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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变》

内容概要

这部小说以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为主线,揭示了台湾小公务员的贫苦,以及在金钱观念、西化意识影响
下,人们在精神生活及心理上的畸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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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变》

作者简介

王文兴，福建省福州市人。1939年生，后去台。他入学较晚，一入学就是三年级。他从高中三年级开
始写小说，他的第一篇小说，曾在亚洲杂志举办的学生组小说比赛中得到第三名。台北师大附中毕业
后，考取台湾大学外文系。1960年和同班同学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
早期的《现代文学》编辑事务多由他负责。台湾大学毕业后，他去美国依阿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从事
研究，并获硕士学位。返回台湾后，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并担任中文系的课程。他专心教书和
写作，极少参加社会上的活动。但1978年台湾乡土文学大论战时，他却多次表态，对台湾的乡土文学
持否定态度。他的作品不多，但大都以儿童或青少年为主人公或为背景，以儿童的悲伤和恐惧刻画人
生。他的小说中表现得最沉着有力的主题是：命运。著有短篇小说集《龙天楼》、《玩具手枪》，长
篇小说《家变》、《背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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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变》

精彩短评

1、惊心动魄
2、在儒道的中華文化中著實是一部“離經叛道”的作品，我們不能明確說出父與子最衝突背後隱藏
的本質，更不能說離開了“父”，“子”與“母”卻反而過得更好，家變直抵人性的最黑暗處。
3、近期看的最赞的中文小说，极有风格的细致抒情的景致，感情好深沉真实，其实故事说什么的无
所谓，关键要文字美情感真啊，大赞！惨淡的周末都燃起了。
4、家变节录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过前面收的几篇短篇都很不错。
5、好熟悉的故事啊看过好多遍的感觉
6、父亲 您离家已近三月，请归来，一切问题当照尊意解决。
7、看完纪录片回来看后，别样感受。交叉叙事，心理描写融合风景描写，遣词造句精雕细琢，具象
感。之前读时一度以为类似苏童《园艺》般的故事，结果完全颠覆。反映出来的“孝”与“自我”“
反抗”与“顺从”的情感冲突更是值得探讨。
8、这个书最吸引我的，是他相遇一般的叙述方式，若是把讲故事当做一种旅行，中途相遇，真是不
错。
9、有些事情即使只有自己时都无法开口，不敢想。
10、写得真的很好，因为我就是您笔下的那一类那一阶层的人群中的一份子，那些陋习，人性的弊端
，一家三口展开的何止只是家变，家变的来由是整个社会的影响。谢谢您的这些锤炼出的字。看完后
无尽悲哀，却也觉得得安慰了。
11、有一种作家就是从开始看起你就知道完完全全理解他，为何只写少年和儿童题材，又怎么样受过
现代派的影响从而反观传统家庭，为何产量极少，又怎么样呕心沥血。这是我们所回避的人生，却是
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
12、父母就是儿女的一片天，小时候父母都是儿女的崇拜对象，可是长大后发现父母很平凡很普通，
可能还不如别人的父母，鄙夷之情慢慢的产生，对父母的态度也随之越来越差，主人公仿佛以前的自
己。小说的文笔略显枯燥。
13、在读 短篇似更精彩
14、2013-05-12
15、过于满、雕、浮
16、遗憾的是《家变》只是节录
17、容我吐个大槽，书名叫《家变》，但到最后只收了59页小说《家变》的节选。（简直挂羊头卖牛
肉）。很西化，不过写得蛮好的。／年轻的尝试，个别篇目值得文本细读。
18、每个事件的描写都有记忆，这一点上感同身受我也不好受。。。。。
19、确实如同书后评价里写的“读起来佶屈聱牙”，但内容很真实，孩子从小到大对父母看法的心理
过程能看到自己心理的影子，中式传统和西式文化的碰撞，作者经历的那个年代和环境应该更甚。总
体三星半。
20、通过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而知道王文兴，他推崇贾岛对字词的推敲，强调文字的声音，所
以读这本书读出声更能体会这种效果。生僻的句式和词，配合简单的情节，读起来缺不复杂。范晔（
也许是为了谐音业障的业？），其对父母的厌恨在我看来颇有点神经质病人的无理取闹，父母不是完
美的，接受父母不完美的一面，父母对子女的爱足以抵消他们的不足。
21、····
22、细节很多很真实，但是觉得作者功力不够，语言上的尝试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比如说暴殄天物，
感觉像写错了一样
23、真实的可怕 每个做子女的约莫都能从这书中的片段找到自己不敢承认却也是真存在过的感同身受
24、一边叹息一边听完的。
25、父辈与子辈之间如果可以用对待独立个体的立场去对待彼此，我想我们的关系会很融洽。这样和
谐的关系源于互相的尊重与爱，而不是传统建立起来的孝道的捆绑。
26、文字描述很有年代感，探讨家庭关系，　
夜晚放置月光牌蚊香的袅袅淡烟。
　　深夜时他聆及蜇虫的响颤象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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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在家的传统命题上创新。而这种创新是残忍的，因为它的真实。结局也是出乎意料，把无形粘滞
的悲哀推向极致。语言初读虽是佶屈聱牙，后来确实越读越有味道有内涵。特别钟爱对毛毛小时候的
描写，对儿童的心理刻画简直入木三分。也唤醒了我许多儿时的记忆。温暖而可笑。对于家庭争吵也
深有感触。喜欢这样内敛，平淡中出真见的文字。
28、台湾市民生活及心理
29、双线叙事，散文化式的小说。
全文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作者对父子关系演变的雕琢。对父亲的感情由幼时的崇拜，尊重，到后来随着
年龄心性的成熟，这种感情慢慢磨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后文中对“孝道”和“家庭制”的批判值得思
考。
30、写范晔童年的部分，就像一种相似的经历唤醒时光深处的记忆。
31、作者七年写此书，我花了一个多月读完。除了开头读起来很有节奏感之外，其余部分都过于佶屈
聱牙了。不过有了这部书打底，感觉读质量较差的译著应该不会再那么痛苦了。
32、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惊讶人生经验的相似，文学，让我们不孤独。
33、台大外文系毕业的王文兴，有雕镂文字的敏感。重读，再也没有去年夏天的闲情，只有家变的痛
苦与无奈。
34、文字功底异常深厚 小说得闪回路数精彩分层 可以说现代小说写不出来这种感觉 并且作为舞台剧
开幕闭幕井然有序 人物形象的刻画 性格心理描写掌握的火候有种炉火纯青但又不是刻意的感觉 精雕
细琢每天写三十五个字的这种历练非一般作家能做到 点赞
35、读的电子书，分不清哪些是排版的错字，哪些有钱作者自创的白字了⋯
36、对于这类家庭事务，我一直的看法是年轻时要有好的德行，俟到中年启动生育念头，父贤则子孝
。对于这类轻易侵入我私人体验的作品，我感到很绝望。
37、跟白先勇比，真的好太多
38、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本书。想起了巴金先生的《寒夜》，旧时代下的人们，虽然生活在阴暗之中，
却也有不少人情的温暖。这一本书，却表现了新时代僵死的人情。他写的不是现实，而是人心。
39、坐等再版
40、9.9晨起再读《家变》，有些颤抖。不孝子记之。
41、关于父母，关于贫穷，关于衰老，关于丑陋的自尊，关于作为镜子的局限性。与＜变形记＞的文
本互涉。
42、王先生对字词的精细把持可以说已经到达洁癖的程度了。一开始读觉得造作，神奇的是读到后来
竟欢喜上。另外推荐王文兴「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看完或许会对他这种笔法有更深入的感
念。
43、路往前，愈加窄，侧身难行，也好像没有退路。
44、喜欢的话真的需要细读
45、父与子、爱与恨、美与丑、理想与现实、回忆与当下、大陆与台湾。太多层面的问题纠结于一个
小小的家庭，用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读后甚觉沉闷。
46、这书读了个把月，个中真相有点不忍直视。这个现象不知还要存在多久。
47、阅读版图上发现王文兴，是源于《他们在岛屿写作》的纪录片，那种恬淡与专注委实动人。多日
拖延后，方才去图书馆一睹芳容。开篇的气氛渲染就非常抓人，临了的家变更是推上高潮。虽是节选
，但已然给了一个非常立体的形象。故事似乎不用讲完，故事中的人也都是来去匆匆，没有缘由，没
有结局。但正是这些断篇，才构筑了芸芸众生。王文兴的禅意甚浓。
48、他说40年前可能只有几个人看他的书，现在有几十个人，并不是接受他的人多了，而是这些年积
攒起来一共的罢了
49、后面比前面写得更好。
50、纪录片里面朗读的声音萦绕在耳。
居然是作品集，而长篇《家变》居然只有一半，因此也就不好评价。只能就其他的文章谈谈。
整本作品简直就是他的自传啊，那些独处，厌恶社交，偏执的主人公，都让我在读的时候一一默认为
书中的第三人称就是他本人。
修辞丰富贴切得好妥帖，不急。你也可以，快去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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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归家，在朋友家喝酒。席间所谈，无外乎学业，工作，但更多的时候，在聊对象。朋友的母亲老
是拿我和朋友开涮：你看，那谁谁，和你们一样年纪，人家娃娃都有好几个了，你们嘞？我和朋友碰
杯：厉害厉害，我们也想啊，可是太笨了，说不到媳妇，有啥子办法嘞？要不，你们给包办一个？在
家种种地，带带孩子，帮衬帮衬你们⋯⋯毕业后回家，我常遭遇类似的问题，感到父母的困扰和担心
。没有办法，就只好敷衍，或者将问题抛给对方：你给找一个？堂兄长我一岁，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
的父亲了。这常常让我生出无限的崇敬和佩服。在我看来，父亲是至高无上的，好像圣人一般的存在
。如同古代中国的帝王一样，他没有任何缺点。他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目光如炬，对任何事情，都
有自己的想法。在我的理念中，父亲应该是这个样子，他应该具备这些优点。否则，他便不配做父亲
。但我在堂兄身上几乎看不到这些优点。小侄子有时很淘气，会在堂兄休息时跑去戏弄，堂兄往往做
狮子吼，甚至出手。农村普遍早婚，我的很多同龄人现在都做了父亲，但他们都没有父亲的样子，常
常揉着惺忪的睡眼，坐在屋里打牌，对在一旁大哭的孩子不闻不问。连一般的关爱都做不到，更不要
说教育了。看到这样的场景，常常生出这样的疑惑：我年幼的时候，父亲也这般待我吗？将这个问题
请教母亲，母亲说，父亲小时候很疼我，从不发脾气，无论去哪里，都背着我，又教我读书识字。母
亲的叙述可能不够客观，但父亲一度是我心中最高的偶像。他的善于倾听，忍耐，肯站在我的角度看
问题，至今仍让我生出很多感动。何止是农村呢，很多在城市生活，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同龄人，在父
亲这个角色上，也大多差劲。老友Y君，假日小聚，携其幼女同来。聚会时间略长，小姑娘不耐烦，
哭了，Y君拿出一角钱，云：“不哭不哭，爸爸给你100百块钱，一会去买大白兔。”一旁的我特别愤
怒：“作为一个老师，传递的都是真善美，你怎么能欺骗她呢？”Y君不屑：等你哪天做父亲，你就
知道了。虽然是老师，学过教育心理学，但Y君对其女的教育仍然不脱古代中国的俗套——威逼利诱
。因此，我对这些做了父亲的同龄人，心中又生出很多不屑：别看你们年纪轻轻做了父亲，可能你们
还没学会做父亲，你们的儿子就要做父亲了。回京的火车上，看了台湾作家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
》。从文学艺术上来讲，这本小说是生硬的，佶屈聱牙，其背后的故事却令人毛骨悚然。一个从大陆
退守到台湾的小公务员，老实巴交，没有多大能力，年老终于受到幼子的唾弃，离家出走了。“父亲
，你已离家X日，孩儿同母亲心中甚为挂念，盼见字归家，一切皆听尊意。子晔。”用冷暴力将父亲
逐出家门的范晔，在报纸上刊登了很多类似的寻人启事。同时，他也动身，前往台北，新竹，高雄等
地寻找父亲。一段时间无果之后，他和母亲都渐渐放弃了，忘记了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小说的结尾
，范晔和母亲有说有笑地生活在一起，父亲走了，对于他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影响，反而减轻了
不少负担。这一温情的画面，让人不寒而栗。范晔年幼的时候，大概也是很膜拜父亲的。父亲去法国
留过学，教他背古诗，总是很温和地和他说话。父亲就是他的神，以至于他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父亲归
家。晚上躺在父亲的臂弯中，范晔总是能睡一个好觉。但随着年岁渐长，他发现父亲的落伍，幼稚，
无能，愚昧和可笑了。念中学的时候，父亲躺在床上看色情小说，并在看完后递给了他。范晔看得脸
红心跳，却也因此而打破了对父亲的崇拜：原来，父亲也有淫欲，原来，父亲是这样下流的一个人！
他居然拿这样的书给我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看！这是范晔始终不愿意原谅父亲的。当然，母亲也没
有给范晔留下什么好印象。母亲已经人到中年，却每次出去逛街都要涂脂抹粉，范晔对此非常蔑视，
以至于惹恼了母亲。家里面晾衣服的竹竿，晾了邻居家的衣服，母亲破口大骂，言竹竿经不住压，云
云。让范晔想不通的是，父亲竟跑出去助阵了。等到邻居将衣服收走，母亲却将家里晾干的衣服拿了
出来，晾在了竹竿上，似乎忘记了自己说的话——竹竿经不住压。这样小气的，自私的，损人不利己
的父母，配做父母吗？这是范晔的困惑，却是中国再普遍不过的事实。因为没有文凭，水平也不高，
父亲的薪水越来越低，以至于支付不了佣人洗衣服的工资。母亲在佣人洗衣服的时候大嚷：你偷走了
我的手帕！佣人挣红了脸，百口莫辩。母亲洋洋得意，支付了佣人一个月的工资，叫她滚蛋，取得了
道义上的胜利。晚饭时，范晔进厨房，却在橱柜上看到了母亲的手帕，就质问母亲为何冤枉好人？母
子就此大吵，父亲则坐在一旁若无其事，一身轻松：减去了一笔开支。上了大学，范晔再也不崇拜父
亲了。父亲老了，腰佝偻着，脸则干瘪得像一个核桃，非常丑陋。更令范晔无法忍受的是，父亲会在
吃完饭后躺在堂屋中呼呼大睡。范晔开始扣减父亲的吃穿用度，甚至于母亲每次去买菜的钱都事先算
好，决不多给一文。父亲说范晔吝啬，不尽人子应尽的孝道，范晔则直指父亲的失职。父子反目，几
近寇仇。深夜梦醒，范晔也想和父亲和解，他试着去想父亲的好处。父亲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从来
没有伤害过谁，他为家庭，为了自己，付出了太多太多⋯⋯这种想要和解的情绪，像潮水，一阵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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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着范晔心灵的堤坝，却在第二天见到父亲的时候准时褪去，直到父亲离家出走。在寻找父亲的
日子里，范晔想起了古代中国的孝道，也想起了西方和谐的父子关系。西方的父亲，并不像中国的父
亲一样威严，而是很亲和，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自己的子女。子女对于父亲，似乎也并不像中国一样
，有近乎法律规范的尽孝。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为什么要提高父亲的地位，为什么要提倡孝道呢？
范晔给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答案：因为孔子还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不必尽孝道
；倘若孔子的父亲长寿，孔子或许就不会提倡孝道了⋯⋯父亲，终于没有找到。可能，没有找到的，
不是父亲，而是范晔心中的父亲。范晔心中的父亲，可能不伟岸，却特别高大，可能没什么特殊的本
领，却兢兢业业，可能算不上道德楷模，却与人为善，不斤斤计较，更不栽赃陷害⋯⋯然而，就是这
样的要求，对很多父亲来讲似乎都过于苛刻。我看过很多父亲，也见过很多朋友如何做父亲。然而，
令我失望的却是，很多父亲的价值观都是单一的，他们一点都不伟岸，他们的身上很少有闪光点，也
从来不会花时间去寻找孩子的个性和优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别人家的孩子为参照物，进而要求自
己的孩子。可笑，他花了二十年的功夫，只是要孩子变成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这样的父亲，与其说
哺育了一个孩子，不如说绑架了一个无辜的灵魂。
2、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我很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原因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比情人之间还要复杂，
连恨也不仅仅是纯粹的恨。以出走为结局的小说或故事不少，例如《小城畸人》。但是《家变》让我
感兴趣的是，出走的是父亲而不是儿子。究竟是怎样的情况，父亲要出走？这个悬念使我在阅读中保
持极大的好奇心，但读完之后却觉得，这个出走的原因或结果，似乎都不重要，就像一个又一个出走
的父亲，和一个又一个去寻找父亲的儿子一样，只是沧海一粟。我不认可中国的孝道，我觉得这是虚
伪的、脆弱的。如果中国的孝道是可行的，为何在WG浪潮中，可以演变为父母与子女互相残害？所
以我理解故事中主角的困惑和他对这种养儿防老的思想进行批判。在主角还小的时候，看到的是父母
的可爱之处，还有父母带来的温暖与安全感。在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时，作者的情感是真实和自然的，
他不愿意深爱的父母离开，消失在人世间，想到自己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无多而感到悲伤。这是因为，
贫穷还没有对小孩子有直接作用，最多就是感到生活中的不便或一点点小别扭。而到长大后，眼中寻
常的一切都改变了：院子不再是有杜鹃生长的小世界，而是有着让人恶心公厕的住宅区；家里不再是
舒适的安全窝,，而是狭窄、有着难闻气味和不隔音的陋室；父母的生活习惯也让主角很不耐烦，他们
的迷信思想和有限的知识也让他无法与父母沟通（“他遂深深为着刚才两次鞠躬感到极大的伤害，这
一种迷信根本不应该存在，而这种孝道也更更不应当存在”）；甚至，主角看到了父亲的格格不入、
谎言、欺骗，母亲的小气嫉妒和斤斤计较等等。一切都没有改变，贫穷还是老样子，只是看待的目光
不同了。当人有自主意识、开始接触社会的时候，就是尤其感到两样所需品的重要性：自由和金钱。
没有金钱，生活陷在无穷无尽的贫穷中，人的品格也不会有所提高。作者看到父母数钱的摸样，已经
从小时候漫不经心，到长大后的极之厌恶。因为钱，父亲东借西凑，有债不还，同时咒骂比自己混得
好的人。因为没钱，父母最后沦落到听候儿子的责骂和惩罚。没有钱就没有权利，无论在社会还是家
庭中，都是如此。主角尝到这点，在日后就反过来对父母进行压制，在家庭占据雄性领袖地位。（“
他对自家贫穷的耻辱感还多过他对父母的孝顺“”）。没有自由，则不得不忍受两代人思想的冲突，
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对出入、作息时间的管制。主角的二哥选择脱离家庭，进行自己的生活。二哥发出
的呐喊不无道理：钱是我自己挣的，为什么我不能随自己意愿花？我喜欢讨谁做老婆就讨谁。《美国
悲剧》里也有过这样的质问，为什么我要将辛苦钱花在那自作孽的姐姐身上，为什么我不能自己支配
？物质支配的不自由，进而触发对生活不自由的不满。如果父母能在此时放手，孩子也不至于选择逃
离。但中国的孝道，将父母对子女金钱乃至生活上的干预合理化，表面上说父母抚养子女，于是子女
也要抚养父母，但根本上是违法生物本能的。生物因多样化而能繁衍生长，必须脱离母体而到更远的
地方开辟地盘，过上与父母不一样的生活。我记得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叛逆期，在痛苦中经常幻想自
己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因为这样父亲才忍心打我），幻想自己出走后父母的愧疚，幻想自己长大
后可以报复等等。我也有对父母幻灭的时期，看到父母有些落后的地方，还有他们能力和思想上的局
限。我想，在这个关口上，人通常会变成两种人：一种就是从此与父母生疏，永远不得互相体谅；一
种就是孩子与父母的谅解，打破了对父母多高期望后的心平气和相处。但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成为了前
者。父母跟子女能够较好相处，离不开经济。主角在日记里愤恨地写到西方家庭关系如何优胜，父母
跟孩子先是从朋友做起等等。但是他没有深究自身的选择：如果他不喜欢跟父母继续蜗居，他要如何
？很显然，一个较好的方式就是改善自身经济，自己可以有自己的居所，这样就不会有贴身的矛盾是
直面冲突。但是现实他却不能，因为他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收入除了生活支出，无力购买自己的房

Page 8



《家变》

子，更不用说反过来赡养父母。金钱矛盾不改变，家庭也不得幸福，无论是父母子女还是夫妻之间均
如此。贫穷催人贱，可是并不是很多人能顺利跳出贫穷的火圈。除了个人能力和机遇问题上，子女更
多承受了父母的一些气质、脾性和行为，极个别是能够创造新的生活。所以相近气质的人，在贫穷的
驱使下，互相伤害。这种不健康情绪中，人只会将愤怒发泄在身边人身上，而不会自谋出路。而更根
本的，是东方缺乏一种平等的人道认识：也就是将人当人看，而不是将人划分成父母、子女、上级、
下级、男人和女人来看。西方人看待其他人，先是人、再是拥有特定关系成分的个体；而东方，先入
为主的是你是某某人，是我的情人，是我的儿子，是我的谁谁谁。这种带有关系的人际，一方面可以
是紧密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是脆弱的。中国家庭习惯群居、热热闹闹聚在一起，甚至互相关心双方
的私事和个人生活。这无疑可以形成一种亲密的表象，就像在此小说中，家里隔音不好，互相干扰，
没有私隐，父母却不觉得有不妥，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亲密无间的表现。但人毕竟需要生活、自由和
个人独处的时间，孩子需要过上与父母不同的生活。缺乏这样的空间，人就变得暴躁、残忍和排斥他
人。主角有某些时候，能够将父母客观地以平常人看待，例如他在深夜看到睡着的父亲，认为他还是
仁慈的好人，他未尝伤害过别人，也的确为了家庭付出了很多，心中忍受了很多无言的痛苦。父亲作
为一个人，是值得怜悯的，自己做的太残忍。但当这种时刻一过，生活的难以忍受就再次浮现，愤怒
将怜悯一扫而光。父亲的出走是悲剧，但又不乏积极的一面。在以后，狭隘空间少了一个人的占据、
经济变得不那么紧迫，主角跟母亲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很多年。愤怒的对象一下子消失了，生活回归
平静。但是现实中，这种矛盾持续着。不是孩子出走就是父母出走，出走真的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么？
如果经济问题和人看待人的出发点不得改善，父母跟孩子之间，永远是一场打不完的仗。中国的孝道
在一点点粉碎，我个人觉得并不可惜，一种新的关系处理方式，自会慢慢形成，我相信有更好的出路
去解决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自身也实行着这种探索。
3、对于台湾文学一无所知的自己，因为选了一门课而对王文兴产生了兴趣；一直以来想写一本自己
的小说的我，因为看了那部王文兴的纪录片（《寻找背海的人》）而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乎同类的认识
。也许是单方面的，我总觉得自己跟他很像，某种同类的气息让我对他的生活非常着迷。那个时候我
还没有看《家变》。看《家变》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范晔。当然，我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
也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而已。所以这解释了，也许为什么一直觉得自己就像王文兴，也许就是因
为相似的童年，对于父亲的反抗，和对于权威的蔑视。但是我们终归是不同的，他大学开始发表很多
作品，而我大学毕业却只是处于一种构思和酝酿上的难产阶段。家变，可以理解它为什么引起轩然大
波。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让传统的作家大惊失色。但是，很多作家都会认同他在小说中描绘的这样一种
对自己的父亲的感情变化的历程。真实可信，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的展现了一个人渐渐长大，碰巧
有一位在现实中让人失望的父亲，生活变得扭曲，心态变得疯狂的过程。然后主人公采取了最激进的
方式，下意识的完成了“弑父”。为自己松了绑。是的，所以父亲离家出走的一刻，他意识到是自己
把父亲逼走的，而小说的最后，他与母亲选择遗忘父亲，过上一种相对安逸舒适，平静幸福的生活。
其实不避讳的说，我也希望自己能够过上这样一种生活。因此我觉得这篇小说并没有那么惊世骇俗。
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惊世骇俗，就是他没有很多作品的矫饰，没有作者的刻意隐瞒，而是选择赤裸裸地
把问题表达出来，用一种对人性完全尊重的方式。没有恋爱，没有凶杀，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思想深
度。就是这样真诚，简单。然后是关于作者的语言。不成体系的符号表达，对于自己想达到的那种效
果的坚持，使得他打破了汉语表达的常规。这种大胆的做法也与它大胆的内容形成了呼应。意识流的
写作，现代小说的形式，随心所欲的布局与结构，与深思熟虑的语言与造句，使得他的小说读起来有
一种怪异的美感。他的句子让人心旷神怡，对于语言的韵律和内容的优美的执着追求，让他的文字充
满感染力。特别是写景的文字。日常语言的异化源自他的创新，对于单字的非常深入的了解和打破常
规的运用，形成了属于它的独特的氛围。这种氛围使他的日常生活描写不至于流俗（八月长安的书总
是有种非常真实但是非常俗气的感觉。如果她可以在自己的语言上多下功夫也许就会有更加吸引人的
结果），总有一种特别的咬劲，一种特别的韵律感受。并且完全不觉得读书的节奏被打乱。他的一再
修改不停琢磨，算是有了很大的成果。关于王文兴的《家变》，还有一篇作为课堂作业的论文。关于
王文兴、《家变》的最直观的感受就写在这里。也许在论文里就有一种装学究的趋向和嫌疑了吧。以
及老爷子真的超帅的，对吧！
4、昨天看完了《家变》。能找到这部小说，纯属偶然。偶然找到南方周末的网站，偶然看到人物周
刊，偶然看到介绍王文兴的文字。只不过，看到”雕刻小说“，看到”惜字如金，每天只写35个字“
，自称最关注文笔的偶，去找他的小说看，就是必然了。于是，半下午加晚上的时间，就奉献给了《

Page 9



《家变》

家变》。作者写了七年，偶用”看小说比看报纸还快“的速度，把它看完，好像不太对得起他的雕琢
。有人评论“从《家变》一篇来看，王文兴既无太多才气，也没有丝毫先锋前卫的意思，众人的评论
也太谬了。一日三句的传奇式写作方法大概只能证明其思路的困顿——然而情感却得到酝酿“，似有 
同感。”很成功地钻入幼童之意识⋯⋯逼真动人，使读者隐约忆起早已忘怀、但确曾有过的某些类似
之童年经验。”亦有共鸣。印象最深的是。81 中描写范晔一人在家，怀疑有人进入的那段。这跟我小
时候甚至到现在都会有的感觉，何其类似！只不过，我想象的不是人，而是能穿墙的鬼或者更甚的东
西，所以他会堵门，我却不会，堵也没用啊，它的法术会很高。我能一面想象得很恐怖，吓自己，一
面再想点身边的现实的东西，告诉自己不可能。并且要睁着眼睛。什么原因呢？安全感太缺乏？想象
力太丰富？小时候被吓多了？另就是126 中范晔20岁后，对家人印象的改变那段。等20岁才发现他们
的缺点吗？好像有点偏晚啦。我是什么时候呢？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真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不过想
不明白的就是，范晔挺聪明的，可看到父母的平庸和缺点后，干嘛要那么刻薄对待他们？是在跟自己
的缺点过不去?父母本就是平常人啊，特别是他们只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能成为一家人也是缘
分，说出来感觉很见外，其实未尝不是呢？难得一个“家”，反正我现在，虽然可能没做什么，但对
他们好的愿望很迫切。

Page 10



《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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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