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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

内容概要

本书是莫言的最新长篇小说。
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
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
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
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
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
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
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
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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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

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
死疲劳》等长篇小说十一部，  《透明的红萝卜》、  《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
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
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
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
“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lNO
（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
梦奖”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
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
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
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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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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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

章节摘录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
眼、吴大肠、孙肩&hellip;&hellip;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ldquo;贱名者长
生&rdquo;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
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
与香港台湾、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
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眉。陈耳和陈眉之父陈鼻是
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我们是 1960年秋季进人大羊栏小学的。那是饥饿的年代，留在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大都与吃有关。譬如我曾讲过的吃煤的故事。许多人以为是我胡乱编造，我
以我姑姑的名义起誓：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凿的事实。那是一吨龙口煤矿生产的优质煤块，亮晶
晶的，断面处能照清人影。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么亮的煤。村里的车把式王脚，赶着马车，把煤从县
城运回。王脚方头、粗颈、口吃，讲话时，目放精光，脸憋得通红。他儿子王肝，女儿王胆，都是我
的同学。王肝与王胆是一卵双胎。王肝身体高大，但王胆却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袖珍姑
娘&mdash;&mdash;说得难听点吧，是个侏儒。大家都说，在娘肚子里时，王肝把营养霸光了，所以王
胆长得小。卸煤时正逢下午放学，大家都背着书包，围看热闹。王脚用一柄大铁锹，从车上往下铲煤
。煤块落在煤块上，哗哗响。王脚脖子上有汗，解下腰问那块蓝布擦拭。擦汗时看到儿子王肝和女儿
王胆，便大声呵斥：回家割草去！王胆转头就跑&mdash;&mdash;她跑起来身体摇摇摆摆，重心不稳，
像个初学走路的婴孩，很是可爱&mdash;&mdash;王肝往后缩缩，但不走。王肝为父亲的职业感到荣耀
。现在的小学生，即便父亲是开飞机的，也体会不到王肝那时的荣耀。大马车啊，轰轰隆隆，跑起来
双轮卷起尘土的大马车啊。驾辕的是匹退役军马，曾在军队里驮过炮弹，据说立过战功，屁股上烫着
烙印。拉长套的是匹脾气暴躁的公骡，能飞蹄伤人，好张嘴咬人。这骡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气力惊人
，速度极快。能够驾驭这头疯骡的也只有王脚。村子里有很多人羡慕这职业，但都望骡却步。这骡子
已经咬伤过两个儿童：第一个是袁脸的儿子袁腮，第二个是王胆。马车停在她家门前时，她到骡前去
玩，被骡子咬着脑袋叼起来。我们都很敬畏王脚。他身高一米九，双肩宽阔，力大如牛，二百斤重的
石碌碡，双手抓起，胳膊一挺，便举过头顶。尤其让我们敬佩的，是他的神鞭。疯骡咬破袁腮头颅那
次，他拉上车闸，双腿叉开，站在车辕两边，挥舞鞭子，抽打疯骡屁股。那真是一鞭一道血痕，一鞭
一声脆响。疯骡起初还尥蹶子，但一会儿工夫便浑身颤抖，前腿跪在地上，脑袋低垂，嘴巴啃着泥土
，撅着屁股承揍。后来还是袁腮的爹袁脸说，老王，饶了它吧！王脚才悻悻地罢休。袁脸是党支部书
记，村里最大的官。他的话王脚不敢不听。疯骡把王胆咬伤后，我们都期待着再看一场好戏，但王脚
一鞭也没打。他从路边石灰堆上抓起一把石灰，掩在王胆头上，把她提回家去。他没打骡子，却抽了
老婆一鞭，踢了王肝一脚。我们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那头棕色的疯骡。它瘦骨伶仃，眼睛上方有两个深
得可放进一枚鸡卵的凹陷。它的目光忧伤，似乎随时都会放声大哭。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匹瘦骡子怎
会爆发出那样大的力量。当我们一边议论一边向那骡子靠近时，王脚便停止铲煤，用凌厉的目光逼视
我们，吓得我们连连倒退。堆在学校伙房前的煤堆渐渐高起来，车上的煤渐渐少了。我们不约而同地
抽鼻子，因为我们嗅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仿佛是燃烧松香的昧儿，又仿佛是烧烤土豆的味儿。我们
的嗅觉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那一堆亮晶晶的煤块上。王脚拢马驱骡，马车离开校园。我们并没像往常
那样，去追赶马车，并冒着被鞭子抽头的危险跳上去过瘾。我们目不转睛，慢慢地向煤堆移动。伙夫
老王，挑着两桶水，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他的女儿王仁美，也是我们的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她
是当时少有的没用器官命名的孩子，因为伙夫老王，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原本是公社畜牧站的站长，
后因说话不当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老王狐疑地看着我们。他以为我们要冲进伙房哄抢食
物吧？所以他说，滚，小兔崽子们！这里没有你们吃的，回家吃你们娘的奶头去吧。我们自然听到了
他的话，我们甚至也考虑了他的建议，但他的建议无异于骂人。我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怎么还可能
吃奶？即便我们还吃奶，但我们的母亲，都饿得半死，乳房紧贴在肋骨上，哪里有奶可吃？但没人去
跟老王理论。我们站在煤堆前，低头弯腰，像地质爱好者发现了奇异矿石；我们抽动鼻子，像从废墟
中寻找食物的狗。说到这里，首先要感谢陈鼻，其次要感谢王胆。是陈鼻首先捡起一块煤，放在鼻边
嗅，皱着眉，仿佛在思索什么重大问题。他的鼻子又高又大，是我们取笑的对象。思索了一会儿，他
将手中那块煤，猛地砸在一块大煤上。煤块应声而碎，那股香气猛地散发出来。他拣起一小块，王胆
也拣起一小块；他用舌头舔舔，品咂着，眼睛转着圈儿，看看我们；她也跟着学样儿，舔煤，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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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

。后来，他们俩互相看看，微微笑笑，不约而同地，小心翼翼地，用门牙啃下一点煤，咀嚼着，然后
又咬下一块，猛烈地咀嚼着。兴奋的表情，在他们脸上洋溢。陈鼻的大鼻子发红，上边布满汗珠。王
胆的小鼻子发黑，上面沾满煤灰。我们痴迷地听着他们咀嚼煤块时发出的声音。我们惊讶地看到他们
吞咽。他们竟然把煤咽下去了。他压低声音说：伙计们，好吃！她尖声喊叫：哥呀，快来吃啊！他又
抓起一块煤，更猛地咀嚼起来。她用小手拣起一块大煤，递给王肝。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把煤块砸
碎，捡起来，用门牙先啃下一点，品尝滋味，虽有些牙碜，但滋味不错。陈鼻大公无私，举起一块煤
告诉我们：伙计们，吃这样的，这样的好吃。他指着煤块中那半透明的、浅黄色的、像琥珀一样的东
西说，这种带松香的好吃。我们已经上过自然课，知道煤是许多世纪前，埋在地壳中的森林变成的。
给我们上自然课的是我们的校长吴金榜。我们不相信校长的话，我们也不相信课本上的话。森林是绿
色的，怎么可能变成黑色的煤炭？我们以为校长和课本都是在胡说八道。发现了煤块中的松香，才明
白校长没有骗我们，课本也没有骗我们。我们班三十五个学生，除了几个女生不在，其余都在。我们
每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我们
仿佛在进行一场即兴表演，我们仿佛在玩一种古怪游戏。肖下唇拿着一块煤，翻来覆去地看，不吃，
脸上带着蔑视的神情。他不吃煤因为他不饿，他不饿因为他爹是公社粮库保管员。伙夫老王惊呆了。
他手上沾着面粉跑出来。天哪，他手上沾着面粉！当时在学校伙房就餐的除了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教
导主任之外，还有两个在乡下驻点的公社干部。老王惊呼：孩子们，你们干什么？你们
&hellip;&hellip;吃煤？煤也能吃？王胆用小小的手举着一块大煤，细声细气地说：大叔，太好吃了，给
你一块尝尝。老王摇着头，道：王胆，你这小女孩，也跟着这帮野小子胡闹。王胆咬了一口煤，说：
真的好吃耶，大叔。这时已是傍晚，红日西沉。那两个在这里搭伙就餐的公社干部骑着车子来了。他
们也被我们吸引住了。老王挥舞着扁担轰赶我们。那个姓严的公社干部&mdash; &mdash;好像是个副主
任&mdash;&mdash;制止了老王。他的脸色很难看，挥了一下手，转身钻进了伙房。&hellip;&hellip;

Page 6



《蛙》

精彩短评

1、这本书让懵懵懂懂的我第一次了解那个计划生育的年代，惨痛么，或许
2、最后剧本很潦草
3、体会到多子女家庭母亲的不容易
4、莫言读他的第一本红高粱之后，给我感觉他真的像昆德拉。应该是他们的书都很让人深思吧。里
面的姑姑行为和言论真的对我影响深刻，使得我现在期待亲姐肚子里面那五月份低即将来到这个缤纷
世界的性别是个boy。呵呵哒。现代女人处处游说什么男女平等。。。。然，女人本性就是。。。。
我无力反驳。
5、wā
wá
wǎ
wà
6、蛙多子，娃谐音，娲造人，结尾有点乱，
7、生命的卑微，人性的挣扎，在简单的文字中展示，以书信体的方式写这一段生育史，妙！
8、反正我喜欢，觉得好看
9、对于那个年代的种种，总觉得莫言自己也是迷惑的，因为亲眼看到，因为亲身经历，所以无法置
身事外，只能从一个相对客观的当事人的角度把它写出来。
10、跳出现实以后再去描述现实，最后的剧本看不懂。
11、阅读是个好习惯
12、莫言的书特别能引发我的认同感，虽然时代悬殊，但是他眼里的农村就是我眼里看到的那个，时
代变迁，核心不变。
13、很久之前看的，“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
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也反映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可能我文化底蕴不深，相对于
张爱玲，莫言的乡土文学风格更符合我的口味
14、3.5分吧。再现了中国那些年的鼓励生育与计划生育的艰辛过程。但故事的吸引力可以再生动些。
魔幻主义也没看出来
15、看着让人很不舒服，对历史对人性都是，人果然是一种擅长为自己、为自己亲近的人找借口的，
对人性的把握准到让人无奈。过去是这样，现在又何尝不是？未来又有何不同。看完这本要歇一歇，
缓个劲儿。
16、看完后感觉很不舒服，再也不想看到“生”这个字了
17、前三章有点王小波文章的感觉，但不至于那么浓烈，但总体来说比王小波写的更加细腻，更加具
有逻辑性。转入第四章，文体风格和故事情节大变，好像是要刻意表达自己模糊的想法而将情感致于
文字之中，才导致如此变化。最后以话剧的形式结尾，现实与话剧互相融合，这样的结构很好，只是
结局让人印象不深。
18、这是高中阶段读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很高兴读过，可惜那时读的书太少，都快没有什么印象了。
19、看完一点激动的感觉都没有，一点都体会不到人物内心的挣扎。
20、塑封包装，完整无损。
21、作为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曾经觉得自己对这个政策充满的话语权。看完这本书以后，在真实
与虚构相交织的故事里，我感受到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迫切性。 很多时候，问题是没有最优解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时代所牺牲，人的生命如此压抑，也许曾经我们批判过这些制度的冷漠，可回过
头看，那些决定和推行这些的人，应该比我们更煎熬。至少我们在享受制度推行下的好处，而他们承
担着所有的责任与控诉。 

22、第一次读莫言的书，奔着现实魔幻主义去的，与拉美的魔幻现实相比略显单薄，但读后觉得中国
农村这片大地上也是可以孕育这样题材的文学的。另外踏踏实实体会了一下那个时代农村的计划生育
，以前只是听爸妈在饭桌上谈，这次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些事实。你我都有罪，罪不可赎，原是
因为善良。
23、好的作家要关照现实反思价值，也许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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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

24、一直钟情于乡土文学，自余华先生的《活着》后又一部让我内心沉重的近现代小说。三番两次竟
分不清何为魔幻何为现实，也就这么读了下来。唯一从开始记到现在的也就只有前三部姑姑的传奇经
历了。这位将一生奉献给党的妇产科医生，以自身的命运阐述了中国近六十年的生育史。前言写的好
，仅此一书献给。。。
25、没上过学的莫言的想象力多半来自童年乡间的神怪故事，而这些故事则是他创作不落窠臼的原动
力。
26、真实得悲哀，魔幻得可怕。
27、戏中戏的结构犹如梦中梦，十分精彩。信件的描述相对轻松，戏剧也是直触灵魂的。剥夺生命是
有罪的，那是一场过去和现在的浩劫。
28、姜文和莫言 大概都不懂
29、姑姑对党的信仰都有了一种变态的扭曲，在堕胎害死两位母亲之后竟然能重新投入工作里面，真
的难以想象⋯⋯
30、计划生育政策外幸运降生的自己，抱住父母亲。
31、蛙蛙蛙
娃娃娃
32、前半部没觉得有什么，后半部看完心里难受的要命，人性的恶被莫言解剖得淋漓尽致。
33、只看了第一部，感受到作者赤裸的文笔，与笔下的腌臢世界正好相符。虽然是好，但我不能进入
那个遥远的语境，所以还是看不下去了。
34、津津有味的读完了这本书，被这平实的语言和热血的事迹深深的吸引着。“计划生育”刚刚提出
来，实行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偏偏有着很多众志成城的人将此推行下去。过程中，有血有泪。“姑姑
”就是拥趸。整个高密都有她的工作印记，做事有大将风范，心硬手也不软。一面是胎儿出生的保护
神，一面又是他们的死神，如此扭曲，可歌可泣。。。书中的人物性格也很鲜明有趣。比如王仁美，
她结婚时站在火炕上的情形多么的生动，生了女儿后得知不准再生育时哭的那么惹人怜爱，躲在娘家
被姑姑逼出来时和姑姑对话是那么的大气凛然。。。小女子没有闯过鬼门关，悲剧告终。 总之书中以
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描写了性格不同，条件不同的群众是如何应对的。庆幸成长在相对和谐的日子里
。。。
35、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宗代的观念，与特殊环境下的政策相碰撞。人性在特定环境下会被逼的了无痕
迹。小跑原配老婆，陈鼻“万元户”这几个人物确实塑造的可以
36、写到后面就看不懂了，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典型的虎头蛇尾。
37、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会怎样呢。无疑那一代的人是悲剧的，疯狂的。但在历史中又不过沧海一
粟了。很好的一本书
38、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
39、中国人民实在太善良了，莫言就是不说话，书名为蛙，种种都是现实隐喻，魔幻现实还是荒诞现
实呢，那都没什么关系了，重要的是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看到和理解的是什么
40、对莫言始终喜欢不起来，但每次读他的文字想象力都会似野马脱缰，字里行间都带着血腥气和泥
土味儿，让我感觉浑身不爽又手足无措。
41、2017.3.18-3.19@图书馆
42、“只有变态才会用这样的角度看世界”
43、看的莫言的第三部作品，反映现实挺强烈，结局没看懂，但是心里对姑姑这种雷厉风行很佩服。
44、有点难受，有点害怕
45、后面有一种看余华兄弟的感觉。扯，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呵呵。
46、万万没想到莫言的作品竟然很有趣，行文不严肃看起来不无聊（生僻字多了点）。写的计划生育
，代孕以及一些人的悲惨命运，说实话实在是看腻甚至有些厌烦再看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生育题材，但
是可能是人性最恶的集中体现，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战争。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是悲剧，伟大的作家也是
在悲剧中孕育的，当一个人承受了最大的恶，那么其余任何事可能都是好事了。其实蝌蚪这个猪脚也
是懦弱胆小自私的提现，表面正义实际上又是没有自己真正原则的人看着不舒服也是在不断提醒读者
不要做这种人。姑姑就是过于迷信某些东西，人要有自己判断是非的能力否者错误的方向越是努力越
是悲惨。计划生育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上看是对的，从一些权利是不可动摇上看是错的，从发自
主体主观愿意的角度更是错的，从群体的责任上看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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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看的胆寒 前半部分写得好 后面偏弱 剧本什么鬼
48、故事性很强
49、中国的写实  现在看来真是讽刺  时间越长  越显出这本书意义之深
50、诺贝尔奖消息出来买的，确实是一本语言风格鲜明，揭露社会问题的上乘之作，但是并不觉得超
过莫言其他作品，所以还是题材卖乖了。莫言说这奖是颁给中国的，清醒透彻
51、  整本书就是围绕“姑姑”这个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农村妇女形象展开的，背景是文革和计划生育阶
段。莫言用语很直白，还是很好的揭露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状况。“姑姑”是一个标准的革命派啊，很
红色。
52、很有张力的文字 很有力量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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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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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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