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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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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

作者简介

徐童，记录片导演。1965年生于北京。1983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2007年创作小说《
珍宝岛》。之后，相继拍摄独立纪录片“游民三部曲”《算命》《麦收》《老唐头》屡获国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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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 这位被王金枝用嗲声唤作“老贾”的人，叫贾国志。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是高西店奔
东两里地，高碑店的片儿警。高西店，给一东一西的高碑店跟水南庄夹在当间儿，是个三不管的地段
。早年间，打高碑店那头搬过来的人渐多；日子一长，这边一有事，人就爱奔贾国志待的派出所跑。 
贾国志比王金枝大十岁。初中毕业去内蒙当了兵。当的是炮兵。那阵子，中苏关系特别吃紧。贾国志
在的炮兵团，一级战备了好几个月：枪不离手；衣不解带。各连队都加班加点地训练。有回，紧急演
习，贾国志给七十毫米无坐力火炮的后架子，砸碎了左踝骨。在部队医院，一躺就是俩月。岁数小，
人恢复得快；岁数小，犯纪律犯得也快。回营刚不几天就跟个卫生兵，营里头唯一的女兵好上了。 那
会儿，贾国志的伤还没好利落，教导员派他刻蜡板。北京兵，有才。教导员让他把“最高指示”油印
成红的绿的传单，发到各个连队去。贾国志一瘸一拐地在营房里乱窜，时不常撞见小刘护士。他俩一
般大。 小刘护士叫刘爱华。内蒙赤峰人。农村孩子，从脸到身子，哪哪儿都圆鼓鼓的。一双大眼睛，
特别透亮。话说女兵有女兵的装束，衣裳都带掐腰。穿上去，既贴身，还好看。刘爱华的胸又大又挺
实。一不小心，总把上衣扣子撑开。不开，平时也咧着个口。贾国志每回撞见她，都拿胳膊肘奔人那
儿顶一下子。沉甸甸的，像铅球。这可不能叫调戏。俩没过二十的孩子，纯属调皮捣蛋，耍着解闷儿
。如果旁边有人，贾国志正好一瘸一拐的，赶到小刘跟前，一歪，还是顶个正着。俩人都憋着不乐。
这么耍着耍着，工夫一长，想法就多了。胆子也大了。 犯纪律那天晚上，贾国志跟小刘护士约好喽，
还在老地方见。他俩都当教导员出去了，没在营房里瞎转悠，就裹着两件军大衣，在一辆黑绿色儿的
“大解放”底下鼓捣那事。这不是头一回了。小刘护士滚烫的身子，有股特殊的香味，弄得贾国志神
魂颠倒的。那是女兵才有的香胰子味。没等贾国志动手，刘爱华的上衣扣子早就撑开了。 眼瞅着，烈
火干柴就要冒烟的节骨眼儿上，“轰隆”一声，教导员开走了他俩脑瓜顶上的“大解放”。空荡荡的
操场上，就剩下了他们俩。 四 教导员开出去十来米远，停下。跳下来，戳在车边儿。在黑暗里挥了
下手。“刷刷”，两道雪亮的探照灯打在他俩身上。教导员上前走了两步，来在亮处。朝他俩，一个
炮兵一个卫生兵，发令： “三连4班贾国志，立正！” 教导员嗓门儿压得挺低，可在贾国志的耳朵里
比炸雷还响。他站在一铺一盖的俩军大衣上，笔管溜直的。教导员： “向前三步——走！” 贾国志
穿着件军绿背心，朝前迈了三步。小腿肚子直转筋。教导员： “向左——转！” 贾国志穿着军绿大
裤衩，侧歪着身子，奔左边转了小半圈儿。刚才，那个火烧火燎的玩意儿，现在缩得不知哪去了。接
着，教导员冲刘爱华，发出同样的口令： “向左——转！” 刘爱华给臊得满脸烧火，铅球也缩成了
个泄气的皮球。恨不得搁脑袋扎进裤裆里。 他俩并排站着。脸朝北；朝着五排平房。熄灯号已经吹过
了，营房黑压压的。贾国志知道，教导员让他俩朝北站着，不是让冲着营房，是让他俩冲着教导员常
念叨的，打营房奔北八百里的外蒙古；冲着打外蒙古再奔北的地方。每回，教导员都斩钉截铁地说： 
“那里，就是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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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

编辑推荐

《珍宝岛》编辑推荐：徐童用影像刻录现实生活的死角，用文字撬开中国上世纪末历史的暗室。生存
值得被记录，毁灭值得被默哀。文风坚硬、血腥、残酷，堪比余华的《兄弟》。

Page 6



《珍宝岛》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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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

精彩书评

1、2013-06-03 09:15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杨梅菊徐童，纪录片导演，1965年生于北京。1983年就
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纪录片作品《麦收》《算命》《老唐头》，合称“游民三部曲”
。2007年写成小说《珍宝岛》，导演蒋雯丽看完后将这本小说推荐出版，并表示自己愿意出演其中的
任何一个角色。★先驱语录★就像“每一个人走来的远方都有一个珍宝岛”的比喻，但那只不过是每
个人幻想中的理想国。★政治永远不能让人满意，政治又永远如影随形。★一个在理想主义年代经历
过青春的人走向社会，肯定会被社会打得粉碎。《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在拍了多年
的纪录片之后，徐童终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珍宝岛》一书看上去颇为轻巧，但它的内里却是
厚重而灰暗的“惨烈的理想主义”。小说以珍宝岛命名，却并不负责讲述那场战争，一开篇就是1993
年北京东郊高碑店某处小发廊前——一辆摩托车从发廊的玻璃门直撞进去，车上坐着两具无头尸体⋯
⋯发廊里奔出衣不蔽体的王金枝，慌乱地向高碑店片警贾国志求助⋯⋯“珍宝岛上没有珍宝”，徐童
意在揭示一个虚假理想主义的幻灭，但最终这些所谓的理想都是以黑暗和死亡收场——父亲贾敬仁半
生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在解脱的前夜高兴地喝了点酒，不幸意外身亡；闫永刚，贾国志的对手，一
路呼风唤雨，到达人生巅峰时却暴毙美国；翟晓枫，贾国志的狱友，大学老师，被理想逼到精神失常
，不想再回监狱里，从飞驰的火车上跳落江中；还有王金枝，决定结束自暴自弃返回家乡时，却再次
被命运粗暴地玩弄了⋯⋯徐童没有珍惜任何一个他笔下的角色，在这本根本没有写到战争的小说里，
他几乎统统安排他们死去。小人物的虚幻信念如果不是因为44年前那场中苏军队的边境冲突，珍宝岛
——这块中国领土上仅0.66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几乎不会为人所知。而小说《珍宝岛》与那场
战争的关联，不是战争本身，而是珍宝岛冲突前一年，年仅16岁的贾国志正在内蒙古当炮兵，他猜到
中苏在珍宝岛会有行动，却没料到自己因和卫生员小刘谈恋爱被提前复员，没能奔赴边境。从此，珍
宝岛就成了他一生的念想。《国际先驱导报》：你怎么看待贾国志？徐童：可悲可怜的悲剧性人物。
因为他对珍宝岛一生的执着其实是个幻觉，实际上是挺荒诞的。珍宝岛冲突是在那么一个错综复杂的
国际关系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和他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呀，但就偏偏被他当成了一生的信念
，并且为了这个信念执着了一辈子，但是一辈子也不幸福，结果还是想去珍宝岛，最后冻死在那儿，
再也没有回来。Q：在小说中，贾国志随身带着一把马卡洛夫式手枪，这把手枪暗喻着什么？A：应
该说它是一个符号，这是枪啊，男人的阳具。贾国志被人打了两枪，没打死，后来这把报废的枪就被
领导奖励给他了，贾国志作为片警带了一辈子。而它的主人、黑道起家的闫永刚，也惦记了一辈子，
一心想要找回这把枪。一个废物，成了奖赏，还是幻象。它一直陪伴着贾国志，这个象征物让他有种
荒诞的归属感，觉得自己归属于那个年代，归属于那个脉络里的光荣。觉得自己归属于珍宝岛，他固
执地认为自己跟那个大事件，跟那把有纯正血统的苏制的马卡洛夫手枪有关系，保存到他死。Q：我
特想问问：他们就非得去死吗？A：如果说虚构地去写，也不一定。但一旦写起来，还是有些迷信的
，是笔带着你走的，不知不觉就奔那个地方去了，就跟鬼沾手似的，那就是宿命，我设想不出他们以
别的方式结束会更好。而写完了，我跳出来看的时候，却从这些必死无疑的人身上看到了四个字，那
叫“以死延生”。Q：最后只有贾冬梅一个人活了下来，去美国，有了一大笔钱，可今天的年轻人最
大的压力恰来自物质。A：就是像你说的，我的生活我不能做主，物质上的东西变成重压。美国也是
啊，美国梦的宣扬，其实都是国家话语对个体的规训和限制。政治永远不能让人满意，政治又永远如
影随形。所以贾冬梅到了美国，那也不是理想国，就像“每一个人走来的远方都有一个珍宝岛”的比
喻，但那只不过是每个人幻想中的理想国，珍宝岛上没有珍宝，一切都如梦幻。高碑店的岁月就像有
些作家一生都在描摹一个主题，徐童所有的创作似乎都离不开游民，离不开高碑店一带。那也曾是他
青春留驻的地方。1983年，徐童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后来毕业随即失业，
他又在那一带租房子混日子，也是在那里，他下海经商、提笔作画、混天了日，一直在寻找，却又好
像不知找什么。2007年，淡出当代艺术圈子的徐童，想写个故事的欲望格外强烈起来。后来，他形容
那种感觉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没有任何迟疑，几乎是一口气完成了这个“融合中国很多荒
诞现实”的黑色寓言。Q：你所有的纪录片和书似乎都围绕着高碑店一带，那个地方到底意味着什么
？A：虽然现在高碑店一带已经面目全非，变成了CBD的后花园，变成贵族一条街了，但贵族的前身
恰恰是底层人的一条街，有钱人的版图不断扩张，底层老百姓就不断地边缘化。Q：你在那条街住的
时候是游民的状态吗？A：严格说不是，因为跟游民比我还有地方住，还可以写东西拍东西，算是低
产阶级。但我心灵的状态，特别是对生活和生命的体验，感受到的无助和重压，那时候恰好是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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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

珍宝岛》，特别有种绝望的感觉，这和他们的状态是相通的。Q：你大学毕业13年后才算走上“正道
”，高碑店一带就是见证吧？A：对，在高碑店一带租房子，就是开始在社会上混了。大学毕业后出
来经历的第一步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在理想主义年代经历过青春的人走向社会，肯定会被社会打得粉
碎，出现各种状况，摸爬滚打，到了四十岁之后才有还手之力，把打碎的东西重新找回来，再把它和
骨子里打不碎的东西重新捏合在一起，这就是我艺术表达的起点。就像我们纪录片常说的，先生活，
后拍摄，也叫生活积累吧。2007年也是在高碑店写完的《珍宝岛》，写完就搁下了，根本没想着出版
，就是觉得不吐不快。紧接着就拍了第一部纪录片《麦收》，然后是《算命》《老唐头》，到后来的
《四哥》，现在《珍宝岛》，其实我回过头去再看，不仅还有那种冲动的感觉，包括那种现实感也没
有变。Q：《珍宝岛》其实是开启了一个闸门？A：是的，所以我说《珍宝岛》是我纪录片的源头。
游民的理想国直到今天，徐童仍自认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而常年的游民题材创作则是他理想
主义的一部分。徐童说，不管电影还是小说，他想要追问的始终是：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生生灭灭，为
什么这些人这样不幸地活着？这个追问，促使他去讲故事，促使他将镜头一次次对准游民。在高碑店
闲逛时，徐童认识了他第一部纪录片《麦收》里的主角苗苗。直到今天，《麦收》作为国内第一部近
距离直面性工作者的纪录片所带来的震撼依然没有消散。拍完《麦收》，徐童又遇到了第二部纪录片
《算命》的主角：算命先生厉百程。他有个患痴呆症的老婆，在被花几百块钱买来前，一直被关在破
房子里，常常挨饿。《算命》中多次出现的唐小雁，16岁从老家出来混社会，17岁差点被强奸，24岁
时又被人用刀抵着脖子强暴了，历经坎坷的唐小雁后来开了按摩店。《算命》拍到一半时，唐小雁因
为按摩店被关回了老家，徐童拿着自己的设备和摄像机跟上。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老唐头》。在《
算命》里，徐童曾问厉百程：没有乐趣的生活，活着还有意义吗？厉百程回答：这话说的，没乐趣就
不活了，这，这话说的，太无情了。很难说这一路，到底是徐童有意识地选择游民生活，还是游民生
活在选择徐童。就是这样，他成为了一个不断出发但永远走不出游民主题的游吟诗人。Q：你对自己
的定位是什么？A：影评人王小鲁说我是游民拍游民。写小说也应该是游民写游民吧？听上去很简单
，但可能又没这么简单，我既有作为导演和作者的知识分子的那份责任，同时，在创作过程中我又必
须把自己等同于他们。这些其实都是文学和艺术之外的社会角色与功能，艺术不全是这些，但又肯定
不可以回避这些。Q：你的游民情结是怎么来的呢？A：我出生在60年代，成长在70年代，成人在80年
代。少年的记忆里最深的就是“斗争”二字。那时候旷课出去野玩，成帮结伙的，像个小江湖。它实
际上就是对成人社会的模仿。这种骨子里的东西，是60年代给我的。冷静想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四
十年后它对帮助我接通游民社会的气场发挥点作用。仔细想，在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游民文化也好
江湖也好，一直都在，一直都躲藏在革命的话语里。这是远了说。近了说就是跟后来我的生活，包括
生活过的地方都有关系。例如在高碑店附近生活过，结识过像王金枝那样的人物，他们生活的惨烈对
我是有冲击的，后来才形成了我现在的表达。再加上我个人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比较多，有所谓的知识
分子情怀。其实也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前面一个推，后面一个拽，就成了今天的我。
2、看《珍宝岛》的感觉就好像听一位中年大叔在讲自己当年亲身经历的事儿一样，听的人拿它当个
故事，说的人把它当成不可抹去的宝贵记忆。我具象化出的这个讲故事的大叔得是个住大杂院的地道
的北京人，生活工作都一般，没媳妇，爱喝口小酒。平时都不怎么来往，见面就是应一下。每次他搬
着板凳坐在家门口喝酒的时候就是他要讲故事的时候，也是我翻开书的时候。要是有人问我，你真的
能像的这么具体？那我就回他“不信，你自己翻来看看是不是那感觉。”或许是我想象力太丰富，可
书中用的那词儿和章节上下的承接也不得不让我这么想。起初《珍宝岛》三个字让我联想到了战争（
墨水少的我确实不知道珍宝岛战役），以为这是记录历史的书。翻开看了前几页发现这其实是讲了一
个故事。于是我认为这是讲了一群我一辈子都不能触碰到的人的故事，应该是一个喜多忧少，圆满结
局的故事。书看到一半，感叹人物命运的时候，我开始担忧他们的结局。等真的看完了全书，其实心
里还是默默的骂了徐导，原因倒不是因为人物的结局，而是因为写人物结局的方式，抽不冷的告诉你
结局，你心里不是骂“我操，怎么死了？”就是“我操，死的太冤了！”比如猴子和老油条，我一直
觉得猴子死也得死在刀刃上，哪怕是打群架里冲的最猛的那个呢，老油条我一直觉得是个死不了的人
物儿，可最后愣是载了阴沟。再来王金枝，本坎坎坷坷半辈子，都要回老家了，末了死还没留个全尸
⋯⋯诸如此类的虽让人看着不是滋味，但仔细想一想倒不觉得惋惜，也只是感叹，人，终究逃不过“
命运”二字。我曾在课上听老师说，她曾经和一批志愿者去一些困难户家中走访，一进困难户家门就
愣了，照片里见的人家口中描述的都不及你亲眼看到的有震撼力。巴掌大的地方，顶头放张上下铺的
床，靠门这边再放个不大点的桌子，全满了！锅碗瓢盆连带着衣架子什么的全放桌子上。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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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北京人，每天走在大街到大马路上，住还算宽敞的房子，你较劲脑汁儿你也想不到北京城仅
有这样的地方！？竟然生活着这么一批人！”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作者的态度——尊重，从这书你
能看到作者对这些人不偏不倚的态度，这些人不需要怜悯不需要帮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他
们应该完成的事，这就是他们的人生。不论好坏自有论道。尊重，并非是尊重他们做的某些事，而是
尊重这个生命的个体，尊重从生到死的过程。“珍宝岛”不仅是贾国志心里的念想儿，宝贝疙瘩，也
是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珍宝岛”，爱不释手的、难以割舍的、甚至是不愿吐露的⋯⋯
3、这本十万多字的小书作于2007年，却到了2013年才得以出版，毫无疑问，是无名的徐童沾了有名的
徐童的光。估计读这本书的读者多半是慕着记录片名导大名而来，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会失望而归
吧。毕竟，作为作家的徐童与作为记录片导演的徐童相比，不仅名气不如后者，水平也相差很多。从
出版至今的销量情况看，也验证了这一点。不过，抛开那些光环，仅以小说的标准来评价本书，仍有
许多闪光之处。例如本书的文笔。起初我以为是作者的文学修养欠佳，因为经常有一些不太符合语法
规范的句子出现，可读到后来才发现这分明是作者有意为之。尽管不甚精炼，但作为一种风格，也很
契合本书整体的调子。 再例如，情节的非线性设计。一个一个生活片段，就像一张张拼图，起初非常
凌乱，随着情节的推进，整个故事的轮廓渐渐完整起来，人物也变得具体。这时，读者才恍然大悟，
哦，原来他就是他，她就是她！这时候，无疑书要重读一遍了。这让我想起了《巴扎尔辞典》。尽管
没有它那样精巧，但肯定也让作者费了不少心机。当然，内容更不能不提。整本书描写了在改革开放
初期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一批灰暗的小人物的人生，他们大多都没有好的结局。珍宝岛这个名字更像一
个代号，即真实又虚幻。作者还隐晦地涉及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四五运动、三中全会，八八运
动等。其中有些笔法让人读起来不寒而栗，例如，那篇著名号外的报纸中居然有贾敬仁的血。主人公
贾国志的名字很容易让我想到《我爱我家》中的贾志国，当然这二者之间可能没有什么联系。但是翟
晓枫的名字很容易让我想起与他名字相近的另一个人，可能也是一种偶然。总体来说，这本书虽然不
如作者的电影那样有冲击力，但是它仍有其价值。至少在精神层面，这本《珍宝岛》与《麦收》《算
命》等作品是一脉相承的。
4、文/ 张维徐童的小说《珍宝岛》，先不说内容，装帧就很有年代感。红宝书样的封面，三个大字书
名边，副题有两句话：昂扬岁月里卑微的传奇，写给重口味的年代。封底的红旗和号角就是对“昂扬
岁月”的最明确注解，下面一行蝇头小字：“生存值得被记录，毁灭值得被默哀”，不禁让人对书中
的“重口味”有了隐约妄测。翻开书，以为扑面会是1969年中苏边境的历史迷雾，作者却把镜头对准
了1993年北京东郊高西店的一个小发廊前——一辆摩托车从发廊的玻璃门直撞进去，车上坐着两具无
头尸体⋯⋯发廊里奔出衣不蔽体的王金枝，慌乱地向高碑店片警贾国志求助——呷了这杯重口味烈酒
，作者才不急不徐地端出下酒菜，把镜头推到珍宝岛事件的前一年。那一年，贾国志正在内蒙古当炮
兵，年仅十六岁，却料出中苏在珍宝岛必有行动。然而他没料到的却是自己因和卫生员小刘谈恋爱被
提前复员，没能奔赴边境。于是，“珍宝岛”在他的故事里也真就只是一道下酒菜了。从1968年
到1993年，贾国志当过刑警，立过功，也坐过牢，最后成了混迹京郊游民“部落”的片警。近三十年
的时间，足以把一个热血刮心的青年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生活的囚徒。昂扬的罡风吹过，卑微的注定
卑微下去，生存像是没路狂奔，只有死亡才可能成为昙花一样的传奇。如果这就是《珍宝岛》所要表
达的全部，那世上便没有“轻口味”的人了。贾国志只是这部小说的“杯具”之一。徐童是典型的“
六八式”一代——60年代生人，80年代经历青春。被那血与火的青春淬砺过的“六八式”们，有永葆
青春者，像老六那样高呼“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有冷硬沉思者，把青春远远地流放在一座岛
上。就像《珍宝岛》中所说的那样：人会拿一件东西恍惚一辈子，要么是一瞬间。徐童便是后者。贾
国志为珍宝岛恍惚了一辈子，在他的一生中，几个人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的父亲贾敬仁半生背负着
莫须有的罪名，在解脱的前夜高兴地喝了点酒，不幸意外身亡；闫志刚，贾国志的对手，一路呼风唤
雨，到达人生巅峰时却暴毙美国；翟晓枫，贾国志的狱友，大学老师，被理想逼到精神失常，不想再
回监狱里，从飞驰的火车上跳落江中；还有王金枝，决定结束自暴自弃返回家乡时，却还是把生命的
句号画在了妓女身份上⋯⋯作者用冷硬到残酷的笔调告诉我们，珍宝岛哪里有什么珍宝，那上面满满
的被流放的不堪回首的青春，像海市蜃楼一样让人恍惚。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非常精辟，但抱歉的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觉到一丝傲然的姿态——那简直很容易被操作成“我写死
给你看”的阴损笔风。所以，阅读这部重口味的《珍宝岛》，阅读那些“不得好死”的人生，让人痛
惜，让人咋舌，却也一直警惕着那种“悲剧性骄傲”的气息。好在，合起书时的我如释重负。这也许
得利于作者徐童的独特经历。小说成稿于五年前，那时的他并不是如今拍出“游民三部曲”，屡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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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大奖的独立纪录片导演，那时的他做过“资深”待业青年、无业游民，也尝试过想做艺术家，但最
终因为不想迎合他人，把最初不接地气的梦想流放掉。于是有了《珍宝岛》，于是有了《麦收》《算
命》和《老唐头》。他记录下的游民，生存，就像杂草、像胡茬那样沧桑但是坚硬；毁灭，就像烟火
、像叹息一样，绝不会无声地轻如鸿毛。小说的结尾是一个零下四十度的严冬，贾国志终于踏上流放
了自己全部理想的珍宝岛，抚着缴来的马卡洛夫手枪，平静地躺在雪地上。每个人走来的远方，都有
一座珍宝岛。有的人回得去，有的人再也回不去了，因为那上面被流放的，不知是不是珍宝。
5、午夜，没有星光只有雾霾，路灯都变得晦涩和阴暗。放下这本《珍宝岛》，怎么可能睡得着觉。
除了我们这群旁观者和无所谓存在与否的冬梅以外，竟然全部都挂掉了。这个冬天那个最大的国家似
乎摇摇欲坠，卢布一跌千里。因为那个曾经貌似强大的国家，和我们曾经的战斗，最后让一座江中的
岛屿变得如此有名。上世纪从六十年代起到九零年代，大陆发生的事情是这个星球有人类史以来最矛
盾、最怪异、最神奇的时代。红二代会觉得这个时代是最幸福、最激情的时代。无产阶级会觉得这个
时代还有幻想、还有阶级荣誉感、还有未来的时代。中产阶级刚刚开始出现。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么流
畅的网络（那个时代如果就有微博、微信，90年后的中国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个体户已经成为初
级的资本家，黑道人物开始在社会的各种角落，以各种方式存在，已经有先驱开始由经济上的开放走
入性的开放，以至于政府不定时的出现各种严打，那个时代的法律因为没有网络和微博而更加微妙。
中国人从文化的破灭，转入财富的冒险。这本书就在国都的某个隐晦的场所，以一场怪异的死亡开始
，经历了漫长的半京片子的讲诉，用各种各样的死亡去消灭掉各种各样的理想、梦想、幻想。小资产
阶级、通过黑暗的方式成为富有者、系统内的公务人员、知识分子、社会底层的各类人士、性工作者
，在这个地理上有，意识上无得岛屿上，他们的结局都是一个字—死，虽然原因不同，结局却都是一
样。有谋杀、有自杀、有各种各样的意外、还有生命之间的替换。甚至于为了寻找自己一生的一个梦
幻最终冻死在珍宝岛的主人公。作者以死亡终止着那个时代吗？冬梅是那个年代很普通、很常见的女
孩的名字，如同当今的什么婷、什么蓉，她是主人公的小女儿，只有她在另外一个半球，在天朝认为
最不民主、最没有人权、最虚伪的国度里轻飘飘的活着。其他的人，都死掉，这些死掉的人们之间竟
然还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就如同这个社会机器上的每一颗螺丝钉一半，慢慢的掉下一个以后，在
后来的震荡过程中，无一幸免，如果能够活着的话，就如同冬梅的生活轨迹一般，幸运的挪在了另外
一台运行平稳，经常有人检视的机器上。是这片土地生来具有的悲伤，还是如此社会造成的悲剧？几
百年后可能才会有人去研究和真正的去探寻。貌似欣欣向荣、繁华昌盛的时代，的的确确是冒险家、
阴谋家的乐园，他们以死亡作为筹码，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的死亡，在如此重口味的时代里，讲述着
悲欢离合的中国人。没有底层人物怎么会有高级人士，没有穷人怎么显现的出富人，没有死怎么得到
生的快感。作者以拍纪录片的形式，用极短篇的章节，不停的转换着死亡的发生，让我们回忆起那些
并不是不存在过的，似乎又不愿意回忆的年代。这本小说，读完后需要一个一个喘息的过程，就如同
唯一一个富有的人物那样，在激烈的兴奋的夜晚，因为过于激烈而死去。这本小说，似乎也在强调，
成为18岁以上的人士，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连死亡都不再有多少的意义，没有人为了诗去卧轨，没
有人为了一个组织去献身。不是这样吗？看看社会新闻，连自杀都变得没有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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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珍宝岛》的笔记-第178页

        人成熟的标准是以前得不着的'现在不想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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