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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事情查中外新闻可见，人何其烦琐，人间何其花哨！
我记录下来的多小事，把大事留给别人去说。
人只能活在小事之中⋯⋯总之，这些记录是不全的、局限的、个人化的、本能的。
无数这样的记录跟传媒新闻比照着读就读出那个当下。
    书名中的“五根”是上海俚语。
十岁一根，五根就是五十岁了。
这说法比硬说自己“知天命”好玩。
它早先是指钞票，十元作一根，不知何时转称岁数。
我还没混到六根，所以还不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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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村，男，原名杨遗华，上海人，回族。
1971年底到安徽农村插队。
1975年病退回沪，进街道里弄生产组做工。
1978年初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专科学习，毕业后到上海市政二公司工作。
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步入文坛。
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
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走通大度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等，长篇小说《住读生》
、《从前》、《鲜花和》等。
他的小说一类主要是对亲历的知青生活的描写，采用“我”作为叙述者，表达对农村和农民的复杂情
感。
另一类是对普通人生世事的描摹，在凡人对外物的无助的情境下展现人的自尊与自卑的交织心理，显
露他对人生的忧思。
晚近的小说有较强的实验意识，但仍保持着对现实生存状况的个人关怀。
因患强直性脊柱炎而常年弯腰驼背，故以“弯人”自居。

    著作有:《陈村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长篇卷：《从前》、中篇卷：《他们》、短篇卷：《裙枪》；
    散文卷：《躺着读书》；
    长篇小说:《鲜花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中短篇小说集：《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屋顶上的脚步》；
    短文集：《今夜的孤独》、《弯人自述》、 《一下子十四个》、《小说老子》、《百年留守》、《
四十胡说》、《古典的人》、《陈言勿去录》、《杨家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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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6　五雨　　写完《又过一年》　　一早起来，把徐芳关于过年的稿子给对付了。
欠她几年了，都是朋友，　　不好意思再耍赖。
　　上午吴斐送我到青松城。
去当《萌芽》杂志“新概念”作文的评委。
见　　兆言、格非、甘露等人。
甘露送我书。
一天在看初赛的稿件。
晚上和格非、　　兆言、甘露聊天。
　　宗福先电话，说给卫生局长打电话，要政协办公厅开公函，转到瑞金医　　院。
我的许多事情总是麻烦福先，多年了。
他帮过无数人的忙。
　　要天天住到王宁那里。
今天是她和胖崽的最后一天上学。
放假了。
　　又过一年　　我已在过第五十个年，过年这件事情不新鲜了。
　　在所有的节日中，过年时的心情是最少变化的。
以前曾提倡移风易俗，　　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口号叫得很响，真正革命起来的我没见过。
平时革命　　革命也就罢了，过年还要革命，大家就有点懈怠。
官方话语中，过年不叫过　　年了，改称春节，百姓还说过年，说惯了。
春节再革命化，也是放假三天，　　全家好好吃一顿，领压岁钱。
也有改变的地方，给长辈拜年，不说恭喜发财　　，改说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反正都是好话，没什
么十三点会说“斗私批修　　，继续革命”。
那时候上海不让卖炮仗，我们从插队的农村带回来，过年的　　时候放上一通。
大年初一，不能骂孩子，不可吵架，不能摔破东西。
初一骂　　人要骂一年。
种种民间的忌讳、规则依然有效。
革命革到那个样子，都没把　　过年给革了，可见它的顽固。
那时候的过年，如冬日的阳光。
　　过年是农耕时代留下的节日，真正的年还在农村。
一进城市，不免偷工　　减料。
城里的人，不再聚族而居，没有家祠不供祖先牌位，过年不祭祖了。
　　孔子有两千年的家谱，小民们三代以上的祖先已说不清楚了。
日子过得再红　　火，忘记祖宗，总不能说是件好事情。
革命者没有想过，丢掉祖宗的概念哪　　来的祖国呢?人毕竟还不是克隆出来的，有“祖”或没“祖”
很不一样。
　　在城里，也不祭灶了。
农村的灶台上贴个灶王爷挺美气的，给老人家做　　个龛安顿好了，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现在是煤气灶，墙上敷的是滑溜　　溜的瓷砖，灶君菩萨没个住处了。
所以，那个老天除了下雨下雪，除了发射　　卫星飞船，也和大家没多少关系了。
　　人老了，会想念旧事。
小时候的年初一，弄堂里响着零星的炮仗声。
醒　　来的第一旬话要跟妈妈道：恭喜恭喜，身体健康!等到蹿出门去，看见伙伴　　们一个个不大像
了。
小孩穿着新衣，或戴一顶新帽子，那时再穷再苦的人家　　，也要给小孩做身新衣过年，哪怕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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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衣改一改。
做件新衣不容易，　　孩子在长身体，家长怕转眼衣服太小，就往大里做，所以，穿在小猴子们的　
　身上都挽着袖口裤脚，唱戏一样，样子果然斯文许多。
小孩毕竟是小孩，劣　　性不改，新衣口袋里摸出一节鞭炮，吹吹纸捻点出一声脆响，洋洋得意。
鞭　　炮本来扭合成一条鞭才叫鞭炮，小孩舍不得一股脑儿放完，总是拆成一响响　　地零放，夸张
地吓唬人家。
哪家用竹竿豪放地挑出一挂鞭炮，刚放完，立即　　拥上一群小孩，头对着头，在纸屑中翻找漏下没
点着的，找到就很开心。
过　　年穿新衣实在也很受罪啊，玩不尽兴，如果被哪个小伙伴的炮仗将衣服烧焦　　一块，就难回
家见爹娘了。
再过一会，吃完了圆子，小孩陆续被点名叫回家　　去，跟着父母去给阿爷阿娘或外公外婆拜年。
弄堂里，人们来来去去，手里　　拎着“黄篮头”(用竹篓装的水果，上封红纸)，去拜年或来拜年。
　　以前的大年初一，跟妈妈去给外婆拜年，后来外婆没了，去给妈妈拜年　　。
现在，除了给岳父岳母拜年，不知该给谁拜年了。
我想，我也就这样慢慢　　地成了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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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真是越来越没出息，一拖再拖才将这本书稿做完。
谢天谢地！
很简单的事情，没想到会弄那么久，身心疲乏几乎忧郁。
困难在于想补上那段日子里的通信与帖子。
平日不肯整理归类，等到引用就很挠头，况且保存在论坛上的资料容易散失。
令我想来想去的还在于分寸，一些话今天公开面世会有困惑，说得那么精彩，删还是不删？
这总是非虚构读物，我的原则是别让他人太难堪之余尽量多保留一点信息，哪怕留一个根。
行文中，宁删除不造假。
 有些事情说明一下： 这书中常出现的天天是我女儿，今年高中毕业；胖崽是我儿子，正读小学两年
级。
王宁是女儿的母亲。
吴斐是儿子的母亲，我的现任太太，吴剑、三毛是她的弟弟妹妹。
有些老朋友如郭祥华(绰号“大象”)跟文坛无关，是我生活的重要支撑，哪天讨饭第一个讨到他家的
。
我不能一写书就把自己涂抹得上下名牌口吐仙气，扮演通体文学。
 比较出格的是，我在书中保留了一些家庭纠纷的痕迹。
其实谁都明白，真实的家庭生活不都是晴天。
纷争多由小事引发，因这邪火烧在身旁，让人心烦以至于恼怒。
书中还保留一些我这个父亲管教女儿的失败和头昏，放在那里等她过十年再看。
当丈夫已很考验人，再当父亲，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困难的职业，还不给辞职。
 这二十多年，我一直在家工作。
把工作室设在家庭中很不明智，甚至可说缺德。
两者的职能是冲突的，鲁迅的小说中也有“大白菜堆成A字”之类描述。
当作家简单，当户主麻烦。
我相信这种记录比亮相于家庭类杂志上的“名人婚恋”好，至少真实许多，不刻意打磨抛光。
感谢我深爱的家人，容我在这个窝里梦想、劳作、烦神。
 书中带#号的段落是有关我写作的记录。
我在日记中一直用这个“#”鼓励还警示自己。
 我在书中引用了一些帖子，它原本多半贴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上。
在那里，“陈村”已被人注册，我只能叫“陈村在上海”。
为存其真，原样搬上纸面。
可惜的是，那网站只保留三个月跟帖目录，更多的帖子找不出来了。
 书中插入的照片，非我所拍的，尽力标上拍摄者名字。
有的实在想不起作者，还请鉴谅并和我联系。
 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事情查中外新闻可见，人何其烦琐，人间何其花哨！
我记录下的多小事，把大事留给别人去说。
人只能活在小事之中。
因为躲懒，有些奇怪事情本可一记，例如上海2004年的房价大涨，因我不再买房子，就不上心。
那个美国总统的大选也可一记，但终究不是自家的事情。
总之，这些记录是不全的，局限的，个人化的，本能的。
无数这样的记录跟传媒新闻比照着读，就能读出那个当下。
 书名中的“五根”是上海俚语。
十岁一根，五根就是五十岁了。
这说法比硬说自己“知天命”好玩。
它早先是指钞票，十元称作一根，不知何时转称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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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混到六根，所以还不清静。
 感谢朱耀华和张予佳两位先生的不懈催促，非此不能完稿。
尤其是小张，深入虎穴，蹲在我当版主的“小众菜园”日夜监视，目光热辣，令我不好意思不做书稿
而整日发帖回帖玩耍。
他想必洞察，一个人到了五十岁是很容易胡闹的，即便不经常出去消费各种文化，也要自找不正经干
活的理由。
古人活到五十已是侥幸，我劝自己看见这个“侥幸”，感谢上天恩德，把日子省着点用，狡猾地用。
 谢谢耐心读到这里的朋友。
你我“根”数不同，却呼吸同样的空气，被同一个太阳照耀。
　　　　书评－－朱伟　　陈村在2006年出版了他的2004年日记，2004年他50岁，所以叫《五根日记
》。
 　　　　陈村这本日记，好处是将一年内他自己写成的短文、别人给他可供发表的信件掺杂，以解决
日记空间狭窄、单调。
其中有已故陆文夫先生给他的信，一封写道，“我的写作生涯实在是从50岁开始，50岁以前的作品只
能作为个人留痕。
年龄和经历可以使人更清醒，也可以使某些人变得糊涂，糊涂得自以为聪明”。
陆先生是一个一辈子平和之人，这里提到的“某些人”就颇耐人斟酌。
 　　　　从这本日记看陈村一年，1月、2月准备3月的手术，5月迎接史铁生到上海，6月欧洲杯，7月
到新疆，8月奥运会，9月陆星儿死了。
发生在网上的事件，先是抨击侵犯版权，然后推荐网上美女写手，办“小众菜园”，将朋友间老照片
贴出示众。
他读书、写字、吃饭，陪儿子做作业、玩游戏，与女儿好像有些矛盾。
一年中似乎只有情人节说到自己“已从爱情战线退休”有点哀戚；进医院开刀前有一句“人生苦短，
总和那么不好玩的事情在玩，那就更短”的抱怨。
除此都欢畅蓬勃、嫩芽咄咄逼人。
周边朋友，则年复一年也都在欣欣然劳苦中：王安忆到复旦当教授，孙甘露在学法语，马原忽隐忽现
，在开他的宝马车。
陈村说，人的一生，废话居多，乐此不疲，谁能真把废话废了？
把废话写成味道自然是本事。
作家中如果要比写日记能力，大约谁都比不过陈村文字俏皮。
　　　　此书中有四篇写得精彩的短文，一写李敖，二写胡兰成，三写朱德庸，四写那些不知天高地
厚的小青年。
陈村对李敖的概括是“鸹噪”，说他是因性欲无出路才在文章中淤积成灾，所以写字基础是手淫，失
去对象忘了分寸，才只为自己痛快。
且趣味也是温饱型，肉感第一，“重咂滋味，饥寒之士在细数有吃的日子”。
他说胡兰成的文章恰如他鉴赏女人，虽有灵光一现，毕竟心魂散了，所以指草言花，纵蹄而过，空山
无人。
他说他“心里大抵是卖弄的，笔下却干净、妥帖、妖娆”，这六个字用到精致，最好是“妖娆”，“
妖娆”中其实有对女人平静之心的骚扰。
他还说。
“张爱玲心有尘埃，以尘埃作底，所以不打妄语，一身不虚。
胡兰成不喜欢有根，图一个漫天飞舞”。
但分析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书，前两句张爱玲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后两句胡兰
成续“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认为张爱玲签订的是终身，要婚姻本义；胡兰成以安稳对静好，
则“左顾右盼，心中发虚，留了尾巴”，多少有点牵强。
在我看，胡兰成文字，读一本《今生今世》足矣，他文字最好也就在遇到新鲜女人之时，《山河岁月
》、《中国文学史话》都暴露国学根底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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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无法容忍的则是《禅是一枝花》了。
　　　　四篇文章中，说朱德庸，因本意是吹捧，不再恣肆淋漓，就只以肉笑皮不笑写他皮笑肉不笑
。
说朱德庸作画如持斗蟋蟀之丝草，这块须须，那块须须，逗窈窕淑女与好逑之君子都玩起纠缠得无可
逃循的游戏，还自以为壮烈，其实都是他自身的写照。
写朱德庸蓬勃坏笑时，他自己更“阴私”得意。
 教训年轻人则有些气急败坏——年轻算个鸟，你们今天可以不是东西，你们可以断定他人不是东西，
暗中你们一定要自己成一个东西。
中国文字的逻辑关系，码来码去，以自己逻辑唱双簧，自得妙像迷醉。
这是陈村玩熟了的，当年那篇《开导王朔》就可以拿来做单口相声。
 　　　　大概谁的文字都好在这样不修边幅，无遮无拦，无须任何禁忌。
比如说胡兰成，反正是个汉奸，又是个死人；比如说李敖，反正他一辈子被很多人骂，他也骂更多人
。
这都不需承担或不怕承担责任，文字就可信马由缰地写到哪里算哪里。
陈村文字的活泼，最好状态其实也就在这种他自称“瞎写”周边人事，越写自己越好玩，从阴险刻毒
中收获机智。
曾邀他就如此一周点评一个人物，他含糊其辞，最终也未成就这一好专栏，耽误了最出色文字。
不过再想，除胡兰成与李敖，周边人也不能这样刻骨地被评论——大家都被一张皮披着，揭这张皮有
意思，真把它揭掉了，大家都不再有新鲜，陈村也就不能貌似忠厚地记日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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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年客丛书之一。
这是一本写给中年男人的好看读物。
做一个桥梁或中介，让洛丽塔们和其他更多的读者看他们的视角，看他们的境界，看他们的做派，看
他们的趣味，看他们的玩法，从中享受，认识或进一步认识绅士玩家，并积累审美经验，先从本书读
起。
　　《五根日记》收录了著名作家陈村50岁这一年的日记、通信、随笔和网上帖子。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全天候泡网的作家，陈村的好斗、有趣都可在书中窥见一斑。
在网上曾引起过轩然大波、让人笑痛肚皮的《斗胆教训年轻人》、《话说李敖》、《话说胡兰成》等
妙语奇文也被收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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