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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无处安放》

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由无数个小镇组成的大国，小镇青年的青春梦却长期被人忽视。
本书描写一个小镇青年城市梦的破灭，让人见识苦逼版的青春也需要关怀和致敬。当年贾樟柯的《小
武》和《车站》记录了小镇屌丝们的生活状态，如今人们只记住了成名的贾樟柯，有谁还记得“小武
”们？
这部小说将再次唤醒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小武”，他们就活在我们周围：买不起房，结
不起婚，混不起大城市，逃离了“北上广”，回到曾经的家乡，却发现故乡也收留不了自己⋯⋯
这些人的青春是苦涩的，灰色的，他们承载的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屌丝的青春没有梦，只有苦逼的不堪重负与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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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无处安放》

作者简介

江俊涛，男，生于湖北襄阳，现居福建厦门，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诗刊》、《星星诗刊》、
《诗歌报》发表诗作20余首；近年以小说创作为主，先后在《十月》、《长江文艺》、《福建文学》
、《厦门文学》、《法人》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多万字；2011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
《安居》并获福建省第26届优秀文学作品奖，目前正在改编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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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无处安放》

精彩短评

1、许成发的遭遇多半是他自找的，用它爸的说法来说就是“都是由着自己性子感情用事走到这一步
的。”
说实话，许这种人即使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至少我讨厌。

2、世界那么大，好似没有一个属于“我”的容身之所，不愿挣脱思想的牢笼，那就唯有委屈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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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无处安放》

精彩书评

1、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中当着不大不小的白领，拿着不高不低的工资，每天来去匆匆忙忙的
身影中是否有一个你？仰望着城市里如同被添加了生长激素的豆芽一样疯狂地拔地而起的楼房，但手
中的积蓄甚至连其中的一个厕所也买不起而愁得寝食难安的身影中是否有一个你？你的爱情在残酷无
情的现实面前是否经受住了考验？社会那只黑暗的魔爪是否曾紧紧捏住你的喉咙，不公正的对待是否
让你愤怒不已，你的选择妥协抑或是反抗？你的青春安放在哪里，故乡或者是大都市？⋯⋯总说在新
时代是多么多么的自由，但事实上，当下青年受到的束缚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青春无处安放》是
一面镜子，毫不留情地把当代青年的奋斗与挣扎照射出来，发人深省。开篇第一句“人在故乡的时候
总是向往异乡，在异乡的时候又总是眺望故乡，人的灵魂总是在故乡与异乡之间游走”很能引起读者
的强烈共鸣，继续阅读下去则会发现每一字每一句都能敲中心扉，一种悄然而至的归属感慢慢沁入读
者那波澜起伏的情感中，因为，这不仅仅是许发成的故事，也许，这也是你的故事！主人公许发成是
当代青年的典型形象。大学毕业后，为了爱情的长久他毅然拒绝家人让他回来家乡发展的要求，与心
爱的女孩一起来到大都市南都拼搏。尽管是高考状元，许发成却也没有一发冲天的力量；尽管努力拼
搏，却还是达不到女友的要求：没房没车，在大都市中没有一个稳定的立足点。最后女友坚决地弃他
而去。当下，多少年轻人像许发成一样，带着生机勃勃的梦想，期望能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
干一番大事业，不追求惊天动地，只求能够有一个温馨的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只要有了“家”，
爱情和家庭也就容易得多了。但是往往绝大部分人只能在一番艰苦的奋斗之后一无所获，甚至丢失了
原来拥有的，他们或者麻木地接受现实，继续挣扎；或者像许发成这样灰溜溜地回到家乡。最初的目
的已经幻灭了，这座城市也毫无魅力可言了。许发成决定回到家乡发展，并且强烈地希望能在故乡获
得一种归属感。他真的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归属感吗？回到故乡才刚刚是故事的开头，然而此故乡已
非彼故乡，经济发展的脚步踏进了他的故乡，故乡的面貌产生大颠覆，儿时熟悉的人文景物被一座座
规划好的商业区、住宅区所取代。尽管重回故乡的怀抱，但许发成却产生了更加浓烈的乡愁，他惋惜
、追忆过去故乡的种种美好。许发成的这种遭遇应该很多人能够感同身受吧，放眼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都被“发展”这个大喇叭鼓动着，紧跟发展潮流，完全忽视这种潮流是否符合自身情况。游子回到故
乡就仿佛来到另一个城市一样，归属感何在？青石桥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官员欺压平民
、大官凌驾在小官之上、政府官员贪污、政府内部勾心斗角、官商勾结、强征强拆等等黑暗现实被作
者无情的展现出来，这些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真实的时事吗？每天的报纸、新闻、微博总有大篇
幅的空间写出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哪个官员又被揭发贪污了成百上千万、平民上诉之路漫长而无尽
头、城管殴打小贩，砸烂其摊位，甚至打死人⋯⋯.，许发成是以一个叛逆者的身份出现在这个黑暗的
小社会里。从一开始他就对公务员这一“金饭碗”毫无兴趣，他十分看重自己的自由，深知一旦踏入
官场这个牢笼，一举一动都要见机行事，毫无个人自由而言。他不阿谀奉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帮
助张山民这样的困难户；面对政府征地对农民的有意克扣，他不畏强权，一心找回公道。这些都体现
出许发成对公正的执着追求，对黑暗现实的反抗精神。许发成想要逃脱，但是他还是被这张无形的官
网紧紧地黏住。在各种压力下，他接受了由姐夫打通关系而得来的计生办临时工这一职位。而与计生
办胡主任侄女胡淑琴、舅舅是县副局长的苏晓燕的感情纠葛使他更加无法脱离。苏晓燕的男朋友刘玉
林和曲队长、“瘦猴”等是黑暗势力的代表，刘玉林在官场上打滚爬摸多年，一副盛气凌人的脸面，
“瘦猴”、“矮子”则是趋炎附势的势利平民，许发成的善良、清正、不懂世故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他们就是要打击许发成。因此许发成与他们的冲突愈演愈烈。正与邪之战究竟谁能胜，谁将输得一
败涂地？事实上，许发成是在奋斗一场自由之战。工作上，许发成屈服于现实，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考公务员，但他的意志却一直在与现实的丑恶对抗，他最想要的是自由。一份能够给他自由空间的工
作，没有官官相护，不用鞠躬哈腰，用自身的实力换来一切；追求恋爱的自由，不用在父母的压力之
下选择他们喜欢的家中有“关系”的女孩，只求心心相印。但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像许发成这样家境
一般，没有强大背景的人要得到这样的自由是相当的困难。因此在小说中，显然，面对不可逆转的现
实，许发成战败了。没有找到心中所认为自由的工作，心爱的女人也相继离他而去，家庭也变得一塌
糊涂。《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提出了比较严峻的问题：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面对金钱主义和官僚
主义的种种压制，当代青年如何才能保持住自己的个性和自由？这需要大众思考并且找到好的解决方
法！
2、青春阶段，无疑是激情昂扬、奋发有为的时期，也是人生的一段关键时期，爱情婚姻、事业发展

Page 5



《我们的青春无处安放》

、未来成就等，都在这一时期初具规模乃至定调定型。厦门作家江俊涛的长篇小说《我们的青春无处
安放》，就以主人公许成发的奋斗历程，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理想追求、生存状态及生命困境。在“北
上广”成为中国青年寻梦之地的大潮席卷下，内地小镇青年许成发大学毕业后，来到沿海城市南都打
拼。六年时间过去，梦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其实许成发的梦想具体而简单，就
是买一套安身立命的可以结婚的房子。每一时代的青年，都有自己的梦想与追求，奔赴延安、上山下
乡、开发海南的理想固然令人感佩，而许成发们的具体化到一个户口、一套房子的梦想，尽管显得那
么自私自利、卑微狭隘，但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苛求，只能说这是当下城市与时代的一种见证。一番打
拼，许成发连一平方米的房子都没有，恋人小周决绝而无情地离开了他。南都是呆不下去了，好在还
有一条“后路”，那就是回到故乡青石桥镇。而青石桥镇又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故乡，是起点是摇
篮是港湾，个体生命的主要特征如语言性格、生活习惯、处事方式等，大多在故乡形成，按说这是一
块最熟悉最适宜的土壤。然而，故乡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在城市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青
石桥镇已变得面目全非——不良的东西在侵袭，美好的东西在丢失，而惰性则一如既往地“疯长”着
。许成发在镇政府计生办谋得了一份临时工，征地拆迁、计划生育、报考公务员等，在小镇不可避免
上演。青石桥镇虽小虽偏，也是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的缩影，镇政府、村委会更是官场生态的写照。
在故乡，他会时常忆及南都，特别是受挫之时，而想到南都，就会想到初恋情人小周，想到她的美好
。在故乡，他又经历了两场爱情，在苏晓燕、胡淑琴之间“穿梭”。他真正爱着的是苏晓燕，可惜她
“名花有主”，是高中同学刘玉林的恋人。由于他的介入，直接导致了苏晓燕的自杀。胡淑琴带给他
的，更多的是肉欲，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而真心爱着他的胡淑琴，在报考公务员的关键时刻却背
叛了他，间接导致他的淘汰出局。三场爱情，带给许成发的都是伤心、伤感与伤疤。作为小说主人公
，作者对许成发这个人物的刻画相当成功。他继承了父亲质朴仗义、爱憎分明、宁折不弯的个性，富
有正义感与同情心，帮助因为超生而受到严厉罚款的弱者，在征地中敢于与强暴抗争，讨厌官场的虚
假伪饰，坚守自己的良知、人格与底线，代表着当代青年的主流。而他的高中同学刘玉林，则圆滑逢
迎、弄虚作假、玩弄女性、人格低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作者的感情显然是偏向许
成发的，对刘玉林更多的是揭露、嘲讽乃至抨击。当然，许成发身上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作者并未回
避此点，也就使得许成发这一形象更为丰满。比如许成发明知苏晓燕是刘玉林谈了多年而准备结婚的
女友，在内在欲望的推动下，却插足其间，不管刘玉林人格多么可鄙，不说是他同学的恋人，即使别
人，许成发这样做，也有失厚道，有悖传统道德。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许成发继续呆在南都，与
苏晓燕、胡淑琴没有交集，她们两人的命运会怎样呢？他不回去，苏晓燕就不会发现巨变，遭受巨痛
最终自杀。你也许说她是心甘情愿的，但也是一步步深陷入其中的，是两个男人及社会合谋的结果；
而对对胡淑琴的影响则不大，在遭受副县长的诱奸欺骗之后，经过一番调整，她照样会考公务员，嫁
个男人过日子。小说中的次要人物——来自安县做茶叶生意的陈天朴这一角色设计得十分巧妙，许成
发离开南都返乡时，他们在火车上相识，当经历诸多变异后，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要离开青石桥镇了。
可见无论是外人，还是原乡人，都无法被青石桥镇所接纳，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与传统惰性格格不入的
时代青年特征。陈天朴这一人物的安排，还使许成发知道了那位虽然离开了他却依然留恋不已的小周
的悲惨命运——在不经意的交谈中，陈天朴告诉许成发，他在南都做房地产生意的叔叔车祸身亡，原
因在于给他做小三的小周得了神经病抢夺方向盘所致，而小周的精神错乱则缘于她生下的儿子被只生
女儿的叔叔老婆给抢走了。许成发与陈天朴的奋斗生活，可谓相互“指证”，许成发见证了陈天朴在
他家乡县城，在青石桥镇开店的曲折坎坷；而陈天朴在见证许成发奋斗与爱情故事的同时，对其家乡
更有着旁观者清的认识。陈天朴拿南都与青石桥镇相比，这里的关系盘根错节，凡事都要讲人情，要
请客，否则寸步难行。他有三个不适应：一是请客，“隔三岔五就有人打电话让我请客，不是税务就
是工商或者是公安城管，不去吧又怕得罪人，去了就得买单”；二是打麻将，“饭前饭后都要打，中
午吃了饭下午接着打半天，晚上吃了饭接着打到半夜，连班都不去上，真是玩物丧志”；三是“这里
的风气不好，到处都有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既没有原则也没有底线”。许
成发的心中自然也有一番比较，他认为南都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交通堵，房价高，但人际关系没有
家乡复杂，“‘拼爹’拼人脉并不十分明显，至少心没有这么累。”两人的意向十分明确，那就是离
开小镇，重返南都。那么，重返南都之后，许成发的命运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小说至此，戛然
而止，将想象留给读者，也许会咸鱼翻身拼出一番新天地，也许会继续受伤选择逃离⋯⋯生活在远方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彼岸，仿佛是个体生命的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其实，人生就在这不断缠绕着
的悖论中走向终点。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与未来，我们的社会，应该多一些宽广的平台、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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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无处安放》

宽容的氛围，给他们提供一个身体与灵魂可以安放的处所，一个追求与梦想可以实现的空间。作者江
俊涛本人放弃了内地安稳、安逸的工作，来到沿海特区厦门打拼，对笔下所描写的生活，有着透入骨
髓的独特体验，因而这部长篇小说也就显得十分真实、深刻而厚重。我以为最为成功之处，就是对南
都市与青石桥镇的相互比较。小说主要写许成发回到小镇的工作、爱情与生活，但他心中，总是存在
着一个参照系——南都市，在都市与小镇、城市与乡村的不断观照与比较中展开笔墨，小说的意蕴与
品位也就获得了相应的提升。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情节的不断推进中，大量引用了当下流
行的短信段子。段子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只有资讯发达的今天才会出现。这些段子，通过笑话
、幽默、荒诞、错位、反讽等手法，描述社会现象，揭露阴暗，抨击时政，概括性强，既具体生动，
又入木三分。作者恰如其分地加以引用，反映社会现象与时代特征，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与幽默感，
在博人一笑的同时，往往促人深思。可以看出作者平日善于积累素材，还有一种令人不可忽视的聪明
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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