嚷，“你们看，我像不像一只站着
的猪？”并且还摆出了一副猪站直了的姿势。（艾丹是艾青的儿子，艾未未的弟弟）关于芒克：雪迪
请芒克等朋友在他家喝酒。喝高了大伙儿一个接一个地轮流上厕所。雪迪打开窗户一指说：咱们就往
窗户外撒。芒克也尿急然后往窗台上爬，因他酒喝的太多头重脚轻一不小心从窗台摔了下去。幸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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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家在二楼，楼下还有间小房。他摔在了小房的房顶上，猛然惊醒，头上一片寂静。他朝上一看竟无
人把头探出！他只好站起又爬回窗台问道：你们没看到我掉下去了吗？！最后引一首芒克的诗，他的
诗比他的文写的好的多。他的这本书写的太过随意，大概都是一些他太过熟悉的朋友，而他的诗确是
他们那一代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时代的呼喊。听——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日子
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去问我，没有人去宽恕我。⋯⋯谁不想把生活编织成花篮？可是，美好被
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这样年轻，你能否愉悦着我们的眼睛?带着你的温暖，带着你的爱，再用你的船
将我远载。希望，请你不要去得太远，你在我身边，就足以把我欺骗！——引自芒克《天空》
12、我是当年《今天》的订阅者之一，从那本刊物中知道芒克。至今仍保留着第一期《今天》。可惜
的是为了汇总小说《波动》，把后几期《今天》给拆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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