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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梅花》

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荣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的首位获奖中国作家余华所著，精选其5篇中短篇小说。这些
作品所记录下来的就是作者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
且准确无误。虽然岁月的流逝会使它纸张泛黄字迹不清，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让它焕然一新，重
获鲜明的形象。 这些小说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多个侧面，它们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并把这种有关人
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基本最朴实的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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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梅花》

作者简介

余华，1960年4月3日出生，浙江海盐人。在文革中读完小学和中学，此后从事过五年牙医。1983年开
始写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3卷、中短篇小说集6卷、随笔集3卷。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
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和日文等国外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
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
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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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梅花》

书籍目录

鲜血梅花
古典爱情
往事与刑罚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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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梅花》

精彩短评

1、伪武侠
2、尝试中显现掌控文字的功力
3、菜人。。哎。。
4、就目前我读过的余华作品而言，我最喜欢这本集子~文学价值最高，或者说我这种米心米肺的人对
《活着》米感觉~《兄弟》也没看完，不知道是我浮躁了还是小华华浮躁了，大概是我的问题吧~
5、看的我毛骨悚然
6、脱离本体的武侠小说。见到的血似乎是最少又最多的。
7、比起其他作品来说 平淡了  线索也没那么清晰
8、只看完鲜血梅花一篇，
9、我一直记得第一个故事。
10、可能是最初读的那些大不相同~没反应过来
11、死亡像梅花一样绽放着，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在含苞待放着
12、老记忆。《往事与刑罚》有大师范
13、读了第一篇，没明白⋯⋯（中图）
14、时间重叠与空间交错的冗乱。

15、没武功背剑出门报了个奇葩仇我也是醉了
16、献给少女杨柳看完的时候我以为我蠢到看不懂文章了。从上学期接触到早期写先锋小说的余华就
是最初的这篇《鲜血梅花》。喜欢的不行。
17、对传统武侠的颠覆
18、武侠小说外壳下的反武侠小说，讲的是因果和偶像现象下的必然。想来只是余华玩票之作，如同
韩寒的长安乱一样。作为类型片的孤本，给个4星吧
19、《鲜血》飘逸，《现实》冷酷
20、悬念
21、奇异的表达，余华的学习轨迹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22、余华吸引我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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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梅花》

精彩书评

1、在《鲜血梅花》里余华抓住了血的意象展开文章，载体是唾手可得的武侠故事。有人因此将其归
于武侠小说一类，实有违作者真实本意。余华早期的小说都离不开死亡和鲜血，发表于1989年的《鲜
血梅花》尽管以阮海阔的复仇过程为线索，却始终隐略血腥场面的出现，即使两个仇家的死亡也只通
过第三者（白雨潇）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余华在此篇小说尝试改变风格和题材，或许是突变明显，引
起的评议中有称其为先锋派创作的重复，甚有人扼腕其“滑向时尚，与他人审美划一”。这就是将目
光停留在小说表层了。小说的语言尤为引人注目，这语言经余华早期苦心经营渐成风格。掺插句中的
形容词和动词的巧妙运用给人独特的阅读快感，在《鲜》文里营造起凄美虚幻的氛围，使复仇的征程
不至于因了不断寻找而索然无味。叙述语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会使读者产生多层面的理解，让小说具
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自由思考的余地。作者让故事淡化，退居幕后，把读者导进语言的漩涡，语言服
务于叙事，而叙事成为余华操纵手间的玩物，语言忽如一场秋风中飘落的黄叶，不自觉起着烘托铺垫
的作用，为叙事的展开提前置好布景。这是语言的狂欢，而狂欢是浪漫精神极至的表现。余华此时脱
离《现实一种》中为表现血肉相残、因果相互膨胀不得遏止的人性世界，在同样异常冷静的不带情感
的叙述中，小说人物的命运不可捉摸。《鲜》文可看出卡夫卡的影子，阮海阔那虚无飘渺的漫游仿若
梦中境界，卡夫卡在《乡村医生》中由溃烂的伤口看到玫瑰红色的鲜花，这种暗调突转的写法余华也
运用得炉火纯青，在余华作品中死亡和恐惧始终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穿梭，偶尔还掺进黑色幽默，运
用修辞突然反底，描叙的事物及实质顿时凸现，起“大音希声”的效果。基于语言财产的富有，余华
早期并不给予小说人物自己的声音。他强调事实，他屡次提到美国作家辛格的哥哥说过的“看法总会
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过时。”仿佛一位乡间讲故事的老人，余华平静地讲述着“事实”，他不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给读者，甚而有时让人感觉小说含有多重思想和多重主题。这是余华许多小说的特点，
想必也是其成功之处。表现在《鲜》文中就是复仇者的全部复仇过程处理成一场昏昏无涯、若行于梦
魇的无目的的漫游。作者不断设置着悬念，在悬念闪烁后，又不经意间以巧合和偶遇的方式让故事的
人物朝其预想的场所走去，戏剧般消解了刚刚形成的疑惑。阮海阔与白雨潇的擦肩而过最后又返回找
寻、面对青云道长没有问到杀父仇人等情节都安排得十分巧妙。这使人联系到余华进入九十年代后转
向的随笔，《高潮》是余华关于古典音乐的随笔小集，余华对古典音乐的理解有其独到之处，“古典
音乐处理一个高潮和另一个高潮之间的过渡关系，乐句和乐句的关系，确实让我很迷恋。”著名音乐
家如巴赫者在其如史诗的音乐中传达的不仅仅是简单几个音符，同样余华笔下的血所表现的不会只是
鲜红，他所描绘的血无疑含混着另外的意义。阮海阔漫长的复仇过程最终的可能是自身的死亡。这一
点阮海阔清楚意识到。单纯看待余华叙述的武侠故事这般结束的确无新意，无怪乎当时会有人质疑余
华是否创作危机。其实余华笔下的阮海阔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在不可捉摸的人生道路上疲于奔波而
最终兴许两手空空充满缺憾的人。要说的是缺憾。无数戏剧化的安排从初始就在为结尾的缺憾奠定。
让阮海阔背负杀父之仇重担，长久漫游，结果仇人在其奔波中被另外的人杀掉。余华用阮海阔缺憾的
“重”来反衬我们的“轻”。小说触及的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其涵盖了人生的丰富含
义。至此，我们才能明白余华表面如湖水的叙述其实暗藏杀机，刻薄狠毒。若说鲁迅杂文是匕首，余
华的小说则无疑是一把皮鞭。彼得·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谈到“先锋派不再按照一种风格的原
则来选择手段，而是将这些手段作为手段来运用。”不管西方理论在东渐中是否变味，余华写作的究
竟风格和流派，至少确确实实由《鲜血梅花》可觅得余华骨子里不可辩驳的先锋探索精神，武侠于此
只是躯壳。余华“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拒绝“一成不变”，《鲜血梅花》是其创作道途偶
涉的小河，一次绵里藏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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