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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的泥沼》

内容概要

本书是陈丹青近年来接受采访或与人对谈所整理出的文字，精心挑选后结而成集，书名“谈话的泥沼
”似乎暗喻了交流的不可能，书中的部分篇章也刻意保留了这种媒体狂欢与个人表达之间的谈话困境
，这种陷入“泥沼”的状况本身值得深思，另一方面，书中的大部分篇章则反映了在去除媒体预设立
场之后，交流的可能与必要，比如陈丹青与王安忆的对谈，两人的思想和学识互相激发与阐释，读来
很有收获，这是一本有内容的对话录，同时也是对对话本身的思考。
编辑推荐
1.陈丹青首部访谈集，了解艺术、文字之外的陈丹青。陈丹青以绘画和写作闻名，最显个性的却是其
言语机锋，本书收录陈丹青受人采访、与人对谈的文字整理稿，相较于他的散文写作，更加率性、自
由而真实，是了解陈丹青的写作、绘画和个性最好的文本。访谈指陈现实，也反映社会。陈丹青与人
对谈或受人采访，往往直指社会现实，本书也是了解我们所处社会现实非常好的途径，就连记者提问
本身，也反映了光怪陆离让人啼笑皆非的媒体语境。
2.特别收录王安忆、陈丹青五万字深度对谈。“非典”时期，王安忆与陈丹青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围绕着影视与小说，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话，对谈文字稿长达五万余字，曾连载与《上海文学》，现
已很难找到，经王安忆同意，本书全文收录，此次对谈极具知识性和思想性，如陈丹青所说，也是“
了解、探究一位小说家的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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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入中
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深造，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定居纽约，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居北京
。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业余写作，出版文集有：《纽约琐记》
《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笑谈大先生》《归国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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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艺 术
绘画与写作
艺术与野心
春宫与图像
时尚与模特
演员与画家
肖像与灵魂
媒 体
言说与距离
艺术与国情
经验与表达
奇崛与华丽
批评的两难
泥沼的泥沼
社 会
苦难与人性
咒骂与实情
市民和语言
读书与推荐
上流与上级
性向与人权
婚姻和女性
影 视
电影与导演
原著与影视
当代中国电视剧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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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的泥沼》

精彩短评

1、读他的访谈比随笔好，与交锋中见机智与犀利。
2、有点意思 泥沼啊泥沼 谈话处处是陷阱
3、清冽专注的眼神
4、庄婧问的不错。愚人太多，先生也说不出来什么，慢慢地变成一件商品了。
5、这样都能出本书？
6、感情不重要，感情是最低级的，是分泌物。重要的是尊重，彼亦人子也
7、看了一篇就被这个人所吸引了，敢说真话。虽然陈丹青自己总说自己也受于体质，有些话也不能
说。相比于这方面，野夫更像个一个痞子，洒脱的让人欲罢不能！
8、丹青老师的访谈集，最精彩的部分反而是与王安忆老师的闲聊电视剧，好有意思，还有得看王安
忆老师的小说了。。
9、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10、是真喜欢看访谈录  临场反应最有意思
11、口涎集粹
12、你怎么看待韩寒？你怎么看待徐静蕾？你怎么看待新版红楼梦？陈丹青是我看走眼最深的那一个
人，因为他的所有书名都起的太有意思了，只是打里面一看，就通通不是那么回事。
13、最后一篇最有意思，先前一些问话的提问者太蠢，没给对话制造什么养分存在的可能性，但王安
忆不一样，两人像老友可以意见相左但又不妨碍谈话的畅快
14、挑了最后两位大咖的对话，很有启发性，不过看到王阿姨被绕进去了差点笑出来。
15、浅薄无聊
16、陈丹青的访谈好看，文字耐看
17、访谈也能编成书 新奇 读来却略枯燥 我只读了自己感兴趣的篇幅 有点深刻 我这种年轻人该看
18、看过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之后，再来体味其弟子与提问者之间的机锋交错，很有意思。
19、看了一点点，还特意买的电子书，然而⋯ 
20、其实陈丹青的书还是谈话录好看。不过有些问题回答的还是有刻意模仿木心的嫌疑。毕竟他没有
木心的灵性，说得再多听起来也只像抖机灵。
21、还真是啥主题都有。多人欣赏的最后与王安忆的往来邮件我很多没看懂的地方⋯写周立波那篇 陈
先生该是不怎么看网络 要不定能发现他抄了一堆的梗。陈先生喜欢的大概是上海人那种独有的腔调吧
。最讨厌奇崛与华丽和婚姻与女性二篇。看书的时候是不是就发笑，陈先生的有趣和直接 真挺好的。
22、有些问题无聊或浅薄得令人发指，还好回答基本都不错
23、有资本的吐糟。毛笔蘸着墨，画到宣纸上，触纸之际，无比性感，流转行笔，极尽淫荡。
24、高二（也许是高一）读的吧 当时觉得蛮好玩的⋯⋯不过现在里面的内容是一句也想不起来
25、挺好玩，老有人想勾搭他说出点大新闻式话语。
26、你猜最后黑了谁？谁大气彰显，谁小气外露？多读多看多想，总归是好的。
27、重温，补分。
28、后面和王安忆的谈话比较有深度，可看性强，前面的采访过于零碎，无营养。
29、不知是他见过世面多呢，还是有国外生活经验，看问题的角度总是独到而有深度，甚至一针见血
，很倾佩
30、有的地方挺有意思，犀利
31、主要是收编访谈的内容，有些访谈还算不错，有些就比较无聊了，不过犀利的话总是有的，发现
豆瓣的读书笔记功能还不错
32、算是陈丹青的访谈录，很有种陈氏谈吐的既视感。嬉笑怒骂间告诉人一些简单但深刻的道理，未
必完全认同但总能从这种文字中产生出一种剥离的快感。终章合王安忆的对谈最为精彩，有很多精到
之论。
33、这本书所记录的陈丹青现在也是个旧人了 里面谈及韩寒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好 同性恋议题 观看 
周立波 但也有很多偏颇
34、于我，陈丹青的话特别容易入耳
35、有城府，有才华。讲绘画正在失去的言说功能，给媒体时代的退位，都是一种头脑清醒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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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的泥沼》

身在庐山、反观庐山的努力。陈丹青这书好看，人也好玩。
36、陈丹青真是有够无奈，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都要找他回答。采访稿都很差，赵国人爱为自己塑造
道德偶像，问的问题都假大空。稍微好点是和王安忆的对谈。
37、读的很悲观
38、脑残粉
39、你能从这里看见陈丹青的泥沼——自愿的不自愿的
40、虽然大部分对谈可能也只是自说自话，可有些话，说与不说也是两个意义。
41、看到最后会觉得无法交流，与谁都不免陷入谈话的泥沼。前面有些对话看得出陈只是在应付，后
面与王安忆的长篇对谈竟然也常有自说自话的感觉。大家对概念的理解不一样，越说离得越远⋯⋯
42、翻查评论可以加快阅读进程
43、王安忆的部分好看，其它的都一个路数。
44、多是杂志对陈丹青的访谈，访谈对他来说，应付，将就。
45、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46、收获最多是书中推荐的影视剧与书籍
47、陈丹青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网络启蒙老师的引导作用，当年上学看了他很多视频，真是太爽了，他
对一些事物看得很透，也说得很透，敢说没人讲的大实话，真正可爱善良的人，钦佩不已。
48、一个艺术家讨论中国文化甚至整个社会似乎片面
49、陈丹青虽不尽完全正确，但贵在很直很白又很谦虚，任何试图包装等动机，都被一眼看穿。在与
他的对话中，记者等狡黠、无知暴露无遗。更精彩的是与王安忆等对谈。王安忆的矫情、浅陋、固守
也都暴露无遗，她完全靠那些故作高深等名词包裹一探即知的思想深度，在缺乏思考等论断周围不依
不饶。相反，陈丹青思路清晰，一次次把话题扯回正题，论述清楚，又不囿于所谓流派、意识形态、
思维定式。这一对谈，高下立判。高居庙堂的作协副主席是怎样的水平，被体制排斥的又是什么水平
？还谈什么文艺复兴。
50、前半部分很受用，后面越来越无聊。告诫自己：话说出去得收得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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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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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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