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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自选集》

前言

　　这本自选集收入的是我写作近三十年以来相当主要的一些作品。　　其中以中篇小说为最多。平
常我最爱写的也是中篇小说，因为写得比较多，以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是它们。这就让我的短
篇小说十分委屈。其实我的好几篇短篇小说都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当年的选刊们因为经常选我的中
篇，见我的短篇，便一律放弃转载。有一次一个编辑跟我说，因为刚选过你的一个中篇，所以他们不
肯再选你这个短篇。这篇小说这么好，真可惜呀。　　是可惜，但却没办法。所以大量的读者没有机
会读到我的这些作品。在这里，我把我自己喜欢的这些短篇都收了进来。我在选编的时候，又一次阅
读它们，我相信它们能历经时间的考验。　　这部自选集中最大量的当然还是我的中篇。我格外喜欢
中篇小说这种形式，甚至有点入迷。因为它特别适合我这种性格的人来写。写短篇常常会觉得不过瘾
，似乎正写在兴头上，突然就写完了。就好像吃一道好酒席，吃了一半就被人强行拉走似的。而写长
篇则需要太多的耐心。生活中总会有干扰，一干扰，几天定不下心来。结果写作的时间便总是被拉得
很长，一直拉到自己都不耐烦为止。唯有中篇，写到我自己想要收手或是恰有外界骚扰时，正好写完
。更兼它篇幅不大，答应编辑的稿债，也比较容易还。最多咬咬牙，半个月完成一篇时间也足够。如
此这般，大量地写中篇小说就成了我的自然而然。　　所以，这部自选集篇幅最多的便是我的中篇小
说。　　现在的写作于我来说，如同每日的生活必需。隔上一阵，如果什么都不写，便会不自在，心
里的空虚便像春天的草一样疯长。经常我也并非都是在写小说，有时候随手写上一点感想，也很舒服
。特别有了博客之后，漫不经心地随心所欲地在博客上自话自说一番，或是将旧作翻捡出来重新看过
，贴出来给大家看，也蛮来劲。这一切，其实都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是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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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自选集》

内容概要

《方方自选集》是著名作家方方自写描述的自己。现在的习作的生活必需。隔上一阵，如果什么都不
写，便会不自在，心里的空虚便像春天的草一样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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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方，原名汪芳。原籍江西彭泽县，生于南京。1957年随父母迁至武汉。
1974年高中毕业，做了四年装卸工。
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湖北电视台任编辑，19891年调作协湖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曾
任《今日名流》杂志总编辑，在2007年当选为湖北省作协主席。
已出版小说、散文集60多部，着重描写  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善于刻画卑琐丑陋的病  态人生，以冷
峻的眼光剖析人性的弱点，探索  生命的本真意义。语气中常透露着一种冷嘲和  尖刻，在简洁明快、
舒畅淋漓的叙述中蕴含着  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人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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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言午从监狱里放出来便接过老婆手里的垃圾车。垃圾车是用大红漆抹过的，很是鲜亮。言午第一
眼见它便猛然一阵心惊肉跳，第二眼他就使自己习惯了。言午在大狱里呆了13年。时光漫漫，他在里
面也不知道悟出了什么，以至于他走出那架蓝铮铮的大铁门时脸上竟看不出有甚晦气。游移不定的目
光倒仿佛比谁都轻松自在。　　言午的老婆说：“看你这神气好像在里头有了相好似的。”　　言午
笑了笑，没说话。他老婆等他13年等出这么一个落拓的他，却还像13年前一样的“醋”。　　言午已
从大楼里搬到了沿宿舍围墙加盖的一间平房里。这是他入狱后的第一年中，机关专为安置他老婆给盖
的。平房单砖薄顶，阴暗潮湿，但比竟可以居住。言午的老婆就是在这里添了垃圾车和一系列清洁卫
生的工具。　　言午的老婆在言午出狱前就告诉言午，将来她养活他，他尽可以在家看书写文章作学
问什么的。　　言午冷冷一笑，说：“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要你养过？”　　一句话使言午的老婆无言
以对。言午的老婆自打从她娘家的小书店嫁出来后，就没有挣过一分钱，直到言午入狱。言午是个强
悍的人，至少言午老婆一直这么想。　　言午的形象使很多人吓了一跳，也使很多的人感到尴尬，而
使更多的人羞愧不已。　　言午第一次在宿舍区露面就感觉到了这一点。那之后，他便每天上下班时
将垃圾车停在路口，好似迎接和欢送那些步履匆匆的上班族。　　言午永远穿着那件深褐色的中山装
。言午这件深褐的中山装已经很破旧了，尤其袖口，布丝筋筋拉拉地缠了一大堆。风一吹，在太阳光
下飘飘然煞是瞩目。言午的老婆都说为他缝补。言午总是淡淡地说一句：“你懂个屁。”　　言午想
，还有什么好缝头呢？而且，缝不缝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凡人多热闹时，言午在路口便极其夸大
了自己委琐、卑微和下贱。他有时伏在车帮上贪婪地翻扒拉垃圾中可以卖钱的废纸酒瓶系列，又有时
走入路中，在来去匆匆的行人脚下拾取烟头之类。言午有一次拾烟头竟拾到了研究室主任脚下了，好
是主任刚扔下的一截，还燃着。言午捡起来放到嘴里使劲地吸了几口，而后追赶上去，带着极浓的讨
好之意连声地说：“谢谢主任，谢谢主任！”主任先是吓了一跳，定睛看了言午几秒，两颊立即赤红
赤红，逃也似的离开了，便颇有落荒之态。　　言午那天很愉快，晚餐时还破例喝了一点酒。　　言
午的老婆是个很贤惠也很能干的人。她在言午回来前夕将那小平房精心地隔成了两间。分割房间的材
料是布。言午的老婆自然没有经济能力去添置如墙那么大面积的布，但她却能创造。她将她从垃圾里
拾来的碎布洗干净后，一块块地拼缝。想来言午的老婆是个颇有艺术气质的人。她意将那千百块垃圾
布拼成了图案。扯开后，如一隔现代感极强的装饰帘布。宿舍区里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闻之后曾专门
去看了一下，看后说言午老婆色彩感好极了。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言午的老婆在嫁给言午前正是
学艺术的，只是婚后言午不愿叫她继续深造，她才一条心做了家庭妇女。　　言午的老婆在布帘之后
为言午准备了一个尽可能考究的书房。书和书架是言午以前的。皮椅的皮早被人弄破了，言午的老婆
又很精心地用皮革重新包了起来，包好后仿佛是市面上根本都买不到的流行款式。笔筒里，言午的老
婆照老习惯插上了削得尖尖的各式铅笔。细心如微的言午老婆估计言午的钢笔一定没有了，又将言午
当初送给她的那支派克金笔也插在笔筒里。言午的老婆外表业已粗糙衰老成一个倒垃圾的婆子，可内
心依然娟秀细腻如故。言午的老婆有病，没能生下一男半女，这使她对言午有一种深刻的内疚，这内
疚随时间而演变成一种坚定不渝的忠诚和死心塌地的爱。　　但言午的老婆觉得自己一辈子都理解不
了言午。　　言午对自己能有如此书房还是感到很惬意的。言午倒完垃圾回来便呆坐在书房里，却从
来不看一本书，甚至连立在他的书架前重新翻阅或浏览的意思都没有。言午永远是靠在他的皮椅上，
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翘着二郎腿时而晃上几晃。　　言午的老婆初始以为言午如此这般是痛苦到
至极又若没了痛苦的表现，后又觉得不是。言午的眼睛有时会在突然间炯炯地发出光来。好时候言午
的神情给人一种可怕之感。　　言午的老婆在好长时间里预感着会发生什么事，心里惴惴的，无一日
安神。但事实证明她多虑了。言午或她的家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言午每日极其有规律地出门，又
极其守时的返回，如一架机器。甚至不辞辛苦地为她捡回来很多可以换钱的垃圾。　　只是关上家门
后，言午则一如往昔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晚间洗脚也一如往昔地由言午老婆蹲下去侍候。　　言
午的老婆只要言午没有外遇，替他做牛做马都行。言午每天拉车出门时，她总忘不了叮嘱一句曾经叮
嘱过多年的话：“在外面不要盯着女人看哦？”此外还增补了一句新的：“现在的女人比以前浪多了
，你没经验，要小心她们勾引你呵。”　　言午每听此语都觉得好笑。来勾引他这个倒垃圾老头儿的
除非是个精神病患者。言午同时又从老婆的话里感到一点惊讶，他在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女人痴心
地喜欢着他。　　言午的日子就这么地过了下去，仿佛静如死水。无论是见了他吓一跳的人还是见了
他尴尬以及羞愧的人，自然都在他背后议论他。有说他可惜了，也有说他沉沦了，更有说他自我糟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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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自选集》

。无论议论是怎样的，这些议论者大多不敢直视他，更不敢上前搭话，嘘长叹短。见了言午，或绕行
或加快步子或佯装未见，个个脸上皆挂副不自在的神情。　　没有人为言午提出申诉。言午自己也没
去。　　研究室主任的儿子有一天在家里翻阅旧照相簿时，一张照片飘在了地上。他捡起来随意看了
一下，见到后面龙飞凤舞地写着一行字：“这就是言午大博士！”“大博士”三个字写得极其花哨。
　　研究室主任的儿子说：“这人好狂。”　　他妈说：“再狂还不就是个倒垃圾的？”　　儿子有
些吃惊又有些不明白：“你说什么？”　　研究室主任夺过照片藏自己的口袋，铁青着脸斥着他的老
婆：“提他干什么？”然后又铁青着脸踱到窗口，下意识地朝外看。　　言午那一刻正在楼梯口的垃
圾箱里撮铲着垃圾。　　研究室主任的儿子立即跳了起来，惊叫道：“是他？是他！”　这个年轻人
从即天起便试图接近言午。他是学历史的，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　　研究室主任的儿子给言午的第
一张笑脸时，言午就感觉到了什么。他起先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听年轻人自报家门后，言午
方有了几分热情。尤其得知年轻人并非受其父亲旨意而是自己想要认为言午时，言午热情就更高了些
。　　言午和研究室主任的儿子交往愈来愈密，有时，言午还邀请他到家里喝酒。这个年轻人对言午
的谈吐和言午雅致的书房着了迷，为此更加的心里疑惑言午这个人如何这般地生存。在家里的饭桌上
，他越来越多地谈到了言午，关于言午的一切总是包围着整个饭桌，就仿佛言午成了他家的一道菜。
　　研究室主任和他老婆对言午此番作法心惊肉跳，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言午到底打算干什么。　　老
婆说：“那家伙会不会用毒药害死儿子？”　　研究室主任说：“不会吧⋯⋯？”可他心里想起一些
往事，又一阵阵犯怵，自思怕也难说哩。　　研究室主任叫儿子不要理言午，儿子却不吃他那一套，
反诘相问：“为什么？你怎么好像有些怕他？难道他能吃掉我？”　　这个做父亲的人哑口无言。想
告诉他的儿子或许他真能吃掉你，可又因心里发虚得无力开这个口，于是终未说出来。　　研究主任
开始失眠。　　言午每天在路口见到研究室主任日夜神经紧张得有些变形的面孔，便感到几分可笑。
　　年轻人有一天在同言午聊得投机时，忽而问：“你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我总觉得你们俩之间有
种微妙的东西。”　　言午从未有故弄玄虚的习惯，他淡淡地说：“你父亲原先是我的助手，是我的
下级，他崇拜过我。后来又把我送进了监狱，就这么简单。”　　研究室主任的儿子不由张大了嘴。
他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可不可以告诉我？”　　言午说：“没什么不可以的。”　　言午的
老婆插嘴说：“算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然后，她用温酒壶为他们温了温酒。这酒是研究室主任
的独生子带来的。　　言午说：“他是学历史的，应该懂得历史是什么。”　　女人便没说话了。　
　言午说：“1967年，你几岁？”　　研究室主任的儿子说：“5岁了。”　　言午叹说：“太小了。
”然后便节省了些语言，将一个故事说了个大概。　　言午的声音很舒缓很从容，仿佛叙述一个别人
的经历。　　年轻人的故事的发展中脸色变得苍白如纸。他过去同言午说话时多少带有一点居高临下
的感倾刻消失殆尽。他有些胆怯地说：“这么说打死柳子悦的是我父亲，而他却诬陷了你？”　　言
午说：“我没有见你父亲打死他。你父亲只是用一个热水瓶砸了柳悦的脑袋。柳子悦死没死我没仔细
看。我只知道他后来不见了。”　　年轻人说：“我父亲为什么要诬陷你呢？他照直说不行吗？”　
　言午说：“柳子悦那一派的人硬说是我们这派打死了他。又将他的尸体扔进了长江。他们扬言要打
死我们这派五个人来抵一个柳子悦。”　　研究室主任的儿子说：“我父亲是五个之一？”　　言午
点点头。　　“你呢？”　　“也是。”　　“于是我父亲便站出来指证你是凶手？”　　言午说：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表述的，只知道一天晚上，有人来抓我。后来便天天批判我，说我是个杀人凶手
。我怎么辩解也没用。因为你父亲揭发批判中说他亲眼看见我动的手。并且说他当时很害怕，立即告
诉了其它几个人。那几个人也是我们一派的，居然都作了证。”　　“你不会反过来指责我父亲吗？
”　　言午说：“我和柳子悦在学术上是死对头，多少年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抓住他后，我在
言词上狠狠地刺伤过他，但却没动手。你想会有人信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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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生放牛虽出尽洋相，但书生的能耐不在放牛。书生能做无数远远复杂于放牛的事。比方著书立
说，比方设计大坝，等等。所以，最好的法子还是让会放牛的去放牛，让书生去做他能做的事情。　
　女人的聪慧、灵秀和她们的宽容、坚忍，实在是男人们所无法相比的。她们哪怕苦到尽头，悲到极
处，也仍然能设法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解脱，使自己的情绪得到疏导，使自己的心态趋于平衡。　　雨
也不期而至。浮尘被手扑灭了。气温被扑低了。行人也被扑出老远。这时候撑着雨伞襄着披肩，去冷
僻的小巷走走，只需凡步就走出别样意味。五彩的石板路湿漉漉的有些打滑。流水的声音很清晰，甚
至水边花朵开放的声音都能听见。　　对于我来说，写作最初的开始，便是阅读。是阅读让我热爱写
作。转眼之间，竟也写了近三十年，把一个热血青年的我，写成了一个头发斑每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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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武汉让你愈发强韧 你让武汉愈加温存
2、8个短篇，12个中篇，8篇散文并没有读。方方的小说看多了类型也很明确，最好的无疑是《风景》
，另外比较喜欢的几篇是《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过程》《白驹》《万箭穿心》《树树皆秋色》
《凶杀案》，方方的宿命论和悲观主义。
3、坐在连自习的同学都陆续走了去吃饭的教室里，看的昏天黑地，气弱力乏，隐隐胃痛。读完一声
叹息，幸亏是中篇，否则我就被饿死了。。。。
4、为之战栗。
5、方方中短篇——中篇小说：《闲聊宦子塌》，《风景》，《白梦》，《白雾》，《白驹》，《在
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暗示》，《过程》，《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树树皆秋色》，《武昌
城》，《万箭穿心》。
6、诸多篇目印象深刻，方方的文章是读时不觉，掩卷回顾方慨然
7、把武汉写的如此接地气，开始喜欢这个有些市井的城市了。
8、生命中的那些湖北人
9、言午 禾呈 纸婚年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树树皆秋色 万箭穿心
10、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11、早期的几篇好青涩
12、自己喜欢。
13、鱼肠剑
14、之前没找到《万箭穿心》电影版，先把小说看了。生活真是无奈，虽然在最开头就写明了李宝莉
的一生，但读下去，心还是忍不住一直往下沉。
15、其中有老师推荐的《风景》还不错，有些文章毫无阅读兴趣。
16、先读的这本，后开始读人文社出的好多本。真喜欢这本的开本和排版。
17、有几篇故事架构非常好
18、读的过程很压抑，图书馆外的阳光草地都觉得宿命般沉重灰暗
19、最好看的还是中篇
20、闲聊宦子榻~~
21、实力作家，很喜欢的风格
22、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篇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23、人生苦闷多呐.感觉架构的主人公大多是因为陷入自我性格形成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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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自选集》

精彩书评

1、为了看《万箭穿心》去图书馆借来这本书，读万箭穿心读到鼻子酸了N次，作为在武汉读了这么多
年书的我，看到写武汉写得如此接地气，如此赤裸裸，反而感觉更加喜欢这座城市。虽然书里写的无
论是武汉人还是武汉的文化都算不上可爱，却让人徒增了一份归属感。扯远了，回到正题，谈谈万箭
穿心。。。电影还没来得及去看就下线了，据说颜丙燕演得很好，读小说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画面感
，汉正街，汉口的码头，龙王庙的批发市场，每次回家坐公交都会经过这一带。宝丽的性格火辣辣的
，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武汉人，本来武汉话就带着几分傲慢，像吵架，但是她得心地其实是非常好的
，甚至可以说在她内心仍然是个小女人，只是她傲慢惯了，不懂得或者说是忘记了如何示弱，于是造
成了她的悲剧人生，间接害死了老公，忍辱负重做体力活扛起养家的担子，却不被儿子理解，误解越
来越深，最终遭到儿子的抛弃，可是就连最后儿子要把她从自己房子里赶出去的时候，她仍然一副强
势的样子，丝毫不流露出自己的脆弱。而只有在唯一的好友石小景面前，她才敢吐苦水，才敢放声大
哭。可是人生毕竟是自己的，无论石小景怎样掏心掏肺地帮她，自己的生活一样要自己来过，为了不
让家散掉，她全副武装把自己的脆弱藏起来，忍住肉体的劳累，忍住亲人的排挤，忍住一个人的寂寞
。当马学武跟宝利提出离婚的时候，她当面跟没事人一样，实际却是濒临崩溃，其实她也只是个女人
，表面上对马学武颐指气使甚至拳脚相加，其实她只是不太懂得如何表现对自己男人的爱，而生活中
细微的点滴，了解丈夫的口味做他爱吃的饭菜，早起出门又折回给他掩被子，这些细节马学武已经麻
木到感觉不到，在他眼里，宝利完全就是个悍妇，没有一点女人味，而他仅仅是这个悍妇随意摆弄的
奴隶，完全没有翻身的机会，在这段婚姻里他感觉到的只是压抑，最终当这一切累积到他无法承受又
无处可逃的时候，他只有选择自杀。究其原因，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他的清高使得他不屑于跟一个小
市民没什么文化的宝利去交流，如果他可以试着多了解一些宝利，如果宝利能稍微示一些弱，就不会
又这样一场悲剧。宝利身上有武汉劳动人民的典型特征，忍得住辛苦，事情干得漂亮嘴上却不饶人，
被街头小流氓欺负的时候，甚至不顾自己是个女将，跟几个男的大打出手，作为一个女人她承担了太
多本不该她承担的东西，而她得好友石小景，一样是女人，一样没有丈夫的疼爱，只是为了丈夫的财
产勉强维系婚姻，每个月像领工资一样从丈夫那里拿钱，只能靠穿名牌、度假、去美容院这些来充实
自己，她同情宝利，为宝利出招出气，她是宝利唯一的精神家园。在最后，宝利的儿子小宝说的一段
话，才揭开了儿子为何如此憎恶母亲，甚至荒谬地认为自己离开武汉爷爷奶奶就会被妈妈欺负，为了
保护他们执意放弃清华而选择武大，殊不知这么多年来一家人的财迷油盐都是宝利辛辛苦苦当扁担赚
来的。甚至要把宝利从家里赶出去，说爷爷奶奶由他照顾，宝利呢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不用他养。从最
后小宝的独白可以看出，他眼里的妈妈从他小时候起就成了一个恶魔的形象，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儿
时父母吵架，甚至母亲打伤父亲，让他内心充满了不安的因素，而母亲表现出来的强势和父亲的忍让
，在他解读来直接就是母亲是个坏人，而父亲的死让他直接认定母亲就是那个害死父亲的凶手，加上
高中时候的调查，直接就确认了这一点，对母亲给的爱完全从内心屏蔽掉，母亲的恶魔形象在他心中
根深蒂固，以至于他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跟这个女人有血缘关系，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自称为马家
的人，而母亲是个外姓不配参与，甚至到最后都不喊宝利妈妈。按武汉人的性格，终归有一天他会后
悔的。期待网上尽快出电影。。。值得一看另外这本书还有方方的一些短篇，基本都是讲高校里搞研
究的人的生活，对我吸引力不大，昨天看了《风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可能是前后的变化差异太
大，也可能作者正是想通过这种差异表现时代变迁对人生活的影响，个人感觉这本书其实不是讲的家
庭，而是年代更迭的世界的变化。总之还是不错的，方方的书值得一读
2、方方的中篇小说读时让人沉沦，读后仿佛解脱。风景，白雾，暗示，万箭穿心，几乎所有中篇，
主人公都难以挣脱性格的泥潭，难以逃脱命运的束缚。性格决定论，写来可以由性格铺开，技术上更
易操作；但若每篇的主人公全是如此便失却了许多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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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自选集》

章节试读

1、《方方自选集》的笔记-第628页

        原始古龙的眼睛透着忧郁。他说他就出生在这丽江古城。这里就是他的家乡。

但有一天，他发现家乡已经不再属于他。因为熟悉的一切都已变得陌生。

到处是外来的游客，到处是外乡人的店铺，到处是陌生的面孔，

满街的语言都不再是乡音。邻居也都四散而去，搬进新城。

倚墙而坐晒太阳的老人越来越少，一直到慢慢地再也见不到，小孩子的喧叫也都销声匿迹。

所有日常的琐细的见惯了的生活，全都莫名地离去，有如色泽鲜艳的生活画布魔术般地一夜褪尽颜色
。

 

是呀，没有了邻居，没有了你来我往；没有了乡音，没有了家长里短；

      没有了啼哭，没有了生老病死；没有了亲情，没有了早呼晚唤；

古城把这些都抽走了，就如一个人剥离了他的血肉，剩下几根骨架，又算什么？

来来去去的游客，已成古城里的三天两头变换的居民，丽江就仿佛天天都在透析。

 

丽江原是一个清静的小城，人们享受着安详，可是现在却成天喧闹不堪，

丽江原是一个纯洁的地方，纳西人对爱情忠贞，现在却成了艳遇之地。

丽江最讲究居住的舒适，现在却将自家的房屋悉数租赁而出，

听任它们变成客栈，变成店铺，变成酒吧，变成茶室，变成歌厅，变成餐馆，

丽江最喜欢悠闲的日子，喜欢从容的生活，现在却满街都是繁忙。

忙忙碌碌的店家，匆匆来去的过客。他说，这样的古城哪里会是我们的⋯⋯ 

 

原始古龙的声音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他说玉龙雪山遍地垃圾，冰川也在溶化，

于是，心里便有一种被掠夺的感觉，就仿佛自己被人赶出了自己的家园。

而来到这里的人却并不爱惜他们占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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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自选集》

                                           ——《在丽江看街看雨看人》

2、《方方自选集》的笔记-第103页

        我这辈子都不想跳河，还不是想后头那个不肯耳我的人来搭救我。黛玉气宝玉，我偏说死，我这
就去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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