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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评小说》

精彩短评

1、令我肃然起敬的龙应台
2、龙氏评论，犀利无比。我是看了评论才看书的。
3、似乎是因了这本书而去读白先勇的，呵呵
4、　　《龙应台评小说》是一本很全面的书——书除了正题的龙评之外呢，还收录了其他人对龙应
台评论的书的评论，龙的其他相关文章，各界人士（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等）对她的评论的评价
，以及龙的作品表。各界人士在讨论会上各抒己见，讨论了龙的实际评论、评论本身的内在和外在的
问题、评论的外缘——社会框架、评论小说的功能以及被评论的作者的反应。这些都是文学评论需要
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认为文学评论首先从评论对象来看，先得考虑评论谁和评论什么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作品都
值得评论？作品的主题、层次、语言是衡量作品好坏的几个尺度。但是主题正确并不意味着作品就好
。再有从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上看，作者与作品是割裂而独立的呢、是线性发展的呢、还是关联的？各
个流派对此的界定就有很多不同观点。如果作者的态度偏颇，是不是意味着作品一定是坏的作品呢？
这些都难定是非。
　　
　　从批评的受众来看，评论可以简单地分为给大众看的批评和给专业人士看的批评。专业人士看的
批评要求读者对作品非常熟悉，讲究论点鲜明、论证缜密。给大众看的批评言之有物，读来有趣味就
好。再者给大众看的批评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文章要写得好看，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不然评论很难
继续写下去。专业评论在这方面的压力稍微小一点。《龙评》很明显是很成功的面向大众的批评。詹
宏志总结了龙的几条成功经验：1. 非常简单的批评架构和语言，不需要读者有专业的文学理论知识
；2.理直气壮的写作风格：这点也是《龙评》最吸引我的地方。龙应台很明显地提出“台湾没有文学
批评”这样的论调，还发了一篇《我在为你做一件事》这样的文章，非常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很容易就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3.龙抓住的恰当的时机；4.不涉及社会或政治思想。这些是龙成功的
经验，值得有志在这方面发展的读者学习借鉴。
　　
　　再说评论的出发点：是从第一印象延伸开来，联系评论者的其他阅读经验和个人经历，还
是exclusive reading，紧扣作品本身呢？这两种出发点都可以引出很好的评论文章。
　　
　　从评论方法来看，论者的选择就更多了。现代的五大批评流派：新批评、社会文化批评、历史批
评、心理批评、神话批评。各有优秀绝赞的好理论好论断。但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没有对错高低之分，只是各个理论都应该有认识论的支持，不然总归是凑巧的一篇好文，不
可能成为广泛的尺度。
　　
　　龙说她没写一篇评论，书至少看三遍。第一篇通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第二遍细读，做笔记，写
评论。第三遍复读，检查自己的评论是否正确。这是敬业的态度。想当年也毕业论文的时候
把Wuthering Heights那本书快要翻烂了。好书不厌读，Wuthering Heights看了不下十遍，每次都有新的
发现，而且我相信再读一遍也还会有新奇。所谓不可穷尽。结尾，我引用龙的一段话，算是对“不可
穷尽”的小证：
　　�事实上，对一个作品作全盘性的讨论——包括作者生平、社会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原则、写作
风格等等——根本就不是一篇实用批评的目标。(P316)
　　
5、隐忍的伤痛 我们是否能够对抗遗忘 记住那一个个来不及给至亲哪怕一个深情的回望的逐渐消逝的
落寞背影
6、还不错～龙的合集
7、中国音速中年
8、绝对犀利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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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评小说》

9、有空要重温《孽子》~
10、个人觉得比较严肃。
11、她谈到的几个作家，我只看过陈映真，谈得真好。看多了龙的时评文章，看看她的本行文学评论
，也很不错。
12、里面评论的小说都么看过...
13、我会强烈推荐给学中文的同学看的一本书，还有对小说感兴趣的“闲人”（例如我(*^__^*) 嘻嘻
⋯⋯）看的书⋯⋯
14、我当时迷了好长一阵子。2010.10.5
15、另一本书，标注一下而已。看罢全书，实感李敖所言极是，龙应台所写的江海实在是“小水沟”
，他的全局观实在是差，只是意淫似得强行把一些事件拼凑起来，并通过想象力揉合在一起⋯⋯龙大
姐的书太小了。不禁让我想到之前有关“文化革命”的内容，小处确实有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可以看，但如果要多角度全面了解一个时代，还是必须从各种关键人物或者著名人物的纪实作品中去
寻觅，比如《论中国》《邓小平时代》《牛棚杂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s特地查了下百度里
有关金门岛和妈祖岛的图片，好想去这两个小岛上看看⋯⋯
16、王德威的《评龙应台评小说》最精彩，哈哈
17、纵是千山万水走遍，偏念那一句不必追。
18、经典
19、有深度.
20、“辑一”的品评我全部略过没读，因为那些小说都没有看过，而且对这类小说没有兴趣。但读完
除“辑一”外的其余部分之后，我觉得我并没有损失太多的内容，反而节省了时间。龙应台总结并批
判了台湾书评的五种类型：深不可测、主题万岁、温柔敦厚、唯我独尊、人身攻击，实在是切中肯綮
的，甚至还提出了“台湾是没有批评的”等有点偏激的论点，掀起了书评界“龙卷风”：各界人士撰
文回应，甚至特别召开讨论会，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我读到了龙先生的精辟分析、干练有力的行文，
还读到了各方知识分子对《龙评》的评论、质疑，各种不同思想的碰撞激荡，迸发出耀眼的火花；思
维的亮光相互交织，形成美丽的智慧之光。有批评，还有对批评的批评，这样的内容架构是我所喜爱
的。爱之深责之切。龙先生作为一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直言敢言，“寄冥纸”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21、支持她
22、　　在历史的狂潮袭来的时候 谁也不知这艘船会开向哪里 都在为正义 为理想 为国家 为民族而战
斗 到底孰是孰非 很难说的清 每个小人物的命运都是一部血泪史 读到美君的孩子每次看到火车来的时
候 都追着火车跑 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忍不住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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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评小说》

精彩书评

1、《龙应台评小说》是一本很全面的书——书除了正题的龙评之外呢，还收录了其他人对龙应台评
论的书的评论，龙的其他相关文章，各界人士（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等）对她的评论的评价，以
及龙的作品表。各界人士在讨论会上各抒己见，讨论了龙的实际评论、评论本身的内在和外在的问题
、评论的外缘——社会框架、评论小说的功能以及被评论的作者的反应。这些都是文学评论需要面临
的现实问题。我认为文学评论首先从评论对象来看，先得考虑评论谁和评论什么的问题。是不是所有
的作品都值得评论？作品的主题、层次、语言是衡量作品好坏的几个尺度。但是主题正确并不意味着
作品就好。再有从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上看，作者与作品是割裂而独立的呢、是线性发展的呢、还是关
联的？各个流派对此的界定就有很多不同观点。如果作者的态度偏颇，是不是意味着作品一定是坏的
作品呢？这些都难定是非。从批评的受众来看，评论可以简单地分为给大众看的批评和给专业人士看
的批评。专业人士看的批评要求读者对作品非常熟悉，讲究论点鲜明、论证缜密。给大众看的批评言
之有物，读来有趣味就好。再者给大众看的批评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文章要写得好看，能够吸引读者
的眼球，不然评论很难继续写下去。专业评论在这方面的压力稍微小一点。《龙评》很明显是很成功
的面向大众的批评。詹宏志总结了龙的几条成功经验：1. 非常简单的批评架构和语言，不需要读者有
专业的文学理论知识；2.理直气壮的写作风格：这点也是《龙评》最吸引我的地方。龙应台很明显地
提出“台湾没有文学批评”这样的论调，还发了一篇《我在为你做一件事》这样的文章，非常理直气
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很容易就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3.龙抓住的恰当的时机；4.不涉及社会或政治思
想。这些是龙成功的经验，值得有志在这方面发展的读者学习借鉴。再说评论的出发点：是从第一印
象延伸开来，联系评论者的其他阅读经验和个人经历，还是exclusive reading，紧扣作品本身呢？这两
种出发点都可以引出很好的评论文章。从评论方法来看，论者的选择就更多了。现代的五大批评流派
：新批评、社会文化批评、历史批评、心理批评、神话批评。各有优秀绝赞的好理论好论断。但是所
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没有对错高低之分，只是各个理论都应该有认识论的支持
，不然总归是凑巧的一篇好文，不可能成为广泛的尺度。龙说她没写一篇评论，书至少看三遍。第一
篇通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第二遍细读，做笔记，写评论。第三遍复读，检查自己的评论是否正确。
这是敬业的态度。想当年也毕业论文的时候把Wuthering Heights那本书快要翻烂了。好书不厌读
，Wuthering Heights看了不下十遍，每次都有新的发现，而且我相信再读一遍也还会有新奇。所谓不
可穷尽。结尾，我引用龙的一段话，算是对“不可穷尽”的小证：事实上，对一个作品作全盘性的讨
论——包括作者生平、社会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原则、写作风格等等——根本就不是一篇实用批评
的目标。(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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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龙应台评小说》的笔记-第36页

        呐喊出来的哲理过耳即逝

2、《龙应台评小说》的笔记-第48页

        可怕的经验愈是说得轻描淡写，愈娘令人不寒而栗。

3、《龙应台评小说》的笔记-第48页

        蔡千惠有一个矛盾。一方面，原来的理想被自己人所出卖，“革命堕落了”（远景，一九八四年
，页三九）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享受成为势之所趋。这个矛盾似乎也是作者本身的难题。在谈“伤痕
文学”的时候，陈映真说：“革新的知识分子，往前，有革命的黑暗与幻灭，往后，却是一个腐败、
庸俗的资本社会，进退失据。”（页三三三）

4、《龙应台评小说》的笔记-第42页

        张必敬的人生也像一场探险游戏。面临千百岔路、千百扇门；每一个岔路，每一扇门都意味着一
个决策。一条路引向另一条路，一扇门开了，导启另一扇门；一个决策牵连出另一个决策。排列组合
之下，有无数个可能的方式。张必敬在人生的迷宫之中，对“有几条路通往决策者”答以“不知道，
正确的答案当然是无数多条路”。张必敬在自己的人生里，就是那个在电脑游戏中绕来绕去，老是走
错路开错门的人。

5、《龙应台评小说》的笔记-第25页

        孤绝感，其实不是书中人物痛苦的症结。人如果满足于孤立的状态，也就没有痛苦而言。这些人
一方面沉耽于孤独的自由自在，一方面又渴求人类的温暖。孤绝与投入相互抵制，产生矛盾，矛盾所
以痛苦。

6、《龙应台评小说》的笔记-第23页

        强劲的小说不需要倚赖角色把含义大声“说”出来，它可以利用角色个性的塑造、情节的发展、
布景的安排、象征或意象的运用等等，交纵错杂的处理，而主题就像涟漪中的月亮，在明眼人中隐隐
浮现。

7、《龙应台评小说》的笔记-第24页

        所以，觉得生命本身已经沉重，不愿意“把粗糙的指按在自己创口上来体察痛楚的滋味”（联经
，一九七九年初版，页二）的人，或许不该看这本书。可是，觉得生命本身已经沉重，又不怕疗伤痛
楚的人，在《孤绝》里却可能找到另一个叹息的灵魂，得到一点沦落人的同情

8、《龙应台评小说》的笔记-第21页

        中国社会向来偏重团体的和谐而往往牺牲个人的自由，现代的台湾却又像大浪里一块小岩石，受
西方偏重个人的文化的冲击。

9、《龙应台评小说》的笔记-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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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小说有一个不易逃避的陷阱：文以载道的陷阱

Page 7



《龙应台评小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