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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殷慧芬，我也是先见识其作品，而后结识其人的。
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殷慧芬的小说经常出现在上海的《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
上，读了她的几篇小说，我便读出了一个文笔优雅、描写细腻、叙事流畅、十分谙熟上海市民社会风
物人情的女作家的身影。
我不是上海人，但从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上海生活了八年半，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郊外的校
园里，但也免不了有一些到市区探亲访友的机会，对上海石库门(老弄堂)人家的家居特点、生活品性
多少有一些了解。
我总觉得，殷慧芬笔下的石库门人家几乎就是生活中的石库门人家的复制，也就是有些评论文章讲的
“原生态”地展示，像极了，有这样复制能力的作家，一定是对那种生活熟透了的缘故。
殷慧芬创造了一个石库门世界，就其作品融入上海市民社会，并将市民社会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女性
人物的情感命运艺术地呈现于世方面，她的文学成就应该是可以与王安忆、程乃姗等女作家相匹配的
。
因此，当90年代我主编的《跨世纪文丛》出到第六辑的时候(那已经是世纪末了)，我想是应该请殷慧
芬在这里亮亮相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殷慧芬的一本小说集《吉庆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的问世。
从这以后我才开始与殷慧芬有了一些联系。
那时候殷慧芬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苦叶》、《苦屋》、《苦缘》三部曲，和刚刚发表的《汽车城》
，中短篇小说集也有《欲望的舞蹈》、《纪念》、《屋檐下的河流》出版，再多一本小说集对她来说
是无关大局的事，但她对加盟《跨世纪文丛》还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殷慧芬很认真地配合我们的工作，特别把《吉庆里》、《欢乐》、《焱玉》等几部中篇近作收入其中
，遂使这本中篇小说集有了新的面貌，在同辑的几本小说集中，殷慧芬的这一本是比较有分量的，我
和出版社都感到很高兴。
殷慧芬还推荐了一位青年记者、编辑张英跟她对话，这篇题为《倾诉和聆听》的对话录，就作为“跋
”收入到她的《吉庆里》中。
张英是个很敏锐、很有眼光的年轻人，对殷慧芬的作品很熟悉，文笔也好，i文篇对话录写得既实在又
到位，是一篇了解殷慧芬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追求的好文章。
从那以后，从文到人，殷慧芬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但我们始终未曾谋面。
一直到2。
02年秋天，我到上海参加一个性别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才见到了她。
那天她好像是专程从嘉定到上海市区来的，并且热情地邀约我去嘉定她的新居做客。
为了殷慧芬的热情，也为了能体味一下殷慧芬所极力推荐的她的新居的景观，会议结束以后，我和一
位年轻朋友一起去了嘉定。
跟喧闹的上海市区相比，我们仿佛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恬静、优
美。
殷慧芬把她的新居布置得素雅、简洁、温馨，一如她本人。
连午间我们就餐的那家饭店，都显得那么安逸和雅致。
只有到了这里，我才能真正体会到殷慧芬为什么不选择市区，而是选择远离市区的嘉定作为自己的居
所，这与热爱写作，追求淡泊平静的殷慧芬的性格是如此之合拍！
那一年正值我33岁的大女儿刚刚离世不久，我还没有完全从对女儿之死的悲痛和思念中超拔出来，那
天饭桌上不知怎么地就把话题转到了我女儿的事上，殷慧芬和她的先生楼耀福都表现出真切的关怀。
后来殷慧芬还给我来过电子邮件，没有使用“节哀”一类的烂熟的用语，而是对我女儿之死表现出发
自内心的惋惜之情，并对我和我家人的悲痛表示深切的理解。
在几次电话中她都真诚地邀请我和我夫人到嘉定小住一段时间，虽然我至今都未能践约，但我从这件
事上也能感受到在殷慧芬身上所固有的那种悲悯之心和关爱之情。
在殷慧芬所创造的石库门世界中，这种悲悯之心和关爱之情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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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写到那些底层人物的时候，她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而是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从来没有表
现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优越感。
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我笔下的人物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善恶观来臧否他们，我总是理解和尊
重他们，并努力深入他们的内心寻找他们生存的理由。
”她坦言，她自己就来自底层，出生在石库门老街一个很平常的上海市民家庭，自己也做过工人，“
我对这个阶层的人很熟悉也很同情，现在我自己的生活要比他们好，但我的感情天平始终是倾向他们
的，这里有我的亲人，也有我的朋友，我觉得没有这样的感情，也就不会有我的小说。
”(《倾诉和聆听:殷慧芬访谈录》，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这些话很朴素也很实在，是理解殷慧芬石
库门小说的一把钥匙。
殷慧芬把她小说中这种对市民阶层的充盈的感情简称为“市民气息”，“正是这样的市民气息，这样
的平常生活构成我人生的基础”。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上海普通市民一种情感上的深深依恋和投入，是决不可能写出像《屋檐下的河
流》、《吉庆里》、《焱玉》等这样一些对石库门的风物人情一往情深的作品来的。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喜欢我们的弄堂，我们的房子。
”《屋檐下的河流》中的小主人公的这一段内心独自，实际上也是作者本人的心声。
在这些弄堂、这些房子里，世世代代住着上海最普通的平民，正是在他们身上，积淀着百年上海里弄
文化的精粹。
殷慧芬是一个很善于编织故事的作家，她总是在小说中从容不迫、娓娓动听地叙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把读者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不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是蹩脚的小说家，但只会讲故事的小说家却不一定是高明的小说家。
殷慧芬的小说之所以高出一筹和耐人寻味，就在于她从来不以编织故事为终极目标，而是以表现人类
情感和人性好恶为终极目标。
殷慧芬说：“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探索人类情感的。
从少女到老人，从男人到女人，所有的人，他们的情感缠绕着、攀沿着岁月的大楼，装饰着我们的城
市，也充盈着我的小说。
”从最初的那些短篇开始，到中期的那个“苦”恋三部曲，一直到她最后出版的长篇小说《西郊别墅
》、《与陌生人跳舞》等，殷慧芬的小说都与“情”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的小说，不避讳写情欲和性欲。
“苦”恋三部曲已经写得很放松了，但多少还有一点忌讳，因此她运用了一种充盈着优雅的诗意的文
体，以区别于言情小说。
到了90年代中期的《纪念》，这种忌讳似乎被打破了，她一开始就把故事推到了高潮：“他们先是在
地毯上，后来就来到了床上。
”不高明的小说家可能把这个故事写成俗而又俗的三角恋游戏，但殷慧芬却着意于梳理主人公情感的
演变轨迹，探寻人类原始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最终湮灭的前因后果，纪念小说的主人公，一
个年轻的女记者，最终成了这场欲望和情感角逐的牺牲品。
这场欲望和情感角逐的游戏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湮灭的？
从这当中又能引发出什么让人思考的问题？
一个通俗的故事当中，却包容着耐人寻味的内涵，这就是殷慧芬的高明之处。
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一些优秀小说家创作了一批被称为具有浓郁地域文
化特色的小说，组成了一幅幅各自独立又彼此相通的小说世界，如汪曾祺的“高邮”系列小说，贾平
凹的“商州”系列小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李锐的“吕梁山”系列小说，刘恒的“洪
水峪”系列小说，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小说，周大新的“南阳小盆地”系列小说，陆文夫、范
小青的“苏味”小说，王安忆、程乃姗的“海味”小说，方方、池莉的“汉味”小说等等，作为具有
浓郁的上海地域文化风情特色的殷慧芬的石库门小说，亦当属于此列。
无论是从阅读欣赏的角度，还是从研究批评的角度，这些作品都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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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库门风情画》是著名小说家殷慧芬的中短篇小说集。
这些小说以上海的石库门为背景，描写上海底层人民的遭遇，命运的起伏中包含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
殷慧芬凭借着丰富的石库门生活经历，以细腻流畅的笔调将故事娓娓道来，既写到旧上海的风土人情
，又写到改革开放后弄堂里的新变化，看似不事张扬，却满含作者对人生、人性的深邃思考，颇具可
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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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慧芬，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949年12月出生于上海。
著有长篇小说《汽车城》、《苦叶》、《苦屋》、《苦缘》、《与陌生人跳舞》；《屋檐下的河流》
、《吉庆里》；散文集《门栅情思》等。
长篇小说《汽车城》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五届上海
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优秀作品大奖，被评为2001年上海市读书节“我最喜爱
的二十本书”之一，并被中央电视台、上海市委宣传部，上影集团联合改编摄制为19集电视连续剧；
中篇小说《屋檐下的河流》获第四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奖；小说《纪念》、《欲望的舞蹈》两次荣
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另有大量小说、散文作品获得《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
》、《萌芽》等报刊优秀作品奖。
殷慧芬及其作品得到国内外近百家著名报刊的推介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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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殷慧芬和她的石库门世界虹口轶事屋檐下的河流楼下楼下哥哥的罗曼史春之晨情如春水悄然而去
畸人仇澜涩重的足音囚禁自锁着的抽屉寂寞昔日小仇人焱玉吉庆里后记  楼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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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虹口轶事1958年的夏天，八岁的慧芬站在“一中心”的教室里，一位挽着发髻的女老师对着她轻声细
语。
老师讲的是一种口音浓重的普通话。
慧芬一脸的困惑，只得沉默。
窘迫中，她习惯地拉起衣角慢慢地咬啮起来。
衣角有很多咬啮时留下的小洞。
这是她长牙的时候留下的习惯。
也许正是这个动作使老师下了决心。
小朋友，放下来，不卫生的呀。
纠正别人的错误也是老师的习惯。
慧芬走出教室的时候，等在外面的阿爸一遍遍地问：哪能了？
哪能了？
阿爸穿戴整齐俨然一位先生。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初慧芬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一中心”读书，是因为不卫生的习惯还是因为听不
懂老师的宁波普通话？
总之阿爸非常失望。
“一中心”坐落在三角地菜场的右侧。
弄堂里的人都知道这是虹口最好的小学，它的全称是“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
慧芬家在弄堂的外围，是街面房子，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这所小学高高的校舍。
这条街上的人把“一中心”的铃声是当作时钟来看的。
比如中午，下课铃声拉响的时候，在慧芬家聊天的隔壁黄家就会急着往后弄堂走，哎呀，铃响了，我
回去淘米了。
黄家，就是黄家女人。
50年代的时候这个弄堂里的居民相互的称呼一般是先生或者老板。
女人们的称呼就简约多了，以男人的姓氏称呼，比如：黄家、杨家、张家等一个王朝的命名大概也不
过如此吧？
这里面似乎显示了男权的无所不在。
女人们忙完家务飞短流长的时候就说，张家今天和老公打起来了。
杨家的娘家是苏北窟里的。
或者跟着孩子的口吻称呼：黄家姆妈、杨家伯伯、宁波阿娘、苏州外婆、亭子问嫂嫂。
也有以籍贯来称呼的：小宁波、老无锡、老山东、大广东。
还有以为人性格或者外形起绰号的：老屁眼、猢狲精、洋辣子、老白蟹、老白眼、张大块头、电线木
头等等。
最滑稽的是12号里的张革履，据说是因为他老是衣装笔挺，派头很大的样子。
阿爸的绰号是“小铜匠”。
这是他的职业。
就像有人叫张木匠、李剃头、穆裁缝。
从阿爸的绰号可以分析，他来到这条街上的时候是十分年轻的。
这些称呼是知根知底的，没有隔阂的，你的来头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
假如弄堂里来一个陌生人，跑到张家楼下喊一声老张，这个陌生人就大抵是单位里的同事，是有些距
离的。
弄堂里的人不会这样见外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库门风情画>>

后记

后记本应由殷慧芬写，因为眼疾写字作文于她已十分艰难，我不忍看她再受折磨，只能由我代劳。
1968年的初秋，厂里从上海市区新招了几十个中学毕业生，他们报到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殷慧芬，
瘦瘦高高的，很苗条，很轻盈，穿一件淡色的长袖衬衣，一条很素馨的缀着小花的裙子，很脱俗的样
子，像一朵飘逸的云。
我觉得仿佛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
奇怪的是殷慧芬也有这种感觉。
她问我小时候住在哪里，在哪里念书？
我的回答与她的生活圈毫不相干，她就愣愣地看了我很久，很纳闷的样子。
我也想不起在何处曾经相遇，我只能说她在前世看到过我，而我在梦中看到过她，而且彼此一直铭记
在心。
1968年距今已近四十年，这些年里我们相识相知，结婚以后更是相濡以沫。
我们都做着文学的梦，不管人生路途如何坎坷，文学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神圣殿堂。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一个短篇在《文汇报》刚复刊的副刊上发表，以后又有小说被《中国文学》英
文版、法文版相继向国外推介，我一下子让人瞩目起来，成了电影厂、出版社、刊物编辑和众多文学
青年的追逐对象。
我没有意识到我人生厄运的种子也同时被播下。
我的遭遇让清纯的殷慧芬跟着受牵累，我在台上挨批，她在台下“受教育”。
那些批判者虽然慷慨激昂，但那些内容却很无知，中外名著在他们嘴里都成了“大毒草”，殷慧芬听
了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于是这笑成了她“蔑视革命群众”、“态度嚣张”的“罪孽”，在车间里接受“帮助”。
在我被宣布停发工资的第二天，殷慧芬特地起早在集贸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褪毛、开膛、洗杀等，
她忙了一个清晨，精心烹制了红烧鸡块。
午饭的时候，在大食堂，众目睽睽之下，小夫妇俩吃得有滋有味。
谁知这一行为又触犯了天条，被说成是对革命群众的“挑衅”和“示威”，罪加一等。
“问世间，情是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
”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为天下有情人千古传诵，我明白殷慧芬，我对她满怀感激之情。
夫妻，不仅是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更是患难时刻的肝胆相照，互相搀扶。
因为文学，我们曾经蒙受苦难，但我们对文学的虔诚却一直痴心不变。
冰消雪融后的80年代，殷慧芬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她的女性柔婉细腻的感情诉说使许多圈内圈外的
人刮目相看，殷慧芬的名字随着她的小说在全国各地刊物不断出现，最早为殷慧芬写访问记的作家张
文中说：“你们怎么像轰炸机一样，到处都有你们的作品？
”他说我们在玩命。
殷慧芬玩命地写她的工厂小说，玩命地写她的石库门小说，以后又玩命地写长篇小说《汽车城》。
《汽车城》以其凝重的历史感和殷慧芬对城市精神的沉重思考，生动地、艺术地表现了上海当代文明
进程中，众多个体生命举步维艰的努力，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情冲击。
小说问世后，国内外五十多家著名报刊竞相评论，为殷慧芬喝彩，被誉为“上海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
收获”，屡屡获得全国和上海的各种重要奖项，中央电视台、上海电影制片厂等许多影视机构竞相要
求获得影视的改编权。
殷慧芬也因为《汽车城》大跨度地实现了艺术风格的突破和转换。
《汽车城》为殷慧芬赢得了许多荣誉，荣誉的背后，是她永远无法补偿的付出。
她的一只眼睛由于长期盯视着电脑显示屏，不知不觉之间出现了可怕的病变。
小说完成的时候，她用手捂住左眼，她哭了，原来她的右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
黄斑穿孔、视网膜严重脱落，她四次住院，受尽了煎熬。
我在病房里守望着她，目睹她痛苦万状，回忆她创作这部小说时的种种“玩命”行为，常常悄悄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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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抹着眼泪，她为文学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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