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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内容概要

小白，妹头，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顺其自然地结为夫妇。他们一个成了小有名气的文论家，一个变
为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他们的分手，表面上因为妹头的婚外恋，实际上仍然是理想世界和世俗生活的
冲突。当妹头准备移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时，这个平凡的爱情故事突然走出了真实，因为它失去了
上海。这正是王安忆试图描述的中心。王安忆最擅长的，就是对极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
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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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作者简介

王安忆
一九五四年生于南京，一九五五年随母迁居至上海。一九八七年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自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江苏文艺》发表第一篇散文《向前进》，至今已写作并发表长篇小说六部，中
篇小说若干，文学理论若干，合计有四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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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书籍目录

妹头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寻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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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精彩短评

1、想起来王安忆还是我在认识和喜爱张爱玲之前就喜欢上的。可刚上大学那会儿最爱看的《长恨歌
》，现在却是忘得差不多了。什么时候开始对不遗余力的闲话书写细碎的生活细节和物事这种风格失
去兴趣了呢。。。
2、王安忆对女性的描写总是琐碎但入木三分，带着冷眼旁观的叙述口吻说着故事，但是言语里都是
对上海的热情
3、女人们、男人们之间姐妹情谊，在王安忆的很多小说里出没。只是把故事讲完了，没有讲实，人
物也没有立起来，一瞥过去的。
4、看着有时候会想到上海女朋友，不由得笑，真是活生生的。行文确实太散，拉拉扯扯的，又碎。
5、是欣赏妹头的世故、精明与伶俐的。只可惜自己无论如何也学不会、学不来。
6、小康生活是块有滋有味的烧带鱼，咂出味来，想得到的盼头顺风顺水地丰富生活。“平庸的生活
却过得喧腾”，心思活泛的人爱下功夫，面子光亮里子像团棉花，软蓬蓬地揉搡出形状。
7、浓浓的上海弄堂气味，以及被这气味熏陶出的男男女女⋯⋯
8、嘿！又一个王女郎！
9、太平淡了。王安忆最近不是还发言说现在的长篇都写得很糟糕么。还说女作家写得比男作家好。
但伟大的男作家还是比写得好的女作家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主人公妹头的独特，是作者塑造出来的
独特，其实很一般。

10、普通的故事，普通的人，那样一个年代。
11、结局太仓促
12、不太喜欢王安忆的这部。总有些自以为沧桑的感觉。
13、读王安忆 像走在弄堂里看世间百态 
14、怎么写得那么好看！
15、唧唧歪歪 磨磨唧唧
16、上海女性 当代文学
17、暂打满分
18、文笔和观察力都很不错，不过对我来说写得太细碎了。
19、看完长恨歌 再看这本 就寡淡了 深感套路
20、王安忆的上海往事
21、唠唠叨叨细细碎碎的人生
22、一个平庸的故事，却有着粗线条的深意，细想间，确已完篇。
23、浓浓的上海本地痕迹，文字很特别
24、王安忆老师の上海故事会
25、同是写老上海的故事，比起张爱玲的浓墨重彩，王安忆笔下的人物似乎就是小家碧玉~！写生活
的琐碎其实是最难写的，一不当心就歪了~！在《长恨歌》之后一直期待有更好的作品，可惜尚未读
到~！
26、她从历史底蕴中走来
27、读王安忆细细碎碎寻常里弄里的上海往事，总能联想起迟子建。前者充满童年的炊烟和菜香，后
者就像家门口端坐的一位老者。南北之隔，如此可见。但在岁月衰老之前，温存的记忆，多少还是相
通的。
28、你在旅途中会遇到一团火，你会心动，然后忘掉他，可这就是生活的诗意啊！
29、喜欢这种老上海弄堂的味道，熟悉但又有些遥远。刻画的老弄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生动鲜明，生
活气十足。
30、上海，女性。特别细腻的描写，琐碎的弄堂生活那么真实。女人描写女人的心理，多么准确。我
觉得，有时候，我就是那么想的
31、睡不着就醒着。
32、via 马雁。还好，妹头形象立体，故事线简单，头重脚轻，童年占去了2/3的篇幅吧感觉，是中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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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33、居然是16年前的作品了
34、能写的更好的，蛮可惜
35、精神的，生活的，没有妥协，很多人大概都没有办法一路牵手走下去。
36、人生是自己过出来的，个中滋味
37、看完小说再看后面两篇，深感写作是一门手艺。
38、在王安忆的文字里看见上海。
39、读长恨歌的时候就见识作者的写作风格了，碎碎念的风格真的不太喜欢
40、这资料不对，我手上就是2000年1月南海版的，定价12块，封面也不对。其实我看妹头和我爱比尔
好像还在长恨歌之前。
41、一样是上海女人，为啥就没妹头这样的精明和魄力
42、不知道描述真实性多大，上海人民生活真不错，就是房子小点。动乱饥荒这么多年，一个商店营
业员家庭几个孩子似乎什么都没少。
43、现实生活中的小白大多对妹头有着虔诚的欣赏和敬畏。生活中能有一个妹头实则是福气的。
44、这些细碎的生活读起来却很是有嚼头 陌生的旧上海踏实又似曾相识
45、好似平淡 却五味杂陈
46、这种带有浓浓的上海气息的书籍我并不是特别喜欢
47、看王安忆第一本书 我就知道自己爱上了 
48、细碎又独到的世相，好想看作者笔下粤文化圈的百态人生
49、读来很怀念，我喜欢这个妹头。
50、每读一次王安忆 对上海的喜爱又再深一分 我脚踏着日新月异的上海土地 却浸透在她描述的上海
弄堂里  一束光影亦能被她晕染成洋洋洒洒的大段落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琐碎 这是我一直向往的温吞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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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精彩书评

1、这是我看的第一本王安忆的书，于是发现，我喜欢上了王安忆。并不是这故事写得有多好，却觉
得这是我看到的最像我所生活的上海的书，王安忆就是这样把那些弄堂里点点滴滴的小事和家庭里里
外外的细节呈现在你面前，你觉得那没什么了不起，但就是那些熟稔惹你喜爱。妹头是个典型印象中
的上海姑娘，精明、能干，把家庭把持的稳稳当当、妥妥帖帖，做事多半敢想敢做，并且一直往前，
不计较着伤害着了谁，亏欠了谁，有些小自私，有点小女人。生活中如鱼得水，裁剪、缝纫、煮饭样
样在行，会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并且有一点小傲气，是带着点世故的气质，明媚中有一点艳俗。
这样的女孩，若是放在一个同样想要生活的男人怀中，一定会更加顺理成章，但偏偏，她要的是小白
。小白是个书生气浓厚的男子，虽然没有阿无头那样沉陷在自己的哲学世界中基本与外界隔离，但毕
竟是有才情的人。有才情的人多半需要一个会打理生活但同时又懂得欣赏他们才气的人与之相伴一生
。但她的生活总是游走在钱财与世俗之间，而他又总是往来于虚虚实实之间，这一来一去，妹头在这
方面显然是不适合的。妹头自恃着生活的经验嘲笑阿无头的虚无和被他们念叨着的哲学；而小白又矜
持着文人的高雅，瞧不起妹头小姐妹们的俗气。妹头后来的婚外情不过是这场演出的最高潮，而结局
也许早就埋在了这些生活的碎屑中。就像书中描写的，当他们又一次吵完架，“小白拥着妹头温暖的
背脊，心里十分想不通，如此平庸的生活，怎么会被妹头过的如此喧腾。”不过，比起小说本身，我
却是被她在书后所描述的真实亲历的上海所感动。她对上海的熟稔的把握，足以勾起至少是父辈们口
中所描述的他们的上海在我记忆力刻下的回忆。那些亭子间，那些狭窄的过道和逼仄的楼梯，水门汀
地板，痰盂，油腻的公用灶头间⋯⋯弄堂里烧煤球的烟味，喧闹的小孩，还有更多更多夹杂着各种地
方方言或者有点洋泾浜的上海话⋯⋯但现在，这些老上海的熟悉气味和虽然俗气却非常热闹的生活都
在推土机的重压下被碾压的粉碎。老上海的情怀已经很难再在这样的都市街头寻觅到，即使有，那也
是不自然的——更多的都像是被精心设计修剪的，一派规规矩矩和被限定住的自由，缺少了以往的洒
脱和情趣。人们都被一层层往天上堆，更多的国际化被引入这座城市，它们不断冲击着在这里土生土
长的人和土生土长的文化。尽管这座城市的文化本来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但如今真的已经很难再找
出它原来的味道，连“海派”都变的很淡很淡。说什么新天地、田子坊是老上海的经典与潮流的融合
，那也不过是一场功利性的作秀。那些旧矮的石库门被各种娱乐、餐厅、“创意”集市包裹着，留下
的全是一股商业的狐臭味，哪里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居的淳朴。现在看见的全是时尚，不是上海，曾
今丰富的表情脸相变的单一。“而且，过于光鲜，有一些粗糙的毛边，裁齐了，一些芜杂的枝节修平
。而这些毛边和枝节，却是最先触及我们的感官的东西。”上海不再是我们的上海，它因为要被更多
的人拥有着而被一层层逐渐剥离了本质，留下的已然是一个硕大的虚空的外壳，你想往里面塞什么，
你就能塞什么。上海的个性也已从那些小市民的泼辣中渐渐变的迎合而官方。这些复杂的心境，都被
王安忆用生活的口吻记录在书中，读来特别有那种亲切的感受。
2、最近沉迷了一段时间的摄影，泡了不少摄影论坛啃了不少理论书籍，因此，脑子里经常有事没事
地冒出些半懂不懂的摄影术语出来。花了一个周左右的睡前时间，终于在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看完
的这本书。在睡意来袭的恍惚中，书里的场景象一张张照片刷刷地在眼前过去，那么的清晰，清晰到
看得见每个人物的毛孔。故事的情节反而淡化了，只有这些被无限放大、放大，但仍然无比清晰的影
像在脑子里自动归集成册，名曰——《妹头》。然后，突然又在脑子里冒出这样一句在摄影论坛的尼
康专区被尼粉们天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像刀片一样的锐利度”是的，王安忆的笔，不但细致，而
且锐利、精确，一点也不会让人感觉“肉”，完全具备发烧级摄影镜头的强大威力。《妹头》这本书
，王安忆简直将“锐利”度发挥到了极限，不得不令人叹服！！！妹头、玲玲、小白、阿五头⋯⋯这
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他们即承载最最社会普通阶层的整体意象，又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文里
探讨了亲情、友谊、婚姻、家庭，甚至隐侧地描述了同性间超过友谊的精神吸引和暧昧，但唯独不谈
“爱情”。爱情，被刻意地忽略了，害得读者从头到尾的在字里行间苦苦寻觅。只在故事尾声的时候
，提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爱利斯”，用上海话来读就是“玻璃木梳眼泪水”，离了婚以后的
妹头就去了那里⋯⋯就这么被王安忆划了一下心口，真的好便宜。有人说，这本书的结局好仓促，好
像是猝然而止似的。我要说，你一定不是王安忆的老读者。她惯于在故事的最高潮、矛盾的最尖端处
收笔，如同镜头拉出一个漂亮的长焦，将主体凝固在你的视线里，背景则是一片柔和的虚化。从始至
终，都保持着“像刀片一样的锐利度”。《妹头》绝不是王安忆最好的一本书，但我觉得，这是她到
目前为此，锐利度最高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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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3、《妹头》仍是一向的“王安忆风格”，叠床架屋，细密绵软，像旧时上海老妈子抱了一卷地毯，
从阴暗的屋内一点一点铺到光明的所在。她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讲完一个故事。王安忆喜欢写小人物
，尤喜欢写带些“乡气”的小人物，我想她对于那种没由来的、世俗的生机勃勃有些偏爱。妹头是精
明现实到无孔不入，生活于她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就是实实在在的油条、鲫鱼、鸭绒被、抽水马桶
、廉价的时髦衣服⋯⋯与张爱玲笔下那些精刮刮的女人不同，王安忆笔下这些女人没那么多派不上用
场的身世之感，她们对生活较少生出幻灭，总能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自得其乐，并顽强地生存下
来。相反，王安忆写下的男人常常有些书生气的怯懦。男人究竟靠后天的教育生活，不像女人，无论
如何是凭本能挣出一片天地的。王安忆工笔刻画人物的功力有目共睹，可惜写来写去不过文革前后的
各样嘴脸，便不免重复。《妹头》里中年以后的小白极像《叔叔的故事》里那位作家叔叔，中年以前
的他和阿五头一直频繁地出现在她所有描写“逍遥派”知识青年的小说中。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当然不
会成为小说的桎梏。奥斯丁一辈子写英国乡绅家庭，人物个性差别有限；张爱玲写她的旧上海，笔下
的女人用心都是相似的。但她们的故事读来不烦腻，一来是因为较为戏剧化，二来也是因为叙事更为
灵动透彻。态度上，奥斯丁和张爱玲是俯视众生男女的，王安忆则有些混乱，拿不出那么聪明的态度
，言语之间便迟滞了，像盛夏的傍晚，天空迟迟未能暗去，于是这“无语对黄昏”的温柔之中也就有
一种不耐烦。刘绍铭说许多作家一生作品寥寥无几，并非自暴自弃，而是发现后来的自己无论如何写
不过当初的自己了，便就此搁笔。作家们爱惜羽毛，不能说是坏事，只是苦了读者在这头百思不得其
解，一再等候而不得结果。作者是想“写得不好不如不写”，读者们倒是认为“写得不好也要让我看
看怎样不好”。天下读者歹毒的居多，不肯放过作者们。于我，还是愿意王安忆写下去。以王安忆的
经历，她的写作总应该是“渐入佳境”的。哪怕她止步不前，这种迟钝的美感也很好，像家常穿的衣
服，显旧了，发白了，洗了晒在阳台上，自己隔了玻璃望出去，却越望越亲切，越望越美好。
4、这本书是偶尔在图书馆拣着来看的，因为是王安忆的作品所以不犹豫的拿来看了，可能是比较合
符我的口味，喜欢看这种接近生活的人物，喜欢描写上海从民国到文革这段时期的故事。妹头一个完
全世俗生活的人物，也是很会生活的人物，有点小聪明，或说是精明现实，生活在她手下过得效用最
大化，面对的都是实在的油条、鲫鱼、鸭绒被，但这些都不阻碍她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在这些琐碎的
事情中怡然自得，没有大起大落没有生命的制高点，一切平平淡淡。而小白一个思想与现实结合的人
物，不世俗，但也接近世俗，一个文学作家，最要好的朋友是阿五头，一个完全无关人间烟火的人，
完全脱离了世俗，无疑的这场恋爱是女追男开始的，一个理想与世俗的结合。看到婚后他们两，相处
融洽，有了爱情的结晶，双方相互的朋友间，男方朋友来妹头准备美味的食物，女方朋友来，妹头向
姊妹们炫耀自己老公的哲学，美好的平淡，以为一直会这么平淡下去一直这样白头偕老。后来妹头去
做了生意，有了外遇。小白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冰室听到这个事情，多么的厌恶，但在文章里就这么
平平淡淡，没有感受到那种气愤。　后面一段描述“她走到床跟前，摸摸小白露在被子外面的一丛乱
发，小白一动不动。小白，妹头喊他。小白听见她的声音，忽然感到无尽的委屈，便流下了眼泪。妹
头感觉到她的抽泣，也流下了眼泪。她隔了被子抱住小白，哭着叫他：小白，小白。小白开始想挣，
挣不动，就罢了。被子把他裹得那么紧，眼泪又哽住了鼻腔和咽喉，闷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两个人被
里被外地哭了一会儿，小白终于挣脱了出来。伸出半个身子，停了一会儿，他说：怎么办？妹头说：
随便你。小白就说离婚，妹头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两个人谁也不看谁地坐着。”就这个貌似进
入故事杯具高潮里，离婚后，看着小白妈和妹头的谈话就突然笑了，或许他们才是一对，她们都是那
种世俗的女子，一生就为了把平淡的生活尽量过的精致些。 最后的最后，小白一直没有结婚，妹头去
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只有在地图上才知道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平凡的爱情故事突然走
出了真实，因为它失去了上海。“一段爱情的结束，就像它开始时一样，毫无来由。谁也舍不得，谁
也没有办法。” “大人永远不要老，孩子也永远不要长大，做不到永远，那也慢一些，让人们充分享
受够，再说。”“时间真是不留情，一天一天地剥夺人，一直到剥夺完为止”“生活徒然地清净下来
，变得很单纯”
5、最近的生活变得忙碌，变成了LG的小尾巴。经常外出，坐火车，看书，聊天。。。在火车的隆隆
中，看完了这本书。上海弄堂人家的生活在眼前描绘出来。妹头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却是活生生
存在着的。还是要感谢她在匆匆生活中给我带来的些许闲散。
6、写上海，一定要是女作家。只有女作家，才写得出上海与其他城市细腻的与众不同，才写得出日
常琐事堆起来的上海人的生活，才写得出同为女性对同类的了解，只有女人才知道谁是婊子，这句话
虽然粗俗，但是却不失道理。对于上海囡囡的精打细算，丝丝入扣，小市民的体面，只有女作家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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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出来。王安忆没有辜负她女作家的身份，写活了妹头。精明，能干，主意正，使小性，简直就是一个
活脱脱生活在我身边的上海女孩。但是这本书我认为是失败的。她是写活了一个人，但是看完这本书
，我也就只记得有这样一个人，书讲了什么故事？不知道。这个故事并不长，薄薄的一本册子一个下
午就看完了，故事情节也简单，妹头从小长到大，和青梅竹马的邻家阿哥在一起，后来专注事业，出
轨了，离婚了，但是里面堆砌了太多对于上海人生活细节的描写，有利有弊。利于真实可感，生活气
息浓厚，弊于拖沓琐碎，读得人十分的不耐烦，综合下来，却是弊大于利的，原本清晰简单的故事脉
络被隐藏在这些浓油赤酱后面，让人摸不清楚，头晕脑胀。同是上海的女作家，同是写上海的女作家
，领军人物自然是张爱玲。故事架构精巧，人情事理自然，文笔狠辣自是更不必说。另一个类似的是
陈丹燕，笔触自然，丝丝入微，而且故事结构也是充满波折但毫不夸张，唯一的缺点是出量太小，不
认认真真写文。与其地位相当甚至更胜一筹的就是王安忆，但是从这本书观之，她的书像是一锅加多
了淀粉的汤，黏黏腻腻的糊嗓子。她书中的上海人刻画地细致入微，但是自己却丝毫没有上海人的细
腻与挑剔，什么都往里倒，真是一点都不讲究。究其能够地位高出一头的原因，暗自揣测她是占了写
书勤快，出量大的便宜了，所以说，前人的经验告诉我，1.天道酬勤。2.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本书，说
不定哪一本就是带领读者认识你的途径，别胡写八写。
7、在网上有人推荐《妹头》一书，拿来读，不觉如茴香大麻，缺之无味、读之上瘾。据说王安忆曾
经在这个城市居住过，当初就住在回龙窝，她的前夫至今还住在那里。此处现在是市中心，每天上下
班从此过，经意不经意的都要打量两眼。与他处无异，因听说是王安忆故居便觉得似乎沉稳了些。但
这儿只算是她生命中的一处掠影，供她暂时栖息。王安忆是属于上海的，她的笔，只有在表述上海一
道道弄堂里的生养琐细与悲欢离合的时候，才让人记住王安忆。或者，正是这儿，远离荼靡浮华的上
海，一个故黄河边昏暗的城市，尚为少女的王安忆，倍加的思念，让她终于真正的记忆起弄堂里的起
居喧嚣、生老病死，才能对那座千里之外日新月异的都市有了超常的体味。距离也许是最好的认识途
径。《妹头》只讲了一个普通的爱情。普通的人，普通的事。这类的故事每个人在聊天里都会听说到
。妹头精明、利落，性格拔尖，小白老实、好学，是个慢性子。是同班同学，却很少接触，一次街头
排队买油条，妹头排在前面一把夺过小白手中的筹牌，省了他排长队，从此两人开始了羞涩的青春的
接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他们家街对面的冷饮店，两人碰巧遇到，坐在一张桌子上吃赤豆刨冰。夏
天的阳光懒洋洋地，故自反射在玻璃门上，冷而脆的碎冰底下，赤豆凉沁。两人静静的，有一句每一
句地谈着初中毕业分配的事，气氛略尴尬。妹头的女伴远远看见了他们，妹头竟有些故意的对小白说
：“明天到我家来吧。”⋯⋯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开始。几年后，也是在这个冷饮店，小白听另一
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诉说妹头与她丈夫外遇的事，望着玻璃门外依稀的阳光，小白竟无来由的对这次谈
话厌烦，厌烦到根本不想听。回到家，主意已定的小白只是冷漠，妹头心虚却仍然要强。最后那个场
面，妹头跑完生意从外面回来，小白从床上跳起来踢她的包袱，踢不动，钻进被窝蒙住头，不知怎么
的就抽泣了，妹头在被窝外面抱着他哭⋯⋯一段爱情的结束，就像它开始时一样，毫无来由。谁也舍
不得，谁也没有办法。
8、讲的是一个弄堂里很特别的女孩子，妹头。从她在学校到工作到结婚到离婚到出国这么一个过程
。整个故事，直到我全部看完了，我仍然不直到她想表达什么。在看了封底的一句话以后才知道，讲
的是在时代的变迁中所带来的人和事的变迁。妹头在适应时代的变迁，她丈夫小白既活在他的生活里
也活在他的精神里，而其中的另一个人（忘了名字了~）却是完全活在自己的精神里。生活中发生的
一切不能怨任何人，谁都没有错，是时代在改变，时代带走了一些东西，时代也带来了一些东西，不
能适应不能接受的，那只有选择放弃——小白就是。写出了上海小女人的精髓~.
9、《妹头》只讲了一个普通的爱情。普通的人，普通的事。这类的故事每个人在聊天里都会听说到
。妹头精明、利落，性格拔尖，小白老实、好学，是个慢性子。是同班同学，却很少接触，一次街头
排队买油条，妹头排在前面一把夺过小白手中的筹牌，省了他排长队，从此两人开始了羞涩的青春的
接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他们家街对面的冷饮店，两人碰巧遇到，坐在一张桌子上吃赤豆刨冰。夏
天的阳光懒洋洋地，故自反射在玻璃门上，冷而脆的碎冰底下，赤豆凉沁。两人静静的，有一句每一
句地谈着初中毕业分配的事，气氛略尴尬。妹头的女伴远远看见了他们，妹头竟有些故意的对小白说
：“明天到我家来吧。”⋯⋯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开始。几年后，也是在这个冷饮店，小白听另一
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诉说妹头与她丈夫外遇的事，望着玻璃门外依稀的阳光，小白竟无来由的对这次谈
话厌烦，厌烦到根本不想听。小白是个书生气浓厚的男子，虽然没有阿无头那样沉陷在自己的哲学世
界中基本与外界隔离，但毕竟是有才情的人。有才情的人多半需要一个会打理生活但同时又懂得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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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才气的人与之相伴一生。但她的生活总是游走在钱财与世俗之间，而他又总是往来于虚虚实实之
间，这一来一去，妹头在这方面显然是不适合的。妹头自恃着生活的经验嘲笑阿无头的虚无和被他们
念叨着的哲学；而小白又矜持着文人的高雅，瞧不起妹头小姐妹们的俗气。妹头后来的婚外情不过是
这场演出的最高潮，而结局也许早就埋在了这些生活的碎屑中。就像书中描写的，当他们又一次吵完
架，“小白拥着妹头温暖的背脊，心里十分想不通，如此平庸的生活，怎么会被妹头过的如此喧腾。
他们的爱情我无法深刻明白，而且至今我都没有收获过我的爱情。所以对爱情，我是没有发言权的。
我不明白妹头为什么会移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小白会觉得这很符合妹头？ 我也不明白妹头的理
想世界到底是什么。 她的出轨应该不是为了寻找刺激，也许是为了反抗现实生活的乏味。纯粹的生活
化语言，正如妹头和她生活的城市一样，都在平庸之中突显出一种蓬勃和活力。这种世俗性质的语言
不可能在长篇大论的抒情和议论中舒展，却在叙述，尤其是在描写中铺开来。所以，纵使王安忆有大
气、豪情来讲述城市中人群的变迁，角色本身和他们生存的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表达的精英姿
态。语言和角色，或者说形式和内容在同一个主题下达成了统一，给语言的基调一个和谐的语篇环境
。
10、这也算是一种“小中见大”，透过一个人，看到一座城。通过一个人，认识一座城。典型的“王
安忆”式文字，细细碎碎的，上海式的文字，全部是女性视角，其中也有些许我童年女孩子的记忆，
我写不出来，看的时候也是很快速的，跳跃式的，因为很多心理活动让人觉得很熟悉。
11、我只读过王安忆的《长恨歌》，对她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深层次的了解，而且她的文章也未必能引
起我的共鸣。也许是因为我的家乡和她生活的上海很近，而且我的家乡话也很受上海话影响，所以她
的作品对于我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读完《妹头》，第一感觉是结尾似乎很仓促，作为结尾的整个第
六节篇幅很短，让人完全想不到这竟然结束了。我对上海女人不了解，而妹头似乎是上海弄堂女人的
典型。书背面的介绍说小白和妹头分手表面上是因为妹头的婚外恋，其实是因为理想世界和现实生活
的冲突。妹头之所以选择小白，我想是正是因为小白身上有些东西是妹头所不了解的，比方说哲学的
思维。这不是说妹头有很强的占有欲，而是因为妹头从骨子里就讨厌庸俗和平淡。小白确实不是个浪
漫的人，但是对于妹头他有一种神秘感，于是他们的感情可以维系那么久。他们的爱情我无法深刻明
白，而且至今我都没有收获过我的爱情。所以对爱情，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我不明白妹头为什么会移
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小白会觉得这很符合妹头？ 我也不明白妹头的理想世界到底是什么。 她
的出轨应该不是为了寻找刺激，也许是为了反抗现实生活的乏味。真的不怎么明白，也许我该在看一
遍，可是，意义又在哪儿呢？
12、《妹头》是我看的王安忆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应该也不算长篇，这一篇只算个中篇吧。情节并不
复杂，讲两个青梅竹马的淮海路里弄里的小儿女一起成长，恋爱，结婚，离婚的故事，当然，旁支还
有许多人物，也写了他们的生活、状态、追求等。王安忆的文字本身和张爱玲的挺相似，细腻度差不
多，但是比喻就没有张爱玲的那么精妙了。看王安忆的《长恨歌》的时候我已经有这种感觉，都是写
上海的生活，描述上海人的生存状态，妹头显然没有长恨歌里的鸿篇大作，但亦不失精致。只是有《
长恨歌》、《启蒙时代》这样的珠玉在前，我未免对《妹头》有些不满了。看了张派的小说，忽然的
对文字本身的炫技不大感兴趣了，我觉得中国很多人的文笔都很好，文笔好真是没什么稀奇的，重要
的不是文笔，是思想。
13、妹头是我眼里典型的上海女孩子，精明中有单纯，目标明确，有魄力有胆识，对于不善生活的人
来说，真是叫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爱她吧，免不了往后自己会吃些小苦头，恨吧，看她兴致勃勃没
心事的样子，让人觉得真的还是小孩子。所以，对于她们的唯一态度就是无可奈何。妹头生活的底气
是世俗的，但是又无比踏实，不像书里的阿五头，一直沉湎于自己玄而又玄的世界中，让人不免敬畏
，却又是退避三舍的。书底的话写着，小白和妹头的分手，表面上因为妹头的婚外恋，实际上仍然是
理想世界和世俗生活的冲突。真的是这样吗？小白这个人，一方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抱着守护而防卫
的态度，像某个领地上的国王，但另一方面，却又安然地享受着各种各样的尘世的乐趣，两套思维并
行不悖。王安忆在书里面说，“他时不时地，会深有感触地提出，如何处置玄思和肉体生存的关系的
两难问题。这其实是最要紧解决的问题，对阿五头的思想工作是巨大的挑战，激起了它的探索热情。
”笔锋一转，刚刚掀起的幕布又放下来了。其实，妹头的生活永远是向上的，所以她需要小白这样的
人，需要一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东西，这些东西出乎意料地能够给妹头安全感。因为如若没有，生活
就彻底脏了，庸俗了，这是妹头无法忍受的。但小白永远只是陪衬，“由于他们实在太过稔熟，她在
心底里又并不把他的写作看成多么了不起。她想：他，小白，白乌驹，贪嘴的肉和尚，还很贪恋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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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欢，他肚子里有几根肠子，她还不知道吗？”妹头要确信，自己是现实生活中的女王，才会安然无
恙地与小白在一起的。这个似乎是王安忆一直津津乐道的主题，地点永远是淮海路和与其邻近的几条
小马路。俗事与时尚，就这么莫名其妙翻来覆去地搞不清楚。但看她书写那些老上海历史的时候，总
能碰到意外的惊喜，让我想起了十岁以前的种种琐碎之事，傻气却充满温情，仿佛是在大街上偶遇了
儿时的邻居，记忆之门就这么突然打开了。
14、《妹头》应该不是王安忆最好的文字。《妹头》的故事并不复杂，甚至于在情节铺排上透着些许
单薄的凄凉，如果再简化，它就只是一个人、一代人和一个城市的成长过程，当然这是就长篇小说而
言，比如相比《长恨歌》。线性成长过程中，时代因素隐藏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背后，扭曲了某些生活
的常态，上山下乡知青热情的背面其实是离乡背井的苦楚。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把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
无力感衬了出来，留给我们感触。题材和故事的不新鲜让我把阅读的焦点从小说的虚构本质转移到了
语言上，因此相比故事的不出彩，作品的语言给了我某些阅读上的审美刺激。　　纯粹的生活化语言
，正如妹头和她生活的城市一样，都在平庸之中突显出一种蓬勃和活力。这种世俗性质的语言不可能
在长篇大论的抒情和议论中舒展，却在叙述，尤其是在描写中铺开来。所以，纵使王安忆有大气、豪
情来讲述城市中人群的变迁，角色本身和他们生存的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表达的精英姿态。语
言和角色，或者说形式和内容在同一个主题下达成了统一，给语言的基调一个和谐的语篇环境。　　
我猜想小说的外貌描写恐怕最为人所称道。童年、少年、青年和中年时期，妹头的转变流露出市井的
生气。大家闺秀的作派弄堂里的人学不来，顶多是小家碧玉，可妹头不似王绮瑶，有的只是小家子气
，活吞了“碧玉”的纯美气质。好在小家子气里自有泼辣、生猛的劲头，暗想这样的女人是不大会吃
亏的。果然，她和小白，只能是后者消退了他的半桶子学者气息，方才和她携手。在处理琐事中学着
长大的妹头，在我眼里和在小白眼里像极了小说开头所说的那名女子，得理不饶人，输理也不饶人。
如果我们默认了妹头的这一个性，那么显然作者的文本语言若要与之匹配，应该不会用书面色彩浓厚
的华丽文字。用口语化的叙述性的语言却恰倒好处的刻写了人物的多面性。除去人物肖像描写这些传
统小说津津乐道的笔法，《妹头》善用短句，借此营造出对话感十足的阅读语境。因而阅读过程中隐
约觉得妹头的形象异常跳跃，好像就在身边。评书式的叙述也加强了小说审美上的市井气息。　　总
之，对于小说来说故事是生命，但在《妹头》中，这一条生命生气不足；而就文字组织来说，倒觉得
仍然有某些可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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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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