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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者》

内容概要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抗战时期的上海，大小姐枚爱上一位从欧洲逃难而来的犹太男子。为
了能让爱人去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躲避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终极解决方案”，枚成为了另一位美国
犹太青年的未婚妻，以偷取他的身份。中国人与犹太人、大上海与小世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者的命
运；爱情与信仰、忠诚与背叛——在这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乱世里，三人的命运就此展开。这部作
品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成功的尝试。同时，小说延续了作者独特
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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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者》

作者简介

﹡一个上海少女的自我救赎。
﹡一场跨越种族的爱情冒险。
﹡一段风雨飘摇的“海上”传奇。
严歌苓用一贯的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最终令人唏嘘不已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上海
被战火包围，不同国家、信仰、贫富的人群在这里汇集，犹太人、日本人、“上海老克拉”为了生存
寄居于此。这里既有纸醉金迷的上层生活，亦有破败不堪的贫民区。“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
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严歌苓这样写道。
男女主人公随时局沉浮，小人物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命运抗争，力求在乱世中求得一片寄居地，甚至不
惜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去实现爱情。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诚与背叛，对自我的追
寻与迷失，都在其中。
逝者如斯，岁月成碑。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寄居者”。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的上海，会让人忍不住将严歌苓与善于描写上海的张爱玲进行比较，
然而“我怎么可能和张爱玲像呢？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特
别是在我写的那个时期。”
为了创作《寄居者》，严歌苓读了十多本有关那个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作品，还专门从老一代人那里
了解细节，比如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裁缝店，什么舞厅，什么牌子的风衣大衣等等。严歌苓说：“
做史料研究是小说家的日常工作。我总是在为下一部作品或者可能写的作品查资料，做采访。一部这
样的小说需要的准备时间往往是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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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者》

精彩短评

1、差口气。甚至陷入了俗套。但是写故事还是强
2、三角恋的故事？
3、这样的结尾是我满意的，我长舒了一口气，并且再三重读最后几段，有点不敢相信，呵呵。一直
以来我的天平都是向着杰卡布的，他的刀中藏柔，他的江湖之外还对着“我”独独保留着宠爱和温柔
的气力，多让人心疼。这样的结局，真的是我希望的。
4、三星半
5、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作品有一种梦呓的感觉，很久才找到想要读下去的欲望
6、太惊艳了
7、还不错~比较喜欢。
8、这本好像回到了严歌苓的一贯水平，特殊时代的特殊女性
9、“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
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10、从扶桑到金陵十三钗，再到寄居者，从每本书中我都能看到一个清晰的画面，仿佛身临其境。故
事永远充满伤痛，但贴近生活，就好像有位老人坐在你身边跟你娓娓道来，如此高超的叙事技巧，令
人印象深刻！
11、严歌苓真是厉害，原本套路的三角恋，被写的环环紧扣⋯May肯定是双子座啦，出生5月，又符合
双子座的一切特征⋯
12、"乱世佳人"
13、初看文笔像张爱玲，但后面的结局有些潦草和老套，感觉太过于政治正确人物反而失去了生命力
，和小团圆对比爱情不是真实的爱情
14、风雨飘摇的背景刻画得很深刻，抵不过故事太俗套，几个主角形象表面看生动，其实性格模糊，
符号化明显，行为逻辑混乱！
15、女性视角下，男性行为的容错率大大降低。
16、我嚼着挺好
17、确确实实是一部玛丽苏的爱情小说，但是却很对我胃口，情节以及人物性格的发展很合乎情理，
彼得最终变的现实、麻木，也是我一开头就可以猜到的。而may的聪明勇敢也最让我佩服。看这种小
说最容易感觉的代入感很强，may最后的那个转身，是对自己的救赎，我喜欢这个结局，完美的结局
⋯⋯
18、第一次读严歌苓 原来我是属于上世纪战乱歌舞升平的上海的 复古奢靡的爱情和自由
19、一个混乱的年代撞上一个少女的懵懂，没有过多家国大义。从一个少女的爱情写起，进而展开一
个年代。一群难民的挣扎，一个少女的自我救赎辅以一些寄居者的自我发现，本书表现力十足，人物
的心理刻画得具体真实，引人入胜。
20、乱世的美人，乱世的爱情，能看到战乱年代旧上海的无奈、迷茫、冲撞，May的忏悔、顿悟，让
我时时感到杰克布才是这乱世中值得一等的人。
21、杰克布和彼特的塑造很成功，心会变，情会变，人也会变，听从内心就好了，哪怕心变成卑鄙，
那也是自己。
22、读完《寄居者》，隐约觉得女主人公May有几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对爱情的不羁追求的味道，那
种为了爱可以牺牲一切的执念和勇敢。但是读到尾声才发现，被各种高贵包装下的彼得看似细致，但
最后性格深处的小人心理还是暴露无疑，即使在枪口下也要冒险大捞一笔钱财。而杰克布虽然粗糙，
但是有自己坚守的道德底线和良知，他会反抗，有勇气，对May也是付出了一个男人应付的柔情和爱
恋，虽然粗糙，但是真情。最后May才意识到，她最割舍不下的还是这片满是深情和真诚的‘灰色地
带’。
23、喜欢的故事
24、严歌苓盛名。不过这类故事自己都不是很喜欢，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2016.12.10—12.12
25、故事的后来杰克布的每一个小动作大动作都会牵绕着女主的心 她肯定也没想过自己会爱上他吧 爱
情真的很奇妙 总以为怎么也不会爱上的“人渣”竟会悄无声息地俘虏你的心 
26、严歌苓每次写的故事都特别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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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者》

27、真正懂得怕是成熟。这就是父亲一直到故去都说我不成熟的原因：妹妹，年轻人总以为他们的生
命结实得很，有得活呢，所以动不动就拿命去挑衅，正因为他们不成熟。
28、中国版的《乱世佳人》，现在才懂严歌苓的好，会不会太晚。
29、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属于你和我的故事。
30、“寄居在何处不重要，只要心找到归宿。心没有归宿，哪里都是寄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
寄居者。
31、又是一部犹太主义 那股倔强和崛起 和中国人一模一样
32、基督徒会说，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寄居者，实际上，纵向时间，横向空间都是无限的宇宙之中，
我们一生的存留，就是那一瞬的寄居。战争带来的绝望，迷乱爱情的疯狂，战争中迷乱的爱情真是不
可理喻，有时候，人生确实充满着幻妙的精彩。莎翁借麦克白的口，说：人生如吃人说梦，充满了玄
幻与骚动...
33、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34、室友很喜欢的一本书，很久以前看的已经忘了说了什么，决定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再去重温。
35、女性与爱情，成长中人性的反思。旧上海，旧中国人的怯弱。
36、沒想到竟然讀得這麼入迷.本是我不喜歡的故事背景,不喜歡的人物性格,但卻被嚴歌苓寫得非常可
愛。說什麼懺悔,我卻讀出點俏皮玩味和回味。就像她說的「過去的事情再不好,談起來味道還不錯。
」
37、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于人心的种种观察描写，真的很传神。看到后面，彼得由那个英俊善良
有教养有学识的人，被迫变成一个斤斤计较的精明商人；而杰克步从一开始就是以一个游戏人生的形
象出现，他对玫的深情却一直未变，而玫却在处处算计她。“自我厌弃”太让人消沉了。所以玫才选
择留下来吧。
38、爱情是乱世的必需品啊，否则只有苦难，可该怎么忍受啊⋯⋯
39、说不出来的观感，总觉得应该更厚实一些，无论是故事细节还是人物感情都有些浮。
40、压抑的氛围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切身体会到战争年代大环境下每个人的选择和自我救赎，May的
爱情，不论是欺骗还是背叛，都是人生，小说结尾may如梦初醒般的顿悟，让我很欣慰，人真的是要
经历过一些事情才能活的明白。
41、你还年轻 肯定记得自己犯过这种毛病 某人的缺席反而使他在你心里完美无缺严歌苓真是个聪明又
可爱的女人
42、「该怎么谢你好呢？别谢我，爱我。」
43、故事本身很有意思，但是阅读中没有感受到“高潮”，比起《陆犯焉识》一类的佳作还是差了一
口气。
44、严歌苓讲的故事我总是印象特别深，最喜欢的当代女作家之一。这个故事就是老上海版乱世佳人
。以及前几天豆瓣撕逼电子书纸质书什么的，这本书在登机前随手买的，质感排版意外地特别好！翻
着有幸福感。。还是喜欢纸质书，触感也算是我对书评价的一方面哈哈哈
45、“通过毁掉我们所有人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仰，实现爱情。”
46、也许这种故事每个时代都会发生
47、写出了个人视角下对战争的理解，风雨虽然飘摇，但只要有钱，其实还是可以活下去。其他不知
道为什么，有点无感。
48、一直读到快一半都觉得有些拖沓，但是后面越来越精彩，三角恋夹杂着家国，反而衬出两男主之
间的差异。我希望你是杰克布，也希望你是彼得。
49、重要的是，我向着岸跑去。把真实的我留在岸上，那可不行，尽管那个我经常遭到自我厌恶，厌
恶得简直想扼杀她。岸上有我爱吃的小馆子，我爱闲逛的寄卖店和小铺，有爱说我闲话的邻居，还有
我的真诚、热情、恶习和怀名声。
50、大晚上的，心脏因为这本书激动到砰砰砰的跳。大概是近期看过的最喜欢的一本书了，一个晚上
一口气看完的，写不完作业也觉得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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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者》

精彩书评

1、很早之前，对于卖弄技巧者，我看不上眼。所以，那时还是小孩子的我既不想去看马戏杂耍，也
对魔术不感兴趣，别人拍手鼓掌起劲，我只好傻了吧唧地站在远处，想不出所以然。但这实在是让大
人头疼，仿佛像我这样的孩子们，是永远没办法“哄”好的。随后，我渐渐发现不仅是娱乐，对于更
多的事情我都没办法接受“技巧”掺杂其中。越是精美，精巧，精致的东西，越让我觉得乏味，无聊
，恐惧。相比之下天然、原始的，甚至粗糙拙朴的，都更打动我，我以为那更有精神和灵魂，我觉得
那是温度不是机械。是的，“哄”是不行的，凡是刻意的成分，都让我感到尴尬。不仅对于自己有“
受骗”的不适感，还替对方觉得难为情：这么费心费力。抱歉了。读严歌苓的书，一开始也有这感受
。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读到了《一个女人的史诗》，不记得读完没有，人物形象写得太好，剧情也好
。后来读的是《老师好美》，人设心理细腻，故事起伏跌宕，一打听，原来是真人真事，难怪这么狗
血。随后是读了《陆犯焉识》和《寄居者》，但后者让我想起来很多东西，关于她书里的故事，也关
于她的写作技巧。《寄居者》说的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以此为延伸，女人背后有相关家庭
人物：有钱的逃难的老爸，死了的娘，关系微妙的后母，对自己不错的女佣阿姨；男人相对来说背景
就单薄了，一个是混迹美国的“人渣”，一个是高贵的犹太少年。女孩玫初爱这位落难的高贵犹太男
人时，很有些“救世主”的意思：上海滩这片战乱之所，只有他们能够成为对方安全，优雅，保持小
资情调的岛屿。虽然这些“安全，优雅，小资情调”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让人尴尬。中心情节来
了，女人想从美国骗个“人渣”回来，有护照和绿卡那种，这样就能“拯救”自己的“王子”了。于
是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百无聊赖的时刻也有，一面假装和另一个人恋爱，一面又要掩饰自己，坚信
这是因为爱着心中的那个“他”。其中不仅付出了真时间、假感情，还付出了处子之身。这段描写真
是严歌苓最典型的写法了，要想知道她写作什么技巧什么基调，只要看这段就很清楚。《寄居者》更
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最后一两页，结局的部分。莫名其妙地，看到女主人公“计谋”要得逞了，读者
反而变得紧张。我很怕最后出什么纰漏，觉得这故事就写坏了；又很怕一帆风顺，偷到绿卡，两人双
宿双飞——一个平庸的喜剧。然而都不是。没有纰漏，也没有“喜剧”。用了引号框起来喜剧二字，
是因为我不知道，她最后的选择到底算不算喜剧。女人之善变，作出决定后立刻后悔的也有，死心塌
地的也有。她写人之“得不到”，写这样的“作”，甚至还写女人费劲“得到”，却又无济于事的残
忍。这都是严歌苓擅长的。你看，她对笔下的人物一点儿都不客气。就是这样的作家。但不得不说，
严歌苓是个不错的建筑师——地基打牢了，她专门负责室内设计。关于装饰她是很有一套的，虽然格
局还是原先的格局，却能够每次都给你不一样的家居风格，而且主人搬进去，也难发现这和前一栋格
局一模一样，不过是从工业冷风换成了日式和风。王安忆的冗长和烂尾让我生气，严歌苓这样的“匠
人”今天却很是流行。前者也说不上朴拙的美，后者却算得上精巧的美。看她出席活动的装束，就知
道是如此的。我没有见过她，据说常年住在国外。但我也并不想见她，也并不想要谁的签名。她的书
已经写了太多的她自己，对于世界和人情的看法，关于历史和今天的表述，她是那个能够铺出严丝合
缝的地板、装好绝不漏水的水管的建筑者。最重要的是，她会设计。我一直想，如果真的哪天见了严
歌苓，我大概会问她要她作品的结构草图——那些地基，那些砖块，走水过电，木架房梁，她是怎么
想的？在下一部作品里面，又打算换什么装饰风格呢？这几年开始流行“手艺人”，“匠人”的说法
，我不知道好坏，一时间也不想说就立志去做一个“匠人”。只是，渐渐能够接受这说法，看严歌苓
的好处就在这儿，至少让我开始承认，会写故事，也是本事。
2、开篇看到“我和他都老到发窘的地步，没有这名分已经够受。”我就在想这第一人称的回忆文倾
述对象会是谁呢？叙述故事的场景又是怎样的呢？便脑补了几个画面，第一种是“泰坦尼克号式”的
，就像101岁的露丝，在潜水舱里开始叙述当年在泰坦尼克号船上发生的故事；第二种是“摩西奶奶式
”的，在国外某个农场里，May躺在褪了色的摇椅上，面对一群采访者，娓娓道来属于自己的那个故
事版本；第三种是“张爱玲式”的，在很私密的空间里与自己的回忆对话，张爱玲写下的是《小团圆
》，而我们看到的是严歌苓的《寄居者》。显然，具体来看，这本书更偏向最后一种可能性。第一章
开头和结尾反复出现的“你”，让我觉得这可能是一封长长的回信或是一篇可以写满整个笔记本的日
记。其中的“你”，不可能是彼得·寇恩，因为提到了“你的书我读过几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说
什么，都不会照实出现在你书里。干你们这行的，非得添枝加叶，对此真是拿你们没办法。”后文里
，我们可以在May的回忆里看到，后来的杰克布·艾德勒很有成就，是杰克布报业集团的创始人，十
分著名，且很多人为他写了传记。那么彼得·寇恩就是电话里的那个“已经不在了”的人，那个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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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常吃中国菜，听二胡曲，念叨May名字的男人。如果没记错，《寄居者》是我看得严歌苓的第一
本书，印象并不是很好。May太聪明了，严歌苓太聪明了。她轻易堵住了我的嘴，让我无从评判May
，这个冷清的，现实的，喜欢反思的，擅长自我评价的女人，我又有什么话可说呢？是没有办法作过
多评价的。该说的，比自己说得好的，她都说了。就连读到三十页时，快忍不住抱怨一句故事“太拖
沓”了，她也能及时劝我们要有耐心，因为“貌似不搭界的一切实际上全部紧密相关”。而我，有些
怕太过聪明的女人。没有去过国外的唐人街，但我想象过，可没有一种场景让我觉得血淋淋的。May
却做到了，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唐人街是什么样子的，中国人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她的那种清
醒，让人觉得有些疼惜，又无奈。May先后说过：“我在唐人街长大，难道会不禁骂？”“我们唐人
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儿（指被歧视）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正如19世纪火烧唐人街、追
杀华人给美国人带来了快感。”如果没有那些冷和硬的目光，没有那些经历，May会不会就没有那么
清醒呢。这个五月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十二岁回国，毕业于复旦大学财会专业，会跳芭蕾，弹钢琴，
骑马，擅长英语、广东话、上海话、客家话的女孩，是多么优雅可爱的“交际花”啊。快结尾处的那
段，“重要的是，我向着岸跑去。把真实的我留在岸上，那可不行，尽管那个我经常遭到自我厌恶，
厌恶得简直想扼杀她。岸上有我爱吃的小馆子，我爱闲逛的寄卖店和小铺，有爱说我闲话的邻居，还
有我的真诚、热情、恶习和坏名声。最重要的是，岸上有一个灰暗地带，那儿藏着杰克布.艾得勒。”
让我开始想，May爱谁呢？她或许爱上的是自己的多面性。彼得·寇恩是她的理想，那是她愿意保留
住却终究已经失去的部分。他单纯羞怯，眼睛纯净的不像样子，她爱他爱得无可自拔，为他设想种种
可能拯救的办法。而除了投在他身上的“理想”，还剩什么呢？彼得·寇恩对May的爱是让位于现实
的。他开始变了，投机倒卖粮食等种种行为，让May对他的爱也开始动摇了吧。彼得·寇恩真的爱她
吗？除了老年时念叨她的名字，就是他们在一起时，说的那几句“你今天真漂亮”、“我爱你”，然
后我已经想不起他对她的爱还有什么。而那个被认为油嘴滑舌、低劣、人渣的杰克布·艾德勒，我看
到的更多的是幽默，对May不错，他们在彼此面前，能够表现真性情。他们都不爱音乐，也不爱歌剧
，更不爱芭蕾。那些只求上进的人必须爱的高尚东西，他们都不爱。而且，他们坦诚的向对方说出来
了。最后，杰克布.艾得勒是她的底线，让她不至于在未来人生中永远厌恶自己的底线。May终究还是
没办法做个“坏人”，因为她是那么善于自我评价的人，对自己的那种厌恶，简直可以让她疯了，不
然她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结在其中。她的真诚、热情、恶习和坏名声，都让我觉得喜欢，哪怕她的聪明
让我觉得反感。我们谁又不是活在矛盾中的呢？起码，不要做个让自己厌恶的人就就好了。PS：书评
均为原创，未经本人授权，禁止转载！
3、寄居者在我看来有两条线，一条是关于人生，一条是讲述爱情。初看这本书，感觉文风都充斥在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像当初看丁玲传以及大多数讲述那个年代的作品一样，一些特有的字眼、词组、
话语构成了那个时代大背景下人们特有的思想。我觉得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被称作是
一种“匠人”。就像看到木匠，琴匠，会雕刻出一件伟大的工艺品，遇到一部不错的小说，就是这种
感觉。像我曾经看过的方方的《风景》、仓井暖的《左右玫瑰》，严歌苓的《寄居者》也是这样。《
寄居者》没有序，没有任何其他介绍。全书你拿来除了在结尾能看到介绍了一下严歌苓的作品，其余
的就只剩下这部小说了，没有任何废话。从写作的角度来讲，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全文是以我的口
吻去讲这个故事。然后当我们看到全书的结尾，“我”说起自己的身份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翻看小说
的开头，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个历经沧桑划时代的老女人，在给我们讲述，她曾经在上海有过的一段
，不，是两段爱情故事。热恋与背叛M爱上了彼得，为了救彼得到美国，他不惜骗杰克布到中国，企
图偷天换日，让彼得用杰克布的护照回到美国。而让杰克布来到上海的代价，便是自己成为杰克布的
女友。更大的代价是，最后M爱上了杰克布。书的结尾，很令人意外，也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
甚至去搜索了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杰克布·艾德勒这个身世著名的犹太人。事实上，没有。我有一丝失
落，因为小说纪实的话，就如May这个人真实存在的话，我会对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惊叹不已。但
是，或许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你只需要惊叹就足够了，不应该探究它是否真实。May让我想到了《飘
》里的女主嘉里斯，大胆、疯狂、炙热、对爱情歇斯底里。彼得和杰克布在M的眼里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男人。彼得是那种光辉一样的存在，就像M说彼得像是自己的理想。按现在的话来说，有时候，我
们总需要喝两碗鸡汤，伤心，失落，或者不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一些朋友会帮我们理理思绪，
给我们一些力量，而有时候，你会遇到像彼得一样的人，这个人本身就是一锅鸡汤，你看着他身上拥
有的品质就能让你一下子好起来。我想彼得在M这里，就是一锅鸡汤一样的人设。而杰克布呢？杰克
布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心态吧，这在现在看来，未免不是一种洒脱，没有太多的牵挂，或者天生比较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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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小说的最后，M说把杰克布带来上海也是杰克布人生的一种自我发现，自我成全。而实际上，这
两年的日子，难道不是杰克布让M的自我认知更加深刻吗？其实，在最后，M做了一个选择，M没有
跟彼得去美国，这里面原因有很多，父亲也好，上海的一切也好，我相信事实上M早已爱上了杰克布
，只不过与杰克布的热恋，爱上杰克布，让M一直不愿意坦白这个事实。对于杰克布的谩骂，鄙视，
说他是人渣，都是M在说服自己，因为她很早已经爱上了杰克布，当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的。当我们看到小说的结尾，再看看开头，那个去世了的人。不就是杰克布吗？M在讲述的不
是她跟彼得的故事，而是她跟杰克布的故事啊。关于寄居者犹太人被纳粹迫害逃亡上海，对于上海来
说，彼得是寄居者。当初M的爷爷去美国，在美国，爷爷是寄居者。此刻M在上海，在这里，M也是
寄居者。寄居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呢，就像M印象里那颗脱离鱼体脱离保护的不停跳动的心脏吧。没
有保护，就在太阳的炙热和旁人观赏的目光下，赤裸裸的跳动着。没有归属感，该是寄居者的普遍感
受吧。想到了之前看得一个超级演说家的节目，里面有一个华人小伙儿，生活在美国。前不久被查出
自己以后可能会永久性失明，他选择放弃高薪工作选择回到中国，原因就是一个，寻根。我想，在外
漂泊的我游子，像历来去了异国的人们，像内战时期去了台湾的战士，生活在不是家乡的异土，都会
有一种寄居的感觉吧。再说到现在，就是眼前的北漂海漂。我们远离父母，在这里孤单一人，同事也
享受这大城市带给我们的繁华与梦想。很多不易，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寄居者，这个世界都需要杰
克布这样的人吧，因为在所有寄居者里，杰克布就像太阳。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致敬，并且从他身上
获得能量的。他让我们看到一种精神，不沉浸于眼前的得失，更自由，更随心的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像杰克船长，像《燃情岁月》里的崔斯汀。李姥姥20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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