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变人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活动变人形》

13位ISBN编号：9787020032495

10位ISBN编号：7020032494

出版时间：2000-7-1

出版社：第1版 (2000年7月1日)

作者：王 蒙

页数：3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活动变人形》

内容概要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生于北京。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以短篇小
说，《组织部来了个年青人》引起社会关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六十年代调往新疆。1978年调回
北京作协，历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共
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89年辞去文化部部长之职，专心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活动变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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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变人形》

书籍目录

一、丛书前言
二、评选委员会
三、丛书编辑委员会
四、丛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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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变人形》

精彩短评

1、不管怎么评价这个人，这老王毕竟是写过一些好书的。是当代文学里非常难得的一本好书。
2、百无一用是书生。读过这本书后我删除了开心网的账户。在这个时代，至少我能选择做一个出世
者。
3、看过，依稀记得故事编的好神，忘了具体情节了，应该翻出来看看。
4、倪吾诚个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形象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严重反思啊
5、全忘了。
6、很久以前看的，大一吧，没甚印象了...
7、看书看得快给我气死。倪吾诚算个毛线的知识分子，这一家子的悲剧他是罪魁祸首。
8、叽里呱啦、嘤嘤嗡嗡写了这么多。|  活动，变，人形。| 倪藻 倪吾诚 姜静宜 姜静珍
9、一定是我鉴赏力不够才会把一本评分7.7的书打成三星。拖沓成这样真是。。。所以我不喜欢纯文
字。不过有些体悟还是很不错的。
10、专业课要求的，居然很好看⋯⋯很能理解倪吾诚，高不成低不就，精神想上天根却扎在泥土里。
谁都有错谁又都没有错，一样的环境里长出倪萍和倪藻两个不同的孩子，倪藻后面的成就也算实现了
父亲的愿望吧。很多地方的语言很有力啊，大段暴戾的抒情看得人喘不过气。比组织部好看多啦，热
闹荒诞又苍凉的一出大悲剧。
11、给我最深刻影响的小说。感谢王蒙，他最大程度地写出了我感受到过却无法表达的体会。真的有
这样可笑又可悲的矛盾人格，有这样痛苦又无奈的人生。
12、意识流。审视中西文化冲突的取向。对倪吾诚的刻画很深刻——他一生追求光荣、幸福、爱情，
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耻辱、痛苦、怨毒。姜静珍完全就是歇斯底里的豆瓣文艺女青年的真实写照
啊~~~
13、唉，怎么说呢，这是一本糊弄糊弄未知青少年还可以的书，非常之一般。
14、倪吾诚是个醉心于西方现代科学文明，又深陷于封建落后的家庭泥淖之中的知识分子。他的灵魂
在挣扎，在呐喊，在痛苦的深渊中无法自拔，走向堕落沉沦。他是既让人愤恨又值得同情的形象。
15、若能砍掉头尾，可以给五星
16、王蒙的有意写作，隐藏着个人的对性格变形的思索。
17、与花花绿绿的小说相比，看起来的确有些沉闷。但是的确很好看，也让人反思。
18、倪藻说，他死了。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
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
19、看着累
20、读起来很流畅，人物形象塑造很成功。穿插意识流写法，喜欢这种大量的心理描写。文化冲突，
心理矛盾。
21、只读过一遍，高二时读的，当时感觉语句很过瘾，可惜只读过一遍
22、倪吾诚是要气死谁
23、一本震撼人心的书。
24、这一段时间内都不想看当代的小说了...
25、真的很不错啊
26、倪吾诚式的希冀与无望现在也不陌生。这本书像是自省又像是发问，不过读起来没有一种直指痛
处的酣畅淋漓，正如那句越是含蓄越是深刻。现在越来越佩服自己的拖延症了，读完它差不多一个月
。觉得很神奇，以前读书必须一口气读完不然觉得憋得慌，现在居然可以中途停顿很久，再拿起书接
着读也不会有陌生感～
27、静珍的那段咒骂，特么经典，好高水平呢。//人物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突出人物性格冲突。阅
读的时候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28、王蒙的才华
29、人物形象还是蛮生动的，却之迎之这两个名字印象很深。
30、作业用书。想起某爷写文章的专用词“梦想撑破命运的胶囊”。
31、倪吾成既让我想到伤逝，又让我想到沉沦。不同的是对母女三人的“骂”写得格外传神。对建国
前后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还抱有探索的欲望，但这一题材的小说真的不愿再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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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变人形》

32、鉴于王蒙这四不像的意识流的模仿，可以扣掉半星，可是这本书让人笑出眼泪之后哭不出眼泪，
伤在内心的深刻功力足够五星。奉为经典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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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变人形》

精彩书评

1、对活动变人形的思考，掺杂着我对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文学历程的感触和困
惑。在中国文学炼狱般的这二十七年中，“大批判”、“大革命”、公报私仇、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甚至赤裸裸的武斗——那一贯宣称要指导人生的文学，迅速沦落为泼妇骂街般的丑剧的主角。后
来的知识分子该怎么去审视这段历史？或者，更具体的说，该怎么撇开政治上对那段历史这样那样的
定性，单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反省自己本身？先不急着去指导人生，倒是该把自己给弄清楚了
。但愿倪吴诚是一个自省式的角色。从“五四”到“文革”，中国人可谓生活在一片动荡飘摇之中。
西方思想硬生生地涌进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分崩离析但又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阴魂不散。
倪吾诚则是在这两端之间挣扎游离的一个知识分子。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
”倪吾诚则是一个刚刚梦醒，仍迷迷糊糊的人。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开拓新的道路，有摆脱不了
仍在昏睡的人的鼾声的困扰，欲进无路，欲罢不能。他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至少不
是一个成功的知识分子。他不是“飘飘乎欲仙”的老庄、陶公、竹林狂士；亦没有在课堂上慷慨陈词
，令学生为之喝彩鼓掌的风采；更没有等身的著作、唬人的头衔。他留过洋，吃过黄油面包，知道维
生素、鱼肝油，了解文明与落后、科学和哲学、黑格尔、康德⋯⋯可以在酒桌生表现得礼仪有度，风
度翩翩。然而，他又逃脱不了“罗圈腿”，逃脱不了作为地主的后代，“落后封建妇女”静宜的丈夫
，从小得不到文明教育、希望渺茫的下一代——倪藻、倪萍的父亲的现实；逃脱不了所有“文明理论
”都不堪静宜一句冷嘲热讽的尴尬；逃脱不了一生不得志、穷困潦倒、郁郁终老的命运。他是“知识
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唐吉可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
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Q？”——连他儿子都搞不清楚的复杂混合体。然而，正是这
一个含混不清，让人觉得别扭的形象，却是令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混杂不清的问题往往都涉及认
识自己本身。很多人不情愿地在倪吾诚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更经不起这样
的追问：倪吾诚错了吗？错在哪里了？他怎么“得不了志，成不了名”呢？因为这样意味着要追问自
己：我相对倪吾诚“对”了吗？“对”在哪里？我除了稍微“得了志”之外和他有什么区别吗？我想
，这样一通拷问下来，没有什么人不会惊恐不已，对之躲之不及。倪吾诚这个人物的深意所在，正是
其提供了一种别扭的知识分子的形态，让人们看一看一个没有取得“指导人生资格”的知识分子心中
对“指导人生”的理论，对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否定和肯定之间的挣扎、彷徨。可以说，这种挣扎曾
经深深困扰每一个知识分子或现在还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只是被他们有意地淹在了“成功成名”的光
环之后。难道不是吗？难道知识分子就真的认清了自己，认清了自己所谓的信仰了吗？那为何在“二
十七年”的灰暗历史中，我看到的那些操守、信仰竟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可以说每个知识分子都有
怯弱、无力的一面，都曾是十足的倪吾诚。也可以说，很多知识分子“指导人生资格”的获得都有很
大的偶然性。他们的“成名”不一定都是在他们彻底理清自己的困惑、挣扎后，从批判自己的精神中
升华出来的。很多时候“成名”反而充当了他们逃离这种自我拷问的途径——一旦“成名”就迫不及
待的逃离这种难忍的煎熬，以指导大众人生的高姿态去掩盖心中那仍脆不堪言的一面。然而这真能逃
得掉吗？今天，文学已从神坛彻底坠落，只能在商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夹缝中充当一个骂骂咧咧的怨
妇、弃妇，充当人们茶余饭后调笑的对象。这种现状不正是知识分子的逃避和自欺造成的吗？那种虚
高的“指导”连自己这关都过不了，又怎能让读者确信？或许，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放低姿态，从思
考自身开始。而不是一味坐在云端，说着那些指导人生的呓语。读者真正需要的恰恰是有着批判自己
灵魂深度的文字。我相信倪吾诚会是一个自省式的人物。虽然作者在结尾造出那么多个“你”，甚至
一个“确有其人”的倪藻，像是要通过将故事推及这些人而逃脱对自己内心的影射。但是作者对倪吾
诚这个角色那种矛盾含混的态度是掩盖不了的——我始终相信只有在面对自己时才会有这种不清
。2011年5月2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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