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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叶棠眼中的苏锦瑞：
叶棠眼中的苏锦瑞就如大多数的闺阁小姐一样，有着精致琉璃般的姣好面貌，仗着富足的家世娇蛮无
状，明明肤浅无知，骨子里还透着自以为是的傲慢，眼睛里看人先分三六九等。然而，偏生就是这个
女子，思维敏捷、伶牙俐齿，能在做错事的时候勇于弥补过错，能在受屈辱时豁出去反击，更能在受
难时斗智斗勇，救下自己的性命。
他忽然就佩服欣赏起她来，这个苏家头一个抛头露面，标新立异的奇女子。
苏锦瑞眼中的叶棠：
剥除偏见与针锋相对，苏锦瑞渐渐发现了叶棠的另外一面。不同于邵鸿恺这类被大家庭精雕细琢出来
的精英，叶棠身上带了摸爬过底层市井，又经历过崇山峻岭、大江大河的粗鄙又土气的气质。当她离
这个男人够近了，才发现原来他不修边幅的模样之下，却有着精雕细琢的大家少爷所没有的侠义与疏
狂。
而就是这份侠义与疏狂，让她在这乱世中，有了安定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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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沉水
历史系高知女，知名作家、编剧，作品题材涉及言情、悬疑、玄幻、历史传奇等，文风流畅沉稳，多
挖掘人物内心与人性复杂。目前已在大陆及台湾公开出版的长篇作品有《公子晋阳》《重生之扫墓》
《如果没有昨天》《不如我们重新来过》《着魔》《青玄记》（原名《问仙》）等，其中大多数作品
被译介至越南；同时在《超好看》《男生女生》《今古传奇》等杂志连载短篇小说系列；长篇小说《
不如我们重新来过》《青玄记》等已签约影视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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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棒的 民国小说 读来酣畅淋漓
2、是我的问题 跳跃着读的
3、画面感超级强，人物的言行举止犹在眼前犹在耳畔~！好看
4、伏笔打得很多，但并没有一一揭开，最想看到的苏大小姐振兴苏家也没看着。苏家二房小小姐最
后如何，若能有交代就好了。
文笔构思都不错，但结局太仓促，有点意犹未尽，甚至感觉并没有对文章中预设的一些问题给出答案
，包括女性出路，家国沦陷，平民该怎么挣扎求存。故事不该在叶棠表白后就结束。
5、光荣的添上了条目，都去买呀！
6、3.5/3 (3A)
7、围城既视感，吴沉水是我少数喜欢的几个作家之一，文字从容细腻，于无声处听惊雷。
8、文笔是真的好，然而结局也是真的潦草，骨架很大血肉不满。民国背景看的最多似老北京和老上
海，关于岭南的到是头一回看，颇新鲜。老水盖了一个很大的框架，里面有十三行没落家族后院的明
争暗斗，有民国伊始军阀混战的乱世纷争，有嫡庶姐妹间由针锋相对到相互依赖的亲情，也有富家大
小姐和没落少爷间从互不对付到交付真心的爱情。然后骨架这么大，老水却没有能力和精力将它的骨
肉填满。也只把苏家内部的那点故事讲明白了，剩下的大乱世以及爱情部分没精力和篇幅去写了。回
头想想，最喜欢看的是竟然是苏老太爷，最喜欢看他教育儿孙辈时苛刻却又字字见血的金句。
9、每一个女性角色都立的起来。看了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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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吴沉水第一部民国背景题材小说，很难相信作者是第一次写民国，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那个时代
的故事娓娓道来，看了后欲罢不能，强烈推荐！
2、关于往事，人的回忆总得有个起点，就如讲古的瞎眼女先生一拨弦一开嗓，总得先交代这唱的是
哪朝哪代，某地某人。有了这个起点，那些散落的珍珠便寻到了线，支离破碎的往事便寻到了根，踏
上了地，焕发出浸染了岁月的柔和温润的光，得以一桩桩一件件地徐徐串联起来，从从容容，娓娓道
来。吴沉水何许人也，晋江文学城网络写手，作品涉及耽美、言情、悬疑，自称“爱玛丽苏爱天雷爱
拖沓文风爱发牢骚爱平胸爱小白爱病美男”的妹子，长相，年龄，爱好，性格一概不详。这是我看她
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很多人夸赞过她的作品，文风成熟流畅，善于发掘人物内心。如同我刚刚截取
的那段原文，也许是个人偏好的关系，很喜欢她的文笔，在回忆上找到起点，又比作个讲书先生，又
偏偏是个盲了的女先生，有些凄婉迷离的样子。我一直觉得看书是件很享受的事，看着旁人遣词造句
信手拈来，偏偏不带一丝匠气，舒爽而轻松。这次的故事发生在民国，个人来说，很偏爱这个时代的
设定，提到民国，总想起的是老上海穿着旗袍拿着小扇的风尘姑娘，亦或是老北京城里的胡同里穿街
过户的闲散人，有军阀混战，又有带着前朝风骨的老式读书人，陈旧的老建筑，萌芽的新思想都在此
汇集，发生在过去，又仿佛离着不远触手可及。不过这个故事既不是在北京，也不是上海，而是岭南
，一个不太代表民国的地方，反而在作者的笔下，用幽深的院墙，吱呀作响的木梯子，老宅子的姨太
太这种具象化的名词把这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又拉了回来，又不会太被规矩束缚起手脚，只为写写那时
候某些人的爱恨情仇这种“小家子气”。开篇的格局便是透着老旧社会的模样，大家长制的豪门望族
，作为苏家大小姐苏锦瑞却从小没了娘，一边是苏、叶、陈、邵等家族代表着的过去风光，一边是从
小要强，特立独行的小丫头。苏锦瑞自小便学着在这样的深闺大院里和其他姨太太争锋相对，幸运的
是天性使然，没学成那些个只会深深怨怼，掏光心思踩人一脚下人一绊的小心眼女人。作为整个苏家
头一个抛头露面，标新立异的“怪女子”，头一次出现在叶棠眼中的时候，他还是带着对富家小姐刻
板偏见的，蛮横、狡黠、仗势欺人；而叶棠，恐怕就算是个内秀于心的人儿了吧，虽然看起来满是乡
下人的粗犷气，可这种并未能细细打磨出来的锋锐反倒在这块生铁上露出更多的莽撞劲头，倒又是一
种跟别家大公子不同的精气神。虽然书里也不乏些时代变迁，社会动荡，家族衰落的影子，可大多数
的故事倒还是限于那堵院墙的里面和外面。作者的文笔是极为上层的，姨太太们间的冷嘲热讽；落寞
者的细腻心思；每一个场景下的摆件、装饰都极为用心，她不遗余力的把牵扯进故事的人都要描写地
入木三分，有时候会看起来颇为拖沓，但我依旧喜欢，也许就是因为她对人心和物状的把握让我不得
不流连吧。挖空心思挣来的邵太太头衔，那些浮华也不过脆弱如胰皂泡，看着光陆流离，可实际上天
天提心吊胆，生怕谁拿针尖一戳就破。苏家大屋高三层，顶上还有一层天台，说是一栋大屋，实质进
去后才发现内有乾坤，东西两栋楼，全靠中间一个带着四方天井的堂屋隔开，堂屋后也不设墙壁，而
是用漆木涂层的屏风做隔断，上雕繁复的葡萄藤蔓，下端又雕螃蟹蟾蜍，牡丹芍药等吉祥图，意蕴着
升官发财，多子多福，人间美事一样也没耽误。该怎么形容这出戏呢，可能是带着民国的风气，有些
淡漠疏离，也有些温婉多情。富家小姐看上游荡男子的戏码在作者真切流畅的笔触之下并不显得恶俗
，反倒是切合着那个时代的兴衰沉浮，露出别样的生命力。如果说回忆像是浸在水面上的纸，指尖轻
点便印透全章，看得格外混乱而模糊，但我们始终能找见曾经的色彩，在荡开层层波纹的背后，是抽
剥出来的点点往事，现在回头观望，难免触心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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