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读书方面，我以前是“内容至上主
义者”，或敬其学问精湛，或赏其见识通
达，或慕其情感深挚，或赞其技艺高超，颇
像我的饮食偏好，典型的肉食动物。

但今年7月底，当我耗时一年将《诗
经》精读完，想马不停蹄攻下《楚辞》时，
腿却灌了铅，迈不动了，只好找些“闲
书”来缓缓。不读不要紧，一读还上瘾
了。这类书的功效类似汉堡包中间夹
着的那片菜叶，平常是不起眼，可夹在
汉堡中间，荤素调配，还真是美味无比，
不可或缺。

瞧美国藏书家纽顿多好玩！他不像
传统的藏书家，买书是为了收藏，也不像
学者那样，买书是用来看，而纯粹是享受
集书的乐趣。一本自己相中的书若干年
后涨价，他便享受“自己眼力不错”的乐
趣。这有点像我们农村以前的生猪买卖，
因为不带秤，屠夫往往要靠眼力估测生猪
的重量，所估重量与实际差距越小，就越
牛。纽顿的《藏书之乐》写来奔肆杂乱，却

有一种杂树生花的美，比如，他形容王尔
德的文字“有丝绸般的质地，时而柔软如
耳语，时而坚硬如鹅卵石，颠三倒四，却华
光溢彩。”

《查令十字街84号》被誉为“爱书人
的圣经”，我觉得有点过誉，但确是一个美
好的买书故事。作者汉芙是白羊女，行文
跳脱如小溪，语言泼辣爽脆如夏夜的酸萝
卜。多年书友成亲人，当她打算跨国去看
看自己神交的书店时，却情怯了，“如果我
胆子足够大。隔着三千英里的安全距离，
写了一堆没大没小的信，我大概只会悄悄
溜进去又静静踱出来，而不敢告诉他们我
是谁。”

中国爱书人钟芳龄出于对《查令十字
街84号》的喜爱，还于1996年在美国探访
了汉芙老太，老太说她的一生因为和“马
克士与科恩书店”结缘而有了意想不到的
收获：“先是与店员建立友谊，弗兰克死后
却因发表了他们的信件而赢得读者与评
论家的喜爱，让写作生涯原本不顺遂的

她，重拾自尊与自信。这种书信集不仅对
汉芙意义深远，也影响了不少爱书人。一
位美国书商因为这本书而对自己的行业
更为坚定……有些浪漫的书迷情侣，甚至
相约在那个门号前初吻。”（钟芳龄《书天
堂》）

德国爱书人莱夏特则对空间敏感，
“书，是表达的一种形态。即使电子书日
益普及，但是建筑作品集与杂志还是必须
以纸本的形式来呈现才行……你看，只要
将美丽的书陈列在书架上，整个空间的质
感就会瞬间提升。”（清水玲奈《书店时光
III》）这让我联想起高跟鞋的魔力：能使臀
部收紧，重心上移，变成背部美人，就会有
立体感，“阴影和空间是女性魅力的重要
部分，它表达了开朗中的典雅，沉静中的
坚强，华丽中的纤弱”，穿上高跟鞋，这种
魅力被360度呈现。

最近读的《书世界》也有几篇好玩。
一只羊可以制成一张100×55厘米的皮
纸，一本《圣经》就要用 210 只至 225 只

羊。如果追求皮纸的光滑细腻，就用幼兽
和胎死动物的皮革，一只幼羊只能制成
84×45厘米的皮纸，小牛则大一些。8世
纪爱尔兰僧侣手抄本《凯尔经》680页，需
340张皮纸，150头小牛。像我有万册藏
书，就得有200亿只羊，古代只有成吉思
汗有这种财力。所以，没有纸的发明，文
化普及根本是不可想象的，我等穷苦出身
当然得感谢蔡伦爷爷。

古籍书影亦美，与《古腾堡圣经》齐名
的《美因茨圣咏集》，工艺繁复，红黑相间，
大小错落，像莫扎特的乐谱，像陈半丁的
梅花图，像薄雾笼罩中的黄药师桃花岛，
缤纷绚丽！

夕阳下再看那些欧式装帧，或典雅，
或豪华，或清俊，或绚丽，或周正，或清
丽。最让我心神摇曳的是《莎士比亚十四
行诗集》，封面镂空，“光线透过层层镂空
照射在扉页上，光影会随着封面的开合而
摇曳，就好像是莎士比亚的诗句投射在我
们心底的涟漪。”

闲书就像汉堡中间那片菜叶
邝海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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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会不会读书
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书单

《书里书外》

在书中，陈平原不谈高头讲章式
的学问，而是杂谈买书、访书、读书、
品书诸事，娓娓道来，亲切平实。作
为学者，陈平原书话写作非其本职工
作，也不像黄裳、谢国桢、唐弢等前
辈，有条件讲求版本，只是尽力搜寻
阅读晚清小说、期刊，并将视野延伸
至古今中西的相关书籍，一切都与自
家研究思考有关。于此书，可见陈平
原治学之境界与读书人的本色。

现实与梦想，月亮上都没有。醒醒吧！放完
中秋假，2019 年余额就不足了。过完国庆黄金
周，四舍五入，年底了。

话说回来，阅读这件事，无论何时开始，都不
嫌晚。

本周书单的主打推荐是陈平原的《书里书
外》。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陈
平原说：会不会读书，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在

《书里书外》里，陈平原虽没有在书的名称上冠以
“书话”二字，却实实在在是作为书话来写的。在
谈到对书话文体的见解时，陈平原讲得很活泼。
他说，“之所以称为‘书话’，而不是‘书评’或‘书
论’，除取其包含散文因素外，更取其写作时的潇
洒闲适心境。如老友神聊，夫妇闲话，尽可无拘无
束，无始无终。不是‘形散神不散’之类的‘作闲散
科’，而是真正海阔天空，得意忘形，只求有情有
趣，不问‘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书话既是从题
跋起家，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应该是其看家本领。”

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诗人里尔克向
身处困顿中的青年人诉说了诗人对生命的体验，
希望他们能以更大的耐心对待成长中的苦闷，向
平凡的生活寻求更深沉而本真的意义。这些永恒
的话题以亲切平易之语娓娓道来，展现出优美隽
永的风格。

此外，有关乡愁的回忆录——《到得了远方，
回不去故乡》，也值得你关注。

提示

苏格拉底在
为自己被判死刑
的申辩中说：“未

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提。”
凡受过理想光辉照耀的作家
多乐于省察，在描摹现实时，
无不想在作品中烛照人物，
引带一个个人物从生活的泥
淖中跳脱出来。《人世间》以
时间串起珠链，以空间变迁
为闪回，全景式再现了50年
来十几个主要人物的生存和
精神境遇，走的是一条沉稳
而富有挑战的道路。这部小
说延续了梁晓声40年来创
作与思考的精神内质，扩展
了从知青文学、后知青文学
到面向芸芸众生的写作视
野，更实现了格局上的跃进。

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
被贬谪到永州。在永州，他有感
于世人不知“推己之本”，写下了

《三戒》这一组著名的小品寓言，
其中第二篇即是《黔之驴》。

对于这篇文章的主旨，一般
认为是讽刺那些虚有其表而实际
上孱弱无能的人，成语黔驴技穷
即由此而来。但是人们往往忽略
了文章的最后一段：噫！形之庞
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
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
今若是焉，悲夫！原来柳宗元的
意思竟然是说，驴体型庞大，声音
洪亮，看上去高深莫测，如果不轻
易暴露自己的薄技，那么老虎虽
然威猛，也会有所顾忌而不敢下
手，现在搞成这样的结局，真是可
悲。古人云：卒章显志。这一段
话，才是柳宗元真正想要表达的
寓意。那么柳宗元的本意，是要
教人善于伪装，不要轻易暴露自
己的无能。表面上看，这样的主
旨，显然与故事中的寓意格格不
入，但是一般读者或许并不知道，
伪装，恰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大
智慧，大技巧。

张舜徽先生《周秦道论发微》
一书中指出，先秦诸子百家，他们

为了迎合人君以巩固统治，各自
的学说中，都蕴藏着教人君如何统
治的法术，即统治术。张先生提
到，古代人君的统治术，最原则的
东西有二，一是“主运”，一是“主
道”。所谓主运，是傅会五行——
金木水火土——相互克制的道
理，以成为统治者“受天命而为天
子”的理论根据。如果说“主运”
的实质可用一个“骗”字来概括，
那么，“主道”的实质，便不外一个

“装”字。我们必须懂得，古代专
替统治者着想的学者们，考虑到
人主才力智慧有限，敌不住臣下和
群众的才力智慧，如果亲自动手做
事或者多发议论，不但不能藏拙，
且容易显露破绽，招致臣下和群众
的轻视，甚至引起权位莫保的危
险（见《周秦道论发微·叙录》）。

的确，就拿在诸子百家之中，
被汉儒认为“于道为最高”的道
家，其代表作《老子》中，也经常教
人要虚虚实实，讳莫如深。比如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比如“将
欲取之，必固与之”，比如“国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等。大智固然可
以若愚，那么大愚当然也可以若
智，总之一个字，就是：装。人君
如此，人臣身居一定的职位，特殊

时候也需要靠装来保护自己，比
如：《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
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在
乱世之际，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
装疯卖傻以躲避祸患，这就是古
人所说的“明哲保身”。有一个著
名的例子，或许可以进一步阐释
何谓“愚不可及”：明初袁凯因故
得罪了朱元璋，怕遭杀害，称病躲
在家里不上朝。朱元璋不信他真
病，便派使者去他家察看，还拿木
钻钻袁凯的胳膊。袁凯咬牙忍
住，愣是不发一声。使者回去禀
报，朱元璋仍然不信，又继续派使
者去窥探。袁凯预先得知风声，
在家里用面食做成一条一条的

“狗屎”，撒在狗圈里，等使者一
来，便躺在狗圈里，抓着狗屎往嘴
里塞，还吃得津津有味。这次朱
元璋彻底相信了，不再为难袁凯，
袁凯靠着自己高级“装”的演技，
成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考虑到柳宗元本身深厚的先
秦学术功底——他辨过《论语》

《列子》《文子》，非过《国语》，再加
上他浓厚的法家色彩（著过《封建
论》，参加过永贞革新），柳宗元对
于此类“君人南面之术”，或者人

臣自保之术，必定深有心得，因
此，他在《黔之驴》中讽刺这头驴
不懂得伪装来保护自己，最终惨
遭毒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此外，关于《黔之驴》的故事来
源，据季羡林先生考证，乃是出于
印度寓言。季先生在《柳宗元〈黔
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中，举了印
度寓言集《五卷书》中的一个故事。

在某一座城市里，有一个洗
衣匠，名字叫作叔陀钵吒。他有
一头驴，因为缺少食物，瘦弱得不
成样子。当洗衣匠在树林子里游
荡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死老
虎。他想道：“哎呀！这太好了！
我要把老虎皮蒙在驴身上，夜里
的时候，把它放到大麦田里去。
看地的人会把它当作一只老虎，
而不敢把它赶走。”他这样做了，
驴就尽兴地吃起大麦来。到了早
晨，洗衣匠再把它牵到家里去。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就
胖起来了，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
牵到圈里去。有一天，驴听到远
处一头驴的叫声。一听这声音，
它自己就叫起来了。那些看地的
人才知道，它原来是一头伪装起
来的驴，就用棍子、石头、弓把它
打死了。

季先生认为：“柳宗元或者在
什么书里看到过这个故事，或者
采自民间传说，无论如何，这故事
不是他自己创造的。”如季羡林先
生所说，《五卷书》“是一部教人世
故或学习治国安邦的教科书”，

“它原来是作为王子的教科书而
编写的”。所以，对于这个故事中
的驴，人们嘲讽的是他不懂得伪装
自己，并多少有些惋惜之意，正如
被改编为巴利文的《狮皮本生》故
事里所说：“这驴吃麦子本来可以
安安稳稳地吃下去的，它只是蒙了
狮子皮，一叫就弄坏了自己。”

“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吃下
去的”以及“一叫就弄坏了自己”，
与《黔之驴》末段所说：“向不出
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
今若是焉，悲夫！”何其相似。而
柳宗元被贬至永州后，迷恋佛家
经义，遍读佛教典籍，是完全有
可能接触到这类寓言故事的。
那么，《黔之驴》的主旨，表达的
乃是应该善于伪装自己以避祸，
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可以说，
这样的寓意，是中国本土的智
慧，与印度传入的寓言，两者共
同作用于柳宗元心中而开出的一
朵文艺之花。

《黔之驴》里的古老智慧
吴伯雄

一部《人世间》，从荒寒时代
被损毁、被碾压的底层人物写起，
至喧哗的晚近时代收笔，洋洋120
万 言 ，纵 横 50 年 ，充 满 真 诚 正
义。写作此书时的梁晓声阅尽人
间奇景，不为谁代言，也不替谁发
声，他驱策主人公们思考活着的
意义，用身体来寻找照亮黑色的
光源。他早年塑造的王志刚、李

晓燕、刘迈克、曹铁强等勇于奉献
的知青、奋斗者、垦荒人形象，带
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而《人世间》
目光里有乡村、垦区、大三线、城
市，以饱满扎实的细节呈现了社
会环境的禁锢与开放、生活的贫
困与富裕、文化的贫乏与多元。
作品跨越了三个不同的时代，但
历史节点之间并非像打隔断墙那
样截然分明，梁晓声于其中一直
扮演着“为历史作证，为善良辩
护，为正义伸张，为生活承担”的
历史书记员角色。这篇小说全面
深入地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的生
活，一如既往的是，作家始终行在
为笔下主人公寻找出路的路上。
所谓时代，不过是人物穿行其间
的主观感受，均是探求人们如何
走向幸福美好。知青文学成就了
梁晓声，但他本人并未止步于此，
他始终在打量时代，检视世情与
人心。梁晓声不断在更新自己、
革新自我，作品也同时代一起成
长、一起变化。

《人世间》试图推开历史之
门，复现理念扼杀情感、服从压制
身体的峥嵘岁月。小说主要刻画
了十几位人物，展现了各自不同
的生长环境与价值判断。梁晓声
在描写他们时，带着历史的同
情。出场人物虽多但性情鲜明，
较少有过场人物，各自呈现出辨
识度较高的性格特征。梁晓声特
意搜寻金子般的底层故事，发掘
了源自底层社会鲜活的感染力，
读来使人心涌苍茫。那些青年的
命运如水上浮萍，不可避免地面
迎的各种苦难，如不同时代的箭
矢，纷纷射向无准备或不设防的
他们。作家其意也不单纯在刻画
人物形象，更多的是追溯每一个
人的精神演变与心灵波动。作家
在不同历史场景中描绘了芸芸众
生相，塑造了周家三兄妹等一系列
血肉丰满的小人物，铺展了民间世
相丰饶复杂的生命景观。梁晓声
记述了历史中的青年心路历程，但

不是将历史作为思考的对象，而是
关注穿越历史端详其间真实生活
的人们。唯此，《人世间》得以通达
了个人经验背后的历史秘密。

梁晓声聚焦卑微的生命图
景，试图发现蝼蚁般生存人群身
上的顽韧。他倾力钩沉旧年往
事，滤去火气与争辩，用主人公身
边的温暖故事,为 50 年来的历史
构建轻盈的存在。共乐区光字片
的青年人虽有斗嘴、争辩、误会，
却不会有仇恨，而充满人性考量
的叙述并不意在教导或批判某些
人物，梁晓声的“温度”叙事塞给
读者更多可信的世俗经验和情
感。他尊重每一个人的身处环境
和内心颤动，写下他们真实的呼
喊。木心说：“艺术是光明磊落的
隐私。”《人世间》舍弃了智力叙
事，章法结构平实稳重，故意降解
了小说冲突的紧张度，作家有意
形成一种与笔下人物交心、与读
者对谈的叙事风格。

《人世间》流溢着中国人内里
的传统道德与俄罗斯文学传统。
作家本人与众生一起去爱、去体
验、去成长，放下身段的姿态使得
这部小说在表现人性宽度、深度
上有所建树。小说对社会变迁
的描写始终与人物成长史密不
可分。梁晓声在处理青年成长
史时不脱离社会史，注重挖掘社
会变迁予以个人内心世界的幽
微、曲折，描摹个人对外部环境
的敏感、敏锐的紧张关系。小说
将人物艰难的成长史镶嵌在历
史背景栏下，笔下的人物外表波
澜不惊，实则内心波飞浪涌。梁
晓声开始回归叙事传统，时不时
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理性思辨
来融入叙事。小说场景于后世
来看荒诞又悲切，但那些笔下的
主人公努力生活且不乏认真严
谨的思索。极端时代过活的人
们在旧年月是否背离了人性而
千篇一律只剩下一种生活呢？
梁晓声一一呈现了不同人物的

身体经历与心灵冲突。早年的
秉义、周萍、晓光属于自觉的思
考者、探索者，他们通过交流读
书心得、辩论等途径逐渐让自己
理性成长，散乱无序的社会反而
让秉义等人养成独立自主思考
的清明理性，小说的叙事意义却
因思想含量的骤然增多而有了
真正深度的拓进。秉昆是缓慢
渐进的成长者，小说细腻展现了
他磕磕绊绊的成长经历，关注了
他生理、心理的成长经验。

说小说是写气韵，是说闲话，
于当今读者来说早已熟稔。在文
字漫漶之间，梁晓声力图寻回消
失的文学传统。《人世间》彰显了

“好人文化”，即在坎坷人世间人
性所能达到的高度，恰恰是德行
的生命完成。好人是“在生活泥
泞中开出的莲花”。周姓人家在
艰难困苦中的守望和互相支撑，
极端历史环境下不被泯灭的善
良，人性中的风骨和正义，对弱
者发自内心的同情，自我牺牲和
敢于承担的勇气等，既体现了人
世的悲欢和苦难，也传递出对于
人性和良知不灭的信心。读罢《人
世间》，我们认同作家的观念——
在这悲欣交集的人世间，有德性
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在人情超级大国里，民间伦
理是骨髓，是割不断的血脉。梁
晓声本人希望“尽可能广泛地通
过人物关系描述各阶层之间的亲
疏冷暖”。在《人世间》里，亲朋好
友、街坊邻居彼此爱得深沉，纵有
误会，但不会有不满。梁晓声引
导不同代际青年们学会思考，而
作家本人不再给笔下的人物指明
出路。思想是什么？在《人世间》
里，思想就是爱，爱就是同情、责
任、理解。周家是典型的中国家
庭，对子女的恋爱婚姻相对宽泛，
平等意识似乎替代了家长意志，
但别忘记了个人命运动荡亦随之
跟来。周家从未发生内部决裂，
宛若多年父子成兄弟，存在于家

庭内部的伦理结构不曾中断。彼
此呵护的伦理总能超越严苛的钳
制，用慢节奏的朴素伦理来降解
外在蛮力的碾压。

共乐区的旧日伙伴有春节聚
会的传统，“情感共识”与身份相
仿是他们乐此不疲欢聚的驱动
力。秉昆与乔春燕、肖国庆、孙赶
超、曹德宝、吕川、进步、向阳等朋
友的聚会一度是饕餮之宴，也是
分享苦乐的精神舞台。同龄人之
间的鼓励、包容、分担、切磋，使得
他们对苦难的生活多了一份继续
前行的勇气。日常友谊培育出来
的感情，如同尘世里的一道光亮，
照亮了灰暗的心理世界。当友谊
之光照亮生命的成长时，善良之
光也随之穿透生命的黑暗，梁晓
声以厚重深情的笔墨描绘了这些
欢聚的场景。而在小说末了，曾
经的友谊之地，终于成了沙聚之
邦，这是一场不知何时落幕的悲
剧。当旧时伙伴默默以对或形同
陌路时，分歧足以击碎任何形式
缔结的深厚情感。

《人世间》细致描写了底层百
姓人物的细碎故事，却不似“新
写实”的一地鸡毛，它展演了复杂
的人性，扑面而来的是人物灵魂
的呢喃，作家对每一个人物倾尽
情爱与关心，融入其间，“于人间
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在悲欢
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堪称一
部近 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梁
晓声长期浸淫文化反思，用心写
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
国人的人生与人性》等著作，悉心
探究了社会生活的内部结构和运
行机制。《人世间》引导主人公们
了悟生命疼痛、重树希望信念的
理性方舟，它满满的全是善的教
育与温情书写。梁晓声坚持用现
实和理想共同熔铸成的一种融合
的现实主义，如斯文学更像是“史
外之史”和诚实多思的艺术形式。

（作者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秘书长）

《人世间》的检视与打量
姜 超

《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这是里尔克在其30岁左右时写
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虽是写给“青
年诗人”，里尔克却不止于谈论创作
和诗艺。他在信中谈及青年人内心
面临的诸多疑惑和愁苦：诗和艺术、两
性之爱、悲哀和怀疑、生活和职业的艰
难，揭示了审美、信仰、寂寞、爱、悲哀
等论题的深奥本质。本书由“中国最
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译介，其翻译手
稿及致友人相关书信首次呈现，再现
诗人之间的心灵激荡和精神回响。

《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

讲述从旅行开始。事实上，即使
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本书作
者露丝·贝哈仍然还有某种不可名状的
乡愁，旅人心态始终伴随着她。这位出
生在古巴的犹太小女孩，如何在历经移
民、面对陌生环境之后，战胜自我、成长
为学术有成的美国人类学家？这本书
中，主人公对自己人生经历与跨国行
旅的记述给出了答案，其中自然不乏
励志意味，亦有洋溢着女性主义精神
对乡愁、身份认同、多元文化、跨国融
合以及代际沟通的亲历与看法。

关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