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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

内容概要

《自己的文章》内容为：《水浒传》源自民间传说编成的话本，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近年来才经学
者研究出来，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游击队。当时在异族的统治下，说唱者与听众之间有一种默
契，现代读者没有的。在现在看来，纯粹作为小说，那还是金圣叹删剩的七十一回本有真实感。因为
中国从前没有“不要君主”的观念，反叛也往往号称勤王，清君侧。所以梁山泊也只反抗贪官污吏，
虽然打家劫舍，甚至于攻城略地，也还是“忠心报答赵官家”（阮小七歌词）。这可以归之于众好汉
不太认真的自骗自，与他们的首领宋江或多或少的伪善——也许仅只是做领袖必须有的政治手腕，当
真受招安征方腊，故事就失去了可信性，结局再悲凉也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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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

精彩短评

1、目前也就只有她的散文是我喜欢的
2、1944到1945年之间写的杂散文水平真高，那么年轻就有那么高的水准呢。后来76年的几篇倒是很混
乱，像是私人的读书笔记一般，絮叨且衔接混乱了。
3、挺有意思
4、第一次读她的文章 感觉很荒凉很厚重很惊奇很感动
5、大部分以前都看过诶~~~~~接下来看完小团圆就行
6、好的作品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
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
7、这个女人老了。
这个女人不幻想了。这个女人说着苍凉开始伪文艺了。这个女人生活安定了。
于是这个女人的才情渐渐消失了。
一篇什么的评论啊游记的只要愿意花点时间并且摆出自负一点绝对一点的语调谁都可以写得像那么回
事儿。
然后她的小说，她的洞若观火。却只有那么一个，也只有那么一次。
女人的青春一直都很短暂。艳丽女人的，更加短暂。才情女人的，就只有一个火焰跳跃的瞬间了。
8、优雅散漫 张爱玲 
9、读了一点点
10、开始觉得她有点小家子气啦。
11、很喜欢的散文，明明写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事情，却感觉每一个字都是现在我们的样子。
12、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以外，一无所有。
13、与以前读过的有点儿不太一样的感觉
14、我不爱读张爱玲的小说。直到看到这本书 看到迟暮 始终记忆犹新她令人惊艳的文笔。
15、才华横溢的女子，喜欢
16、给两星是因为这书的“张爱玲简介”写得太操蛋了，一两百字，整个一黑白颠倒混淆视听。
17、喜欢她二十几岁时写的那些句子。
18、我的第一本张爱玲的书 从此爱上她的多愁善感 
19、大爱张爱玲。
20、散文比小说好啊
21、张爱玲的小说没看过，这些散文揭示了更真实的她
22、散文比小说好看些
23、看透人生百态的女子
24、学校图书馆的美好时光
25、她是个小市民，可却极聪明，有时也极有趣。
26、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
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27、倾城之恋
28、很好看
29、张爱玲的作品中我最看得进去的一部，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肤浅，总觉得散文杂文比较贴近生活
，容易入戏。总觉得它是一部放在哪一个时代都不过时的文章。
30、散文，格言，美文，随性
31、了解张爱玲，了解旧上海
32、不知道她从小是经历过什么，小小年纪的时候的文字就有了残忍人生的雏形，还是她这股深刻劲
儿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张爱玲，这个女人可以看看
33、典型散文，还是看小说爽
34、只能说我不喜欢张爱玲的写作手法。看了一半之后始终看不下去，最终也因为借的书超期了就直
接还了。但是其中一段张与其闺蜜的谈话记录让我觉得很有趣，终于也看到了传说中人和我们一样的
一面~也会八卦也会闲聊，也都有属于自己私人的生活。另：是通过这本书我才第一次知道勃朗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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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

意思~哈哈，所以不管是看什么书，不管自己喜不喜欢，都是有收获的。
35、头几篇好
36、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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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

精彩书评

1、说实话，对于那个叫做张爱玲的女作家的作品我读的确实很少，但却知道很多关于她的故事，世
界就是这样的奇怪，知道她和一个叫做胡兰成的人的不团圆的爱情故事，知道了一部李安的大导演拍
得一部一段时间被人们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名之为《色戒》的电影，知道了她的经历，从她的不长不短
的简介中知道，她成名于上海孤岛时期，知道了一句她曾说过的话“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
了蚤子”。对于她的了解仅此而已，no more ,no less ！最近读了她的一部文集，出版者美其名曰《自
己的文章》，渐渐的感觉和认识到这个特别有才的怪女人，这个语出惊人，诙谐幽默着嬉笑着生活的
拥有着满肚怪才得小女人，如果我可以认识她，我想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一个可以无话不谈，可以一
起调戏生活的好朋友，真正无聊的时候，我想：我们还可以互相调侃着调剂空虚的生活，但我们的友
谊也就这么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成为所谓的自己，不过谈情却很困难，因为我们都是在玩笑着生活
，我们在玩笑的生活中可以过得很好 很快乐，可是一旦生活突然间变得严肃起来，或者是我们对于生
活突然认真起来的话，我们会感觉到生活的压抑和无奈，我们在玩笑的时候玩笑，可是一旦丢弃了玩
笑，我们就会失去生活的能力和感觉，而且我们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得无地自容，那感觉就像是在蹦
迪的时候突然没有了五颜六色的迷幻灯光而只剩下白炽灯的照耀，更为严重的是在我们跳舞的时候没
有了音乐，而周围的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你知道，这种感觉很不好受的。读她的只是几十篇不长不
短的文章，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这些文章，究竟是散文还是杂文，我一时也难以判断，还是运用作者
的文字介绍吧，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吧，就是从这些不短不长的文章里我渐渐认识了这个叫做张爱
玲的女人，那个从小就有着“天才梦”的女作家，她的这些文章的确可以算是我无聊空虚生活的解毒
剂了，读他的文字在空虚的时候的确是一种特别的享受，不过她的文章不可以一下子读完，需要仔细
的慢慢品味，太过急功近利的话，就会只注重前面的才华，而忽视作者的后面得妙语，后面就会囫囵
吞枣，就会显得后面的文章没有趣味，读来味同嚼蜡，其实只是自己的方法错了，对与她的作品，每
天读四五篇刚刚好，然后回味，到第二天再读四五篇，即可揣摩昨日文章之美妙，又可感悟今日文章
之精华，何乐而不为？这就是我眼中的张爱玲，只是从几篇她的琐碎文章中的感悟。就是这几篇文章
，吸引着我去读她的其他的作品，因为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特谜，而我想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谜而不
是去解开这个谜，我没有这样的魄力，我也没有这般的精力，既然是谜，最好还是无解最妙！这无论
对谁都是一个交代。
2、你可以去发现什么？偶然读到张爱玲的随笔，又看到那句经典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话，也非常容易
被人记住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视奸”是我喜欢的一个词，我喜欢它的
骚动和故作镇静，喜欢它的含蓄和暴露，初看的时候，总觉得这个词很高深，后来联系一下观看的主
体便发现其实也算不得太高深，那是现代性的第六副面孔，是摄影，主角是荒木经惟，是一个性变态
的摄影哲甲，他是一个视奸者，依靠、假托相机这样一种媒介去诱捕、奸杀生活中一切令他愉悦的东
西。于是我们称，这是人与事之间的性关系，肉眼与物之间的性关系。就如陈奕迅在裙下之臣里凄凉
感叹完生活的无聊之后复而愉悦感叹这世界幸好有女人一般，荒木经惟也一定是这样的喜悦感，而我
们，则应该感谢这个世上有女人一般感谢我们有一双眼睛，可以去发现这个世界的华丽，以及虱子。
虱子的形态很少，组织器官却相对健全，不至于沦落到生物界的低等境遇，但是因其微小，便很难察
觉，于是对于近视、远视、散光、弱视、白内障等一切眼睛有问题的人来说，这种虱子便很难被发觉
，所以大多数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那一袭华美袍子上面的银光闪闪，看不到那一群因为在上层生活得颇
有优越感的虱子，我们称，这便是不敏感。所以这样的逻辑下，张爱玲，朱天文，都是这样敏感的人
，我是近视眼，不在这个行列。但是敏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呵，那一袭华美的袍子，看久了也要
眼花缭乱，会有一种华美食伤，会厌倦，而虱子是活的，充满了活体的可变性和可能性，你去跟它们
较劲，你可以发现它们的生老病死爱情买卖，可以发现它们的文艺世界子孙后代，可以发现一种隐喻
、一种缩影、一个世界，我后来想，阿Q那时候喜欢跟王麻子比捉虱子，大约是发现了这种常人发现
不了的乐趣。渡边纯一写了一本叫《钝感力》的书，可以说是“反敏感”，他的初衷是好的，不希望
你因为一句话而嫉恨一辈子，不要因为打翻一个杯子而生出瓷器恐慌症，不要因为掉了一颗牙就只能
沉默地微笑，不要因为失了一回恋怀疑整个动物界存在的理由，其实就是让你该放的时候就放，别因
为见缝插针的敏感力劳苦一辈子。钝钝生活，能看着那一袭华美的袍子，也是不错的。只是，他这善
意的劝诫，终而成为一种很道德的诱惑，这种诱惑阻止不了道德之外的人群，他们即便是近视眼，也
要奋力去看出虱子的真相来，哪怕伤心又伤身，他们付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消耗的悲凉代价，也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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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

为去发现这一袭袍子，本就是虱子，但是上面却能爬满了虱子们织成的华丽。
3、除了她那些精到、刻薄、犀利的小观察之外，我看见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细节。她其实是很贵族阶
层的女人，所以才能有机会读那么多书，有那么多去刻薄的机会，然后写了一点东西，就成名了。不
是贬低她，她的文章的确很精到，而且中肯。说的也都是实话，她走过那么多地方，看得多了，自然
也写的出来。我只是想起来critical pedagogy里面讲过的，那些因为天生的社会阶层的区别，而永远不
能进入主流知识阶层的人，永远也进不去。谁能有个留学英国的母亲？谁能有个衣食无忧的父亲呢？
谁能有钱念德国学校？去香港留学呢？如果人人都这样了，恐怕张爱玲怎么也要多几个了的。——跑
题了，我觉得，真正教育的意义在于把那些在主流之外的永远翻不了身的人拉上来。富人们，他们可
以自食其力，自生自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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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

章节试读

1、《自己的文章》的笔记-第201页

        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不爱听好人的故事。。。。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缺少私生活，中国人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中国人老师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多部必要的秘密。

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都有个目的——隆胸、突出眼睛、让人看起来高⋯⋯——中国衣
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

多取名字，也同样是自我的膨胀。

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得结婚广告便知道了。

多数女人说话之前从来不想一想。男人想一想，就不说了。

受气的亲戚说：“走，我们走，走到楼上去！”　

职业文人病在“自我表现”表现过度，以至于无病呻吟，普通人则表现得不够，闷得慌。

苏青说“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　多回味几遍，才得知其中的苍凉。

中国画上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
就是指导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通俗小说里，一个男子如果送一个穷女子上学堂，那就等于下聘了，即使他坚决声称他不过是成全她
的志向，因为她是可造之材。报上的征婚广告每每有“援助学费”的句子。

驻颜有术的女人总是：１　身体相当好　２　生活安定　３　心里不安定

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了天的，狡猾可爱的苦哈哈，是人乐于给他骗两个钱去。那种愉快地空气想
起来真叫人伤心。

2、《自己的文章》的笔记-第1页

        迟暮，屐痕车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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