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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忘书》

内容概要

《笑忘书》是梁左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作品集，是由著名作家王朔亲自整理、主编的，并写了悼词作序
。
书中收录了许多梁左未曾发表过的小说和散文随笔，从中可以窥探出梁左对艺术和人生的思考，是当
代相声作家中少有的兼具文学价值和文化内涵的作品，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文人自由创
作的根基和文化复兴的景况。
王朔、刘震云、冯小刚、葛优、英达、姜昆、马未都、陈佩斯、梁天、梁欢⋯⋯近30年来最具影响力
的文化精英，与梁左割不断的因缘。其中王朔、刘震云、英达、姜昆、梁天、梁欢等亲友所写的怀念
梁左文章，也收录在书中。另，书中最新收录王朔、刘震云、马未都三篇追忆文章，作为新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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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忘书》

作者简介

梁左被誉为当代喜剧大师——他创作兼具文学性与现实性的相声作品，与姜昆一同创作《虎口遐想》
、《电梯奇遇》、《特大新闻》、《小偷公司》等多部相声名篇脍炙人口；开创中国情景喜剧的先河
，与英达共同创作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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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忘书》

书籍目录

再版序
不再孤独 粱青儿
那是一种永在 王朔
想念梁左 刘震云
初次见面的记忆 马未都
序
回忆梁左 王朔
最好的作品在天堂
梁左与小说 刘震云
太平庄旧事
侦破爱情
灭鼠记
虎口遐想
人生长恨水长东
怀旧
当我们老了
庐结西郊
老了以后怎么办？
死了以后什么样？
假如被敌人抓住
假如生一场大病
闺秀诗与流行歌
谁能快乐而自由？
梦想未来，也梦想过去
也曾纯情
徐霞
小晴
欣然
小珊
就这几位大腕儿
马三立的“文哏儿”
敌台里听到侯宝林
马季说，我要买我是孙子
姜昆遇险记
侯耀文的“包袱”
外一篇 王朔的活法
话说相声
年轻的相声
贫民艺术
旧艺术之革新
生命在于幽默和讽刺
人生无价值，题材有禁区
一九九八之《特大新闻》
横竖是骗，何不骗人笑？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春晚十年
晚会的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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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忘书》

没有“三翻”哪来“四抖”？
逢双大吉，逢单不利
年年难过年年过
都是小打小闹
“歌颂型”和“讽刺型”
我们不干，谁干？
不动脑子聊大天
特大新闻
我爱我家
活到七十就够了
我爱我家，他爱他家 姜昆
梁左、情景喜剧和我 英达
他在天堂看着我 梁青儿
大哥 梁欢
悲极而喜 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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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忘书》

精彩短评

1、几篇追忆文都写得特别好。以及梁左的才华，我爱我家是除了friends之外这么多年我都没放弃的电
视剧
2、好像不远，不远就想见
3、梁左有自己的故事
4、梁左，一个本该很熟悉的名字，那么多著名相声小品情景剧原创者，看过才真正了解其中的关系
，一个人可以这么伟大却也默默无闻，他带了一个时代。
5、人是好人，有才有想法也能身体力行，作品带着那个时代（虽然也没有离现在多远）特别的印迹
，尤其是对相声的叙述与期待，今天看了，其中的评价仍然适用，甚至准确，那些期待，也还是只能
作为期待... ...
6、八九十年代的幽默风格，梁老师玩得还是手拿把掐
7、文章收录略杂，但禁得住细看，现在人也确实写不出来。关于相声创作和春晚史话很有料也有意
思。提到生老病死，很多话竟然最终一语成谶，可惜了。
8、梁左的小说还真不错。
9、我爱我家那篇剧本不错，开头有几段也不错
10、这时候读来真是“喜剧的忧伤”，不过想想猝死也蛮好的。小说随笔确实平平，挺喜欢《太平庄
旧事》。另外刚知道居然是谌容的儿子，真是家学渊源...
11、其实对梁左无需下任何定义，一部《我爱我家》足以证明一切。《太平庄旧事》简直惊艳，颇有
些王小波和王朔杂合而成的味道，可惜烂尾了。《侦破爱情》和《灭鼠记》原是左爷的私藏，后来被
用到了《我爱我家》里，成了比较经典的四集。其余小说随笔只是平平，但对于相声和春晚的一些看
法倒让人眼前一亮。左爷和小波，基本上可以算是个人最喜欢的两个90年代的作者，然而死法也颇有
相似之处，文谶这东西，有的时候可能还真的是准的⋯⋯
12、唉⋯⋯，梁左要是还在，那些德字辈云字辈的，哪里还有饭吃。
13、看过王朔在节目里回忆梁左 人以群分 这也是一明白人
14、梁左是个有趣的人。看这本里面的《虎口脱险》的文字，《我爱我家》文怡来找傅明的那集的文
字，看了依旧乐不可支。梁左还有一句话写得很好“横竖是骗她，你干嘛非骗她哭，不骗她笑呢？”
还有梁欢回忆梁左时写“我们存在过多久甚至我们是否存在过，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存在的
那一段是否快乐，是否给别人带来了快乐。”我希望大笨蛋想起我时，想到的都是快乐的事。
15、妙语连珠。如果梁左先生还在人世，应该会有一些长篇作品出版吧，真是没有读过瘾他的文字呐
。
16、除了小说，杂文、剧作、回忆小文都好看，小说真是难写啊
17、“最好的作品在天堂”。
18、说实话，梁左真的很有意思。贫。有才气。还有调侃政治的勇气。
19、其实梁老最大的成就还是剧本，这本作品集收录的小说没有很大吸引力。反倒是回忆梁老的文章
都写得很不错，特别王朔，很喜欢。
20、天生的乐天派，喜剧已深入骨髓，小说也不乏经典的梁氏幽默，和平易得，你不易得
21、一位受人尊敬的喜剧大师
22、难怪王朔都爱他到发疯
23、真觉得越是玩转喜剧的高手，生活中越有一种哀而不伤的气质。卓别林，周星驰，梁左，以及最
好的哥们喜剧段子手，都这德行。
24、相声，尤其晚会相声，真的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如一个泥潭般，吸走了他的生命。其实，他写
杂文或者小说，也许会更出彩。
25、梁左的小说确实是一般，同样的两个故事我爱我家的版本也更犀利和深刻，但是字里行间的真诚
确实很打动人，他是这个时代伟大的剧作家，记录的是喜剧的忧伤
26、作者是有趣的人，通过作品集可以简单了解。虽然是一个相声作者/情景喜剧作者，但我喜欢短篇
《太平庄旧事》，群像，每个人物都写活了，背景是文革结束前夕，原本应该比较阴暗的，但看起来
却很活泼。
27、非常喜欢小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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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这是今年看的第一本书
去年几个公号里都在怀念我爱我家
那部剧看得不多 好喜欢 笑忘书这个名字

29、喜剧、春晚、相声，无一不是甚嚣尘上的话题。梁左的作品让人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久
违之感；其思考与评述又让人对“如果梁左在，又会如何”这种假设同时保有好奇、期待和隐忧的各
种感受。
30、笑 忘 书
真实有趣的紧 一个比王小波还有趣的灵魂
31、今天再看梁左先生当年的影视作品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今天的电视节目所没有的闪亮的语言才华。
通过梁左的文字与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描述，又不难发现他是个快乐、天真、顽皮的好人。英年早逝，
怪可惜的。王朔写的那篇深情款款的悼文记得很久以前就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看过。
32、喜欢我爱我家和姜昆相声的观众很难不佩服梁左。
33、英年早逝的喜剧大师，发现自己看过好多的电视剧、相声都跟他有关系。通过这书才算对这位有
了了解，里面有篇有关“猝死”的文章，没想到最后一语成谶令人唏嘘。那篇知青下乡的小说极好，
还有一些相声历史、春晚经历的也都挺有意思。
34、前面的部分实在不会让人有看下去的欲望啊。。。
35、读过方知，原来如此。可惜南北方也存在文化折扣，实难爱上相声。文本啧啧称奇，说出来就不
爱了。梁先生是在高人，可惜了。
36、久仰梁左先生大名，小时候也深受其相声和情景喜剧的熏陶，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创作者。这本书
读起来温情脉脉，但是也很零散和细碎。也许如人生一样，欢乐总是短暂和松散的，忧伤才是系统和
严谨的。
37、多一星给梁左先生。在这本书里，看到了不一样的梁左：严肃，和絮叨。
38、“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我就不虚此生”，这句写在这本书开篇的话，正应和了最后一篇
梁天回忆梁左的文章《悲极而喜》。在我印象中，凡是喜剧大师，多少都有些忧郁，“人前越是跳脱
伶俐，人后越是孤单冷清”。英年早逝的梁左，不免让人扼腕痛惜，但带给大众无数欢乐之后，应该
也是可以笑着忘掉人间这一切烦恼，去自己的极乐世界。
39、梁左的散文和小说真是不咋地，王朔和刘震云的悼文倒写的情真意切，但不管怎么说我是看着梁
左老师的相声和情景喜剧长大的，基本奠定了一生的笑点～
40、梁先生可能是一个好的故事构思者，但确实文笔一般。倒是他妈妈的字，真不错。
41、天妒英才啊。前面的几篇遗稿真的是功力深厚！
42、小说很多情节我爱我家里都能找到，梁老师的风格太喜欢啦，如果您还活着就好了
43、我何时才能不惑？
44、闪烁着人生智慧
45、从我爱我家一直看到马大姐（一直到梁左死），再看这本书，其实里面有大量的梗是重复利用的
，甚至其实只有一两句话在反复说。侦破爱情就是我爱我家中第30 31集，然而电视剧中没写的结尾在
故事中揭秘了（虽然从小就知道一定是那个结果）。对我来说，书中最有趣的是别人对他的描述，满
满是处女座的特征啊～
46、逝者长已矣，永远的我爱我家
47、有一些政治上的東西值得推敲
48、中国失去梁左，人间失去许多历尽深思的欢笑。
49、影视作品和书的差距在于读者没脑子就笑不出来。书中虎口脱险和捉耗子以及侦破爱情都多少能
对应上我爱我家的有些情节。还真是来源于生活的精炼。昨晚在节目花絮看到陈凯歌张艺谋了，王硕
还很年轻，说话也是仰着个头。就多谢和平女侠和治国壮汉吧。
50、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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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人总有一死。梁先生的生命却算的上是戛然而止。然而优秀的作家是不朽的，他活在作品里。《
我爱我家》的笑料，至今想起来仍然有些忍俊不禁。能想出这些不以取消乡下人残疾人的缺陷为乐的
段子，能见出梁左的功力。这些笑点，比赵本山不知道高级到哪里去了。然而，他的小说，恕我直言
，并不精彩。他的文字是语言式的，需要演员的表演，才能见出乐趣，脑补不出来，需要演员的二次
加工。但是，他是个有趣人的。中国人活得太严肃正经死板，有趣的人不多。他的有趣，于是显得弥
足珍贵。
2、这两天看了笑忘书，名字不知跟米兰昆德拉有多少关系。但对于怀念这样一个朋友，概括他的一
生，是极恰当的。似乎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样短暂、充实的生命。读的时候做了一些笔
记，留在下面。P15 “青儿给我画了张画，色彩艳丽，如同她的青春”，“要将思想从表达的方式上
解放出来，让思想与表达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才有真正的思想存在”。P61“忽然间她抬起头来对小
孟嫣然一笑，笑得很美，也很纯净，她像了却了九年来的夙愿。”我看梁左的短篇，出乎意料，设计
的极为巧妙，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有点理解王朔说他改笔路子的艰难，因为语句之间还是能感受到情
景剧的感觉。但那是他的风格，没必要非归为什么剧本习惯。十月收获也看过，像这么样的文字还是
少见，还是特别喜欢。举重若轻，比那些故作深沉，要得我心。《死了以后什么样》。也看过不少人
谈论这个话题，文章深刻、沉重。梁左的文字是轻松的，但读到字句也还是惊心。古人写诗，一语成
谶。他写文章，也一语成谶。多少还是感觉不舒服的。不是阅读上的不适感，而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于江湖的寂寥感。他试图营造的轻松的氛围，是成功的。但只肖细想，就不由得觉得沉郁。人这辈子
，为什么啊。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窗外雷电交加，秋雨入夜，很是应景，像我感受。《梦想未来，也
梦想过去》里面提到希望“相声能够重返剧场”，又说“但怎么可能呢？”。回头来看这些文字，竟
然也是嘴角带笑了。虽然梁左先生不在了，可传统艺术并没有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而没落。这十年，
我亲眼见证了相声回归剧场，从为了普及时候的二十块钱一场的周末相声大会，到如今前门、天桥、
各地的小剧场、大舞台，从德云社、听云轩到嘻哈包袱铺，别管他们之间的恩怨，票价从两位数到四
位数都有，各个阶层只要愿意只要空闲，每天晚上都听得上剧场里的相声。那些以为不可能的事，已
经变得可能，而且真真儿存在了。而如今，也没听过行家说他们不地道了。东安市场如今也只是个市
场，隆福寺也再没有以前的辉煌。我每次穿行其间，由它走向剧场的时候，总觉得心里很荒凉，老觉
得它是属于过去的那个时代的，小时候傍晚的时候有各种摊儿，后来又有独特的店铺，总是有不一样
的。如今，它只是停留在过去了。《也曾纯情》一扎，看得人想落泪。每个故事都短小，也都泛着年
轻的味道，每个结尾都是一句话。一句让我红了眼眶的话。我曾经觉得演员能一句台词感动观众，是
了不得的本事。今天才觉得，写出来比演出来，还是不一样。演出来，感受是别人直接传达给观众的
，有一种很直接的感觉。写出来，看到读者心里去，是要拐几个弯的。读的人，眼泪不是流出来的，
是咽下去的。那滋味，不一样。第一次听说梁左，忘了是看我爱我家，还是看什么别的节目。父母淡
淡的谈起，似乎说他这么年轻，可惜。大些看闲人马大姐，知道罐头笑声不可乐，也还是追着看，似
乎大多是在中午时段，放假在家，或者去姥姥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乐趣。后来看了各式各样的喜剧形
式，这样在平淡生活中找出乐趣的故事，却少了。现在的观众，习惯了夸张，习惯了快餐文化，习惯
了浓缩笑料。而梁左，却成了他的朋友们永远的回忆。我喜欢他的小说和随笔，梁氏文风，不露痕迹
，举重若轻。如果他多写些小说，该有多好。
3、这是由王朔主编纪念梁左的文集，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包括短篇小说、若干随笔以及亲友大腕们的
回忆文字。对我们80后而言，印象最深的梁左作品莫过于《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以及那几个
脍炙人口的相声，而他隐身在作品以及作品捧红的大腕们的光环之下。翻阅本书才知道他还写过小说
，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篇却充满想象力，有王朔、刘震云的感觉，如刘所言，梁左最好的小说在天堂。
第二部分是梁的随笔以及一些报刊杂志的约稿（类似于现在的专栏），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梁对人生
、对生活、对喜剧、对相声的理解，也有创作中难言的痛苦，喜剧作家必然是“痛并快乐着”的，一
方面他们对生活充满热情又敏锐无比，能从中提炼出幽默的因子，另一方面当创作陷入困境时又是孤
独的。如我们所知，梁左对喜剧的偏爱与专注对90年代相声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英达合作
的《我爱我家》更是开创了中国情景喜剧的先河，同时又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我心中最爱的情景
喜剧包括《我爱我家》、《东北一家人》、《武林外传》），可惜早逝啊！
4、期待十年，终于再版。感谢王朔。但是，这封面设计的也太那个了，乍一看，还以为是王朔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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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王朔主编”的字体颜色，与书名一样，按理说这个位置应该放写书人才对。书脊上作者和主编
居然也并列了，唉。不过还是要感谢王朔。
5、“首先还是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能够把梁左的书再版，我觉得梁青儿（注：梁左女儿）是一个“
袭击”，我看到她这里写的文章，刚才她的发言，我觉得她在文字上当然非常有才华，比这更重要的
肯定跟她在美国上学和开卡车有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她的父亲，和父亲周围的朋友，包括她
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12年之后他的朋友的生活的地方，12年的变化。我还是想感谢王朔，王朔对
于梁左这本书12年前在整理这本书的时候，他做出了朋友应该做的事，也感谢马未都先生当初跟梁左
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是两个非常有见识，甚至有些臭味相投的朋友，谢园先生当然跟梁左先生也是特
别好的朋友，在《我爱我家》里有非常出色的表演。我跟梁左是同学，他是我“师兄”，我们是一个
系的，他是77级，我是78级的，我们住一个楼，我们住一层楼，但是呢，在大学的时候，我认识梁左
，梁左不认识我，那是因为当时梁左是北大主流社会的人，梁左也好，英达也好，英壮也好，梁欢也
好，这在北大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像梁左的话，当时在主办“未名湖”，32楼是中文系男生所在的地
方，31楼是女生所在的地方，大家当时都在写作，能不能在“未名湖”上发表，梁左先生他看这个稿
子的感觉非常有关系，当时梁左在上大学的时候，他背后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光柱，就是他的母亲，谌
容老师，是当时中国最火的作家之一，像她《人到中年》出来，在北大说不说是谌容的小说，说梁左
他妈的小说。所以梁左在学校走路确实是目不斜视，我们想跟他说句话，就好象是梁青儿今天来参加
这个会，心里紧张，比你还要紧张，我跟他在一起待了三年半，我多少次想鼓起勇气，能跟梁左说句
话，但是三年半确实我没有勇气走上前边去。我记得梁左，主流社会主要的表现是，我们整天吃食堂
，北大的食堂伙食是非常差的，像梁左、陈建功、王小平等人经常能够去北大西南门吧“长征食堂”
，能够推杯换盏，而且喝上啤酒，包括像当时英达，英壮，包括梁欢，他们对“长征食堂”非常熟悉
，我从来没去过那，这是主流社会之一，他能去那个食堂。食堂最好的菜是溜肝尖，八毛钱一份。这
是第一，主流社会能吃上这个菜。第二，他们在学校都在谈恋爱，我觉着英达也谈，英壮也谈，梁欢
也谈，梁左也谈，我记得当时跟在梁左身边的姑娘很漂亮，而且不只是一个，你应该和我一样为梁左
感到自豪，毕业之后，有一次我跟梁左认识了，是通过王朔。王朔在我生命记忆中最宝贵的是，他给
我打开了我通往主流社会的钥匙，我通过他认识了像梁左、马未都、英达、谢园，当然有臧天朔，当
然还有冯小刚。梁左身上的话，有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一些习性，包括也有知识。我今天必须说，
梁左说没有文化害死人，在我们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边，称兄道弟，和江湖上的称兄道弟是不一样的
，江湖上是什么，年龄小的跟年龄大的叫做兄，辈分低的要对高的叫兄，比如黄埔军校的必须这么叫
。我们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是恰恰相反的，一般老师给学生写信的时候，英达兄，就是康有为、梁
启超，你看看他们的通信。今天我看梁青儿的发言，包括前些天我看她写的序言，就说到一个人在生
活中，人多的时候，跟人少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生活中和工作中的状态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当然
梁左的话，给中国写过那么多的相声、喜剧，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欢乐，他肯定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有孤寂的时候，生活未必是处处有趣味的，生活也未必处处是有滋有味的，但是梁左在生活中，
在跟朋友的相处中，他总是制造那些有滋有味的养分。有一段时间，我、王朔、小刚、梁左四个人在
一块，我们当时住的都近，围绕在《人民日报》周围，经常晚饭的时候到一些饭馆去吃饭，有梁左在
的时候，一定是笑语欢声，梁左不在的时候，我们仨吃的稍微寂寞一些。梁先生热闹是从打电话要吃
饭开始，因为你要给他打电话，说今天晚上吃饭，电话他马上就急了，你今天晚上请我吃饭，你下午
才告诉我，这个对于你们可能是正常的，但对于我这是非常不合适的，甚至是非常仓促的，因为我的
饭局已经排在了一个月之后，都是朋友，你说我是答应你们呢，还是不答应你们，这不是个吃饭的问
题，这是个做人的问题，你让我怎么做人。一开始会是小刚在央求他，梁老，你就原谅我们年轻不懂
事，都是一群没文化的人，你就委屈一下，委屈不了。王朔求他半天，还是越说越来劲，最后电话给
我了，我说你爱来不来，但是五分钟第一个到饭馆的一定是梁左，既然你们三求我半天，我就委屈一
下，跟你们吃饭。每一道菜都要受到梁左的批评，梁左是名人，服务员都认识梁先生，上一菜，梁先
生肘子来了，一猪肘子，他马上急了，你这用词非常不对，应该说梁先生，你点的这个菜的肘子到了
。转眼12年过去，还是梁青儿刚才说的，他好像还在我们身边。梁左是个作家，他有三方面的创作都
为人所知，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相声，还有一个他写的剧本，平心而论，这三个不同门类的写作中，
小说梁左写的没有达到他自己想写的那个程度，有时候跟我跟王朔在一起的时候，他谈他小说的构思
，我觉得非常好，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小说创作的话，一定会写出特别好的作品。他对于《红楼
梦》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说起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对这三个人认识非常深入，我觉得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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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就是生活在他们身边的这些丫鬟，晴雯等，他谈起来好像这些人生活在他的身边一样。另外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相声自梁先生之后，还没有哪一个相声能那样，但是梁左最好的创作还是剧本，
特别是情景喜剧，特别是《我爱我家》，电视台前不久在放《我爱我家》，我每天晚上一集不落的在
看，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经典。我觉得梁左的才华在《我爱我家》里边得到了最彻底，最完整，最具
有独创性的发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谢在英达的支持上，没有支持的英达，那是因为他把一个中国
从来没有的这种戏剧形式、电影形式、屏幕形式拿到了中国，新的形式和新的武器，我觉着梁先生运
用的特别好，梁天演得也很好，谢园老师演的也很好，其他演员也演得很好，谢谢！
6、这一本已经是再版，初版是二〇〇二年，十年后再版。作者以写相声和剧本成名。相声这门艺术
早已不红，有多少人看过八九十年代的相声啊，陈佩斯姜昆恐怕在年轻人之中已经没几个认识的了。
电视剧倒是让他稍微出名了一点，但还不及他的弟弟获得的名声大。幕后总是没有幕前得到的益处大
，春晚过后，明星们都火了，导演有谁认识？哈文进入大众视野也只是因为李咏而已，说到底还是幕
前的影响力大。他写的小说、随笔、剧本等，基本都没怎么出过书，十数年来只是出过几本相声集。
在他过世后，亲戚朋友们，特别是王朔等几位名人，张罗着把他的作品翻出来出本书。书里收录了他
的几部中短篇小说，一系列随笔，还有两个剧本。在书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篇幅是众名人为本书写的一
些序言、回忆之类的文章，包括王朔、刘震云、马未都、姜昆、英达、梁天，牵出来就能直接打腰封
上了。幸好这书没有腰封，外包装是草皮硬纸，挺厚实的。斯人已逝，书里的悼念文章也一再提及这
事，这会让人不好对这书作出差评，毕竟对死人大家不好再说些什么，人已经不在了，想看他的文字
已经不再可能了，现在整理出版你难道还嫌写得不好吗？不过这也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已，既然鲁迅的
文章有无数人给过差评，说明文艺批评不分死活，你要是认为李白的诗不行照样可以提出来。小说和
剧本的差别是，后者你不能玩意识流，即使要玩，也只能暴露着玩。虎口遐想，一个著名相声，此次
书里也有收录。这个相声讲的是一个人从围栏掉进虎圈里，一时出不来，然后胡思乱想一大堆，想到
自己的人生际遇、社会百态、人情世故、七情六欲，总之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这是很厉害的意识流玩
法，但是居然能以相声的形式表达出来。相比之下，其余的小说就没那么灵活生趣了，抛开了幽默讽
刺，作者就像无水之余，活不起来。作者在随笔里探讨了相声和春晚的一些问题。假如作者还在世，
凭其才华，能把相声救起来吗？相声就如收音机，没有画面的东西迟早会被有画面的平面媒体淹没。
电影、电视自然不必说，就连小品、话剧都能轻易赢过相声。你要是没个配图，发点东西都没人看。
这就是现实。而且环境也一直不好，作者也提到了。文艺被国家管得太死太严，除非是小圈子，要是
想进大众视野，可以表达的很有限。虽然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只是技术上的，但内容不放开，形
式是怎么都不可能创新的了，只能一味的抄袭别家的先进技术。不过国家是越来越开明了，如果作者
尚在，也一定能有更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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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笑忘书》的笔记-第1页

              五一回老家，在火车上看完的这本书（电子书）。全书读下来，有两处印象深，感觉梁左写的
东西厉害，好。其他的部分，心里不敬的以为，差不多的样子。一处是小说《侦探爱情》（我爱我家
里有一集以此为剧本的），写主人公的心理丝丝入扣，情节引人入胜。另一处是纪实，写梁左本人赴
上海奔丧前的系列举动，如如何的通各种电话，如何的订机票可恰好订到机尾部的座位等等，很细致
，颇有心得的样子。说不出这两处如何的好，但终归就是觉得写的妙，至于妙在哪里，自己也说不出
个三四来。可巧，接下来的一本书是阿城的随笔，其中谈到世俗小说的自在来，即写作不受拘束束缚
，自在自为，为世俗的欲望（如衣、食、住、行的需求）而描写，记述，并不为一个所谓的“目标”
、“方向”而写，只为实实在在的生活、生命而写。回过头来看觉得梁左写的“好”处，恰是因为这
个缘故吧。

2、《笑忘书》的笔记-第21页

        现在知道，他最后一夜自己在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两小时；十点左右给他一个在云南的朋友打过电
话，说他父亲丧事的事；之后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人都在聊，他没能参加进
去；凌晨四点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见他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他
；上午十点邻居看见他拎着买的熟食回家；这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他的电话记录在傍晚六点来钟有打
出去的电话，一个照顾果他的剧务在同一时间给他打进一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准备热点东西
吃。
法医鉴定他是当天晚上十点至凌晨两点之间去世的。胃内容无食物。见到他的人说他很安详，面带微
笑。桌上的录音机正循环放着民乐改编的《梁祝》。

3、《笑忘书》的笔记-第170页

        ^_^

4、《笑忘书》的笔记-第66页

        大叔控的早些年提法

5、《笑忘书》的笔记-梦想未来，也梦想过去

        所以，我敢于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她已经卸下了五千年来因袭的重担：她不再唠
叨自己“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什么的：她的目光由依恋过去二变为展望未来；她的追
求由虚无缥缈而变得明白实在；她如同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
明正在喷薄”⋯
谁还来写特大新闻那样的相声啊！

6、《笑忘书》的笔记-第198页

        目前，人们正在像抢救大熊猫那样奋力抢救着京剧、昆曲等濒临灭绝的艺术形式。当人们欢呼“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时候，他们期待着以个体生命的强壮来挽救整个物种的衰老！当人们今天
整理国故、明天振兴国粹的时候，他们甚至希望“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哲学规律暂时失效！

7、《笑忘书》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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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左写王朔，是为王朔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有着这么块好玉你们狗眼不识的可爱坚持，才敢说自
己懂王朔。
王朔写梁左，用情太重，是真热爱这朋友，这人，笔放得既深且长，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
凄凉否。千万恨，从君剖。

虎口遐想小偷公司还有个楼道搬家的，梁左这几个相声真好，冯巩牛群比姜昆唐杰忠不如的是俩人都
属于快的，不如唐姜一快一慢。

8、《笑忘书》的笔记-第191页

        就是这个道理！

9、《笑忘书》的笔记-第1页

        笑忘书（王朔整理、主编、作序） (梁左)

2014年8月26日星期二 上午8:12:20
对我如此重要的人，我再活多少年，心也始终停留在他走的那一天，不能往前挪动一步。

==========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上午12:32:46
他对别人慷慨大方，对自己极为苛刻，他外表的风趣和内心的认真并存，他的原则是只麻烦自己不麻
烦别人，当他沉默时就显得沉重。

==========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上午12:41:41
要将思想从表达的方式上解放出来，让思想与表达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才有真正的思想存在。”

==========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上午12:42:00
“要将思想从表达的方式上解放出来，让思想与表达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才有真正的思想存在。”

==========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上午12:42:47
粗糙的日子与香腻的青春都算是一种磨砺，因而都是自己的财富。

==========
2014年9月13日星期六 下午12:48:34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穷人少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

==========
2014年9月13日星期六 下午12:49:49
“不是不想爱，不是不愿爱，怕只怕，爱，也是一种伤害！”

==========
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 下午10:03:23
东风一夜潇潇雨，满径青苔绿到门。 读罢玄华倚窗坐，月光如水静我心。 刚算哥哥输一着，却言有
意让我赢。 记得小时闲扑蝶，几回无力依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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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 上午12:47:53
青春期与更年期一样，都是人生的一种不正常状态，直说了就是一种“病态”，急也急不得，恼也恼
不得，

==========
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 上午1:43:48
梦想不等于预言。 预言不能实现就是失败，梦想不能实现仍不失为美丽的梦想。

==========
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 上午12:24:53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
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 上午12:36:10
“一个青年在二十五岁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爱上别的女人，庸俗到了何等程度啊！”

==========
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 上午10:25:22
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都憋着教你学好，好由着他们自己使坏！

10、《笑忘书》的笔记-第71页

        美好的90年代...

11、《笑忘书》的笔记-第276页

        傅老：（大叫）不行！这可不行！这是国家统配物资⋯⋯文仪啊，老同学张了口，要是别的事儿
我都依你，唯有这件事是万万不能。
文仪：敬贤啊，你忘了我们俩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候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上学路上手拉手，
放学路上一道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我们两个恐怕不仅仅是同学关系吧？
傅老：当然，还有点儿那个⋯⋯意思。
文仪：什么意思？
傅老：那个不好意思⋯⋯那也不行！丧失原则的事我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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