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童妻妾成群小说读后感(优秀5
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
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苏童妻妾成群小说读后感篇一

一本《苏童精选集》让我真正领略了作家苏童枫杨树系列作
品的历史意味。小说《罂x之家》、《米》就是两部典型的历
史叙事模块小说，但作者并非叙述历史，而是展开大篇幅虚
构与想象，将人内心最底层的感触不留情面的挖掘出土，让
人不知是悲还是怜，是怒还是哀怨。二、三十年代那部历史
色彩的长河，就这样一点一滴清晰地铭刻于读者心迹，历史
滚动的浩瀚波澜，在内心留下了触手可及的淤斑，一个个悲
喜大人物、小人物在作者诙谐的言语间都让人无法彻底开怀
大笑。

长篇小说《米》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五龙出生在二十年代枫杨
树乡村，洪水带来的灾难逼迫他流离失所，他随着一辆运煤
火车颠簸了两天两夜，不经意间来到了一座城市。城市，也
只不过是冷漠、没有人味儿的缩写词。夜宿瓦匠街街头的五
龙，因饥饿难耐寻物充饥，受尽吕公馆流氓阿宝侮辱，被逼
磕头叫“爹”。后来被米店冯老板收留做工，讲好只管吃饭，
而工钱分文不给。五龙兴奋地答应了。米店老板见五龙身强
力壮，干活特别卖力因而沾沾自喜。不久后，五龙渐渐学会
找理由讨要工钱，无奈的冯老板只好勉强答应。

冯老板20岁的大女儿织云是瓦匠街最引人注目的女孩儿，吕
公馆无恶不作的六爷看上其美色，仅用一件貂皮大衣就钓到
受虚荣心驱使的织云，二人暗地私通。但五龙又亲眼目睹夜



里阿宝启窗潜入织云房中，后织云怀孕。冯老板带着大女儿
织云和小女绮云找到吕公馆，妄想织云嫁入吕公馆做五姨太，
惨遭拒绝。

为报复阿宝，五龙找写字先生给吕公馆六爷写密信，泄漏阿
宝与织云私通之事。纸包不住火，冯老板万般无奈只好将织
云嫁给五龙，五龙小人物得志，甚喜。然而新婚日收到六爷
礼物――吕公馆六爷将阿宝生殖器全盘取出“赠予”织云，
阿宝被六爷抛掷护城河喂鱼。

五龙随着地位被抬高，各种欲望猛烈滋长着，同时毫无避讳
彰显着自己的卑劣行为。猥亵绮云，然美梦不成。冯老板见
五龙为人刁钻凶恶，已知是祸患上身，买通黑道，明吩咐五
龙外出接米，实陷害五龙。五龙脚部挨了一枪，夺命逃出。
他对冯老板说，黑道的嫌出钱少，只够用来打一枪的，这才
放了他。然而，冯老板终因身体不支又患上中风，临死用尽
全身气力挖瞎五龙左眼而与世长辞。

读到此处，似乎冥冥中感受到冯老板看似体弱，实际心狠手
辣的奸计小人，运用的办法也算是以毒攻毒，非你死就是我
活，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读者不禁深呼吸一口气，释放一
种意外惊讶的心情，惊讶于旧时的中国到处散发着人吃人的
现象。

织云分娩后的婴儿，被听说孩子长得像自己的六爷抢走，织
云无奈只好忍气吞声投奔六爷，却想不到五姨太的角色早已
有人，自己只好做了六姨太，同时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人人
都骂织云，然而，她为甚么这样贱，却令读者心生怜悯之余，
又多了无限愤慨。这一切的苦难唆使意志不坚的正常人变得x
贱，这份x贱深深体会了旧势利下市侩小人物任人宰割的悲哀
下场。

织云走后，琦云早就想到了自己的命运将会惨到何种地
步……她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咬牙与五龙生活下去。然而，



自己指望不上任何人帮忙，为了继承祖业，让父亲留下的米
店继续营运，她独自挑起米店生意。后生下两男一女，女孩
儿最后在米垛里窒息而死，成了比她年长的哥哥米生报仇心
驱使下的悲剧女孩儿。

此时的五龙越加张狂，黑道势力强大，杀人不眨眼，在家往
死里折磨琦云，每次在释放完自己的欲望后，就将女人的子
宫装满米粒……他逛妓院惨遭性病折磨，浑身生疮，瘙痒无
比，整日浸泡米醋缸中，溃烂整个下身。

五龙又设计雷轰吕公馆。后来，日本侵略军南下，织云之子
抱玉最后做了日本军翻译，成了日军走狗，他为报家仇亲手
将五龙抓走，让他受尽人间一切酷刑，最后用尖锐金属物戳
瞎了五龙唯一的右眼，一下，两下，三下，抱玉期待的声音，
“不是呻吟，是一声凄厉而悠长的呐喊。”――这条恶棍变
态狂，就这样遍体鳞伤回到家中，就在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
刻，还试图运一个火车皮的米回自己无数次回想起来的枫杨
树乡村显摆自己诺大的势力，然而，他死在了火车上，就连
唯一让他感到欣慰却显赫一时、满口的纯金假牙也被他的儿
子活生生扳落下来……五龙的儿子米生，趴在米堆里拼命寻
找五龙购买下枫杨树乡村土地的地契，五龙似乎也感觉到了
亲情阴险的人间冷暖，地契最终没有再现，然而，曾经亲自
决定拔掉自己的牙齿而改镶的纯金假牙，放在那个空荡荡的
铁匣里随火车的颠簸发出哐啷声。

最后，冯家米店似乎只剩下一直自尊自爱、性格坚强的琦云，
但是面对黑暗的旧世道深深的迫害，她却又有无耐的眼泪陪
伴，隐隐之中，因为坚强她似乎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情成为了
我们唯一值得欣慰的旧时女性，然而，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
迫害。

整篇小说读后让人无法抑制矛盾、波澜起伏的心，心里涌现
出无数的假如：假如五龙知趣得到了织云，本该好好珍惜，
拥有了诺大的米店生意，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假如织云自重，



洁身自爱，怎样还会落得低贱的下场？假如织云为自己同胞
妹妹着想不要离开，何患琦云苦难最终不见天日？假如贫穷
是在无限正义和刚强的基础上产生的，或者悲剧会少些，就
不会有这么多的坎坷让人受尽，然而一切原因要囿于那个世
俗的年代，那个吃人的旧势力，金钱和各种无可告人的私欲
会轻而易举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最终堕落成魔鬼！亲情在利
益面前显得无足轻重，无知的灵魂在你争我夺的现实面前找
不到人性的定位，失去的理智，扭曲的面容在漫漫长夜间扮
演了鬼的姿态，毫无休止地恐吓生灵，索取那黑炭般所谓的
欲望。

苏童妻妾成群小说读后感篇二

花费了半天的`时间读完了苏童的长篇小说《米》，苏童的作
品我接触的不多，以前也只读过他的《河岸》，还是冲着
《河岸》这本书的名气去读的，因为它好像获得了很重要的
文学奖，至于是什么奖，我也忘得差不多了。至于《米》却
是因为去年在图书馆翻书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过这本书的名
字，因为简短的一个米字，让我的好奇心不断的膨胀，但是
却一直没有心情，不太想读，前天去图书馆转悠，突发兴致，
有了读一读它的愿望，索性就拿来读了。

这几天，天气一直阴暗，读了《米》，心情更加阴暗，从头
到尾看了一遍，但是说实话，我看的不是太懂，亦或是压根
就没看懂。我感觉这本书讲述的是主人公五龙的一场梦幻之
旅。五龙，一个因为洪水淹没了家乡逼迫的无法生存的乡下
年轻人，不得不来城市来寻找他梦想中的场景与生活。故事
从他是爬在运煤的火车上开始的，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到城
市的，在半途中他决定下车，于是，他留在了这个记载着他
余下的全部岁月的地方——瓦罐街。瓦罐街，米店，，米店
俩女儿，六爷，阿保，都是围绕着他展开的。他的一生都在
嫉恨，他的一生都在仇恨中度过，虽然他也曾有过快乐，但
是我相信这快乐不是发自内心的。米是他最喜爱的东西，因
为对土地的眷恋，因为对事物的渴求，他的一生中似乎只有



米才是他最信任的，他觉得才是最可靠的。这本书充斥着欲
望，衰败，“一个充斥着压抑，变态，疯狂，原始，欲望，
丑陋，肮脏的世界在你面前展现让你无从逃避，这就是我的
感受...”这是看完《米》后我在空间里写下的一句话。我想
在多的语言，我也无法描绘了，权且用这一句话概括吧。

民以食为天，苏童的一部《米》讲述了主人翁五龙摆脱饥饿
贫困的人生历程，伴着一个家族三代人的颓败，乡村与都市
的纠缠与冲突，随着食欲的满足而又落入性欲的陷阱。五龙为
“米”而来，也终于死于回乡火车的米堆上。整部长篇充满
着可阅读的快感，且不乏深层的寓意。有评论家称之为“一
半是历史，一半是寓言”，又有称之为一部精致的具有中国
传统特色的“米雕”。总之，《米》是苏童为数不多的长篇
中最值得重视的一部小说。这段话是你在网上搜《米》读后
感里最经常出现的一段话，但是这段话真的写的很好，很简
短扼要地概括了这本书的文学意义与历史价值。

苏童妻妾成群小说读后感篇三

刚拿到《黄雀记》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余华的《第
七天》以一种嘲弄写作自身多于嘲弄现实的审美姿态突兀地
砸中我的失望之后，我担忧起商品社会和消费社会下中国当
代作家是不是也抛弃了具备艺术质感的文字和具有意义生成
价值的叙事，尤其是那些“顶梁柱”(此处或许不该加双引
号)的当代作家。余华的《第七天》做不到，苏童的《黄雀
记》，起码做到了第一点。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谈到“隐喻”就容易令所谓的内行人想到“整体象
征”，“整体象征”或多或少会扯上所谓的“寓言色彩”，
然后关于杰姆逊的那一套寓言体系或者关于赛义德的那套东
方学就会无厘头地被扯出来。在我看来，这场略显无所事事
的叙事跟寓言和主义没有丝毫关系，它更多地是苏童在小说
探索过程中暴露出的那份失落的艺术退化。



黄雀记黄雀记，全书没出现过明确的“黄雀”的指代意象，
但全文叙事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螳螂、蝉、黄雀刚好是三个指代符号，小说中的主人
公仙女、保润和柳生又恰好对应着这三个符号的角色。当然，
在某个意义上说，三者谁也没当过真正的黄雀。在这样的前
提下，故事仿佛就在象征意味的基调下富有诗意地进行(须知
道，“诗意”是苏童的主流评价中比较广泛的一种评价，代
表着“南派作家”中的情怀)：穷孩子保润(蝉)在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跟草民女儿仙女(螳螂)约会的机会，做媒的是同龄小
康小子柳生(黄雀)，结果保润约会未遂还要向仙女讨债，就
这一80元人民币的债务造就了一个保润在水塔捆住仙女然后
一气而走的机会，做媒的柳生趁着这个就会把仙女强了。故
事的开端，非常明显的意义指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首先，《黄雀记》的封底官方宣传文是这样写的：“保润、
柳生、小仙女之间的爱恨情仇，从本然之爱开始，以悲剧贯
穿终了是《黄雀记》的故事主线。遽变吊诡的是这三位少年
间的危险关系，无常青春。一宗荷尔蒙气味刺鼻的强案，战
栗地歌吟着那个时代的历史，还演绎出无尽的留恋在香椿树
街的罪恶渊薮。”我非常反感官方为了博取眼球而拔高小说
内涵的做法。这三个到了30岁心智还未长大的主角，根本无
法负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从
不缺少这样的堕落之人;他们更无从演绎所谓的罪恶，因为他
们的卑琐不能令人陷入沉思。一个从小就倔强的穷小孩当了
替罪羊，一个从小就爱慕虚荣不劳而获的女人长大了之后比
碧池还颠簸，一个稍有头脑的富家公子因一份交易而无法安
宁，三者刚一出现，估计很多读者就大概可以脑补到他们的
大概下场。整个叙事，没有惊喜，没有情感冲击，更莫谈所
谓的“对转型时期社会乱象、个体窘境和国民精神紊乱的特
征进行了精准的描摹”。苏童更像是在玩弄象征意味和文字
操作，剖开这些，故事其实显得苍白无力，人物的形象更谈
不上丰满，甚至非常扁平。

没错，三个人物角色没有艺术可塑性，非常扁平苍白：保润



一倔就倔到底，小仙女一烂就烂到底，柳生一怯就怯到底。
类似文本中的角色，成功的非常多，前有包法利夫人、安娜?
卡列尼娜，近点的有个王琦瑶，《黄雀记》中所体现的人格
堕落与人性裂变就像很多大陆婚恋剧那样直白，直白得不用
思考，直白得装不下思考。小仙女的角色是最为扁平的，因
为每部表现女人堕落的小说中，一定有可以使人陷入深思的
心理或社会因素，但小仙女没有，一开始就是不学无术整体
幻想的乡村非主流，这样的人若不长点性子，长大后当碧池
不很容易很正常的事情么?谁愿意为之陷入深思啊?官方屡次
宣传苏童这部新作是对转型时期社会乱象、个体窘境和国民
精神紊乱的特征进行了精准的描摹，我想说，不是随便套
个“下海经商时期”的故事背景就能轻而易举地让人感受到
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时候“一切向钱看”的憧憬、疑惑和挣扎。
没有血肉丰满、神致逼真的角色代入，这份憧憬、疑惑和挣
扎还没有一期《新周刊》来得实在真切。同时，三个角色的
定位又非常模糊尴尬，虽然都是无处安置的灵魂，但保润是
打酱油的吗?小仙女是贯穿全文的大恶魔吗?柳生才是国际大
煞笔吧?可能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整部小说跟人性、青春、
罪恶半毛钱关系都没，我倒是看到了三个心智成熟不了的乡
村非主流相互闹腾的故事，从小时代一直闹腾到大时代，从
小事情一直闹腾出大事情——让人无力吐槽的是，闹腾的方
式都是一样的：威胁、争吵;闹腾的情绪都是一样的：口不对
心、不甘、不安、愤怒。反而，我觉得最对得起这部小说的
象征意味的，倒是保润那位不老也不死的祖父。如果硬是要
我奉承一下官方的说辞，那么，《黄雀记》中的关于祖父的
绝大部分环节确实做到了“训诫隐忍、缕罗别致”。

虽然我认为《黄雀记》是苏童艺术退化的表现，但它上面却
有很明显的“苏童痕迹”。我看到了《妻妾成群》和《米》。
保润玩绳子捆人玩到成瘾，甚至连最后如愿跟小仙女跳舞的
时候也要捆住她才能入状态。这让我想起《米》中的主角五
龙，想到他出人头地而做米铺老大后，对米所产生的迷癖，
把米塞入女人的阴道的场景。我非常欣赏苏童的语言造诣，
他的语言介于冗长和简练之间，非常细腻，也非常准确。所



谓艺术退化就是，把控着这样细腻精准的语言却刻画不出稍
微丰满的人物，表现不出发人深省的话题。一个女人为了钱
啥都肯干，两个男人为了这个女人啥都肯干的劣俗情节，不
是不可以写，但要写得有意义。

意义消解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或许是苏童过度消费所谓的底
层人民。一位作家一旦急于成为某种主流社会情绪和主流期
待意向的代言人和发声者，而罔顾艺术自身的规律，忽视文
本的意义可容性，过分甚至苛刻地专注于文本中现实容量的
灌注，那么，他的作品便非常容易沦为生活题材的粗糙加工。
不少作家过往喜欢写穷地方的登徒浪子、窝囊废、山炮等由
劣变优的故事，或者从粗鄙中发现细腻的故事，这非常符合
中国的“才子佳人”和“大团圆结局”审美，较为典型的是
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和方方的《风景》。回过头来看
《黄雀记》，爱慕虚荣的、性早熟的、富二代等多的是，苏
童这次把山炮窝囊废写成山炮窝囊废，把粗鄙写成粗鄙，情
感张力上便已经大大削弱。

另外，作家应该保持起码的情感冷静和艺术节制，不要借由
艺术的名义实现某种时代勾起的狂躁和喧杂。随便就跨
个“通过小人物小地方反映一个时代的剧痛”、“家族兴
衰”、“卑微的灵魂”等这些力不从心的话，这跟郭敬明用
小时代来绑架式代言一代人的青春没什么两样。

故事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现实中，苏童或多或少把握不
住艺术节制，失控的叙事自信使他操作着别具一格的语言去
模拟着螳螂的角色，但商品与消费却俨然是他身后的一直狡
黠的黄雀。现实，往往比小说存在着更多无处安置的灵魂。

读《黄雀记》有感

我对苏童可谓“一读钟情”。

我喜欢苏童的语言。读了《黄雀记》的第一页便喜欢上了。



这是说祖父寻死的事，写得如此真实：“再往前的死亡事件
是蓄谋的，祖父那一年才四十五岁，突然活腻
了……”，“他以为只要扑通一下，便可简易快捷地投入死
神的怀抱……一群吵吵嚷嚷的中学生围着他，好奇地打听他
跳河的动机”……读着这样的文字，就像在看一部电影，眼
前的人物栩栩如生。祖父的无奈、羞愧、茫茫然心慌慌不知
所措的样子滑稽可笑。许是我这个读者在此刻缺少了些同情
心，对想死的祖父竟然给予一阵难以控制的笑。绝不是嘲笑
讥笑，是一种来自心底，对祖父这人物活灵活现闪现在眼前，
深觉他无奈又有趣的笑。苏童，《黄雀记》的作者。电
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他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而成，
该片在北美上映，以260万美元的票房创下当时华语电影在北
美的最高票房纪录。可见他小说的魅力所在。读苏童的书，
我想到了钱钟书，想到了莫言，每一位作家都有其独特的语
言表达方式，好比书法中的“颜、赵、欧、柳”体，每一位
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表达体。苏童的小说语言，便称为称苏
体吧。读完《黄雀记》这个长长的故事，心伤悲。轻合上书
页，浑身颤抖，似吸了毒。无尽的感慨仿佛一只大手在心里
乱捣。宿命啊，人生中有多少宿命藏在此，躲在彼。故事结
尾把保润、柳生、小仙女仨人的悲剧人生完全展现，柳生在
新婚之夜被保润杀死，保润逃不了法律的制裁，“君子报
仇”了，小仙女生下红脸婴儿后疯了。香椿树街上空弥漫着
一层浑浊不清、带有罪恶意蕴的悲戚的气息。突然觉得书中
的人个个都行尸走肉似的，被各自的命运牵着走，无法左右
自己，在拼命挣扎中活着。我同情他们，同情之因梳不清理
也乱。这世界上的确有许多事情与情感是无法解释的。一个
时代塑造一代人。七十年代是我出生的年代，虽然那时代的
生活贫困，但带给我的成长乐趣却没有因此而减少。我与小
伙伴们上山砍柴、摘采野草药，跳皮筋、玩抓石子、浇蜡烛
油，其乐无穷。而苏童那时已经是青少年，他对那时代的认
识自然深刻。我印象里只隐隐泛着贫穷落后、物质匮乏、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感觉暗淡地交织成的游丝网。苏童写出
了那时代的沉重而独特感觉，这种感觉浓郁地笼罩在字里行
间。比如穿着“他穿豆绿色卡其布的裤子，别人穿蓝色牛仔



裤”;比如建筑“一个古老而顽固的木榫被敲落了，阁楼上的
空气发出诡秘的呼应”;比如交通工具“保润匆匆地给自行车
轮胎打气”;比如那八十元前数额巨大，万元户是大富豪;还
有直接的描写“厌恶七十年代的家具，厌恶潮湿的墙泥斑驳
的墙壁，厌恶昏暗的十五瓦白炽灯，甚至厌恶桌上的青边大
碗”。读了此书后，加深了对上世纪70年代的印象。那时人
们的躁动不安，有人的不择手段，女孩的堕落，老板的奸诈
等现象像一个个烙印，烙在记忆里。社会经济在迅猛发展的
时候，有人突然致富，有人瞬间一败涂地。真是一个时代造
就一代人，一代人的芳华逝去难回寻。

读《黄雀记》有感

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一只黄雀在一棵大树上筑了一个漂亮
的窝，生了一个蛋。

黄雀出去了，大象得知后，起了野心。他走到大树前，用身
子紧紧贴住大树使劲摇晃，鸟窝掉下来，蛋也摔了个粉碎!等
黄雀回来时，窝已在地上“睡”着，蛋也是，这让她大吃了
一惊。黄雀伤心极了，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凶手!

原来是大象在搞破坏呀!她一看见，就和大象吵了起来：“可
恶的大象，你连续伤了我的孩子两次，你会遭到报应的!
哼!”大象听了，甩甩长鼻子，道：“遭到报应?那你就来吧，
哈哈!”说完，他摇着头傲慢地走了。黄雀去找来了她的朋友：
蜜蜂、青蛙来帮忙，她们一起来到大象家。大象站在门口，
冷笑道：“呦，是黄雀来了呀?来吧!”“让你知道我们的厉
害!”蜜蜂和青蛙齐声说道。蜜蜂用刺啄大象，青蛙整天“呱
呱”地叫来叫去，弄得他睡不好觉，不好休息。终于，大象
忍不住了，连连饶;“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苏童妻妾成群小说读后感篇四

小说主人公颂莲在陈家生活过程中充满了曲折与迷惘，使主



人公的成长充满了自我的潜在意识：命运、追求、死亡萦绕
在她的意识中，由此建构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一条道路。
而作者在这条路布下了多种让主人公产生意念的意象、曲折
与迷惘、自我意识、意象一同陪伴主人公的成长。

《妻妾成群》借旧中国特有的封建家庭模式作小说的框架，
一个男人娶了四个女人做太太。但作者关心的不是一个男人
如何在四个女人中周旋，如何控制她们，而是关心四个女人
怎会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并且像一棵濒临枯
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而争得那一点点空气。

用作者苏童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作品大都不是自己的亲身经
历，他说他崇尚虚构，也就是说这部作品的内容是作者虚构
的，别的评论者说这部作品是新历史小说中最精致的作品之
一，说它具有“宽和精神，濡湿的气息，绮丽的梦幻，温婉
的性格。”

《妻妾成群》读起来感觉总有些像张爱玲，只是在叙述风格
方面，但却并不如张爱玲深刻。优点在于他从女性的视角切
入，把女人细微的感情都表达了出来。他的目的又与张爱玲
不同，张是在表现一种生活，叙述一个时代，而这部作品则
是在说明一种道理，作者说“痛苦常常酿成悲剧”，或许他
想说明的不只是这些。他想读者把作品理解为“痛苦和恐
惧”的故事。

他的这一系列作品篇幅都不长，写的也大都是女人，倒是很
符合新历史小说的写法。只是在一个完全虚构的空间里，除
了作者较富哲理的思考和想象力的充分发挥外，看不出有更
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或许是张爱玲太优秀了，后人写旧上海，
写相似题材的小说很难摆脱她的光环，就连王安忆的《长恨
歌》不是也有很多人说像张爱玲吗，而读起来也是有些同感
的。



苏童妻妾成群小说读后感篇五

湘潭这鬼地方天气真让人捉摸不定。前天37度的高温，昨天
突然降到十几度，今天气温有所回升，又可以穿短短的夏装
了。

今天在图书馆泡了一天，看完了苏童的小说《米》，感觉很
悲凉，这是一不让人不寒而栗让人心情冷却到极点的人生悲
剧。

五龙可谓是一个扭曲的变态的人物，让人既可怜同情又让人
感到憎恶可恨，特别是她对待女人的凶恶变态，残暴与无情。
他似乎对一切的女人都是无情的，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不要
脸，都是婊x。

他唯对米情有独钟，对其他的一切事物都没有感情，包括自
己的妻儿。他的眼神中总是闪动着杀人的凶光，胸中总是燃
着仇恨的怒火，而只有大米能让他欣慰让他稍微平静。可能
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灾荒之年，他被饥饿，被黑势力吓怕了，
触动了他强烈的自尊心，以致他心狠手辣，心灵扭曲，杀人
如麻。

命硬的五龙，最后真的败在一个婊x的石榴裙下，染上了性病，
众叛亲离，又遭到抱玉暗算，受尽欺辱，最后成为一个无可
是处的废人。

他在异乡临死前，只求能够衣锦还乡，实现自己的誓言，找
回自尊和荣耀，但是他没有摆脱厄运的惩罚，死在回乡的列
车上。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演绎自己悲剧的故事。织云十四岁
就被地头蛇开了苞，被玩弄六年，又被丢垃圾似的丢掉，后
与阿保私通，又嫁于五龙，受尽折磨，后来不得不屈服于命
运，做了六年的“六姨太”，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最终在



一次火灾中丧生，这可能对她也是一种解脱。

绮云是织云的妹妹，从心底里就瞧不起织云，她认为织云只
会勾引男人，风骚淫x。她是一个勤俭能干，会持家，守身如
玉，处事干净利索的女强人形象，但是她没能左右自己的命
运。她操劳一生，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受尽丈夫
欺辱，被儿子气得发疯，她的一生也是凄苦悲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