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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

内容概要

继艾丽丝·门罗之后，新一代短篇小说女王克莱尔·吉根力作
我拿着我的心飞快地跑者，仿佛我便是传递自己内心的使者。
===========================
有秘密的地方就有羞耻，这个家里没有秘密。
爸爸把我寄养在金斯莱家里。
他们给我洗澡，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我们一起打水，做家务，享用午后的面包，看九点新闻。
我喜欢这个没有秘密的家。
一个月亮高高的夜晚，邻居告诉我，我一直穿在身上的是金斯莱儿子的衣服。他死了。
===========================
不管是谁，平凡日子里都会有惊心动魄的瞬间，你看，这不就是寻常生活吗？我没有刻意夸大，也不
曾定义这些是压抑的黑暗面，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普通的生活。——克莱尔·吉根
一曲忧欢并融的行板，温柔如烛光照亮房间的黑暗角落。作家悠缓地呈现了一幅爱尔兰普通乡镇中平
凡生活的表象。那种细腻而忧欢的韵味，流畅而饱满，到最后一句话才得到完满的释放。——七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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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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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

精彩短评

1、确实就是个短篇，确实翻译的不怎么好，也根本不知道七堇年。我真肤浅，因为封面买了它。
2、短，温暖。耐下心来翻译和原版都好读~
3、没有阅读外国作品的生涩，一个温馨的小故事。
4、最后没看懂
5、图书馆里随便拿的一本书～咻咻咻翻完
6、还想200页好短，结果中文才100页⋯⋯很有灵性的短篇(翻译略无力)，风格不及南极和走在蓝色的
田野上鲜明，但已有显现。她能从生活的某个瞬间拎出清晰的情绪，抽离出来，联系到过去或境况，
感觉很敏锐，也抓得准。
7、略坑，倒不是坑在作品不优秀，而是坑在中国出版方的不厚道。售价29块5的这本书有200多页，只
有前面100多页是中文，后面则是英文原版，而中文部分的字体之大，行间距之广，也就懒得言语了。
坦白讲，我对每本书的定价从来不介意，但我介意的是，价钱背后的小伎俩。不过好在，克莱尔·吉
根的文章写的够好，弥补了心里的不爽。

这本书一方面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离开父母在老家长大的那十年的生活，一方面，也让我发现了一
句很中用的话，这句话是，“有些人失去了很多，恰恰是因为他错过了保持沉默的恰当时期。”
8、其实觉得很一般 这么短小的一篇小说 看了1h就看完了 翻译还行 但我还是看了英文原文 虽然我是
七迷 但这本书 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平庸
9、宁静，清新
10、有段时间很喜欢克莱尔琪根的短篇，这篇没收录在国内出的《南极》和《蓝色的原野》里的foster
，自己因为太喜欢还译着玩过，不过这本书借的很坑爹，一篇短篇竟能包装成一本书还卖这么贵。。
。
11、平淡的基调，原谅我看到最后一刻才明白故事的主旨。看原版感觉会更好。
12、细腻温暖而带点淡淡的忧伤，几笔就勾画出人物，很多地方轻轻描绘，留出大片空白给读者去想
去感受。
13、一副乡村生活缩影图
14、⋯⋯
15、温柔得就像盛夏里闪烁的星空。
16、是平平淡淡的感觉，或许是我没有get到她的点。
17、七自己的文章好，翻译就只能说是无功无过了，当然做翻译嘛确实不能太放飞自我了。短篇包装
一番拿来当书卖确实有点过分了，还好是图书馆借的，不然真是要心疼钱，还是《外国文艺》这样的
杂志良心！
18、有点忧郁的文风，仿佛盛夏干热烦躁的午后草坡上摇摇欲坠的一朵蓝色蒲公英。
19、写得细腻，故事简单
20、小短文是不确实不错 但这书 不太值太贵了 
21、故事本身是个好故事，但这么短的一个故事这么大一本书和性价比实在不高。七堇年是我最喜欢
的作家之一，但这一次翻译不太让人满意。看完中英两版，觉得英文原著处处透露着生活中的细腻和
温暖，像一首浅吟低唱的乡间民谣，人物的心理描写非常细致，而译本却实在是略显生硬和文艺，离
生活有距离。堇年在翻译方面实在还需要增加经验啊！
22、我也喜欢这个明亮温暖而没有秘密的家
23、生硬 飞机上一小时看完了 
24、以为故事会在佩妥去井边打水时掉下去，跟金斯莱溺水而死的小儿子一样这里停止。幸亏作者没
有我的想象如此狠心。她还是把她送回了亲生父母家，可是佩妥却利用金斯莱训练她具有迸发力的短
跑，逃离了以前的生活。
25、故事喜欢,但是这种骗钱的方式不要脸。
26、阅读也是一件“通过信任别人来明白谁不能被信任的事情”。
27、有秘密的地方就有羞耻。
28、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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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

29、鄙人才疏学浅 真是读不懂作者想要说什么
缺少父爱所以渴望父爱 寄养一个暑假后回家才发现已经爱上了失去孩子的寄养家庭所给的温暖 冲动
的反抗也只是为了一个hug？？

30、克莱尔叙事风格冷静的可怕，大段的细节描写，很多时候让你不知所云。穿插着用一条细细的线
连起一个看似情节简单实则有情绪激烈暗涌的故事。然后倏忽在某一个你也没太注意的细节处，就让
你突然落泪了。嗯。就是这样。致2010年在校图书馆看过的《南极》，已经买不到了。
31、不得不说看结尾部分脑洞太大 或许最直接的理解才是对这个故事最好的解释
32、吉根的作品总是有着爱尔兰朴素的乡村味道
33、七堇年翻译的，后来安妮也提到过吉根。吉根的作品只找到这一本，寄养。一篇短篇小说，只占
一本书的一半，后一半是原文。两个睡前的晚上读完，堇年翻译的很好。一件像流水账一样的生活，
幸福与悲伤参半，很恬静，乡村生活淳朴自然。
34、一个多小时就可以看完的一本书。
35、暖暖的小温馨～
36、读完就让人遗忘的故事

37、喜欢吉根啊，但是这出版社忒狡猾，就一中篇居然做成了一本书，想钱想疯
38、啊？看不懂
39、一本可爱精致的小书。可爱的小女孩
40、温暖的小故事
41、花半个小时就可以读完的一本短篇 靠排版 间距 插图生硬的人包装成了一本书。但阅读起来的过
程还是很舒服的 结尾的留白 作者的语言 都很让人喜欢。
42、“时刻记住这一点，永远不要那样做。有时候人失去了很多，恰恰是因为他错过了保持沉默的恰
当时机。”摘录书中的最隽永的一句“父亲”的话。
43、一篇短篇小说是如何包装成一本书的：小开本，大字号，宽间距，插图，附原文，精装。还有七
小姐可怜的译笔。
44、我还是很喜欢她，但这篇比《南极》温暖多了。其实很容易想到小女孩的决定对吧？
45、她总想在别人身上找到善意，有时候她寻找的方式就是去相信别人，希望自己不要失望，但总要
失望。有时候人失去了很多，恰恰是因为他错过了保持沉默的恰当时机。
46、好文章，烂书商。教你如何用一个短篇卖出一本书的价格，再加上一个郭敬明旗下的译者。
47、《南极》、《走在蓝色的田野》、《寄养》，吉根的出手很稳定。
48、图书馆借的书，看中的就是它的小巧。拿回去发现译者是七堇年还比较惊讶。一半是译文，一半
是原文，原文没有看。故事很普通，好像有点淡淡的忧伤，从被寄养父母那里体会到一点失子的痛楚
，和我能给予的一点点宽慰。想批评的也是装帧，就这么一本短篇拿来出单本的书，一页上真的没几
个字。七堇年的译文也远没有她自己的文字来的出彩。
49、依旧细腻，以及这个作家很喜欢海边
50、有时候人失去很多，恰恰是因为他错过了保持沉默的恰当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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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

精彩书评

1、《岛上书店》里写到：“在散文以外的文字世界里，最雅致的就是短篇小说了。”现当代世界文
坛里，能够仅且仅凭短篇小说奠定其文学地位的作家，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了，闻名如艾丽丝门
罗是其中一个，博尔赫斯也当属其中一个⋯⋯而在这些赫赫大名的大家里面，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
吉根却当属罕见而典型的一个。她算不得高产，甚至可以用“龟速”来形容她的创作进度，至今也才
出了二三作品。她算不得如同艾丽丝门罗、博尔赫斯那样名声大噪、家喻户晓，但是她只凭三部短篇
小说作品，已然跻身世界一流短篇小说家之列。读她的小说总感觉被一种魅力深深吸引：仿佛看到契
诃夫的轻柔、博尔赫斯的精致、雷蒙德·卡佛的微妙。难怪乎外界对她的赞誉之高也实难以一见——
“同博尔赫斯和雷蒙德·卡佛一样，以精致动人的短篇小说见长”。在普遍的认知里，写作短篇小说
的难度远大于中长篇小说，因为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将所有你需要铺陈想要假定的设局尽可能言简意赅
地表达出来，又要在谋篇布局上巧思奇设，这最是考究写作者的匠心独运，以及写作能力。只是对于
吉根而言，质朴如她、冷静如她仿佛自始至终不为这些繁枝茂叶所累。她沉于世俗，却又跳脱于世俗
。舒缓、还带有些克制的文字中，毫不刻意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平凡的故事，展示了一个怎么
看怎么普通不过怎么平实不过的故事情节。《护林员的女儿》如此，《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如此，《
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平凡遮掩不住她文字下的敏感、细腻、精致的迷人魅力，或者诚
如她说：“不管是谁，平凡日子里都会有惊心动魄的瞬间⋯⋯”“我不会说我对生命悲观，我描述的
只是现实。”“我没有刻意夸大，也不曾定义这些是压抑的黑暗面，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普通的生活
。”俨然这是对她自己的小说的最好的诠释吧。这次《寄养》也不例外，故事一如这个书名一样言简
意赅、波澜不兴。但是吉根的文字严肃中总不乏绵软的韵味、渐微的精致和细长的张力。只是这部新
作给人的感觉多少有异于吉根的上两部作品，由一种冷到极致的旁观变得柔绵温暖的洞悉，还有那满
满的温情润物无声，不经意就钻进了心窝。《寄养》的故事起源自一个小女孩“我”因为久旱失收、
家里又背负着众多孩子的抚养的艰涩生活而被迫寄养到另一个家庭。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她凡事敏
感，处事小心，还需要察言观色，她就像一只卷缩起来的小刺猬窥视着外面的一切一切。她佯装执言
而暗地反抗，假意驯遂却暗藏心事。她将所有软弱深藏，袒露人前的是一副看似坚强的模样，就算水
烫的皮肤生疼她唯有逼着自己换种想法，就算怕黑的紧只是她更怕将这种想法说出来，就算要她穿着
不合身的旧衣服，要她嚼着草皮一样的艰涩难啃的维他麦，为了讨喜她选择沉默选择所有的不介意。
“这个家里没有秘密，有秘密的地方，就有羞耻，而我们不需要羞耻。”然而养母埃德娜的话，重又
打开了她的心房，她学着适应、学着容纳。随着彼此生活的深入和了解，她爱上了这个“没有秘密”
的家，爱上了这两个如母亲一样爱她待她的养父母。如果生活是一种照见，养父母的爱让她敞开了心
扉的接纳，而她的到来也为这个家庭添进了一缕暖阳，洞明人心的阴暗。在这个“没有秘密”的家里
，本就深藏着惊人的秘密。背负丧子之痛的金斯莱夫妇，收养开始就是一种缅怀的形式。他们想告别
过去，却放不下悲伤，小女孩的到来无疑成了他们的一场救赎。让她穿一样的衣服，做曾经和儿子做
过的事情，只是相似的情景到底有着大大的不同，“她”从来不是“他”，也不可能成为“他”。当
金斯莱夫妇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有过泪，有过痛，但更多的是他们发现对她有着有别于儿子的
疼爱和欢乐。当悲歌奏成欢歌，人心暖意，缱绻缠绵；可是再把欢歌换成离歌，这份爱依恋与惜怜几
欲令人伤悲，那个挚真的拥抱，那声情深的“爸爸”，画下的是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的结局，更是给
我们画下一个爱的符号。所有深爱，都是敞开心扉的接纳与付出。吉根隐忍内敛的笔锋里，谁又能说
她的故事不精致？似是白描，素淡的细节却愈见真情，细微中又有着触动人心的力量。这就是吉根的
魅力吧！
2、这是一次难以言说其美妙的阅读体验。这是一个发生在爱尔兰现代乡村的故事，然而字里行间流
淌出来的宁静气息和温暖触感却仿佛让人错觉置身于19世纪。或许这就是作者想表达的，几个世纪过
去了，那些乡村依旧风光明净，那些人们依旧淳朴善良。吉根用字一贯地点到为止，认人在阅读中被
尊重。这个故事非常简单，二打动人心的是吉根倾注的真情。因为真情，我和小说里的人物穿越国度
和虚实而有了共鸣。
3、温婉的叙事方式，人物故事一点一点一点展现剥离开来，然后某一刻结尾，感情喷涌而出。特别
的是，寄养的叙述角度，能够那么孩子，那么纯真。结尾泪目。ps关于书的价格，真的不贵好嘛，配
了英文原版的难道不要引进费用嘛，而且我觉得翻译的还不错啊，并没有太多七堇年的影子，也不生
硬。很外国文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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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

章节试读

1、《寄养》的笔记-第1页

        

2、《寄养》的笔记-第29页

        我试着去回忆我有现在这种感受的时刻，我很难过，因为我想不起来，也想不起来快乐的感觉，
因为我没有。

3、《寄养》的笔记-第29页

        我想说我怕黑，但我更怕把这句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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