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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的年代》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本书是“中国作家档案书系”中的一册，书中选编了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处女作一篇，成名
作一篇，代表作两篇，影响或争议最大的作品一篇，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作品多篇，还有作者近期
的谈话录两篇，透过别人的眼光写成的印象记一篇。并在书前收录了她自童年到今天的重要照片20幅
——形象的直觉有文字不可企及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名作家的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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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的年代》

作者简介

王安忆，女，1954年3月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上海定居，197D年赴安徽五河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
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任乐队演奏员，1978年调入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
，1980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987年应聘上
海作家协会专事写作至今。
1977年发表作品，写作有短篇小说 60余篇，中篇小说 30余篇，长篇小说7部，散文、论述若干。其中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全国儿童文艺作品奖，《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流逝》、《
小鲍庄》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叔叔的故事》获上海中长篇小说二等奖，《文革轶事》、《我爱比尔
》获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长恨歌》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部分作品有英、德
、荷、法、捷、日、韩、以色列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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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群星闪耀的天空
一 1999年后新作
1 忧伤的年代
2 花园的小红
3 轮渡上
二 处女作
1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三 成名作
1 雨，沙沙沙
四 代表作
五 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
六 印象记
七 对话录
后记
著作目录
大事年表
影集
手迹
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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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多美好的書名，多真切的文字，呼喚我內心深處。
下面是書中我喜歡文字的節選。
P：36成長是憂傷的，稚嫩的身體一點點地失去保護，所有的接觸都是粗暴的。要通過多少日子，她
才能觸摸到粗暴的深處的那一點暖意。這暖意也並不是來自什麼愛之類的情感，而是從你我他的生活
的艱辛裹，蹦出來的人情之常。可是，在最初的時候，什麼都還談不上，只是粗暴的感覺，尖銳地損
傷著心靈。P：53
2、记得当时
3、看她文体演变的样子。
4、王安忆
5、我很恨她，时代不同，青春的心理还是一样的，居然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6、补看ING~
7、过去和未来,为何都不清楚
8、忧伤的童年
9、真没想到自己会哭，心灵最虚弱的时候，反而是最平淡的东西最有力量吧
10、王安忆的文字很干净。很有思想的文字。每篇小说都很独特。
11、一曲《忧伤的年代》，满是着不能自知的怅惘，盈溢着莫可名状的晦暗。幼时，愤恨着、骄傲着
、坚强着、崇拜着的，是些什么？统统归结为忧伤，只是这忧伤仿若梦境，虚幻、不真切，怎能真切
呢，甚至这年代都恍是隔了世的岁月。然而，它们确实忧伤过，哪怕只在了你我心里。
12、一种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疼痛。走过之后，却又发现是微微有点甜蜜的。
13、掀开幕帘，看见有人躲在黑暗中哭泣。我不禁也啜泣了起来
14、读过一篇《忧伤的年代》，弄堂里的青春期，上海市中心喜欢看电影的文艺小孩，姐妹间的比较
和嫉妒、同学朋友间的吹牛皮，细腻敏感文艺女青年的忧伤青春期。《阳光灿烂的日子》写北京大院
，这个写的就是上海浦西弄堂。知道有情怀，在1950s和1960s大概是浪漫得不行的少年时代吧，尤其是
在压抑的时代背景的映衬下，但还是觉得矫情，不喜欢。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15、这本书是合本来的。
16、女孩成长的忧伤，以及时代的忧伤，王安忆娓娓道来。
17、读的不是这本  特意用来记录忧伤的年代这一篇   整个下来并不是有多喜欢  但是其中一些细微的成
长过程里的心理变化确实动人  很感性的人才体会得到又能诉诸笔端
18、仿佛回到了自己细腻敏感痛苦的青春期。“我们身处混乱之中，是相当伤痛的。而我们竟盲目到
，连自己的伤痛都不知道，也顾不上。照样地跌摸滚爬，然后，创口自己渐渐愈合，结痂，留下了疤
痕。等我们长大之后，才看见它。” 如今依旧细腻敏感，但是至少可以心平气和的和自己相处
19、看这本书主要是为了看王安忆早期的重要作品，其中《小城之恋》要写出一种情欲的积累和演变
，写的非常费力，《叔叔的故事》这种后设小说形式又略浮泛，《小鲍庄》年代更早一点，倒是灵动
轻巧。总体而言，王安忆早期一直在做可贵的尝试，虽然在中后期很少能看到前期的影子，弯路走来
的她不知道汲取了多少经验。
20、朴实
21、其中有段文字很真实，自己就是那样走过来的。
22、为了看《小城之恋》，争议最大，但说实在的，我很喜欢。
23、平常的小细节，有人不品，粗枝大叶；有人去品，却又咂咂有声。像她这么写的，我觉得才对。
24、对发育期的描写很准确。但是最后有了个光明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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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曲《忧伤的年代》，满是着不能自知的怅惘，盈溢着莫可名状的晦暗。幼时，愤恨着、骄傲着
、坚强着、崇拜着的，是些什么？统统归结为忧伤，只是这忧伤仿若梦境，虚幻、不真切，怎能真切
呢，甚至这年代都恍是隔了世的岁月。然而，它们确实忧伤过，哪怕只在了你我心里。
2、流动在时光隧道里的关于少年时代的回忆，读来有一点沉重，有一点悲伤，也有一点温馨，是王
安忆的《忧伤的年代》。 像是在帮读者把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娓娓道来，《忧伤的年代》里传达着一
种温暖的关怀。王安忆的细腻是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将我拉入她那忧伤的年代，在那里，我找到依赖
：这段由真实的生活转化而来的文字，具有精神关怀的价值。 写《忧伤的年代》的时候，王安忆刚过
不惑之年。我不知道人是不是非要到一定的年纪，回头看自己成长的岁月，才会看得这样清楚，才能
将很多事情明晰。王安忆笔下的忧伤是背负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痛苦的——那时候，父母忙着“四清”
运动，有的下工厂，有的下农村，自然不能经常陪伴他们。于是，没有人疏导，青春期的敏感成为多
余的养料，使得那么多的忧伤，加速地抽芽，拔节，成长。 这样的成长的忧伤，王安忆是借一个女孩
儿自述的口吻来表现。意识到忧伤的那一刻，女孩儿正裹在电影放映厅入口处紫红色的丝绒帘幕后面
跟小伙伴玩捉迷藏 。就这样她在无意中看见哭泣的女领票员的侧影，这情景让她不自禁，也啜泣起来
。她的忧伤就在那一霎那，好像“拔开了一个瓶塞，喷然而出，涌上心间”。 叙述中王安忆不止一次
地提到电影院。电影院里，发生过很多“不幸的事件”，比如在玩闹中不小心丢了电影票，比如姐姐
争得了唯一的一张电影票，比自己多看了一场电影⋯⋯大人们是不屑于这类小事的，这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无论如何也不会在他们长满老茧的心灵上激荡起任何的波澜，但在小孩子心里，这却是非常严
重的。丢了票以后，王安忆恐惧不安，怕被领票员发现；姐姐去看电影后，她总是感到不公平，由于
不公平产生的委屈使她闷闷不乐，没有人安慰，只好自己给自己打气。这些灰暗的情绪，王安忆描写
得传神入微，读来好像就流淌在自己的心上，许多我也曾经有过的感受不再处于无法交流的封闭的状
态，像新生的鸟儿慢慢啄开厚厚的硬壳，光明一点一点地透进去。原来只是在年少的时候我们都缺少
这样的能力，所以阴霾才会布满心灵，遮住少年时代的光明。王安忆的述说教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这
就是《忧伤的年代》让我感到依赖的原因。 长相也充满了麻烦，在这个多事之秋。在这一时期，女孩
儿的模样变得很厉害，脸拉长了，脸色黄而且粗糙，形锁骨立；还整天戴着牙齿矫形器，剪着短发，
穿不合身的衣服。处在可爱儿童和美丽少女之间，她崇拜着小弄里那个面容秀丽的会跳舞的女孩，而
对自己充满了怀疑。对自己不满意，于成长中的心灵，使多么尖锐的否定啊！不安和自卑也随之而来
，忧伤，就这样，又被浓重地渲染了一笔。 然后又发生了对算术老师可笑的挑战，谎话被揭穿后自然
少不了难堪，周围人们困惑又奇怪的目光让她感到无地自容；有一段时间，她特别惧怕对窗的灯光，
也怕意味着不安全的夜，却又沉溺于黑暗给她的刺激⋯⋯真是一段乱七八糟的时间啊，千头万绪的，
什么都说不清，只好在黑暗中摸索成长的方向。王安忆说，这处境是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来进行认识
的，电影院里那位哭泣的领票员，就用她的侧影，如镜子般的，照出了女孩儿忧伤的处境。《忧伤的
年代》则是她给予其他人的帮助。对少女时代经历了那么多忧伤的女孩儿，王安忆无疑是怜惜的，可
是那怜惜，当时没有人给成长中的女孩儿带去，但这镜子的光，一定可以照亮了许多人的成长，用从
精神到精神的关怀。 在经历了那么多来自成长的折磨后，那个女孩儿庆幸自己年少的肌体是健康而且
纯洁的，因为那样她就有了承受和抵抗的力量。就是这小小的庆幸也没能保持多久，在那个夏天，又
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刺毛虫身上的茸毛随风飞扬，飞到了女孩儿晾晒在院子里的内裤上，刺伤了小孩
子难以启齿的部位。疼痛和惊惧贴身而具体，女孩儿却用小孩子惊人的忍耐力捱了很多天，炎症和焦
虑使她发起了低烧，人也迅速地瘦了下去。终于有一天母亲发现了她的秘密，于是她泪流成河，从家
里哭到了医院。清理伤口的时候，她更是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正是在羞于面对自己身体变化的时候，
没有人给她细心的呵护，告诉她那没有关系，得到的只是一位老医生严肃的谴责。没有人知道，那一
切，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不啻于巨大的痛苦。王安忆动情地叙述，是在替所有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呼唤
关怀。 幸而，女孩儿在外伤好了以后，竟开始不知不觉平静下来，也隐约地觉察到了快乐的滋味。最
后，王安忆说，阳光明媚，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忽然沉陷进了隐晦的暗影里。锁住了一个时代的疼痛
，意犹未尽中王安忆给我们这样一个暗示，成长充满了生机，破茧的痛苦不能避免，却让以后的岁月
中更多的是光明。
3、成长其实是很残忍的事情。我们在毫无心防的时候被这个世界伤害了。都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也
许只是一句话，也许只是一个眼神，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莫名的感觉。但我们那时候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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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把所有的伤害放大。王安忆的笔触细致，却丝毫不让人厌烦，就这么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让
人的心都潮湿了，但不觉得绝望，只觉得岁月美好，不管是酷烈还是温柔，都是动人的。正如其母茹
志鹃的一篇小说结尾，一个小女孩在黑夜里走向前去，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走多久，但她相信，夜
晚总是会有尽头的。这也许是我独爱王安忆的原因。她是写实主义，但其实文章的核心是很不真实的
，是很理想的。生活的卑微苟且，也有一种生生不息的高尚。就像她多次提到的上海弄堂，里面生活
的人没有想太多，只是想好好活着，但正是这份单纯到粗鄙的念想，让这个世界充满生机，而且足够
冷静。有意思的是，本书的结尾有一篇王安忆和陈丹青的对话录，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
个人在其中的表现。陈丹青还是一贯地不留余地，王安忆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虽然只写在纸上，我
却分明读到两个人谈着谈着要吵起来，缓一下，又要吵起来。而且不存在谁占上风的问题。因为两人
都聪明，只是陈丹青的聪明是锋芒毕露的，王安忆的则显得模糊而温和。正如王自己所讲，她不是政
论家，想不出逻辑太完整的理论，所谓思想在她眼里会化作一个场景，一些人物。她说她的思想不会
是赤裸裸的。
4、独立是及其孤独的，我们好像一下子与人群失去了联系，所有的交流都中断了，这有些像幽闭症
的处境。我们用闭关自守来抗拒危险，恐惧一触即发，犹如惊弓之鸟。弄口有一个街心花园，沿着马
路，每天放了学后，我总是一个人来这里，坐在铁栏杆上，看着街景，直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在
暮色里，我感觉很安全，它掩盖了我，并且隔离了我与周围行人。路灯亮的一刹那也很温暖，天光未
灭它们就显得有些微弱，黄黄的，一点不刺激人。此时我好像获得了自由，身心都很解放。我放松了
身体，任它在铁栏杆上扭曲成古怪的姿态，这姿态令我舒适。我的情绪变得很柔软。有一点点伤感，
但温温和和的，一点不伤心。这一刻，真的很享受，所有的焦虑都平息了。
5、看完了一本王安忆的档案文集。从处女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成名作《雨，沙沙沙》到代表
作《叔叔的故事》和《小鲍庄》，以及争议最大的《小城之恋》，近年的新作《忧伤的年代》等等。
算上上个学期读的《长恨歌》，我把她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都读了一些。还是不会写读书笔记。只好
随便涂几笔给自己留个印象。早年的作品不谈，其余的作品感觉风格差距很大。一类是典型的上海弄
堂女子视角的故事，类似于自传。《忧伤的年代》写自己敏感的青春期，心理描写细致到位，写小女
生的友谊和失落，似曾相识的情绪。作为一个上海女生读来还是很有触动的。感觉《长恨歌》等系列
的上海故事都是属于这类的。写我们的母亲，我们的过去和将来。一类是触及人被压抑的欲望话题，
我想可能那个时代风气有关。《叔叔的故事》、《小城之恋》都涉及敏感的情感和性的问题。尤其是
后者，表现的人物性格的激烈和情绪的强烈，而且在性的描写直白和坦率上，可以和上时期读的阎连
科的《坚硬如水》有的一拼。在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她通过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或者是表
达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自己？想得不多不深，读得太仓促了。最后一类是今晚刚读的《小鲍庄》，说实
话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的讲述风格和故事内容，清新、简单。客观冷静地写那个村庄农民们的生活，很
多人的生活平坦地同时开展，然后交错。喜欢故事中的那些人物，很特别，在这个故事中找不到一个
恶人的形象。农民或许有些愚昧、迷信，但是因为浓浓的人情味始终贯穿其中，读来每个人都是那么
可爱。最喜欢的还是捞渣和五爷的感情，看他从一个婴儿长成一个懂事体贴的孩子，当他终于为救五
爷而死，我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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