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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长篇小说《米》和《城北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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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精彩短评

1、　　《米》被改编为电影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国影禁止播出。大幅的广告又被撤下。后来从苏童
的原著里看了。从底层出身的五龙，进入米店，又被策划成空壳女婿，到最后的变化。苏童好像不是
在写小说，是在说故事。文字很简单，意义却很深刻。赤裸裸的描写，看完很震撼...久未写字，竟然
失语。继续苏童的文集...寻找另一种体会~
2、黑暗潮湿晦涩的力量，有生命原始的欲望和动力，蓬勃而粗野，已经过去太久，记不很清。
3、一口气读完，已是深夜。苏童真的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诉说故事。用简单的文字直戳读者内心
，那样深刻。五龙这个内心压抑的角色久久环绕脑海，那个时代的阴暗历历在目，米乡走出来的孩子
终回到故里，似乎是失望的达成了愿望，不甘的结束了生命。
4、阴郁的天空下，一列火车从乡村开往城市，火车上躺着一个快饿死的青年，他发誓这辈子只有米
才能带给他安全感。悲惨可怜的一个故事⋯⋯
5、人活着其实都是孤立无援的，他们都会在屋顶、墙洞或者地板下面藏匿一只秘密的钱盒。他们的
一部分在太阳下行走，另一部分却躲在黑暗的看不见的地方。——五龙是条汉子，逃亡一辈子，追梦
一辈子。。。
6、文笔想法都是少见的犀利 让人胆寒
7、意图太明显
8、比起文章的压抑，更惊讶苏童是男的。。。ORZ
9、其实很喜欢这本书。五龙、织云、绮云，满口金牙，院子里晾衣绳上的内衣、丝袜，当然还有离
不开的“米”。
10、当苏童在创作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有一种作家，比如李碧华，是直接透过人物的口来说话思想。还有一种作家，比如苏童，他只写，什
么都不说。看出什么全推读者头上，狡猾的要命。这也许是他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表现？看过他的
几篇小说都没能看出他在写什么，或者说他试图在表达什么。他写女人，写旧社会，写各种碰撞、摩
擦，用他丰富的想象力，还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嘲弄赌气式的报复情绪和平板语气来刻画他最擅长的毫
无羞耻心却还极要脸的人物。除了纸张背后一个负气的平面男形象，没能体会到大家体会到的层面。
苏童说“没理解博尔赫斯，但感觉到了博尔赫斯”，我也“没理解苏童，但感觉到了苏童”。翻了一
下他的作品简介，对中国文艺批评界无比失望。
11、人一饿，啥事儿都跟吃有关
12、　　
　　
　　
　　
　　    害怕团圆式的悲剧，因为那是现实狼藉讽刺性的象征，是臭兮兮的意淫的玩物。甚至病态的，
害怕某一人物最终偶得的温馨圆满，会失望，破坏悲剧的彻底性。而这部小说，命运一层层跌落，不
祥的气息一代代持续，满足了发泄性的读悲剧的满足感。放心地相信作者 —— 她们最终都不会快乐
的。那么残缺粗劣的人性，怎么可以快乐呢。
　　
　　  也许潜意识里所需要的满足感是，生活有凄惨破败到这样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并
没有发生。即使发生也不过如此，而且并没有发生。那种深层地狱的折磨只是作者设定的虚假，而我
，依然生活在并未到那样谷底的生活，重新飘落于现实中的侥幸的安稳。
　　
　　  女人是被玩弄于男人的指掌之间，而男人被玩弄于命运的指掌之间，疾病，遗弃，兵荒马乱，
尊严践踏，亲情冷若冰霜，曾亲密联系的人一个个死去。
　　
　　  可即使是这样，带着诅咒的恶意，我仍然被一些场景感动。那是我所不能掩饰的对某些人性中
可爱的闪光的着迷。
　　
　　  少女织云单纯的跟六爷天不怕地不怕地要那件衣服，14岁的女孩，大概还是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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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13、另一面
14、苏童的这本是我当时非常痴迷的一本书。后来在音像店看到米的电影光碟，我没有买，后来米被
禁。我极度后悔当初没有买那部影碟。
15、在三联书店呆了一夜看的，苏童看着不困
16、　　苏童描写的五龙是在那个社会所塑造的一滴血，散发着人性的恶臭，五龙就像老舍《骆驼祥
子》中的祥子一样，从一个单纯的男人变成了把人性的丑恶暴露无疑的别人口中的疯狗。这不仅是一
个故事。。。。。
17、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看在长篇的份上，给三星吧。
18、1、曾看过一个音评，借来评价《米》恰如其分：是骄傲、嫉妒、报复，支撑你走到今天。你的成
长依赖这些负的能量，而非天生的善良。
2、网上有个戏谑的说法：苏童是安妮宝贝、郭敬明写法的鼻祖。看过《城北地带》之后，恍然想起
小时候自己看郭敬明小说哭的稀里哗啦，真是没见识·····。无法把《城北地带》简单定义为青
春物语小说，因为香椿树街上的一切闲言赘语、飞短流长已然不仅仅是青春。而这些东西是在小四等
青春作家作品中没有的。我喜欢残酷、潮湿、炎热又阴冷、充满工业灰尘的城北地带，还有那些早夭
的城北少年。
19、看着无法自拔
20、看完后，我和室友说，真是个惨烈的结局。
21、大一看的，当时觉得好凶残。。
22、　　1.“我家的一百亩苇地”： 现在我们村里还有一百多亩的大坑，就在我家老房子的北边，坑
里现在积满了常年落下来的树叶，有时候会有老太太把叶子扫了回家烧锅。在我爷爷的爷爷的那一辈
，那坑是我家大大汪汪一百多亩的水地，种满了一百多亩的芦苇，我的爷爷的爷爷是靠种苇子编苇席
发家的，到了我爸爸的爷爷，他更是是靠着这一百多亩的苇地闻名整个乡里乡外，再后来就开始斗地
主了，再后来就分了地，再后来家里种麦子，再后来就没地了 
　　　　 
　　　　 
　　　　2.“被人投入井底的老奶奶”： 我的老爷爷因为苇席生意跟远村里的同行发生了争执，事关
壹仟捌佰多张苇席的销卖，远村的人在大夜里将我爸爸的奶奶也就是我的老奶奶从大木床上用麻袋装
了去，我老奶奶是我老爷爷的三媳妇，刚生了我的爷爷。远村的以此要挟老爷爷，说是买卖不成就将
老奶奶扔到井里，老爷爷让步了。老爷爷带着村里的人去要人的时候，老奶奶在老爷爷面前五花大绑
带着一根老木头被人家投入了水井里。 皆是前事，旧社会的事做后背的提起来....也许只能提提就罢吧
。
23、没错，好像陷入一个混沌的噩梦
24、只能说很会讲故事⋯⋯不过在当代，应该算不错的了⋯⋯
25、整篇小说都是对仇恨的津津乐道，没有想象的好~
26、看完电影再读小说，感触更深~
27、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28、真想对苏童说一句，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不过还是四星，喜欢这种残酷的
29、　　昨儿斯斯同志突然跟我说起了这个苏大叔
　　就想起了这本书
　　一个很诡异的长篇
　　出自传说中的“女性作家”苏童之手
　　我觉得还不错了
　　文笔以细腻见长的苏式风格
　　是我高中那会最喜欢的风格
　　特女人 以至于我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苏童是个男性
　　还不错的一本书
30、阴郁的风格，发人深省，可惜不想花脑力去思考
31、感觉读完后特别压抑
32、压抑，变态，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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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33、这本书仿佛不需要太多书评，易懂却深刻。看完这本书至少两年了，依然记得那个充满仇恨、为
我所不能理解的五龙。时代催生的人，千千万万种。
34、开始准备结尾的时候就有点找不着北了 前面还行。
35、只读过苏童两部小说，一个是《妻妾成群》，一个就是《米》。两部小说都是真正的脱俗而出，
文字精致。当年觉得黄的不能再黄了的就是《米》。
36、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可能真的想不到以后的日子会有多么incredible 
37、感觉上还是写中篇的路子，只不过加了些不疼不痒的作料。里面的人都扭曲的要命，不过倒是挺
想看看电影版的《米》，后一篇也还行，不过也是有点儿过了。唯一的亮点是叙德和金兰的私奔，算
是找回一点儿平衡，其实苏童小说里往往缺的就是这样的平衡。
38、命中注定的事
39、想起来就是五龙眼泡子被戳破的水爆声
40、斯斯= =
    这名字~
41、无悲不欢
42、正在看，才第10章就已经浑身发麻！
    好可怕！
43、猴年的最后一本书
44、　　读了米，给人带来的是糟糕的心情，虽然写的是一位流浪者的故事，但是却没有奋发向上那
种氛围，怎么都是那种压抑，变态，无奈。
45、苏童写出来的东西细品总觉得有点压抑的渗人，开始读就停不下，算来这是第三遍看了
46、说实话，按文学性和合理性我只能给这本书3星，但是看在民国时期的份上加一星
47、任何东西的存在都需要哪怕一定点的肯定和正面因素，而苏童的[米]里面这种元素则少的几乎看
不见。这样完全的消极到最后会让作品显得残忍有余而立意不深，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部作品尽管语言
一流，却不是一等作品。
48、现在早已忘却了情节
49、大二的时候把苏童所有作品看了个遍，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部。
50、啊！腾斯斯！
51、我讨厌那个时代
52、阴郁的小说⋯⋯看着看着就能吐的
53、压抑到死，还不如活着至少有点温暖，得看点欢快的东西调解下
54、古塔上的风铃声 敲更老人的梆子声 迷幻中火车汽笛的嗡嗡声 当然还有米滑落时的清香声 所有的
一切 是否只是一场梦境
55、变态与真实
56、颠覆了少年的价值观
57、　　苏童的《米》
　　
　　文/梁坏坏
　　
　　这是一个关于流浪的故事。准确地说它应该是一个人“逃亡”的故事。这也是作者常用的一个词
语，之所以逃亡，是因为承受不了周围环境造成的压力，一旦这种压力对一个人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的时候，他只能选择逃避，求生的本能驱使他背井离乡，躲避让他感到恐惧的死亡。因此，那个被称
作“五龙”的男人，在洪水漫过他枫杨树家乡的时候，他最后目睹了那凄惨的场景，然后跳上运煤的
火车，开始了逃亡的生涯。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以为在那里能实现他的梦想，但直到死去他都
是感觉自己行走在别人的城市里，即使身份地位发生变化、即使金钱从无到有、即使性欲得到满足，
都不能驱走他内心的流浪的感觉。
　　
　　这又是一个关于仇恨的故事。恨得咬牙切齿，恨得读来身上起鸡皮疙瘩，能感觉出仇恨的恐怖，
它会让一个人变得凶狠残忍而又意志坚定，并且也是由于这种“仇恨”，让他忍辱偷生的背后，蕴藏
着无穷无尽的反叛力量。他刚踏上这座城市所接受的第一堂课就是码头帮会兄弟们对他的残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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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这让他受到前所未有的耻辱，这耻辱在他内心生出仇恨，紧接着他感到的就是人们的冷漠，这冷漠来
自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收留他的米店老板、和他私通的米店大小姐、和他结婚的米店二小姐，以至于
后来他的儿子儿媳妇们。冷漠让他失去尊严的时候又得不到温暖，使他充满仇恨的内心又结满了风霜
。仇恨和冷漠让他看到了人性中的卑鄙与自私，同时也在他心中埋下了邪恶的种子，在人们卑鄙和自
私等因素的培育下，邪恶在不断的茁壮成长⋯⋯
　　
　　他的逃亡使他生存下来，他的仇恨又原于冷酷的现实环境。因此，这又是一部关于生存的小说。
这也可能是这部作品为什么叫“米”的重要原因。人生存的第一要义就是活着，每个人活着都需要“
米”，何况对于一个疲于奔命的逃亡者呢？因此他对米情有独钟，他会在随身的口袋里装上一把米，
时常放在嘴里咀嚼，发出嘎嘣嘎蹦的声响，稻米的清香会让他忘掉所有的沉重，安然入睡，他甚至可
以不要金钱不要女人，只要有米在就可以了。在他感到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他把他多年积攒
下来的钱全都买了田地，因为他坚信有了地就可以有米，对一个像他那样的乡下人来说，有了米才会
有最安全的保障。漂泊了一生，他想落叶归根，他固执的认为，只有拉一车米回去，才能算得上真正
地衣锦还乡。最后，他还是死在通往家乡的火车上，那节车厢装的都是他的米，雪白的香气迷人的大
米。他视米为最圣洁的物质，他鄙视那些肮脏的肉体，他会把圣洁的米塞进那些女人的子宫，清洗她
们肮脏而又充满罪恶的灵魂。
　　
　　这是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让一个叫“五龙”的男人怀揣着仇恨和邪恶从青壮年走到老年，
惨死在归途的列车上。他把南方的街道写得阴冷潮湿，散发着邪恶和情欲的气味，那些被残酷的现实
扭曲了的灵魂，那些在寂静阴暗的夜晚尽情绽放恶之花。那带有诡异色彩的故事情节，那些在大时代
的背景下风雨飘摇的小人物的命运，都会让我心有余悸，小说中的现实是人性的现实，在那虚构的现
实中小说家的想象力变得深不可测，他像一双看不见的眼睛不动声色的打量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看有没有一个叫“五龙”的人。
　　
　　
58、书中的人全是变态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却是我整日思索而又迷惑不解的人性极限，我无法接受这
样的事实，却不得不承认，甚至理解，就像对复旦投毒的林森浩，杀人的药家鑫。。。人心是邪（自
）恶（私）的，特定的条件会无限地放大。但人中该有良知吧，或许命运，生死，兴亡一切都在自然
规律之中，无关你我，所以也就无关善良，邪恶。。。一切也就无愧于心
59、整部小说又黑暗又凶残，若不是在旅行途中看的应该会沉浸之中不能自拔好久
60、大一时候看的吧，印象中描写特别凶残，给我当时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61、印象最深是，五龙强奸织云还是绮云时，将米塞进其阴道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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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精彩书评

1、昨儿斯斯同志突然跟我说起了这个苏大叔就想起了这本书一个很诡异的长篇出自传说中的“女性
作家”苏童之手我觉得还不错了文笔以细腻见长的苏式风格是我高中那会最喜欢的风格特女人 以至于
我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苏童是个男性还不错的一本书
2、苏童的《米》文/梁坏坏这是一个关于流浪的故事。准确地说它应该是一个人“逃亡”的故事。这
也是作者常用的一个词语，之所以逃亡，是因为承受不了周围环境造成的压力，一旦这种压力对一个
人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他只能选择逃避，求生的本能驱使他背井离乡，躲避让他感到恐惧的
死亡。因此，那个被称作“五龙”的男人，在洪水漫过他枫杨树家乡的时候，他最后目睹了那凄惨的
场景，然后跳上运煤的火车，开始了逃亡的生涯。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以为在那里能实现他的
梦想，但直到死去他都是感觉自己行走在别人的城市里，即使身份地位发生变化、即使金钱从无到有
、即使性欲得到满足，都不能驱走他内心的流浪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关于仇恨的故事。恨得咬牙切齿
，恨得读来身上起鸡皮疙瘩，能感觉出仇恨的恐怖，它会让一个人变得凶狠残忍而又意志坚定，并且
也是由于这种“仇恨”，让他忍辱偷生的背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反叛力量。他刚踏上这座城市所接
受的第一堂课就是码头帮会兄弟们对他的残暴行为，这让他受到前所未有的耻辱，这耻辱在他内心生
出仇恨，紧接着他感到的就是人们的冷漠，这冷漠来自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收留他的米店老板、和他
私通的米店大小姐、和他结婚的米店二小姐，以至于后来他的儿子儿媳妇们。冷漠让他失去尊严的时
候又得不到温暖，使他充满仇恨的内心又结满了风霜。仇恨和冷漠让他看到了人性中的卑鄙与自私，
同时也在他心中埋下了邪恶的种子，在人们卑鄙和自私等因素的培育下，邪恶在不断的茁壮成长⋯⋯
他的逃亡使他生存下来，他的仇恨又原于冷酷的现实环境。因此，这又是一部关于生存的小说。这也
可能是这部作品为什么叫“米”的重要原因。人生存的第一要义就是活着，每个人活着都需要“米”
，何况对于一个疲于奔命的逃亡者呢？因此他对米情有独钟，他会在随身的口袋里装上一把米，时常
放在嘴里咀嚼，发出嘎嘣嘎蹦的声响，稻米的清香会让他忘掉所有的沉重，安然入睡，他甚至可以不
要金钱不要女人，只要有米在就可以了。在他感到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他把他多年积攒下来
的钱全都买了田地，因为他坚信有了地就可以有米，对一个像他那样的乡下人来说，有了米才会有最
安全的保障。漂泊了一生，他想落叶归根，他固执的认为，只有拉一车米回去，才能算得上真正地衣
锦还乡。最后，他还是死在通往家乡的火车上，那节车厢装的都是他的米，雪白的香气迷人的大米。
他视米为最圣洁的物质，他鄙视那些肮脏的肉体，他会把圣洁的米塞进那些女人的子宫，清洗她们肮
脏而又充满罪恶的灵魂。这是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让一个叫“五龙”的男人怀揣着仇恨和邪恶
从青壮年走到老年，惨死在归途的列车上。他把南方的街道写得阴冷潮湿，散发着邪恶和情欲的气味
，那些被残酷的现实扭曲了的灵魂，那些在寂静阴暗的夜晚尽情绽放恶之花。那带有诡异色彩的故事
情节，那些在大时代的背景下风雨飘摇的小人物的命运，都会让我心有余悸，小说中的现实是人性的
现实，在那虚构的现实中小说家的想象力变得深不可测，他像一双看不见的眼睛不动声色的打量这个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看有没有一个叫“五龙”的人。
3、苏童描写的五龙是在那个社会所塑造的一滴血，散发着人性的恶臭，五龙就像老舍《骆驼祥子》
中的祥子一样，从一个单纯的男人变成了把人性的丑恶暴露无疑的别人口中的疯狗。这不仅是一个故
事。。。。。
4、1.“我家的一百亩苇地”： 现在我们村里还有一百多亩的大坑，就在我家老房子的北边，坑里现在
积满了常年落下来的树叶，有时候会有老太太把叶子扫了回家烧锅。在我爷爷的爷爷的那一辈，那坑
是我家大大汪汪一百多亩的水地，种满了一百多亩的芦苇，我的爷爷的爷爷是靠种苇子编苇席发家的
，到了我爸爸的爷爷，他更是是靠着这一百多亩的苇地闻名整个乡里乡外，再后来就开始斗地主了，
再后来就分了地，再后来家里种麦子，再后来就没地了 　　 　　 　　2.“被人投入井底的老奶奶”：
我的老爷爷因为苇席生意跟远村里的同行发生了争执，事关壹仟捌佰多张苇席的销卖，远村的人在大
夜里将我爸爸的奶奶也就是我的老奶奶从大木床上用麻袋装了去，我老奶奶是我老爷爷的三媳妇，刚
生了我的爷爷。远村的以此要挟老爷爷，说是买卖不成就将老奶奶扔到井里，老爷爷让步了。老爷爷
带着村里的人去要人的时候，老奶奶在老爷爷面前五花大绑带着一根老木头被人家投入了水井里。 皆
是前事，旧社会的事做后背的提起来....也许只能提提就罢吧。
5、《米》被改编为电影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国影禁止播出。大幅的广告又被撤下。后来从苏童的原
著里看了。从底层出身的五龙，进入米店，又被策划成空壳女婿，到最后的变化。苏童好像不是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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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在说故事。文字很简单，意义却很深刻。赤裸裸的描写，看完很震撼...久未写字，竟然失语
。继续苏童的文集...寻找另一种体会~
6、读了米，给人带来的是糟糕的心情，虽然写的是一位流浪者的故事，但是却没有奋发向上那种氛
围，怎么都是那种压抑，变态，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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