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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冬妮娅》

内容概要

《再见冬妮娅》是以同名长文为主的随笔集，也有忆及少年往事，青年轶趣诸多。“冬妮娅”这个名
字或是一代人的心结，70年代里那样的一场爱情——懵懂、试探、感动、挫折、离别、重逢⋯⋯
在这本书中，毛喻原记录了人生存在的瞬间，既有时代社会的特征，又有人性的纯粹。他的故事唤回
了我们关于那个年代的青春、爱情、时代、心灵的记忆，也因此成为一部超越时代的心灵史。
《再见冬妮娅》，那一代人关于七八十年代的青春和爱情的回忆。野夫、余世存联袂推荐《再见冬妮
娅》。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野夫笔下的“散材”毛喻原最新作品。
他与“冬妮娅”的故事，缠绵悱恻，却又那么单纯干净。最深情的密约，也突不破那个年代特有的胆
怯和坚守。酷似少年保尔的他，最终失散于误会的他们，都只是在禁锢的青春中领略了爱与美的怅然
，今日重读，依旧疼惜。
——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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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冬妮娅》

作者简介

毛喻原，1956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名士毛遂后人。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先后任教于中国农
民大学、四川函授大学、西南计算机工程讲习院、桂林教育学院。曾任《文化学词典》副主编，先后
翻译出版有《英美现当代诗选》、《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基督教精神史》等。自撰作品有《永
恒的孤岛》、《时代思想词典》、《疾病的哲学》、《精神就是精神的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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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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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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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冬妮娅》

章节试读

1、《再见冬妮娅》的笔记-第119页

         9月9日腊肉去世那天，从不喝酒的乐山右派胡梦雄打来一斤白干，备下丰盛下酒菜，与“情人”
吃饭喝酒以示庆祝：“啊！真是太好了！”事后，“情人”检举揭发胡梦雄说反G反社会主义的咒语
。半月后，当地农民兴高采烈地报告：胡梦雄自杀了。死后，在胡梦雄房间纸灰堆发现未烧完的反动
文章《论中国的前途》。

因反郭沫若学术而被化为右派，胡梦雄曾买耗子药寻死，说明书却写道：对鼠畜有效，于人无害。寻
死未成，反倒下不死决心。不料，庆祝腊肉去世，被情人揭发后，被关单人间写检查挨批斗。胡梦雄
挨不过尊严被践踏，凌晨五点溜进学校食堂，左右双手各握一把菜刀，左右开弓，疯狂肆意，乱砍脖
颈，肉屑横飞

2、《再见冬妮娅》的笔记-第10页

               看到这个标题就感到心底柔软一击。
       小学五年级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男猪的革命觉醒心路历程无感，只有冬妮娅那一段，
温润美好，柔软深情，浅浅流淌，久久萦绕心里。
       对于《钢铁》里广为传送的“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从来都不
喜欢，反感这种直接说教式标语式的人生感悟。人人都有太多的经历感受，无法言表，但尽在心底。
而冬妮娅，就是那种可以尽在人人心底的东西吧。
       我非七十年代人，但也觉得可以理解，那一代人的“冬妮娅”心结。

3、《再见冬妮娅》的笔记-第30页

        我相信，世界上的好多事情都事在人为，我们心中的梦，如果梦到了家，梦到了极致，那这梦多
半会有实现的一天，或至少说可以无限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梦的无限接近就可以认同于梦的实
现。

4、《再见冬妮娅》的笔记-第1页

        P137 中国特有的儿童文化——鬼文化。散播恐惧。
P140 那年代，人们张口闭口就在说”前途“，但究竟这前途是什么？在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大前提下
，人们究竟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前途？似乎大家并没有去仔细琢磨与深究P152 
张松柏：党员政治教师张松柏讲课时爱说顺口溜，譬如“教师生活苦，四十八元五”，“多吃豆腐营
养好，少提意见威信高”等，原意是批判那种消极情绪，却因为逼真形象让人记忆深刻，还有“汽车
响得轰轰，学生推得哼哼，你看林校威风不威风”，此时都被作为罪状写在大字报上。

杨小凯：1966年他升入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这时候杨小凯是一个
忠诚的红卫兵。
1967年2月4日由于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被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监禁了两个月。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小凯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开始认真严肃
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即《中国向
何处去？》（1968.1.6）。结果连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知道了杨小凯，华国锋也知道并且也认为杨小
凯是反革命，于是1968年2月杨小凯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P178我很喜欢在火车上读书，感觉效果比平时在静止状态下还好。也许，火车处于颠簸运动中，这种
运动中的静读更有味道。与平时相比，我更喜欢一种动中的静，喜欢一种在奔驰中的宁静活动。车窗

Page 7



《再见冬妮娅》

外的一切，不是在旋转（远景），就是在后退（近物），而你却始终处于感觉不动的中心。这种感觉
很耐人寻味，我喜欢这种感觉在火车上读到老毛这些话，别有一番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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