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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于福建永春。自小着迷于故事，各类浪漫、现实、荒诞、魔幻故事丰富
了她的童年、青春期及小镇生活。19岁北上求学，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媒体工作十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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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实感人，我们共同的记忆
2、堪比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
3、“无声地消耗着冲动，静静地谋杀了时间“，在这本书里，看到孤独，看到挣扎，也看到麻木，
看到乡村的生活图景
4、故事的中心永远是人
5、恍惚在写我们村。总有一些能人，风骚的女人，疯子，折腾的人，还有一些接受命运和不接受命
运的人，阿零娓娓道来，就像在冬日的暖阳里，喝着茶唠着嗑，听着别人的故事，不管你喜不喜欢这
些人，他们仿佛与我们毫不相关，却又那么雷同。那些挣扎也是自己的挣扎，那些欲望也是自己的欲
望，那些叹息也是自己的叹息。
6、讀著很舒服。
7、文字间看似波澜不惊，克制收敛，却暗含力道，暗涌潜流。这样的小镇，这样的人物和命运，让
人看见中国广大乡村的“真实”，以及在这“真实”之中茫然无力，孤独挣扎的灵魂。
8、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
9、文字间的力量感很重，不像是出自女作家的手。画面感又细腻真实，很透得出作家丰富的内心和
情绪。搜了一下作者，还有其他著作，但是这一本写得确是充满了牵挂和记忆，充满了对故土和逝去
时光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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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很多人都觉得阿零的《此间生息》和萧红的《呼兰河传》很像，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呼兰河传
》是长篇小说，各章节之间却相对独立，用“我”和祖父的故事、小团圆媳妇的故事、有二伯的故事
和冯歪嘴子的故事串联成篇，每一个故事单独来看都比较完整，它们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呼兰河荒凉、
残忍而又不乏温馨的世界。《此间生息》是短篇小说集，可是每篇小说之间又有关联，每篇小说中的
主要人物都与集中其他小说中的人物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二十多篇小说在一起组成了王厝平凡，
压抑，爱与冷漠共存的世界。从《呼兰河传》到《此间生息》，相隔了七十多年。这七十多年，我们
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小团圆媳妇所遭受的那种惨绝人寰的虐待与折磨，在《此间生
息》中是没有的；冯歪嘴子住的四面漏风的磨房，在王厝也不存在。王厝的人们，除去小说中稍微涉
及的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总的来说，基本的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这里的人们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
一样，八十年代看上电视，现在人手一部手机，虽说比不了大城市的繁华，但是也绝不再像萧红笔下
的呼兰河那么贫穷。可是你仍然觉得王厝和呼兰河很像。如果说《呼兰河传》的主题词是“荒凉”，
那么《此间生息》带给人的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压抑”。这压抑来源于爱与被爱的无奈。《饥饿的寡
妇》中王大刚的母亲与潭叔的爱情只用菜地里的一盏煤油灯作点染，此外再无过多笔触，这篇小说用
大量的文字在描写这位母亲的苦命，几乎一辈子受到饥饿的折磨，最后死于食道癌。母亲与潭叔的爱
情就像那盏煤油灯的灯光一样，微弱地，给这篇写满了饥饿与死亡的小说带来一丝温暖的希望——却
也由于这希望太过渺茫，读后反而更觉压抑。《吴金枝》中那个风骚的小媳妇吴金枝，嫁给了自己不
爱的男人疯狗，和她相爱的那个清风一样的男子左撇因此而疯掉，变得肮脏，狰狞，被人像狗一样地
常年锁在家里。吴金枝为了不让自己也疯掉，从此笑靥如花，随便和男人睡觉，这成了王厝公开的秘
密。而他的丈夫疯狗，即使吴金枝的放荡使他在全村人面前直不起腰来，也依旧要她。他因为这个女
人而失去了尊严，他自始至终要她似乎就是要证明他的尊严，也证明他的权利，证明他对她的爱和对
她的恨。《吴金枝》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作者再怎么写吴金枝的漂亮与干净，也掩盖不了她行为的荒
唐，在自我放逐中，她、左撇和疯狗大概都忘了曾经爱的初衷，沉沦在生活的轨迹中只为活着而活着
。这压抑也来源于对命运挣扎却挣扎不了的痛苦。《此间生息》中也有几个像点样的男人，王大刚与
王大明就属于其中之列。王大刚曾是生产队长，“而且是王厝屈指可数，受过初中教育的人”，他在
八十年代牵头把电引进了王厝。这是一个敢干的男人，他承包过柑桔园，开过加油站，开过小饭馆，
最后又回到柑桔园，可命运始终没有青睐过他，一次次地创业，一次次地失败，欠了一屁股的债。《
妙手回春》中的王大明，他的自卑、痛苦源于他的萎缩的残腿，而他的抗争与奋斗也源于那条残腿。
为了医治自己的残腿，他自学中医，医术虽称不上高明，却也能开堂问诊，一次偶然的机遇，得到县
领导送的牌匾：妙手回春。如果故事到此打住，他的人生虽然没有那么完美，可是也没有那么悲观。
然而之后的故事却急转直下：王大明的诊所因为一次医疗事故而停业，虽然事后证明患者的死亡与王
大明的药没有直接关联，诊所也重新开业了，但是元气大伤，没几年，王大明因肝癌去世。王大明和
王大刚，这两个都是有点骨气的男人，活着总要争那一口气的，有时也是懦弱的，常常靠烈酒来麻痹
自己，可是他们的人生实属不易，我们又怎么忍心责骂他们的酗酒和对困境的逃避呢？就像《呼兰河
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和冯歪嘴子的媳妇，曾经都是健康而美好的，曾经都想抗争命运的不公，最后却
都被命运的洪流所吞噬。这压抑还来源于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浑浑噩噩。鲁迅《&lt;呐喊&gt;自序》中那
一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人往往因清醒而更加痛苦，若是被关在铁屋子中，由昏睡
入死灭，反倒不会感到就死的悲哀。可是不感到悲哀并不意味着他们体会不到生命的压抑。《把今天
的活干完》里的林素英，自己无法生育，为了填补生命的空洞，她抱养了一个女儿，在女儿八岁时又
抱养了一个儿子，在儿子二十岁时又抱养了一个小儿子，当小儿子也长大了，她“觉得自己已经老得
养不起另一个孩子了”，就在一个餐馆找了个刷碗的活儿，每天从早刷到晚，一刷刷了十年，直到年
龄太大被老板辞退，那生命的空洞再次袭来，只有对着电视发呆。人生的意义她是没有思考过的，人
生对她而言就是挨日子，用忙和累让自己一天一天挨过去，一晃就几十年。在《此间生息》中，这种
浑浑噩噩生活的人大有人在，有的忙碌，有的闲散，有的天天挂着笑，有的整天沉着脸，生活方式不
一样，可是精神的虚空是类似的。即使像前面提到的王大刚、王大明那样生活有点奔头的人物，在每
日灌下烈酒的时刻，那虚空也是难以抵挡的吧。而这一点和《呼兰河传》又是多么相像！人们浑浑噩
噩地生，稀里糊涂地死，中间经历了多少可喜可悲的事件，却都像看戏似的，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只
图个片刻的热闹，或者本能地忍受着痛苦。作为读者，站在局外，我们看《此间生息》时是清醒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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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的。我想作者也是一样的心情吧，所以她精心地编排了小说的顺序，由《祖厝》全面介绍王厝开始
，到《白日梦》王永丰开着宝马离开王厝而结束，完成了对故乡的怀念和逃离。人总是向往远方的，
去远方之前，往往想不到，有一天他乡也有可能变故乡，曾经的一切，换了一个时空，还是有可能发
生。在《序》中，作者说自己“也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份子而已”，其实我们读者又何尝不是？若在局
内，我们还会这般清醒么？七十年过去了，从呼兰河到王厝，我们的精神世界真的走得并不远。
2、成长于南方乡村的小姑娘，有着湿漉漉又魔幻的童年。在成年之后，阿零对自己的成长经进行整
合，在字里行间，能够呼吸到她童年的种种迷思与灵动，这对我这成长于北方的姑娘而言，有种穿越
时空的奇妙体验。于是，在一口气读完这本小小书之后，我来了兴致，写下了自己对故乡的种种回忆
，但说回忆，其实也有现在的加工，很难做到客观吧。阿零的书也会这样吧？在回忆中尽量还原事实
，看得出这种努力，但谁又能做到重述真实呢？嘻嘻～不过，读完之后，竟总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沉淀了一周后，才写这篇书评，现在想想那些人物都已模糊不清，也许我的意犹未尽就在人物的刻画
上吧～但人物刻画绝非易事，阿零的第二本书能有此功力，已非常厉害，希望能够读到更多作品，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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