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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萍》

内容概要

《富萍》讲述的是"文革"前--一九六四年、六五年的故事。当时的上海社会组织很严密，王安忆从一
个特别感兴趣的题目--移民入手，描述上海人怎样到这个城市来聚集。分头写了许多上海中层、底层
的市民，描写他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来到上海，又如何慢慢居住下来。
小说里的富萍从小没有父母，在亲戚家长大，她因为和"奶奶"的孙子有婚约来到上海，富萍外表木讷
，在内心却处处透着聪慧，表面上柔顺，骨子里却是倔强的，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她周身上下都散
发着青春的气息，透着一股子鲜艳的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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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萍》

作者简介

王安忆，上海人，1954年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
插队，后调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
原上》，1986年应邀访美。主要著作：《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
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
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等长篇小说。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
女性创作奖。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理解”与
“爱”是她的创作宗旨。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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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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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萍》

精彩短评

1、作者以女性的视角写一个小人物的事实更替，很真实的人性观察，不一样的生活，你会窥视到那
个时代的喜怒哀乐。
2、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依旧真实。
3、还是王安忆的一贯的细腻笔触，普通人的细腻情感才是我生活中的最爱。
4、富萍是那么的倔强。
5、最鲜活的大世界在这里
6、富萍展示了农村新女性的形象。
7、o
8、只有长恨歌能看看⋯⋯
9、书名叫富萍，实际却是以富萍为线索串联出的旧上海众生相。
10、那些个插画倒是很有趣
11、很耐读。
12、不喜欢富萍这样的女纸：不知好歹、忘恩负义，把自尊来掩盖自卑，还莫名其妙一股狠劲，做人
做这样真够失败讨厌的。
13、这个城市的女人的不简单，在于内心有主张，冷暖自知，都是自己选的活法。
14、她最后是怀孕了么，高中时看的，么明白
15、30123
16、生活呀，没准儿~
17、细腻的手笔是女作家的独有
18、很淡很平实 
19、【2015.11.22~11.25】篇幅不长，但由于集中在富萍身上，偶有奶奶与戚师父年轻时的故事、富萍
丈夫与婆婆的遭际占了一些篇幅穿插，也不嫌凌乱。人物不算太少，可都是衬红花的绿叶，不抢主角
的光鲜。全书的闲笔极多，如不耐心，比《长恨歌》的前十几页难熬多了，但用了这么多闲笔，就像
汪曾祺那样，这些风土人情，已经是小说的主体，是“人与环境”、“城乡碰撞”这类题材中的城市
与环境，是与主角的际遇密不可分，缺一而不成为一个完整的内蕴所在。结尾一共9页，竟只有最后2
页才交待了富萍的结局，另7页全都是写环境，王安忆是到了结尾也要再次告诉读者，我这本书，就
是这样往无趣了写的，你若用心，自然处处见得有趣，你若不耐，也就处处都觉乏味了。
20、王安忆的这本书，委实不大算好
21、太过琐碎
22、某些场景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虽然是在那个贫苦的时代，现在这种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
23、相对于陈丹燕，我对她的语言叙述方式适应多了。
24、倔强。喜欢王安忆。
25、我挺喜欢的感觉是王安忆的转型之作，比较朴素从容
26、王安忆对作品人物的相面及心，用放大镜立体细观、体察人物的效果，真是工笔重彩。她笔力又
够，可以感觉到几乎是她手写了她想，有这样的文字能力和表达天赋，真是值得艳羡。然而有了这样
的本事，不舍得不用，又欠缺点控制和布局，小说就容易絮了。人物像活人被关在密封的小小微缩景
观里，你看他们生动无比，纤毫必现，但是空间就这么大，去不了别处。
27、文风一看就是王安忆的，多看起腻。
28、读这书概括出一新词：外来妹婊
29、其实富萍挺实善的，看到她不嫌弃孤儿寡母的贫寒与寂寥，觉得挺暖的。奶奶也好。
30、王安忆原来就几本可以读读T^T
31、人物写得高超就写出了人生。故事有很多，却又仿佛是没有的，苏州河，闸北，淮海路，棚户人
家，干部家庭，扬帮人，宁波人连成了一体。
王安忆的小说是给还对上海大变样之前有生活经验的人的福利，读着读着就发现，嗯，是这个样子的
。
32、对上海市井小人物的细腻刻画，值得一阅。
33、王安忆老师的作品，一直这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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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萍》

34、将焦点对准了上海的移民群体。富萍的不甘与倔强，与她没有父母无关，与叔婶家容不下她无关
，与她不识字无关，她的沉默是反抗和自我保护，她有权利寻找和争取并非被安排好的生活。
35、情节走向蛮诡的，倒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意思了。这算什么，教导女性应该奉献吗？我丝毫也是
没看出富萍对最后个青年有什么别样的感情呀。4星给叙述，还有我热爱的家乡上海。
36、此书有王安忆阿姨的亲笔签名！
37、小册子。没有故事。
38、觉得王安忆的文字层层叠叠有些复杂。
39、大学毕业那年 在深圳实习时看的 王安忆的第一本书 内容忘的差不多了 只记得故事挺吸引人的 好
看
40、王安忆的文章有一种魔力，牵制住人，欲罢不能。她笔下的上海真是绝了，踏实的，能切切实实
的看到、摸到、闻到的上海。
41、此作者天赋高，风骨真。惜行文绵密，连读会得透不过气。
42、初中时候看的，当时觉得老好看了
43、富萍实在是史上最不招人待见女主角，像动物一样横冲直撞。还好这部小说本意是描绘上海周边
的外来人口在上海的扎根历史，是一副众生相，虽然东一笔西一笔但很有意思，富萍只是个线索人物
，忽略之。王安忆这次太痴迷于写环境了，废笔墨太多。
44、爱情是一种奇妙的气体。
45、一个人的战争
46、我怎么觉得这本那么好看呐，字字句句都是戏味。
47、上海的弄堂，平凡的小人物，日常琐碎的生活，种种细节，被王安忆描写的鲜活饱满，活灵活现
，让人仿佛置身在弄堂昏黄的灯光中，或者松江旁破旧的棚屋里，让人能够久久回味起那样的温暖与
知足。当看到富萍对李天华要求婚后单过的情节时，我认为这个女孩子是自私，倔强又不喜欢承担责
任，满脑子小农思想的野丫头，但看到结尾我懂了，富萍并不是嫌贫爱富的人，她只是想过安静的生
活，她有选择过何种生活的权利，有选择爱情的权利。富萍其实就是反抗旧式社会规则的新时代女性
的典型。
48、富萍性子太烈了，奶奶家的孙子李天华她不要，头发打着油的张光明她也不要，偏偏选了个靠糊
纸盒营生并因幼年时的小儿麻痹症而肢体残疾的陌生青年！原因：她在他们面前有强者的姿态了，文
中有一句她的心理描写：“他们连我都不如呢”，在奶奶或舅舅家她都是寄人篱下的被救济者的心态
，所以她拼命干活很怕闲下来，在这母子面前她的形象多少有点救赎的意味，至少拯救他人于水火，
有她自己的价值了！
49、富萍这样的姑娘似乎是诺大上海的小角落，不出众，无太多颜色可装饰。王安忆写这样一个姑娘
在婚事面前完全没有自主权的困境中，如何倔强地走出自己的人生路。很细致，但是给人感觉似乎是
对细致的挑战，试图更加细致，更加冷淡。
50、她一个人有些茫然而倔强地逃开了定下的婚约，欠了些信义，也遭人背地里闲说了几日，幸好旁
人都是健忘而多少有些宽容的，于是渐渐有了主意和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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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萍》

精彩书评

1、人物写得高超就写出了人生。故事有很多，却又仿佛是没有的，苏州河，闸北，淮海路，棚户人
家，干部家庭，扬帮人，宁波人连成了一体。王安忆的小说是给还对上海大变样之前有生活经验的人
的福利，读着读着就发现，嗯，是这个样子的。
2、当一切都有了答案以后，却是一场大水，与倾城成就了一段姻缘不一样，这却是一场所有人都欣
欣然，幸福的大水。除了蚌埠和淮河以外，关于场景的描写，大水这一段，几乎是王安忆所有作品中
的顶峰和翘楚，而且关键这里面有富萍的从容和安定的感觉。
3、富萍家境可怜从小便无父无母，一人从扬州乡下来到上海，投到未婚夫李天华在上海帮佣的祖母
处。在上海的日子里，富萍增长了见识，她慢慢地对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安排的未来的婚姻前景产
生了深深的怀疑和不满，她与李天华奶奶间的隔阂也一天天加深，她在忍无可忍之际出走，决心自己
掌握自己的命运。富萍最终遇到了一对靠糊纸盒为生的母子，儿子因小时患病截了一条腿，而品性淳
良。故事的结尾，富萍怀孕了，船在开阔的河面上行驶，“婆婆问怀里那个小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
？是观音边上的莲花童子，专来送子的。富萍一下子红了脸，低下头去，再没抬起来。”一个含蓄的
结尾，却带来了希望。 这构成了《富萍》这部小说的情节主轴。书的名字叫富萍，但是在书中富萍并
不是最重要的人物，作者从富萍开始延伸到她生活中的很多人，延伸开来。富萍的未婚夫孙子， 孙子
的过房奶奶， 奶奶做佣人的东家， 东家的孩子， 孩子的同学， 邻居， 奶奶的同行， 朋友， 富萍的
舅舅舅妈， 和他们的邻居， 孩子， 乃至站着看戏，拉她 在自己身边挤一挤坐下的老婆婆， 老婆婆有
了小儿麻痹症的儿子，等等。都一样光彩照人，栩栩如生。没有谁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群体。
那个年代的人对生活的追求和需要。没有英雄，没有天才，没有美女，没有怪胎，甚至没有悬念，普
通又平常的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唯一可以称道的是纤毫毕现， 知味入髓的真实。通篇都有亮点和感
动，一个个小小的闪光点在闪烁。是普通人散发不耀眼却持久的小光辉。书中的所有人都独立成篇，
自立门户，谁也不是谁的陪衬。从人物到背景都非常细致厚实，是上海弄堂和棚户区的群像图。虽然
人物众多但是小说结构严谨，针脚细密，每一句里都透着工整与故事。富萍的婚事始终贯穿始终，时
隐时现。作者非常擅长写波澜不惊的生活，视角里能感受到同情和温暖。文字很接地气，说的是柴米
油盐，谈的是生活琐事。细碎而贴近。看她的文字我更加相信文字有着影像所不能比拟的魅力，写上
海夏天刮台风 发大水， 色彩， 声响， 气氛，心情， 场景，气味，大大小小，一切都透人肌肤的精细
贴切，这就是生活底蕴。看书能感到作者的文字魅力，却苦于无法形容它的好。佩服作者的文字！她
自己曾说：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朴素。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
为难读者。我曾经写过很多实验性小说，都是很晦涩很暧昧，时空交错，目的不明确，人物面目模糊
的故事，因为我很想挣脱故事，摆脱小说的陈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小说的
理想很简单，就是讲故事，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她做到了！！
4、一个人的战争－－读王安忆《富萍》富萍是个倔强的孤儿，用她气头上的话说：用娘生，没娘养
。富萍的叔婶把她抚养成人，给了她一个表层意义上的家，也给她内心深处蒙上了无法挥去的关于家
庭的，关于负担的阴影。富萍可以承担，却仍有一种想要极力摆脱的本能。谁愿意让生命的姿态僵硬
地屈躬，长久地生活在沉重的负担下？年轻，让富萍的生命象阳光下所有美丽的事物一样，凝聚积极
伸展的努力。一个人的一生中，至少有三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学业有成，婚姻如意，事业成功。而象
富萍这样的农村女孩，学业与事业都与她们保持着一种骄傲的距离，平凡得有些困窘的现状，反倒使
得她们的婚姻有了与她们不同阶层的女孩难得的容易。这容易虽然多少有些赌博的色彩，可也不失为
改变现状，乃至改变命运的方法之一。命运为富萍安排了一段感情，她最初的的接受在全文结束的那
一刻泛起凄楚味道。姑娘大了，叔婶家容不下她。同时富萍内心也有想要摆脱的迫切，生命被克制得
久了，就会失去健康的形态。富萍需要一片自由的空间，和自我的生活方式。她一个人在无奈得有些
被迫的情况中接受了一段婚姻盟约。一个人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富萍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撑，战争中
，她首先要打败自己。在老家与上海之间，以离开与投入为契机。内心的丰富让富萍对新事物保持着
沉静的敏感，她无声接收与融汇。外表的木讷，更象是富萍无助的自我保护，其实也是惨淡脆弱的。
无论是那段有些被迫的盟约还是舅妈热心的介绍，富萍都在沉默中小心地推测，揣摩，权衡。富萍需
要不仅仅是一场婚姻，她更需要一个家，一个可以让她内心充满宁静平安，自由温暖的家。这个标准
当然由富萍自己来定，苦也不怕。富萍离开过，她在离开的过程中认识了光明和后来成为了她丈夫的
人。富萍的离开其实是一种反抗，虽然这反抗很无力。不是因为富萍不够勇敢，而现实实在太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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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萍再一次妥协。妥协并不代表绝望，富萍并不贪图“奶奶”留给李天华的一切。她需要在自如的
生活中大大的喘一口气，她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空气都跟她每天呼吸的一样是苦的。她再次离开了那
些曾经预示了她的未来的她根本不想得到的生活与人。然后，富萍地被她周围的人孤立起来。闲言碎
语是何等伤人，可富萍倔强而坚强，象一个孤独的战士阵守着最后的营地。她铁了心要在自己的生命
中踩出一条道来。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富萍为自己找到了无悔的归宿。我就不信富萍不苦。我就不
信富萍不累。。。。。。我就不信富萍不甜。富萍实为“浮萍”的谐音，浮萍无根，但只要环境适可
，浮萍便生息不断。王安忆的文字色彩中性地叙说着与富萍相关的一切，看不出过多的怜悯，也看不
出主观的鄙薄，事情层层铺开，是错是对，皆为读者仁智。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看王字忆的作品的。从
图书馆借了几本中短篇，都看得津津有味。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再怎样都是一种有些许颗粒感的市井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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