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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

内容概要

本书为哈金经典短篇小说集，作者在本书中展露了契诃夫一样的写作才华，用十个简单却令人愕然的
故事，拼贴出悲喜交杂的社会图景，有趣好看，耐人寻味。书中多篇小说曾在不同年度获得“美国年
度最佳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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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

作者简介

哈金，本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辽宁省，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五年。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
英语系，在校主攻英美文学，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并于1992年获
布兰迪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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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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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

精彩短评

1、好多选本里有的。真心不觉得写得多好。
2、总觉得读起来有契诃夫的感觉，但也许这只是短篇小说的特质吧。我毕竟还是读得太少了。
3、太好读了，少有的中国作家
4、书里写到的那些中国人，感觉离我们那么近，却又是那么遥远。
5、好友喜欢哈金的作品，说就像我有时谈话，语言是英文但思维还是中文--正是他在西方走红的原因
之一。读了中文翻译版，还挺有趣，特定时代地域的中国人。原版也应该更适合外国人。
6、哈金好会讲故事。#2017年看完的第29本#
7、不知道是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丧失了风味 总之很过誉的感觉啊
8、武松难寻，新郎，活着就好，不错，其他一般。
9、太真了
10、哈金用若干故事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构建了一套生活样本，事实上这样本在今日之中国同样适用。
欣赏哈金的语言。
11、好好讲故事真是值得人尊敬！金亮的翻译也是东北特色十足。余华的序比他的小说让我喜欢
。20160807印咖啡·欧亚卖场店
12、涉及到很多旧时的话题，如同性恋、投机倒把、出国等，虽不新鲜，但依旧荒诞，故事讲的还算
耐看。比较喜欢旧情，你脑补了一大出戏，并为此付出极高昂代价，结果只是想太多。
13、跟看故事会似的。。。
14、哈金单一化的叙述和打着“真实”名义的篡改实在让我很愤怒很愤怒。
15、七八十年代荒诞生活的剪影，故事透出那个年代特有的气质，有趣又嘎然而止。
16、短篇集，满是平庸的生活。这阵子被社会的残酷疯狂洗脑。
17、竟然是翻译过来的⋯写实风格，70-90年代的故事，还行吧。
18、个人觉得哈金的短篇更好看，武松难寻 活着就好 破 新郎 这四篇好。不知道为什么不太喜欢哈金
以小孩子的视角写的故事。
19、还没看到等待，其实倒不是靠叙事取胜，而是情节本身。去顶楼收东西了。
20、比《落地》那本要好太多。
21、哈金，池塘，20160407-中止
22、哈金的短篇集。十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
23、十个故事，十段人生；其中不乏有外国人和中国人一起生活的片断，展现了中国人的人性美同时
，也展现外国人的精炼；展现中国人的毛病时，也突出了外国人的“公事公办”的不通人情；
24、故事很好，就是题材还老是那些。。。
25、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故事很不错，那个年代让我遥远又陌生，而种种生活的细节在哈金的笔触
下自然展现开来。但我还有一个感觉，觉得一些情节不自然，人物的行动不像是由自物自身驱动，而
是背后的某个东西刻意摆弄。或许问题在这里：哈金展现出来的景象太过于切合我们对那个年代的想
象，这反而让我警惕了。
26、的确如余华所言，哈金的小说像推土机，手法没有现代的机巧，但是就触动与震撼来说，是一流
的。
27、哈金的这个短篇集子读完后，感觉没有《小镇奇人异事》那么喜欢，这会儿他还比较拘谨，还没
有把表面敦厚的哈金内里的坏和邪恶调动出来，到了《小镇》，那就是抡开了写了，太痛快，残酷现
实主义到恶毒现实主义只隔了一个半哈金。
28、语言平平波澜不惊，但每次读到兴起时就戛然而止了。很像当年的故事会，但就是喜欢读这样的
故事。
29、有几篇挺荒诞，人物不错。不过这套书一本类比一个大家的宣传，让人挺尴尬的。
30、《新郎》这篇居然是表现改革开放初期同志群体的。里面印象很深的是一位男同志去接受“同性
恋治疗”，他老婆的叔叔去看他时，脑子里竟想着“同性恋这种病不知道会不会传染，所以不能碰桌
子上的茶缸”。哈金的书没什么宏大的主题或者复杂的隐喻，通俗易读到故事会级别，这也是很多评
论家批评他的地方，虽然我认为这些批评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31、總覺得字裡行間還少點什麼。至於少的是什麼呢？

Page 5



《新郎》

32、挺有意思，小故事一个一个适合在地铁上看，夹缝时期的中国人
33、小故事，看看几十年前，令人唏嘘
34、感觉是挺有力度的短篇。人的受困，尴尬，荒谬，多余，愚昧，偏狭，从众与可怜。语言干净，
情节真实。另一种方式了解故乡的过去。
35、扭曲
36、看似平淡的故事，却藏着深刻的光芒~
37、仍旧读不出哈金好在哪里
38、【25/30】赤裸的现实。。。。。
39、短篇集不如《等待》，仍旧是讲七八十年代极权时代末期，改革开放初期的故事，各式各样的性
压抑，东北的军人医生护士工人，松花江，木基市，藕断丝连，天雷地火，各式各样的畸情苦恋。读
哈金，没有包袱，他没有受到八十年代西方先锋文学手法影响，底子是英法名著，所以通俗晓慧，贴
切悯人，简单凝炼，却常常觉得不惊艳。
40、2016年4月21日 NO14
41、通俗简单易读 故事很直接没什么隐喻却充满讽刺 应该是比较突出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丑恶
42、2017书13:看等待觉得很无趣，而读完新郎却喜欢上了哈金。
43、哈金，真是个神奇的作家。离中国如此之远，写出的作品却又如此贴近中国人的生活。要不是事
先知道，根本就不会意识到我们看的是翻译作品，因为里面的语言与故事真的是太中国了。
44、继续差评。唯一（二）觉得有点新意的《幼儿园里》，女童借助遗尿完成成长仪式，初看尚可，
再看真是有些可怕的作者意识。
45、非常好读。对同性恋那个故事印象深刻
46、几篇震惊，几篇感慨，这文字总觉得那哪儿见过，却又觉得极其宝贵。
47、明明写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的故事，却总感觉每一个都曾在街头巷尾听说过，在每天的餐桌
上，公交车上，公共澡堂里听说过。斗转星移，大家不还是面对着同样的生活。
48、几个短篇看得没有长篇爽
49、我觉得适合我爸妈那个年代的人看

Page 6



《新郎》

精彩书评

1、美国的中国文学，哈金《新郎》对哈金已经不陌生了，虽然是美国作家用英文写作，但是却是一
个地道的华人，老家还在辽宁，算是老乡。近年来出国留学的太多了，留在美国的也不计其数，在城
市里几乎每个人身边都能够找到几个自己认识的例子。可是能够在美国混到可以用英语写作，成为作
家，而且成为大作家，这可真不容易。何况哈金出国的年代很早，八十年代就考到美国去了，出国时
已经快三十岁了。读过哈金的好几本书了，不过更喜欢他的短篇。哈金虽然在美国，虽然用英语写作
，可是写的却都是中国的故事，而且都是他出国以前的中国的故事。当然他出国以后也就不了解中国
了，也不知道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巨大变化的具体细节。所以他写的都是八十年代和更早的中国故事。
中国作家喜欢写的往往都是解放前，往往一部书从清末开始经历民国抗战内战，直到解放土改反右文
革，最后写到改革开放。真是波澜壮阔，不过哈金喜欢写的就是他经历过的那段年代，五十年代出生
的他，笔下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顶多到八十年代，其实仔细想想，从五十年代到八
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其实并不太大。从书中就可以看出远在异国他乡的哈金，在内心深处是多么
想念自己的祖国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人在心灵深处思维的时候使用的语言一定都是自己的母
语，学习的第二种语言在心里都要通过翻译，才能够转化成心灵的语言。我想哈金虽然是在用英语写
作，可是他内心深处的语言仍然会是汉语。不知道如果哈金自己翻译自己的文字会翻译成什么样。但
是现在光是看别人翻译的哈金的小说，就会感觉到很中国，一点都不会想到这竟然是从英文翻译过来
的。在国外回头再看这段历史，也许会感觉比我们更清楚，更真实，这也许就是我们喜欢读哈金的原
因吧。
2、哈金，一个出生在中国生长在中国的人，用英文写作，却又是在写中国的人和社会。他的故事对
于美国人来说或许新鲜有趣，但用中国人的标准去衡量可能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国家级别的大奖。所以
，当我们想要看一看这位获得众多奖项的作家究竟魅力何在时，不妨转变一下视角，先去接近那个他
者眼中的哈金，再来审视我们眼中的哈金。《新郎》这部短篇集中包括了十个故事。故事背景集中在
中国的东北部，哈金虚构出一个名为木基的城市，故事中的人物多是这个城市中各行各业中的普通人
。时间背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新旧思想交替，外来事物逐渐增多，即将实施改革开
放的前夕。十篇之中《武松难寻》是最具小说特质的一篇。因为省长的一句夸赞，整个剧组都把人力
物力财力投入重拍武松打虎这场戏中。违背自然与人性的拍摄不但葬送了一只国家级保护的老虎，还
逼得扮演老虎的男演员精神分裂，扮演老虎的司机受伤住院。整篇小说的叙述采用第一人称，从一个
场记的视角去观察和记录整个事件。导演和整个剧组的好大喜功，演员王沪平最初的敬业与精神分裂
后的外强中干，剧组为了拍摄出让领导满意的片子不惜一切代价的疯狂与人性泯灭。平常的讲述，戏
谑的情节，哈金用大智若愚的方式去处理整个事件，少了些沉重，却多了荒诞。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
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出其中深意，用外来者的视角去看，也一样可以理解这一场集体闹剧背后倒影出的
是怎样的社会现实。《活着就好》讲的是一个失去身份的人。童古汉虽然活着，但其实在别人眼中早
已死去，回到过去的家里甚至没有容身之地，令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再次出现。《幼儿园里》用
采野菜这件小事描绘出幼儿园里的阿姨、小朋友、杂工在艰难时局中的生活与成长，哈金用儿童特有
的敏感与稚气，中和了人性的自私与丑陋，举重若轻。《破》与《新郎》两篇把视角转向八十年代中
国社会的男性女性关系。前者刻画的是众人对女性与性的复杂态度，后者展示的是普通大众对同性恋
群体的不解与歧视。两者均主题明确，选题大胆直接，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算得上是整本书中较
为突出的篇目。《暴发户的故事》、 《旧情》、 《一封公函》、 《纽约来的女人》、 《牛仔炸鸡进
城来》分别从暴发户、被父母左右婚姻的女性、可以利用之便勾引女学生的大学教授，抛家弃子也要
去美国淘金的女强人、打工仔与外国老板的矛盾冲突等等故事中探讨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金钱和
权力对爱情与家庭的冲击，对人们思想及生活的震动与改变。这些“生活在”木基市的人们，各有各
的故事，各有各的命运与人生，他们如同我们常听父母提起的那一代人的家长里短，传闻逸事，平淡
故事下暗流涌动，柴米油盐背后是一整个时代的变迁。对于这样的中国，哈金不是一个创作者，而是
一个记录者，他小说里的创造其实只是一种再现，是把我们所熟知的事情用英语讲给外国人听。读哈
金的小说总会令人想起“夹生”这个词，夹生只是个客观现象，就像夹生饭并非不可以吃，但却不太
好吃。一个中国人用英语写作，从创作思维角度来说其实是西方思维，外来视角。它要考虑到受众的
接受能力以及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深入程度。但从一个作家角度来说，写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土生土长、
根深蒂固的“中国味道”又如何能令中国读者买账叫好呢？必然难以两全。不论是语言的困境还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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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

化历史社会原因造成的差异，创作者的身份变得模棱两可，故事讲起来也跟着模糊不清了。虽然我们
都能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可是对于故事来说，离好看可能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俗话说墙里开
花墙外香，这墙外开花墙外结果继而出口转内销的小说，国内读者想读还是本着欣赏与学习的态度采
取一下折中的双重标准吧。毕竟，它让还不了解八十年代中国的人们找到了一个较为真实的切入口，
也让熟知那段历史的我们重温了那个年代。
3、文/友竹《新郎》是哈金的一本经典短篇小说集，也是近来读得较为惊心动魄的一本书，因其内容
广泛描写了祖国在某个敏感时期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物职业涉及文艺工作者、医生、军人、铁路
员工、大学老师以及普通工人等等。如果从没听说过那个年代的荒唐故事，你大概会认为书中的很多
情节都是虚构的，因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人们的语言和行为简直让人无法理解。所以，在得知
哈金的书在美国很受欢迎时，不禁有点怀疑，他们真的看得懂？文中隐喻是不多，但是面对异国人民
那不可思议的意识形态，老美们究竟是真心表示理解还是玩味猎奇？我相信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都是
对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其中文简体版之前才很少在大陆公开发行，而在台
湾却出得比较全吧。为了理解他的写作，最好先了解一下作者的经历。据说，哈金十四岁就参加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当时他的部队驻守在中苏边界。他在军队时经常编写宣传材料，这为他以后的创作奠
定了基础。在部队待了六年之后，哈金离开军队去上大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没读完的他来
到另一个偏远地区，当了三年铁路话务员。1977年恢复高考，他又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后在山东
大学攻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移居美国，目前住在马萨诸塞州，在波士顿大学教书。他用英文
写作，除了写小说，还写诗。复杂的生活经历和不断转换的职业角色让他在描写不同的人物时精准抓
住了他们的特色，毫不刻板，也绝不做作。《一封公函》里的方白尘教授就是这么一个让人过目不忘
的人物。他担任教学工作时认真负责到为逃课的学生单独去学生宿舍补课，却被学生想成“将来讨论
他入党的时候就会多一票”。方先生是外语系里最优秀的男舞者（这肯定是他日后不断遭受打击的一
个重要原因），也是文学修养最高的一位。他写的论文、办的学术杂志都使大家大看眼界，但是得到
的评价却如此不堪——估计他肯定另有所图；平时跟他关系不好的学生工作分配不理想，便在私下怨
恨“一定是方先生在公报私仇”，甚至准备喝酒壮胆拿刀子去跟方先生拼命；至于他喜欢诗歌、讨女
人们的喜欢，更是被大家诟病、公开批判⋯⋯总之，这位方先生做什么都不对，干一件事都会被人嘲
笑一番、告一状，他从前和现在的哪一样行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领导对他“只可用，不可信”。整
篇文章读下来，你会发现这个写公函的人，对方先生充满了莫名的仇恨和鄙视，但又深深觉得自己比
他优越得多，所以还刻意显示出对他的怜悯之情。哦，哈金老师在此真是把知识分子之间的那种“文
人相轻”的小心思写活了。同时再次感到没有身临其境过，根本体味不到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大学
教授背后的日子竟是这样的。此外，《武松难寻》里的沪平和《新郎》里的保文这两个男人的遭遇也
让人震惊不已。他们两个都是年轻而美好的男性，却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一个
是饰演打虎英雄的帅气“王子”，一个人是厂里相貌数一数二、脾气好、文化高的好男人，最后一个
住在精神科病房等待精神病院的空床，另一个则长期在精神病院接受电浴疗法。这难道是造物主的刻
意安排，还是悲剧的创作原则就是如此：前脚制造出令人羡慕的美，后脚就毫不留情地将这美彻底毁
掉？哈金的写作让人深思，当一个时代的错误投射到无辜的个人身上时，会在不经意间对个人造成相
当残忍的伤害，而这种伤害产生的后果又是根本无法补救的。所以，人类才会那么急切地期待社会的
文明和进步吧。
4、关于中国社会的问题，已然有太多人写过，那些让人感觉到心酸，感觉到愤怒的故事每每提起，
都能够迎来叹息。有些时候，读这些故事会让人内心崩溃，眼眶通红，恨那些不争气的人，咒骂恶心
的社会。然而，却发现，原来发生这么多让我们感觉到遗憾的土地，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国度，是那个
被叫做祖国的地方。哈金虽然离开了大陆，虽然他使用英文来写作，他的著作里头充满的依然是从这
片土地上繁衍不息的智慧，是这片土壤蓬勃而生的灾难留给他的思索。有些时候，我们从莫言，阎连
科，余华这些作家的笔下来窥探我们这个国家的千姿百态，我们看到他们的笔下的人物的活灵活现，
用肉身来给我们讲述共和国的故事。哈金与他们不一样，哈金的故事有着与他们相别的一些东西，他
的文本更多的有着美式的黑色幽默，用故事来展现社会的现实与荒诞。一个作家，他的想象力会框住
他的文字的延伸，而现实，却永远是作家源源不断的灵感。哈金是一个在现实主义中杂耍文字的人，
用他的黑色幽默给我们讲述一个个故事。哈金的《新郎》是一本短篇小说集，里边有着各种各样的好
玩的小说，而这些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它们似乎就发生在身边。从打老虎开始，哈金就给我展现了一个
在集权国家里边，权力主导以及虚荣带动的社会是一个多么搞笑的社会，而这一些，我们读完之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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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故事，而会慨叹，是否我们身边其实有许多打虎英雄，即便疯掉，还是自以为自己
才是真实的武松；之后谈及的故事大多都围绕着“领导”来展开。这个词不管在什么样的年代，都不
会落伍，它不过是权力的肉身体现；而“虚荣”则是肉身的另一种面容。暴发户能够用钱来玩弄一切
，让零售员盯着他糟蹋食物；一位女人因为旧情人的一封信而花钱请病号部长吃鱼，给自己门前的路
铺砖，以便让自己能够看起来不会与他相去甚远。这些故事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被忘却，而陌生，反
而让当下的人读着觉得相近，似乎每天都看到同样的故事在同样的一种体系中发生。小说是为了讲故
事，为了用文字给读者带来一种露出笑容的消遣。哈金的《新郎》也许希望能够带给读者一次微笑，
然而，谁又能读完之后若无其事地露出自己的白色的牙齿，傻乎乎地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像我们
读完《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认为那些不过是疯子罢了？
5、哈金的短篇小说读起来会让人直呼过瘾。写小说，最不好写的就是短篇，情节矛盾要集中，人物
的性格、语言等要具有鲜明的特色。另外要有丰富的阅历，或者有很多素材，最主要的是要让读者读
过之后还在回味。因为这诸多原因，很多作家不喜欢写短篇小说，宁愿将情节拉长，写成长篇。而哈
金的短篇小说个个都让人回味！他的短篇小说素材距离我们这个信息时代有些远，但并不影响你去品
位生活。这足以说明不同时代中发生的事情，很多都是共通的，尤其是人性。关于人性中的善恶是非
，总能通过一定环境下的具体事情来表现。哈金抓住了最基本的人性来写小说，所以他成功了。他生
活在美国，如果他回到中国，切身感受一下当今国内的情况，他再写出的小说风格肯定会不一样了。
生活在美国那么多年，他为什么不以美国社会为背景，写写他们故事呢？还是我们的文化背景更为深
厚，也更能说明生活的真理吧。一本书中，这么多篇短篇小说，为什么单单以《新郎》作为这本短篇
小说集的书名？是不是因为新郎这篇文字，作者最喜欢，或者最能获取读者的眼球？我不得而知。作
者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吧。他常年旅居海外，用英文写作，但写下的却是自己生活在国内的故事，落叶
归根，用记忆中的故事来填补内心的归国意识。不过有人说过，最能表达情感的还是母语，最不能丢
掉的也是母语。虽然删除用英语写作，但翻译过来后，用中国文字，我们的母语写出来的作品，肯定
更能表现作者的内心感受。这本书里包括十几篇短篇小说，我仅仅用三个多小说就读完了。书并不薄
，读得这么快是因为每一篇故事都值得你一口气读完，接着你就想马上读第二篇，就这样一篇一篇，
竟然很快就读完了，然后再翻翻头脑中一直在回味的那些故事，从中再反复咀嚼一遍。于是便更加佩
服哈金的锤炼文字的能力了。

Page 9



《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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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