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饥饿的女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饥饿的女儿>>

13位ISBN编号：9787212064860

10位ISBN编号：7212064866

出版时间：2013-7

出版时间：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虹影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饥饿的女儿>>

前言

十五年前第一次在台湾出版《饥饿的女儿》，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唐淑辉”。
2009年末，我出版了续篇《好儿女花》，写母亲和我自己内心那些长年堆积的黑暗和爱。
扉页上“写着给我的女儿”。
其实写给母亲的书，何尝不也是给我的女儿。
幼年时我从未有过坐在母亲或父亲的怀里或膝上好光景，听他们讲一个长江里金竹寺神秘故事或大禹
治水三过家门的神话－－妻子每日在江边一个石头上等待他，天长日久化成一块呼归石。
这自家门前的故事，是从街坊邻里道听途说而来。
那时我不到五岁。
现在我喜欢抱着女儿，让她坐在膝上，给她讲故乡的从前，我的从前，我母亲的从前，有的出现在《
饥饿的女儿》里，有的出现在《好儿女花》里。
女儿还不到五岁，听完会有不少问题，有时会说她也在那儿，会帮助大禹战胜龙王。
她说她梦见了外婆，外婆摇着一艘船，带她在长江玩。
重庆老家六号院子那一带马上要拆了，成为市建规划的一部分。
曾回去办理相关手续，去拆迁办的路，全是乱石碎瓦和戴着安全帽的工人。
我对三哥说，我想回家再看看。
三哥说，没钥匙，进不了门，再说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路可去。
我看看手表，时间不够，只能作罢。
心头却一直不松开。
那些长江边半山腰的老院子，那些建在老院子边上的旧楼房，那些拐七拐八的陡峭的街巷，连着那些
树草都不在了，说不定在我写这文章时可能就不存在了，从地图上消失殆尽。
我的根再也寻不见了。
奥德修斯离乡二十年，经历磨难后重返，没人能一下子把他认出来。
我呢，如书中所言1980年离家出走，渡过长江，离开重庆，越走越远，最后到了英国。
2000年返回中国。
恰好也是二十年。
我的经历没有奥德修斯那样的奇险，少有辉煌耀眼的瞬间，多有失败和痛苦的岁月。
这二十年，阅读人间，最后渡回长江，归于自己的故土，归于出生之地。
我经常做一个梦，在老家的阁楼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她是一个冤死的鬼，她飘出我的视线后，我要
去追她。
正在阁楼养鸽子的三哥却把我推下梯子。
我呢，总会爬起来，再爬上梯子。
他会再推我下去。
我再往上爬。
写作如同爬梯子，目的不是目标，而是为了看清自己从何而来，看见那些消失在记忆深处人和景致，
把他们的形象记录下来。
三十五岁时写作《饥饿的女儿》这本书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四十五岁写作《好儿女花》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用文字重现我的故乡，纪念我不在人世的母亲、生父和养父，也包括那些去世的从前的邻居。
谢谢阅读这本书的近三十个国家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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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西方学者认为，代表中国一千年历史的是北京，代表中国一百年历史的是上海，代表中国三十年历
史的是深圳。
如果只看一个城市便知晓中国南北东西全貌、城乡变迁全程，那就看重庆。

《饥饿的女儿》以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为背景地。
在虹影笔下，它和文艺作品中的“大上海”颇有几分相似：江上的轮船汽笛，小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算
计，空气里潮湿的雾气，深深藏在心底的大爱大恨，表面无动于衷的亲情，贫民区弥漫着腐败的恶臭
，长江里沉浮漂流的死尸⋯⋯一个类似于上海棚户区的贫民区，充斥着流言和谩骂，藏污纳垢的是非
之地。
阁楼里毫无隐私的拥挤的生活，母女间紧绷的关系和血缘间的亲情，手足之间的亲近和因为饥饿而产
生的怨恨。
主人公有着平常女孩成长期的种种苦恼，也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超常敏锐的爱恨。
她觉得，有人注视和观看着她，而她也注视和观看着自己。
那种看不见的观察与交流，在小小的心灵内流进流出。
出于困惑和绝望，她开始挑战生活。

十八岁生日这天解开身世之谜，其他所有的秘密在时代的暗潮裹挟中一一揭开，吞噬江岸的一切，也
撕开这个平凡家庭掩盖的长年累月的隐痛。
主人公最终离家出走，奔走他乡，因为她别无选择。

平静如水的文字，记录着琐碎日子中的自己和家人的不堪，而静水深流中又有一种超越世俗利害的大
爱，在悲悯中产生，最终，父女和解、母女和解、自我和解。
那是柔弱小身体中酝酿并爆发的叛逆和成长，也是一段关于寻找自我、重塑自我、身份认同、亲情认
同的心灵之旅。
这一切起因于饥饿，终结于爱。

作者自述，在《饥饿的女儿》里，“我非常真实地描述了我自己的生活，小时候我们家有六兄妹，我
排行最小，这么多的人挤在小小的贫民窟里，非常拥挤。
”“那时候我就特别梦想什么时候我能一个人呆着，一个人享受空间，也就是因为这样，我非常适应
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居住、一个人的空间。
”“如果我们都不能面对自己以往的一无所知、迷惘、难堪和经受的折磨，那我们怎么面对以后的生
活？
之所以写《饥饿的女儿》其实目的非常单纯，只是为了忏悔，对母亲和养父的愧疚，因为母女之间从
来就缺乏沟通，对养父更欠一份恩情。
其实有不少人都粉饰自己的过去，有几个人会承认自己是私生女呢？
我只是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过去，表达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而这样也让我的母亲能够抬起头，寻回
做人的尊严。
”
《饥饿的女儿》是作者的成名作，出版后获世界大奖无数。
也是近五十年来赢得世界瞩目的文学作品。
在国外，短短几年即以30多种语言出版40多个版本，获意大利2005年度“罗马文学奖”，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2008年“年度书”，作者也成为英国十年来唯一上过畅销榜的中国作家。
在国内，不仅连续出版两个版本，持续热销；作者每到重庆、上海等地签售，均引发万人空巷追读。
2009年作者因这部作品，被重庆市民选为“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
该书还是台湾地区青少年自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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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很少到城中心去，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街上走，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走出家门来了，汽
车在有坡度的马路上必须接连不断地按喇叭，才能行驶。
到处飘扬着旗帜，什么色彩都有，系在一些高层建筑物上的气球，缤纷晃眼。
街道变得太干净，许多房子还专门粉刷过，门面新配了红色对联，拉了金光银光闪闪的纸条，装饰得
一点也不真实，就像有人为了显派，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压箱衣服取出。
这一天很像一个什么节庆。
 生父在这个下午和傍晚百般照顾百般讨好我，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激，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
经不需要，我只是由着他做。
吃过饭，他说：“去看电影？
”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你妈妈说的你最喜欢书，电影，还有想吃好的。
” 我当即点点头。
 电影院里放两部连场电影。
进去头一部国产片已放了一半，打仗打得乌七八糟，枪炮声满银幕爆炸，冲锋号滴滴达达地吹个不断
，机枪一扫，国民党的士兵死得黑鸦鸦满田野。
革命战士牺牲一个却要好几分钟悲壮的音乐，加入战友们的哭喊悲恸宣誓复仇。
第二部是外国片，讲一艘装满旅客的船撞上冰山，沉到海里去了。
他没怎么看银幕，老是转过脸看我。
我说不看了，想早点回家。
他低下头去看手表，说时间还早，等一会儿送我到车站，送到渡口，送过江去，让我放心。
见我没有做声，他说：“不是你要见我的吗？
” “我已经见过你了。
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
”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像做父亲的人，倒像我的一个哥哥。
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的。
夜幕垂下后，公园里的人比在街上逛商店的人减少些，山城灯夜，从城中心这边来看，完全不同。
 上半城下半城万家烁烁灯火，一辆辆汽车在黑夜里，只看得到车灯的亮光，如萤火虫，断断续续地绕
着马路盘旋，点缀着起伏跌荡的山峦、高低不一的楼房，长江大桥两排齐整的桥灯横跨过江，伸延进
黑压压一片的南岸，船灯映着平静下来的两江江水，波光倒影，风吹得水波颤颤抖抖，像个活动的舞
台。
 6 我生父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抱着那段蓝花布，与他保持着距离。
而他总想离我近一些，表示亲昵，但手却不敢真的伸过来握住我。
当我们坐在一个稍微清静一点的石头长凳上时，我仍尽量与他隔开一段距离，我对他身体的亲近很反
感，他不久也放弃了这打算。
他身上酒味不多，随风吹过来的，是一种便宜的硫黄香皂味。
说实话，我喜欢这气味，不好闻，但清爽。
他的手指专门修剪过，长长细细的，跟我的手指几乎一模一样，手背上有一些疤痕，指甲也不如我的
规整。
他的头发不多，白发隐在黑发里，不注意就看不出来，细算一下，他不过才四十三岁，怎么就很显老
了？
他说话时眼睛有神地看着我，声音清晰。
我把眼睛转开，单听声音，可以认为这个人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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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将一种幽暗带到光亮之中——虹影、崔卫平关于《饥饿的女儿》的对话崔：这本书早已享誉海外，但
直到今天才与国内读者见面。
其中的遗憾自不待言，现在首先应该值得庆贺。
这部作品，在封面上，打上了“长篇自传体小说”的字样，同样，书的封底在引用国外一些媒体和评
论家的评语时，也有“自传”的字样。
你本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一种“宣传”还是实情？
虹：从文体来说，它是自传的。
从外观和整体上说，它是我的整体生活。
最恰当地说，是我主观经验感受的生活。
崔：这涉及到一个基本事实的问题。
比如你同意这样的说法，这本书的基本事实或每一个细节都是你自己经历过的？
虹：这是我18岁以前经历过的事。
包括讲述的事件、时间、地点、人都是当年的。
所以我说是原始记录，像纪录片似的，灵魂纪录片吧。
崔：可以坦率地问吗？
比如说，如果其中涉及到一些具体和真实的人，包括你自己，在写作时有没有某种障碍，毕竟我们在
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把它们拿出来“展示”。
曹雪芹写《红楼梦》要用也用托借“贾雨村”之口。
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写“自传”的传统。
我的意思是说，在“暴露自己的隐私”时，是否感到某些不方便？
比如说在我自己的极少数文字中涉及一点我从小生活于其中的家庭的事情，至少我们家就不干了。
我父亲声明凡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必须由他来先“审阅”。
这对我很有约束力。
虹：即使你说的过去中国人不习惯做的事也可以做嘛。
中国可能的确没有人写自己，但在西方这并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
这其实（并非）是带有一种目的性的回忆。
还是一个体例的问题。
崔：那你认为这就是一部“自传”而不是小说？
虹：肯定是一部自传，但你不能说它不是一部小说。
这是我的生活。
当生活比小说还丰富时，小说就无法写出生活的全部。
十八岁前后发生的事，什么时候铺天盖地而来，什么时候听到，都和书中一样。
我是一个非常内省的人。
一个内省的人发现生活比小说更精彩，你可以想象那时的我是怎么样的。
不是每个人如此，但我的生活如此。
崔：我要问的是在你看来，它到底是什么？
其实东西出来了，你自己的看法并不重要。
虹：我用这种语言的形式来摧毁了“旧我”。
崔：坦率地说，这部作品是否摧毁你的“旧我”对你个人来说，可能意义重大，但对一般读者来说，
就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虹影的“旧我”“新我”、以及你如何继续生活下去那是你的事，就像我们每个人必须都面对和解决
自己的问题一样。
我现在要问的是，你直接写自己是“非婚生”的和你生长的那种比较可怕的环境，而人们更多的是愿
意把自己的某些“负面”的东西隐藏起来，这里需要进一步破除“障碍”，那是一种更大的“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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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我写得时候没有考虑读者。
这是一种永恒的回顾之后所发出的声音。
“非婚生”和生长的环境——贫民窟——（弃儿――离家同走）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没什么好掩饰
的。
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孤独的猎人，作家的心肯定是更孤独的。
崔：打什么“猎”？
虹：打豺狼虎豹啊。
崔：在哪儿呢？
（笑）。
有一个说法可能更接近：写作是一件驱魔的工作，要把自己从是与生俱来的周围看不见的“魔鬼”或
咒语中解放出来，把一个更深的“自我”呼唤和调动出来，对自己是一个解放。
虹：这是让悲剧唱出歌来的工作。
如果有魔鬼，那么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魔鬼缚在我的身上，我在讲述的时候，我自己就不是圣徒，书中
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不是一群无罪的羔羊。
一个真正的作家与一个非作家的区别，在于她／他有否自审和反省精神）。
崔：你用“正义感”的概念让我吃惊！
很少听我们的作家讲这种话了。
“打猎”肯定是心中有个追击物。
这需要一双“鹰眼”，心中有一个尺度。
这是否是作家的“正义感”？
虹：作家们的确多少年似乎不需要正义感了。
许多年来我们更多地围绕“个人主义”写作，以前的“正义感”是上“锁”的，现在到了打开这把锁
的时候了。
就像以前人们常说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美化”过的现实主义。
粉红色图画，不是现实。
我不谈文学理论，那是理论家的事。
但我想说，现实主义是说文学像镜子，如实反映。
不可能的。
这镜子在作家脑子里，作家脑子不是镜子，看到的一切只是作家的主观意识经验。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城市贫民。
而为什么那些号称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作家看不到，他们的现实主义在哪里？
我们只能写我们的主体经验，并不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我们得到的是很分裂的经验。
所以写的我体验中的现实，我忠实我的心灵。
崔：显然重庆长江南岸人们的生活处于一种“不公正”的状态。
它仿佛处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背面、作为“幸福生活”的垃圾而存在。
它承担的代价是难以言说的，是“红旗下的蛋”们拒绝想象和承担的。
人们拒绝想象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
虹：那里的人们连他们本人也并非知道自己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代一代人就那么循环下去，表
面上很安稳。
我出来之后，看见了另外一些生活，才知道我曾经生活在一个什么世界里，真是不寒而怵。
有意思的是，这次我回家，在同样的地点，那个厕所还在，只是“男厕所”“女厕所”的门掉了向，
照样还是三个坑。
实际上，贫穷并不是唯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在那样一种生活中，失去了希望，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屈辱，他的子女的卑
畏感，无前途的绝望，失去了未来，可能就根本不知道有所谓“未来”，不知道“换一种活法”这个
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心态，对黑暗的默认超过了任何一种地方的人们。
崔：环境的扭曲和人心的扭曲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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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正是这种内心的绝望。
“六六”的绝望和其他人的绝望。
你通过挖掘这种绝望，找到了自己的原来深藏的“我”，这个“我”不管你在世界各地，你在月球上
，你还是从过去走出来的那个你。
这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identity”）。
通过这种认同，人才能给自己一个说法，才能得到拯救（这个词还能用吧？
）而你在这种自我认同的同时，也认出和宣布了你周围人们的身份，他们歪歪曲曲的生活。
作家的“正义感”首先表现在这种对自身的忠直和对于她／他所看到的生活的忠直。
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接受一种“自传”的说法。
虹：我觉得自己有着疤痕的“向日葵”，不管我到了什么地方，在异域的世界里或回到家乡，总是向
着自己内心最深处，即使在梦中。
我还是想“翻身”。
我到现在还喜欢小说中穷人要“翻身解放”那股子气，当年我也要翻身，我第一就是想在家里“翻身
”。
小说中写到当时家里有一件黑色短尼大衣，母亲穿，大姐、二姐、四姐轮穿，就是不给我穿，夜里我
躺在床上气不过，对挤在一床上的四姐说：“我要翻身”。
四姐让出一个空说：“好吧，我让你翻身”。
这种记忆很深刻。
这种生活和这种发自内心的尖叫不会离开你，是刻在你灵魂中的东西。
除非你把它释放出来，否则你就不得安宁。
崔：义无反顾地、完完全全的承担自己，承担自己的过去也是承担自己的当下，这体现了有关文学和
有关人生的双重道义感和勇气。
现在有人倾向于把这两者分开，小说的伦理与生活的伦理毫不相干，一个并不扎根于另一个之中，至
少对于中国人是不够诚恳的。
在这本书的北京的“发行研讨会”上，有人表扬你“没有在伦敦过纸醉金迷的生活”，其实在北京才
更有可能过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但你想想看，在北京“纸醉金迷”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譬如上海、广州过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是什么意思？
虹：就像威廉？
莫尼斯对十九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的批判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最大罪恶在于低劣趣味，并把这种低劣
趣味变为社会的主导地位，变成时尚――人人都得认同的时尚，不然，你就是落伍者。
一心成为一个“时尚的人”，想当然地（认为）只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才是生活。
这种（低劣）趣味带到文学中来，以为只有写“纸醉金迷”和“新洋场酒吧文学”才是文学，自以为
搞的是“超后现代的”，已经赶上世界最新潮流的顶端，殊不知落入了现代（时尚）商业“天鹅绒监
牢”，把自己打入（全球资产阶级恶趣）的“阿鼻”地狱之中，还自以为得计！
？
中国真正有个性的作家真的必须在“文革”中找，文革的强制一体化使几代艺术家产生了追求个性的
强烈欲望。
崔：听你这番话，看来你在伦敦真的没有“纸醉金迷”。
至少过的是一个作家的真实生活。
伦敦是个好地方。
鲁迅文学院可以考虑搬过去。
但你放心，他们绝对会把北京的“纸醉金迷”同时带过去的，这个建议我还是不提了吧。
但在伦敦肯定对你的写作、视角产生了某些影响？
虹：绝对不可能是“纸醉金迷”。
主观想象西方或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那里过的是一种朴素的乡村生活，（几乎是隐居生活。
）我的朋友是周围大自然中的一种红色的狐狸、松鼠、橡树和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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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写字桌和电脑放在什么地方是不重要的，关键是你敢面对哪个方向。
也许在伦敦，我更敢面对我自己，更可能集中精力写作。
崔：刚才我们在承担自身的意义上谈到了小说的“自传”性质，但是它和人们所说的“自传体”小说
还是很不一样。
一般“自传体”的“传主”和“被传者”是同一个人，故事的主角和叙事人的视角是重合的，但在这
部小说中，真正的讲述者并不是“六六”本人，她甚至是被蒙蔽的，她对自己的身世隐约感到了什么
，但必须由别人来讲述。
揭开这个秘密恰恰是叙事的动机。
“六六”渴望他人来讲述，她是从大姐、母亲、生父的嘴里一点一滴了解到她想知道的东西，真相一
点一点透露和揭开，她是被动的，被讲述的，她本人知道得最少，当然，讲得也最少。
这样，读者的好奇心并不仅仅在一个“隐秘”的故事上，同时还有由谁来接着讲，这个人知道多少，
他提起哪些线索，又丢掉了哪些，他愿意讲哪些又不愿意讲哪些，这就构成了作为“故事”之所以成
为“故事”的那些要素，视角不断的变换，不断地有东西牵出来又按下不表，这都是小说的技巧，而
传记作者不需要这些。
并且正是因为这种“有限视角”，使得这部作品避开了本人的渲染和张狂。
这是读这本书的人不必担心的。
虹：你提的问题台湾作家兼批评家朱西宁先生在他的文章《写自传还是写自己？
》中也谈到过，他针对葛浩文所提出的自传体例的问题，提出这是写自己而不是自传。
我认为这种划界并不是很重要，关键在于怎么写和怎么写得好。
我自己在不在里面这最重要。
崔：我始终要说，对你重要的并非对别人也重要。
除非将你自己写进去，同时也提供了他人也可以这样观察自己、寻求、承担自己的角度和勇气，才是
有意义的。
当然这本书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从“六六”的身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某些影子。
可以说，就底层人民生活的经验来说，描写农村的或其他的什么的都有，但描写城市贫民的几乎没有
。
这是一群特别绝望的人。
但从他们身上，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和我们近似的东西。
只是这种经验没有如此富有勇气地被表述过。
虹：尤其是女性。
她们的绝望。
女性不得不承担的东西比男人要多。
她们有多绝望，是因为她们有多敏锐。
这些祥林嫂们，必须由鲁迅来代她／他们来说话。
母亲、大姐和其他的姐姐们，我的命运和她们相似。
崔：除了那些女性们，这里男性的命运也不好到那里去。
天下穷人是一家。
你在承担起自己的生存的同时，也承担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
这里生父和养父的形象都很清晰生动。
虹：你在为男性说话了。
本来我以为父亲的形象在我这儿是缺位的，现在重新看这本书，发现我对父亲的形象是注满深情的。
血缘和非血缘本身并不重要，只是具体的个人情感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养父对我充满了爱和同情，始终如此。
我在去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奔丧》里重新追述了他，我写了他有十几年都从未看见我，到他去年六月
过世。
他是一个盲人，但他仍然可以带领我在黑暗里穿行，他穿行黑暗比我有胆量和信心，他给了我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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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
崔：你在写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后来发现它们在作品中却客观存在，这是生活本身的力量和
写作本身带来的力量。
它们把你带到一种属于你自己、却始终没有露面的东西中去。
当然，这部作品中可能有更多的超出你自己原先想象的东西。
由于“六六”是被讲述的，所以实际上被置于前景的，还是“六六”周围的那些诸多的人们，你写的
大姐和母亲的形象比“六六”更轮廓分明，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你并不是只善于写自己，也许你写的别人更成功。
包括那些你没有经历过的场景，重庆解放前夕“9？
2”火灾的情景，红卫兵江上武斗的情景，笔墨不多，都写得很精彩。
通过一种纯粹是想象的复现，甚至比“六六”本人经历的场景更有说服力，这是一个作家才能的体现
。
你是在写你所听到、感觉到和想象的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六六”本人更像是一个穿插，通过她的命运，展现了一段特殊的生活历史。
虹：那样的生活造就了我。
贫民窟的语言和环境是一种舞台，每天有故事，每天有戏看，每天有人进监牢，它的色彩是浓重的，
语言的色彩也是强烈的。
崔：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横冲直撞”的东西。
在那样的生活中，几乎不能再丢失什么，所以人们具有一种野性的、原发性的乃至暴力的东西。
那儿的人们最少恐惧。
但在另外一种“横冲直撞”的力量——我指的是历史——面前，他们同样逃脱不了干系。
那里的人们更没有保护能力。
于是一个最卑微的小人物，他的命运也和巨大的、几乎是他完全不能理解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与其发
生碰撞，而自己却永远懵懵懂懂。
这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再小的人物，他们的经历、遭遇和我们称之为“历史”之间，都有一条歪
歪斜斜的通道和脐带。
在那种碰撞中，他们被削减、被剥夺、被扭曲，渐渐被揉成一张抹布似的东西。
虹：但在历史的这张“花名册”中，他们却被轻轻地划去了。
抹得一点痕迹都没有。
别人受的罪是罪，他们受的却不是。
什么也不是。
但他们实际上也是人，不是牲口，也有人的感情和尊严的要求。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人实际上被冷落了。
崔：是他们在历史上的那个位置被忽略了。
他们生活实际上在历史之中，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个人命运的变迁，可没人从他们的脸上读出历史
的风云和残酷，仿佛他们在历史的“体外循环”。
甚至连牺牲品的资格都没有。
就像那些武斗中死掉的工人。
他们永远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外，一点回音都没有。
虹：就像我的母亲现在也不能读我的书。
她不认字（这本书的台湾版本和所有西文版本都有我题献给她的字，国内的版本由于电脑排版错误未
有。
这在说明什么呢？
连中文字也否定她）。
对于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灾难，他们自己几乎一无所知。
这是不幸的。
这种不幸全部落在了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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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而你却写出了她／他们的故事，记录了他们无名的苦难，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回报和担当起了他们
给予你的特殊的馈赠。
你母亲应当为你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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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出生于大饥荒年代的私生女，从小生活在重庆偏僻落后的贫民区，忍受着兄姐的排挤和漠视，以
及父母的疏离和怨恨，孤独而寂寞地长大。
在这寂寞长大的过程中，她一直感觉自己和这个家庭的疏离，却从来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她一直感觉有个人在偷偷窥视着自己，却怀着期待和恐惧交织的矛盾心理。
在十八岁那年，一切终于真相大白，她知道了身世，认识了自己十八年来默默付出的生父，却又拒绝
了生父愧疚和卑微的感情。
那年，孤独、渴望温暖的她，失身于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历史老师，一个有妇之夫，不久他因为害怕历
史清算而自杀。
她逃离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庭，杀死了腹中没有父亲的胎儿，开始了自己的流浪和放纵的生活。
一个饥饿于食物、饥饿于感情的女儿，饥饿的青春期里，面黄肌瘦的她，曾经生生呕吐出一条长长的
蛔虫；渴望来自父亲的感情，但当生父真的伸出期待的温暖的双手，她却又残忍地拒绝原谅。
我被她的经历深深触动。
最终时隔九年后，她回到离开多年的家，生父已在对女儿和情人的思念中悲惨地死去，病重的养父欣
喜万分，曾经强硬和冷淡的母亲变得软弱和温情，她穿着九年前生父买的花布、母亲缝制的新衣，拿
着生父的口琴和他给小女儿的绒帽，回忆起那年自己曾经的无情⋯⋯这种痛，不可挽回的伤痛。
原来我只是把这本书当作一部小说来读，最后才知道这是一部完全真实的自传。
——豆瓣网友“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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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饥饿的女儿》编辑推荐：最值得阅读的作家。
如果厌倦了体制内作家的流行而无力的文字，那就可以读读虹影。
她将哲学层面的身份认证和身份识别，融于世俗生活的爱恨中，出神入化地让读者悲喜莫名；她的文
字极端自我却极能引他人共鸣，她倔强自负却让人忍不住怜爱心疼，她从不为哗众而刻意去写任何一
个字，却不知觉在文学之路走得最远。
她是文坛的先锋队员、常青树，海内外媒体称她“脂粉阵里的女英雄”“怀揣利刃面对世界”“勇敢
而残酷的写作”、“离诺贝尔最近的中国女作家”，英国诗歌“一等奖”、意大利“罗马文学奖”、
台湾《联合报》大奖（王小波也得过该报的奖项），作品入选台湾青少年自学教材。
最值得珍藏的版本。
虹影著述甚丰，国内亦多有出版。
此次推出的精品集，系作者与出版方共同精心细选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翻译语言最多、印销数量最多
、获国际奖项最多）的6本代表作，首次在国内结集同步出版。
全套书由著名设计师友雅操刀，高档布面精装，内文印制精美。
每书附有作者在海外30余个国家出版的70多个外版书封面。
最共鸣动容的成长故事。
要想和过去的所有生活都决裂是办不到的，记忆、一个人的根和童年意识，都是无法摆脱的，一个人
别想和过去决裂。
即使身份能够挣脱，但是，你的成长是和父母给你塑造的环境有关的，你无法挣脱得掉。
可是这些东西，却对一个作家来讲，是一笔博大的财富。
华语文学颠峰之作，2013全新升级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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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把虹影划分到海外华文文学界，作者现在海外华文写作成就非常好
，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形成了完整人生观、世界观的一批人走向世界以后，
他们对海外华文写作的一种冲击，和从两地、两域两种文化的对接和碰撞当中，再返回大陆，它所提
供的文学经验，跟以往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方面，90年代以后的华文写作，对于中国大陆的写作，
是一个贡献。
比如，在这十年当中，有三位非常优秀的女性作者，比如严歌苓，加拿大的张翎，比如虹影。
女性海外华文文学三剑客，他们都提供了非常不同的文学经验，在文学史传承的意义上，在我们了解
大陆文学板块和构成方面，这些经验都是不容忽视的。
——陈福民虹影写的是普通家庭，不是什么大家庭，是底层社会的一个家庭，但家庭关系特殊，兄弟
父母之间都很特殊。
在歌颂亲情的大背景下写出了另一方面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没有亲情，而是亲情也包含很多矛盾冲突
，这些冲突这与人性的弱点是相关的，不因赞美家庭而掩盖这种危机。
刚才白烨说她是现实主义，很真实讲出了家庭关系里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虹影在这方面描写显得非常
狠，尤其是写自己家的事，以第一人称写自己的事情，虹影显得特别真实。
没有掩盖真实的人性，深入家族细微的关系中，看到最基本的社会层面显现出人性的冲突。
——解玺章虹影写《饥饿的女儿》开始，就用的是现实主义笔法，而她的现实主义笔法特别凌厉。
严酷冷酷的现实，写的特别真实，可以说是心狠手辣的现实主义，这是特点之一。
——白桦虹影把饥饿年代的苦难写得令人不寒而栗。
《饥饿的女儿》成功了，虹影走向新的水平线，她突破了自己，也超越了与她同时期中国女性小说写
作流行的基调。
——刘再复《饥饿的女儿》属于中国，属于地地道道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特别是它所表现
的那种几乎是不可重复的生命的生长方式，令我一望即感亲切。
——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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