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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作品精选》

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方方，以其独特的创作技巧，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本书精选方方中篇小说数部，
以其斑斓的色彩，新奇的感觉，丰厚而独特的意象，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人的生活，爱情、家庭等作
了描述，构思精巧，语言流畅，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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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作品精选》

作者简介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西彭泽。1957年迁居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曾当过四年
装卸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曾做过电视剧编剧、电视
专题片撰稿人。1989年调入湖北作家协会。现为湖北作家协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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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作品精选》

书籍目录

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奔跑的火光树树皆秋色出门寻死附录  方方简历  方方出版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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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作品精选》

精彩短评

1、方方的小说一直很喜欢，此部收集了她的几部经典作品，很值得收藏。
2、她的文字紧紧贴着我的心
3、只记得来来往往
4、市井文学的代表作~
5、风景水准最高。
6、不错。
7、树树皆秋色。
8、挺喜欢最后一篇小说《出门寻死》，它告诉我们生活即是苦难、苦难即是生活，享受生活即是享
受苦难、享受苦难即是享受生活。
9、通过这本精选，大致了解了方方这个作家。她最擅长的就是写底层的人，尤其是底层女人，心理
描写更是拿捏得相当精准。谋篇布局什么的或许称不上大家，但是她的小说很多都具有悲悯情怀，这
一点是我觉得难得可贵的。她最好的小说，当然还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风景》。
10、方方的风格一直都阴郁、灰暗、冷漠、现实，看的人心情惆怅。
11、方方，我喜欢。
12、新写实小说~~零度写作~~~
方方的文风我还是挺喜欢的。
13、有感染力的文字
14、较阴暗和悲观，没有一丝希望。但没有绵密到透不过气的程度，总之有些不极致的感觉。（已读
《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15、《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树树皆秋色》《出门寻死》《风景》（喜欢方方笔下的女性
16、方方的书看过很多，文字张力大但确实很不适合改编成影视剧，《万箭穿心》就是范例，小说中
上等，电影就只能算是中下等了。
17、淡淡的
18、方方中短篇——《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奔跑的火光》+《树
树皆秋色》+《出门寻死》
19、编构故事的能力很强。只是不太喜欢里面太强烈的悲观和黑暗情绪。
20、《风景》一作可以传世，可惜结尾太仓促，太散文化。
21、風景的寫作手法不錯，過不還是不太習慣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
22、it's great.
23、七哥说⋯⋯
24、她是个很细腻的人，在她的字里行间，你看清了所有，不管你愿不愿意。
25、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方方的中篇，风景，白驹，行云流水都是我的最爱，她的文字极为大气，一
点都察觉不出这是位女性作家
26、小小说，短小精悍。。。
27、这部精选集，展示了方方出众的小说驾驭功力。全书共收录六篇小说，其中既有自传性质的，也
有他传性；既写到了女博导此类高级知识分子的情感空间，也将目光投注到了市井乡间那些社会的隐
蔽面，以生动的描写，贴切的叙述思路，细致入微的刻画了不同人物的典型性格。其中的不少人物，
小七子，瑶琴，英芝，华容，何汉晴，都成了这次阅读之旅之中的闪光点。方方的女性视野也在此本
精选集中尤为突出，她以女性之心体察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女性的心路历程，读来让人动容
。
28、风景
29、我喜欢她把最丑陋最真实的人性表露出来。没有最丑陋的人，只有更丑陋的人。
30、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桃花灿烂，为何只是女子才要承受如此彻骨的痛？
31、每一篇都惊心动魄，铭心刻骨
32、有努力，可是才气还不及池莉，很可惜没有能使“神形超越”的东西。
33、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34、只为了看《风景》。从这篇开始接触跨时代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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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作品精选》

35、印象最深的万剑穿心
36、嗷嗷嗷！！！看得气死！！！！
37、最喜欢的本土作家目前没有之一
38、哪里还能买到！！！
39、祖父那篇 实在看不下去 其他的都很喜欢 方方一直这样接地气的刻画着最底层的人物 《奔跑的火
光》越看越熟悉 觉得很小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类似的电影 只记得一个女人被家暴 结尾时一团火追着
她跑 后来使劲的百度 发现是一个犯罪系列片的一集 际遇真是神奇 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片段 竟然忘不掉 
长大后最喜欢的作者 竟然写了这个故事
40、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
41、树树皆秋色，唉
42、读过风景
43、有一些真知灼见~
44、池莉有一篇《你是一条河》同样很好，却更有爱。
45、和池莉一样把武汉写得有声有色的作家，作品很接地气。
46、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总有种一致的东西
47、砸了我最喜欢的新写实主义的招牌
48、大概读过方方的《风景》《水在时间之下》《惟妙惟肖的爱情》还有《涂自强的悲伤》，发现方
方的文笔越来越精炼了 叙述越来越平静了
49、喜欢，这不动声色的痛彻心扉
50、就是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一点兴趣⋯⋯文革中的江城男女老少被她写的很细腻。
51、《树树皆秋色》个人感觉对《剩者为王》有影响
52、篇篇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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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作品精选》

精彩书评

1、读完《风景》有种说不出的痛与飘然，也许这本无关联。好几次为书中的七哥落泪，准确地说是
为他周围的人。作者站在一个死人的角度来看世界，得出的结论是，活着与死亡，人与鬼本质是相同
的，谁能够做到天马行空呢，而谁又能对一切说无所谓呢？于是活着的人还不如死了的人悠然。 同处
于一个家庭的子女们，最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又是为什么呢，命运总是叫人哑口无言。从一个家
庭折射出整个社会，我想这是作者的用意吧。她站在死人的视角上来看活人，并且几次的说道活人还
不如我这个死去的人舒服，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认为呢？正是因为她看到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看到
男权主义社会下的人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看到了那些奇异的事情。 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
该怎样去面对生活，选择生活。  
2、写得真好，方方你写得真好，什么都说出来了。二哥是忧郁地寂寞，七哥是狗延残喘似地寂寞，
瑶琴为着杨景国寂寞，也没人能理解英芝，她也是寂寞的。看到华蓉，就像看到将来的自己。总觉得
自己以后也会一个人生活着，想象着一个人的逍遥自在，但华蓉，她是自在，还是孤独。到底我要的
，是怎样的生活，我有多大的信心，我又会拥有怎样的生活。一个人，到底是孤单，还是寂寞。《出
门寻死》，没想到看完后会哭，就这样，一个人在自习室里红了眼睛。以为汉晴要么就是悄悄地死去
，要么就是一个人又灰溜溜地回去。她真的回去了，却是这样回去的。建桥的话，看似平淡，却从中
体味到了情味，那个要一辈子一起活下去的承诺；最强的话很伤人，却又疯了似地去寻找母亲。再翻
开手机里的短信，一句句都像是亲人的问候，平淡至极，但我知道，如果我出事了，我不见了，他们
会难过，他们会伤心。如果我再回来，会看到他们熟悉温暖的笑容，暗黄的灯光下，很窝心。死不得
，真的死不得，有些东西离了你，真的就转不成了。平凡生活中再吵再闹，他们的心里终究是会有你
的，在这个世上，人总不会是孤单的。想想，发现自己从未为家里做过些什么。在外上学，总是为了
自己的小事而愁眉不展，却不曾留意这刺伤了他们爱的目光。为了他们，自己也要好好地活着，让每
个人都好好地活着。迅速给父母发了短信，或许，我该尝试着做些什么。寂寞的时候，我独自蹲在黑
暗的角落，舔着伤口，回头看，有好多灯光。
3、听说我买不到刊载《民的1911》的那期《上海文学》，方方立刻嘱托编辑快递一本送我。次日一早
，如约收到方方的采访回复邮件，发送时间竟是凌晨两点十分。知她工作繁忙，亦知她骨子里自有某
种坚持，不论作文还是对事。恰如其名，“方”意味着有棱有角，耿直也豁达。36年前，作为文学爱
好者的方方开始写诗。那个时候，高中毕业不久的她破例留了城，被分配在武汉市运输合作社当装卸
工人。两年后，方方在《诗刊》杂志发表了生平第一组短诗《装卸工手记》，署名为其原名“汪芳”
。1982年，凭借小说处女作《“大篷车”上》，还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校学生的方方搭上了文坛的“
大篷车”。推着方方一鸣惊人的则是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风景》，从此，她几乎被写进每一本当
代文学史教程，以一种“包办”的方式成为“新写实”风潮的领军人物。其时，方方正忙着恋爱、结
婚，紧接着生孩子，直到1989年孩子出生前夕，她才后知后觉人们对自己的刮目相看，当然，日后一
成不变“新写实”的定位也多少成了她甜蜜的负担。事实上，较之定义为“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还
原”的新写实小说而言，《风景》早已具有一种超前的意识，用学者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中的话来说便是“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探索精神”。正是这种探索精神令方方在文学创作方面“把
自己放在一条不好走的路上了”。方方的笔下，常常涌动着关于知识分子遭遇的悲恸之声、关于城市
市民故事的冷酷叙述、关于爱情难以如期而至的无奈诉说。有人说，她在读者心目中至少留下了三副
面孔：冷峻的，如《风景》的揭示人生世相；深沉的，如《祖父在父亲心中》的透视家族历史；轻松
的，如《白驹》的玩笑世间物事。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载，方方所涉及的题材之广泛、风格之多变令
人惊叹，并且这些叙述难以进入习惯分类作业的文学史。不过，在我看来，方方作品的多重面孔并不
矛盾，似乎都是在对城市历史进行追问或是对家族记忆进行追问，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生、对人性的追
问，指向心灵深处。对于方方而言，前辈知识分子血液到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她总是站在知识分
子的价值立场来看待、评价、取舍一切，比如对完美执著、对人性悲观，即便在《风景》、《黑洞》
、《落日》等以底层市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也一直在用知识分子忧患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生活和人
生。值得一提的是，至今出版小说、散文集近70部、在文学道路上已然走得很远的方方，如今为人说
起，绕不开的总还是20多年前的《风景》。而诸如《行云流水》、《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
谱》、《万箭穿心》等一系列文学圈内叫好的作品，读者却未必留意到。像是与《风景》几乎同时问
世的一部中篇小说《闲聊宦子塌》，以荆楚方言写江汉平原乡民的日常生活，在方方看来，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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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作品精选》

比《风景》更胜一筹。可惜，自己格外珍视的一次探索遭到不应有的冷遇。这究竟是作者没眼光，还
是读者没眼光？有时候，历史就是爱开玩笑。
4、除了迟子建，方方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女作家。她的文字和故事里有一种女性鲜有的坚强，甚
至有点点冷酷和残忍。她冷眼看着充满不幸与无奈的生活，犀利清冷地剥开它的外衣，直抵最脆弱的
内核。
5、一直很喜欢方方的书，作为女性作家，她的文字细腻而富有情感，文字里传达着一种思想．在这
篇文章里，一开始就被黄苏子这个名字吸引住了．也正是因为她这样的名字注定了她与身具来身上所
具有的不同常人的气质，她的冷漠，反叛，隐忍而又特立独行．也许小说不同于现实，在现实中我们
不会经常看见这样的奇异女子，可是录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让其中的一段话又也许是一段心理描
写打乱平静的心。因为它真正进入到了你内心的最深处，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每个人都在孤独的长大
，我们一边用高傲拒绝掉很多貌似很庸俗的物质和情感，另一方面内心却又希望着在自己身上能发生
点什么事情，好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在本书里，黄苏子的一生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她落漠而凄惨
的童年，父母对她的冷漠和不解，最后成功而又自闭的白领生涯，以驻她那场骟局式的爱情，充满了
报复和利益的色彩，直到最后开着车竟然做起了不正当的职业，她的命运竟然结束在一个收破烂的老
头手中． 当她离奇的死后，当她所有的生活的真相暴光在众人面前时．所以的人都吃惊了，每个人都
有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可是当有一天，事实的真相越过了人们接受的底线后，将会引出什么轩然大波
．正像书名所说的那样，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http://www.xiaoshuo.com/jsp/shuping/index.jsp
6、“小说不仅仅是在叙述一场冒险，它本身就是一场叙述的冒险。”这是一年前在杂志上读到的话
。我当时并未完全理解，还轻浮地以为是作者在玩文字游戏罢了。可是在读了新写实主义小说以及一
些小说叙事学的理论之后，忽然对这句话有了新的体会：如果小说是一扇窗，能使读者欣赏到“窗含
西岭千秋雪”的诗意风景，那么这扇窗子本身也应该是精致而美丽的。在我的阅读体验里，新写实主
义的作品有点像凸透镜，黑字白纸透射出那些常常为我们忽略的细节与片段，生活的本真状态被一一
还原，一一放大。这里没有英雄主义的悲壮感，也不存在唯美主义的伤感格调，有的只是庸俗大众的
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作家似乎是有意识地触及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以及凡夫俗子们看似上不得台
面的个人心绪。然而平凡之中，烦恼与困厄会无可抗拒地渗入人的生活，让他们被逼得进行思考，竭
力挣扎，亦或是黯然妥协。而当我们发现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时候，读者便和小说中每一个微
渺无华的小人物一起，更接近了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生存的悲剧。又是悲剧。悲剧不可避免地给人沉郁
苍凉的印象。方方的《风景》亦如此。“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
见那些奇异世界⋯⋯波特莱尔”。《风景》的开篇就给人一种深奥得不可企及的感觉，好像读者必须
肃穆地仰视才能瞻仰到作者思想的一丝星光。方方究竟要表达什么呢？我困惑着。要想，要说，要形
容，却总也凑不出合适的思路，它们一半因为拥挤而堵塞，另一半融化在心底的某种情绪里，无法成
形。可是小说随之而来的却是从天到地、从抽象哲理到具体生活的彻底转变。方方的笔触一阵阵急转
直下，于是这山下逼真得令人惊愕的“风景”就全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一切故事从亡婴“小八子”
平缓冷静的语调中拉开帷幕。某个黑暗的世界里，旁观者的目光可以一滴不漏地落到每一个人身上，
他能不动声色地讲述一户十一口人家如何被压缩在十三平方米的棚屋中，几十年的重复地吃喝拉撒，
斗殴谩骂，慵慵碌碌，凄凄惶惶的生存状态。他也能在每一个成员的人生境遇中感悟世道人心与世态
炎凉。也正是由于这样特定的视角，“小八子”与父母兄长的距离不仅仅是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死与生，温馨与冷酷，安宁与喧嚣，幸福与痛苦之间的距离也被无形地拉开了一道巨
大的裂缝。“我对他们那个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为此我常在心里请求我所有的
亲人原谅我的这种懦弱，原谅我独自享受着本该属于全家人的安宁和温馨，原谅我以十分冷静的目光
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看似不可能的叙述，却成为最真切的表白
。荒诞怪异的气氛中，亡婴的叙述是耐人寻味的。对于七哥他们而言，在河南棚子的底层生存环境里
，生如受难，死若解脱。让死者去同情生者，算不算一种讽刺呢？如果算，那么讽刺生存困境的用意
又何在呢？难道生命就是一则注定以悲剧为答案的谜题吗？而二哥对生命价值的质疑与困惑更带有哈
姆雷特式的忧郁与沉凉：&quot;二哥站在坟边，望着满山青枝绿叶黑坟白碑，心里陡生凄惶苍凉之感
。生似蝼蚁，死如尘埃。这是包括他在内的多少生灵的写照呢？一个活人与一个死者之间又有多大的
差距呢？死者有没有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说他们本是活着而世间的芸芸众生则是死的呢？死，是不是
进入了生命的更高一个层次呢？二哥产生一种他原先从未产生过的痛苦，这便是对生命的困惑和迷茫
而导致的无法解脱的痛苦。&quot;比起七哥向死而生的顽强，二哥是敏感而软弱的。比起父母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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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的粗俗，二哥是高尚而真诚的。二哥也许不是《风景》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但是他却是最能
给予我温暖的人，同时也是最让我痛惜的人。他美丽，善良，有思想，心怀希望，更重要的是，他理
解什么是爱。当奄奄一息的七哥依偎在他温暖的臂膀的时候，当一袭白裙的杨朗在月光下独白的时候
，当命若游斯的自己在喃喃自语“不是死，是爱！”的时候，他体会到的爱交织着灼人的伤。爱让他
的世界绽放出最美好的期待，可是他不明白“爱”字并不是能对付一切的挡箭牌，它是个巨大的重量
，牵着人悠悠地往下坠。杨朗的一句“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让他明白自己的爱，用死亡来祭奠爱，就
成为他生命的全部。二哥对父亲反抗过，同命运抗争过，可是自己的力量终究不过是风中之烛，在残
酷的现实风雨中注定要被湮灭。“这回是谁紧紧抓住你的？猜——”“死。”我回答。“⋯⋯不是死
，是爱！”“不是死，是爱！”——二哥死前留给世界的遗嘱。像是一首诀别诗，是他的一缕亡魂依
绕不去还在凭吊往日繁华。博尔赫斯说，当一个人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所爱的世界，就好象水消失在水
中一样。二哥安静地死去了，没有悲剧渲染出的华丽氛围，有的只是水滴消失在河流中的平静与安详
。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残酷？有时候仅仅是一线之隔。河南棚子里那些被贫困
束缚的生命，比如父亲与母亲，活得那样窘迫与卑贱，而他们自己却毫无知觉，甚至依然旁若无人地
自赏自足。在人的精神领域里，我想，他们确乎已经死了。因为对人生悲剧的漠视，永远比悲剧本身
更沉痛。&quot;七哥说，当你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连同这个世界本身都看得一钱不值时，你才会觉得自
己活到这会儿才活出点滋味来，你才能天马行空般在人生路上洒脱地走个来回。&quot; 　　&quot;七
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路却同归，又何必在乎是
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quot;七哥像一只带翼的陀螺，独自旋转，却划破了别人
的手掌。他的生存哲学告诉他，一切都是虚空，痛苦与伤害不足挂齿，人生的悲剧又算得了什么，不
过是一场喧哗与骚动罢了。只有一个支点的陀螺，靠什么站立？理想？信念？追求？种种涂有亮丽色
彩的美丽字眼是不属于七哥的。原本毫无能力的，只有歪歪倒在一边的陀螺，为什么那样急速地旋转
？   不错，是抽打的力量。在拥挤而粗鄙的河南棚子里，到处都是暴力、庸俗、肮脏与丑恶，理想被
践踏，人情被冰封，父亲的暴打，母亲的漠视，姐姐的毒笑，够够的逝去⋯⋯这些凝成一股鞭笞的力
量，抽痛七哥的灵魂，却也使他生存欲望更加强烈，于是就有了不择手段地飞速“旋转”，向死而生
。他成功了。青云直上，衣官楚楚。不再是蜷缩在十三平米棚屋板床下面那只低贱的“丧家之狗”，
成功了，引得人人顶礼膜拜。而代价是青春，肉体与灵魂。他成功了？还是更进一步走向死亡？还是
《风景》中挥之不去的神秘感让我思考而得不出答案？那通向永恒的孤独、死亡和人性不可知的深处
，就是《风景》的魅力所在吧。后记《风景》是近来给我震撼很大的一部作品，或许正是因为感慨太
繁多。一时竟然不知道从何说起。上面的一些文字是我在做课件的时候没有深入展开的内容。大家可
以把两者结合起来看，就大约是《风景》给我带来的启示与思索。吐血推荐，读此佳作《风景》。
7、这本书是合集了，最推荐的，是《风景》这一篇。很多年前，念书的时候，在大学寝室里看，惊
异于她不动声色的痛彻心肺。《风景》的好，无可言说国内的女作家中，能写出如此大气的作品者真
是不多。
8、12年的暑假无意中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部小说，便深深的爱上了它，记得高考的前几天也在听，真
的讲的好，“水上灯”的一生是艰难而辉煌的，一个平凡的戏子，在汉口的传奇一生，小说的情节动
人，说书的感情饱满，很容易深入人心，感触蛮深，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挫折和成功，重要的是
对它的执着，好吧，你们自己看吧！可惜再也听不到，不晓得电台还有没有下载的！
9、初一那年翻看姐姐从学校借的书，好像是“跨世纪文丛”什么的，其中就有方方的书。当时恍恍
惚惚看了一堆，至今都觉得像是某种缘分，因为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才有意识记得住作者。当时连抄带
背记了很多《风景》的开头和结尾写作文，又按照《祖父在父亲心中》的思路写《祖父在母亲心中》
。最难忘的还是《桃花灿烂》，茜和星子（小兴奋，这么多年居然还记得）不可名状的关系，尤其是
那段描写什么植物的，当时背得好熟——如火如荼的开放着艳丽的鲜红的花，这片花燃烧成云霞轻盈
的起伏动荡⋯⋯。我所知道的《桃花灿烂》也被拍成两个版本的电视剧，好像一个版本是孙俪。一个
版本有王学兵。王学兵版的在我们的县级地方台播过一次就石沉大海了，风格和阐述我还是很喜欢的
。自言自语了这么多，或许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
10、李宝莉这个女子，她简单、善良、执着、不服输，但我也恨她的简单，执着。她是我们身边的每
一个人，她穿行在大街上，衣着朴素，但是讨好的笑意，挑着扁担，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有这一点
小资色，每天和你擦肩而过，有着一张贱贱的嘴嘴和一颗不屈的心。她是你，也可能是我。看这本书
也实在是偶然，但是看了，总想发表些看法，这篇文写的极好，看完之后真的有种万箭穿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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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始说，这房子不吉利，万箭穿心，风水上顶不好。似乎就已经预示了悲剧的结局，我一直在思
考，悲剧的源头是什么呢？当下这个社会，女性的某种潜能已经开始替代部分的男性角色，记得最清
楚的是文中的一段话，“我告诉你，这屋里，有他过得，没有他更好。我要这个狗日的马学武在地底
下看清楚，我也是下了岗的，我一个人，照样能把一家老小养活，让他们出门，照样不失体面。 ”李
宝莉强势的性格注定了马学武的背叛，马学武这个男人，懦弱，死要面子，明明不够爷们，却非要做
个爷们，李宝莉给不了他，他就去找别的女人，他们俩性格不合，分开是必然，但我没想过会如此惨
烈。李宝莉是做错了，可是我又觉得她该被原谅，首先，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她，没有文化，思考问题
简单化，她没想过她的举动会有这么大的反响，这一点她该被原谅，可是，她这件事的确是错了，也
是因为这个导致了马学武的死亡，导致了一家人的重担沉沉的压在了她身上，导致了儿子与她反目成
仇，导致了她悲剧的人生。但是，马学武就不该被批判吗，答案是该，他一个男人居然生活的如此懦
弱，有了不如意立刻跳江自杀，丢下年幼的儿子，丢下年迈的父母，丢掉了这世界所有的美好。比起
他，李宝莉强得多，她知道马学武的死与她脱不了干系，于是她，赔进了她的一生。但是，生活，本
身就是生下来，然后活下去。于是，她做了扁担，十多年，3、4点起床，带扁担出门，有什么吃什么
，晚上累的倒头就睡，为家庭挣辛苦钱，为工友打群架，为公婆守病房，为儿子上学去卖血，她觉得
，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虽然公婆仅仅拿她当长工，虽然儿子拿她当要钱机器。小宝之于妈妈，又
是怎样的存在呢？小宝是妈妈的命，文章无数次说过，小宝能成才是李宝莉最大的期望，但是李宝莉
没有文化，根本搞不清楚功课，唯一问得出口的问题也只是你作业做完了没有？不然呢？问什么？问
电磁感应还是三角函数？ 再加上小宝对妈妈的恨，悲哉。我以为会一直这么恨下去，但是，当儿子高
考完毕，宝莉以为可以弱弱的松口气，可是更大的灾难突然来了，这个生活中的全部指望，突然翻脸
不认人，要和自己断绝关系。她才明白，小宝没把她当妈，他一直都恨她。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
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的确这样，李宝莉的生活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着，乐此无疲，永无止期。
方方似乎也是心疼李宝莉这个女人，于是安排了建建这个人物，建建更有江湖气一些，所以他也更不
拘小节一些，所以也只有建建这种江湖气，才能接受并欣赏李宝莉的豪爽。借用一个网友说的话，不
管万箭穿心还是万丈光芒，总有个建建，愿意为你摇下车窗。方方给了她们一个尽可能好的结局，李
宝莉应该是去追求她的新生活了，若说还债，这几十年，蹉跎了年华，总归够了吧。可是，这一切的
一切，那么多辛苦，那么多离恨，谁又该为生命的伤痛买单？这个问题似乎不好回答，我们，下一次
见。　 若需转载，请豆邮笔者，谢谢。 
11、一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每个人物都很典型，仿佛为了对比而存在：父亲粗豪的男子气和母亲风骚
的女人味；二哥三哥一文一武，五哥六哥一丘之貉，前者出世，后者入世；四哥又聋又哑却得享幸福
人生，七哥从癞狗变身人上人恐怕从未尝过幸福为何物⋯⋯最大的对比就是叙述者“小八子”的“死
”和他的家人们的“生”。夭折的婴儿清白明净，得到父亲最深的爱和家人永远的陪伴；而他的家人
们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生，饱尝贫穷愚昧之苦，互相伤害，彼此憎恨。真如《倚天》中明教中人所唱
一般：“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七哥感慨最多，他说：“当你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连同这个世界本身
都看得一钱不值时，你才会觉得自己活到这会儿才活出点滋味来，你才能天马行空般在人生路上洒脱
地走个来回。”他说：“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路却同
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　 其实还是没看透，不洒脱。既然
如此，被侮辱又如何？被损害又如何？被别人抢了营养行不行？自己不肥绿肥绿好不好？七哥把这个
世界本身看得一钱不值，但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值。他想要得到他不曾拥有的一切，但真正想要的永
远得不到。然而“七哥”值得同情，他理应这样想，也只能这样活。二哥最敏感多情，也是最早觉醒
的“人”，但和所有理想主义的青年一样，他不够强健的内心却无法承受现实的惨烈，最后为情而死
，显露出人性的软弱。不过这里作者的处理太戏剧化，反而搞成一笔糊涂账。三哥认为女人配不上男
人的爱，老船长认为男人配不上女人的爱，皆因不同的人生经历。其本质是：麻木庸俗的人配不上多
情重义的人。前者浑浊才能在浊世中浑水摸鱼，后者清白只好一死以明志。其实何必求死？天灾人祸
还怕不够多吗？杨家夫妇因迫害自杀，够够、老船长、码头工人甲乙丙死于横祸。作者笔锋一转就是
一条命，全是众生相。书中女性角色大都不堪，够够和红衣女子是唯二被作者借人物之口稍加赞许的
角色（也恰好又是一组对比）：够够弱小而善良，红衣女子强势而大气，前者让小男孩“七哥”即依
恋又生爱怜之心；后者让成年男人“五哥”即仰慕又起占有之念——对他们来说，她们都是“它者”
，如此而已。当然对每个人来说，每个别人都是“它者”。在这篇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是“小八子”
观察和叙述的对象，然而死去的“小八子”却未把他们当做“它者”，他和他们活在一起，也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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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一起。其实每个别人都是自己，是同一个命运之神主宰下的活物，生时蝇营狗苟，死后同归寂静
——殊途同归。由于人物脸谱化，它不算好小说。但读完让人感慨流泪，又算是好小说罢。
12、跟池莉一样，方方也来自武汉，方言写作的痕迹比较重。《奔跑的火光》讲一个心比天高的乡村
时髦女青年受到婆家精神虐待加上生活理想屡遭打击忿而放火烧死丈夫的故事。《出门寻死》我以前
提过，很家常的感觉。《风景》口碑不错，但我觉得一般，压抑得很，有点像虹影的《饥饿的女儿》
。《祖父在父亲心中》、《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树树皆秋色》想来没什么特别，因为我几乎忘
掉了。

Page 11



《方方作品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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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