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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文物不因岁月流逝
消退美的光亮

■书单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本书收录了沈从文“另一半”创
作：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
悟。包括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
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
书画等类，还谈了个别地方的民俗文
化。从中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
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沈从文离开
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又见红山”精品文
物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如果你没时间、没条
件去逛，那你至少应该看看本期的荐读。你会发
现，我们的文物，了不得。

本期的主打推荐是本旧书——沈从文的《花
花朵朵 坛坛罐罐》。1949 年以前，沈从文是作
家，写了40多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后，他开始做
起了文物研究，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近
40 年，其间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
创作时少，对文物的鉴赏和积淀的艺术观同样也
是有相当水准的。他最有名的研究成果，当数《中
国古代服饰研究》，而《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则是沈
从文复原岁月侵蚀下模糊乃至消逝了的历史场景，
帮助读者通晓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常识的一本书。
比如，就因为不认同有专家说“古代的汉族男子必须
留胡子”这个观点，沈从文就从历史资料里，找了一
堆文物来考证。他说，商代铜鼎上的人头，很多就没
有胡子，宋代的古画，七八十岁的名士也都没胡子。
最后得出结论，在古代除了太监，还有很多男人都不
留胡子！这样的研究者，真的是浑身都有一股偏执
的劲头。而了解过他在文物方面的深入研究，你才
能勾勒出沈从文完整的生命轨迹！

此外，本周还有两本新书，也值得你关注。

餐桌上，秋葵是种常见的蔬菜。秋
葵料理简单，可蒸可煮，菜谱我就不写
了，在一个读书的栏目这样做会被鄙
视。只是前几日，看到有人写秋葵，说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说“中庭
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文章作者
误将《长歌行》里的“青青园中葵”以及

《乐府》中的“采葵持作羹”指做了秋葵，
这就值得一说了。

葵是中国诗歌里的古典意象，这没
错。但秋葵非本国物产，公元7世纪，约
是中国的隋唐时代才传入中国，它又是
如何穿越到春秋、秦汉里去的？《诗经》

《乐府》里的“葵”是指葵菜。在中国的
蔬菜里，能算上千年招牌的，大约只有
白菜和葵菜，“老圃相传秋后菘”，说的
是秋后该收白菜了；杜甫说：“稻米炊能
白，秋葵煮复新。谁云滑易饱，老藉软

俱匀。”这里的秋葵说的还是葵菜。葵
叶滑爽，宜做羹汤，可烹食。但最大的
缺点是只嫩叶可食，老了便一无是处。

虽如此，直到元代，葵还是“百菜之
主”，到了明代，土豆、玉米和红薯传入后，葵
菜才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菜谱。李时珍
说：“葵菜，古人种为常食，今种之者颇鲜。”
葵的遭遇，就如信息时代的某些传统行业，
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跟你说。

葵菜的消失，以至于今人连它到底
是什么样子都要考究一番。汪曾祺一
生游历南北，博学多识。关于葵到底是
什么，他在《生活，是很好玩的》一书

（《葵·薤》篇）里说，他见过葵花、秋葵、
蜀葵、戎葵，皆不可做羹汤，于是带着疑
问读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发现
葵就是冬苋菜。

然而冬苋菜又是什么呢？我到了

四川、江西、湖南等省才见到。我有一
回住在武昌的招待所里，几乎餐餐都有
一碗绿色的叶菜做的汤。这种菜吃到
嘴是滑的，有点像莼菜。但我知道这不
是莼菜，因为我知道湖北不出莼菜，而
且样子也不像。我问服务员：“这是什
么菜？”——“冬苋菜！”第二天我到一个
巷子，看到有个女人在井边洗菜。这种
菜我没有见过。叶片圆如猪耳，颜色正
绿，叶梗也是绿的。我走过去问她洗的
是什么菜，——“冬苋菜！”我这才明白：
这就是冬苋菜，这就是葵！

可见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是对的。关于葵菜，李时珍在《本草
纲目》里就已把葵菜列入草内。葵家族
的没落，看起来几无翻身可能，直到秋葵
的出现。

秋葵的逆袭，要感谢北京奥运会，

那年秋葵正式进入“运动员食品目录”，
这以后声名鹊起，得以广泛种植并走上
了大众的餐桌。现代人在吃上追求的
健康、优雅与美，秋葵的出现正好挠在
现代人这块“痒痒肉”上。

还有一种葵叫蜀葵，是秋葵的旁
亲。唐人徐夤说蜀葵“文君惭婉娩，神女
让娉婷”。已经是花中最高的评价了。初
见蜀葵是在济南的大青山，忽然路边就出
现那么几株，枝叶张开，亭亭如盖。枝干
上三五朵淡黄、浅红的花，风姿楚楚，色彩
缤纷，恍惚是童年的样子，但我发誓在我
的童年里它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有
很多事都会让你似曾相识，恍然一惊。

蜀葵花美，个子蹿得高，是葵家族
的美人儿，可惜不能进入食谱。也好，不
被吃货们惦记，也就不会沦落到庖厨的油
烟之中，独自清丽招摇地活着，就挺好。

逆袭的秋葵
臧运玉

双雪涛，是近年来声名鹊起
的青年小说家，他以娴熟的叙事
驾驭能力，塑造了一个被记忆选
择性淡忘的“东北”，一个曾经内
里惊心动魄、表面上却波澜不惊、
了无痕迹的“东北”，更是一个以
偶然的悬疑凶杀事件撬动必然的
历史大格局的“东北”。关于东北
旧有的文学记忆，似乎从以双雪
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笔下得到
改写。从《平原上的摩西》到《聋
哑时代》再到《飞行家》，东北，在
双雪涛的笔下，既作为故事的孵
化器，又成为他所代言的小人物，
在宏大历史叙事之下承载个体命
运的着陆点。

也许是那场社会局部变革的
历史记忆带给双雪涛的印象过于
深重，他的诸多故事都一再地以处
于历史转折期的“东北”重工业城
市为叙事的发源地。作品通过一
系列形态各异、曲径通幽的故事情
节，再现小人物凭借一己之力，站
立在巨大的历史缝隙面前，试图以
微薄之力撬动其一角，最终却又有
着无可逃逸的悲剧命运。他的小
说试图揭示这种微弱的力量，为身

处底层、被命运裹挟的人留下一点
虚构的记录。其代表作《平原上的
摩西》，为我们再一次打开了层层
故事剥离之下的生活真相。

故事坐标东北沈阳，时间跨
度从1995年至2007年，以上世纪
90年代国企职工下岗潮为背景资
料，通过年轻刑警庄树追踪一起
多年前的悬疑案件，牵涉到庄、
李、孙三家两代人十几年的命运
起伏，最终指向了他儿时的回忆，
即和邻居李守廉、李斐父女一家
的交往故事。作品带有希区柯克
式的风格，冷静、沉稳地运用 14
次不同人物的口述，分别从不同
的角度来叙述同一件事。作者通
过在叙事当中的抽丝剥茧、抖落
包袱，不断接近事实真相，最终以
庄树和李斐在公园湖上的游船上
再度相见而令悬案大白，但生活
的最终走向，似乎依然悬而未决，
留下思索的空间……

小说情节在双雪涛的刻意操
控下，在长短适宜的叙事篇幅中
显得耐人寻味，却又有恍然之
感。当我们回望那群生活在过去
的“东北”人物，我们似曾相识的
亲戚、邻居、朋友的面孔与经历，
面对命运突如其来的安排，生活
在他们面前，充满了虚幻、颓败与
残缺的感觉，他们挣扎在生活的
边缘，可残缺的故事仍将继续。
小说将洪流中的小人物生存的卑
微与艰难，在渐次清晰的讲述中
剥离出来。

而作为小说象征意义之“题

眼”——“平原上的摩西”，成为鲜
明的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指
向。从傅东心无私地教授李斐知
识开始，“摩西”数次被提及，还有
以李斐为原型创造的“平原”画
像，作品不断地将《圣经·出埃及
记》中的拯救者、民族领袖“摩
西”与日常生活场景的“平原”整
合起来，“谁能将海（湖）水分开，
将这里变成平原，让人走过去”，
不禁令读者不断地探寻究竟谁
是救赎者？谁是“摩西”？当然
也有评论者以小说具体情节来
做了重重推断，得出了李守廉是
最接近摩西的人物的结论，这当
然不无道理。其实，小说中李守
廉始终没有作为小说叙述人身
份出现，但他却正是作者精心布
局下的核心人物，是牵动着整个
故事情节行进的主人公。这个
有正义感的下岗工人，当命运所
有的不幸袭来，他却没有丧失良
知和责任感，他被迫的隐身、他
的见义勇为、他无奈的坚持，其
实都暗含了“摩西”式的坚韧与
对抗。李守廉与庄德增作为历
经社会生活发生激烈变动的一
代人，因为种种际遇选择的不
同，而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庄家
则由于庄德增的下海，抓住市场
经济的脉搏而成功“游泳”，从而
摆脱了过往的生活，一跃成为富
裕阶层。而李守廉则代表了大
多数承担了国企改革阵痛的人
们，他们默默消化着、承担着时
代带给他们的苦果，却一直没有

丧失掉对生活的执着追求，保持
着为人的正直本色。小说作者
虽然为李守廉设计了一系列颇
为离奇的行踪，以及扑朔迷离的

“命案”加身，其实也意在彰显绝
境中，人类如何自救、如何他救，
以及如何在历史的宏大语境中找
到个人生存的空间，即如何撬动
历史间隙，走向那片“迦南地”。

有意味的是结尾，当整个事
实真相将要大白之时，也是李家
父女为生命尊严最后一搏之时，
而最终由庄树所代表的警方所做
的全部看似合逻辑、合情理的推
断被李斐的回述全部推翻时，小
说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哑然与焦
虑，李斐当年携带的汽油竟是为
了给庄树放他喜欢的焰火而为！
此刻，他们彼此都没有掏出手枪，
庄树虽“不能把湖水分开，但能把
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则
暗示了一丝悲悯与温情的复归。

作者善于用小人物的命运，
诠释改革的艰难阵痛，这亦是时
代之痛楚，即个体命运被社会生
活所推动，由旧的未知走向新的
未知。虽然结局似乎有了一种轻
松感，但是在粗粝的生活面前，人
的抗争依然显得细微渺小，颓废
的生活还将怎样继续，没有答案，
谁也无法回答。小说勇于回顾那
段过去不长时间的历史记忆，将
它带给人们的伤痛再现，为现在
人写下并不遥远的历史，刚刚发
生过的历史。当然人的记忆是有
选择性的，有趋利避害性的，这也

是人们不愿揭开伤疤、正视淋漓
鲜血的原因，从而自动地屏蔽负
面的东西，就如庄树一般，其实离
开或隐藏并不等于忘记。作者在
小说中设置了层层叙事的“圈
套”，一点点瓦解或消解了离奇的
情节，最终直抵核心，收束看似朴
素平淡，却又是寓言式的，开放式
的。小说整体的叙事语言风格也
是沉静冷淡的，这可能与他一贯
的美学追求有关，即冷静地呈现
或残酷或平淡或千疮百孔的生
活，而这一切于不动声色之间，以
四两之力拨动千斤之躯。

双雪涛本人自道师承余华、
王小波、村上春树，可以从作品中
窥见其或隐或显的表达。而小说
家的任务，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
在建构叙事中做出一种完成，完成
对社会生活全局或局部的描述与
开掘。他是讲故事的高手，更是一
个反思时代问题的深度思索者。
历史的不可回避性，人们心灵的创
痛，人性内在的自我挣扎，都依赖
于作家细微的观察与表达，如何将
小人物的故事继续推进到历史表
达的大序列中，进行人性的深度挖
掘，也为他提出了后续的问题。

纵观双雪涛的这篇代表作，显
然是在生活的感同身受之下，追
忆、挖掘生活素材，全方位开动想
象力、并将高超的现实经验与虚构
能力相结合，更显示出他在新生代
作家中别具一格的小说方式。

（作者系《当代作家评论》编
辑室主任)

站在巨大历史缝隙前的东北小人物
王 宁

布鲁姆的核心思想，是“影响
的焦虑”。后来者笼罩在前代强
力作家的影响下，陷入宿命的焦
虑，于是竭力挣脱，通过“误读”前
代作家，释放出自身的创造性。
而每一次挣脱，反而更确定了前
代作家的经典地位，因为他们的
影响力足够强劲。某种意义上，
经典作品是由后来者追认的。后
来者持续加入，前代作家的影响力
或升或降，其经典地位随之浮沉不
定。在《西方正典》附录《经典书
目》里，布鲁姆勉为其难地列入罗
伯特·洛威尔和菲利普·拉金。尽
管他认为这两位诗人被高估了，但
是谁知道呢？他说：“后世的诗人
们可能会发现罗伯特·洛威尔及
菲利普·拉金的作品具有经典性，
因为它们有着无可逃避的影响。”

这一切是否算得戛戛独造？
毕竟，T·S·艾略特的名言犹在耳
际：“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
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
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
而发生变化。”（《传统与个人才
能》）唯一的不同在于，艾略特强
调传统对个人的滋养，布鲁姆强
调个人对传统的反抗。后者让人
自然联想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
斯情结”（布鲁姆更愿称为“哈姆
莱特情结”）。作家总是渴望杀死
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有意识或无
意识地，一如俄狄浦斯杀死自己
的生身父亲。正是弗洛伊德，构
成布鲁姆立论的思想支柱。

然而最伟大的父亲，任谁也
损伤不了。布鲁姆所推举的，经
典作家中的经典作家，大体有但

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布莱克、惠
特曼。莎士比亚的位置，尤其无
可动摇，即令是面对弥尔顿。“我
怀疑弥尔顿遇见了莎士比亚那些
英雄兼恶棍的陌生影子，吓得向
后退，于是意识到英语英雄史诗
依然向他敞开大门，至于英语悲
剧，已永远被关闭了。”（《如何读，
为什么读》）

莎士比亚的权威建立在两点
上：一是他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
力；二是他对于人类心理无与伦
比的洞察。其洞察不仅仅是深透
的，烛照人心每一处皱褶，“莎士
比亚读你，要远远比你读他更充
分”（《如何读，为什么读》序曲）；
更重要的是，引导了此后西方人
的精神走向。没有他，西方文化
不会呈现目前的面貌。“如果福斯
塔夫和哈姆莱特只是错觉，那你
我又算什么呢？”（《影响的剖析·
头脑对自身的影响》）这已经不能
叫作影响，只能叫作奠基。

所以归根结底，在文学创造
力诸要素间，深掘心理是最根本
的一项。而读者翻开文学作品，
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和自我的内
心相遇，扩展它，守护它。相比之
下，任何社会目标，都不是文学阅
读的宗旨。“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
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
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
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
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

（《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
同时不要忘记，布鲁姆还是

犹太教徒。他曾与戴维·罗森伯
格（David Rosenberg）合 著《J 之

书》，他的一段话耐人寻味：
在我看来，诗与信仰是两种

对立的认知方式，但它们有着共
同的特性，即都是发生在真理与
意义之间，同时二者在某种意义
上又都疏离于真理和意义。只有
依凭或经由一种过量，一种泛出或
流溢，意义才得以产生。没有这种
过量，不管情调多么雅致，诗只是
一种重复，信仰就更不用说了。

依布鲁姆之见，信仰不再是
对真理的皈依，而是真理的重新
创生。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对创
造力的注重。准确地讲，他是把
信仰给文学化了。另一方面，生
活也被文学收编，“对我而言，文
学不仅是生活中最好的部分，它本
来就是一种生活，而生活也没有任
何其他形态”（《影响的剖析·文学之
爱》）。布鲁姆手持一柄大锤奋力砸
下，把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一道砸
扁，嵌入文学这个二维平面。

热爱文学诚然令人动容，热
爱到这等程度，就令人警惕了。

《如何读，为什么读》出版当年，布
鲁姆的论敌特里·伊格尔顿发表
了一篇书评，挑剔讽刺，无所不
至，语气近乎轻佻，不过有一句
话，却切中要害：“如果文学是介
于我们与自杀之间的唯一的东
西，我们不如自杀算了。”伊格尔
顿的意思是，假如生活的意义唯
有诉诸文学，别无出口，这样的生
活不值得过。或许不妨加一句，
这样的文学也将枯涸。

我们不禁好奇，布鲁姆本人
能否满足于这个纯然审美的、回
向内心的文学世界？有位读者评

说加缪：“《局外人》与《鼠疫》是壮
丽的时代剧，典型地反映上世纪
40年代的法国和西方社会的心气
和关切。一个时代的强劲有力的
表现，自有其用处和存在的正当
理由，并提供审美以外的价值。”
猜猜这段话出自谁的笔端？布鲁
姆读到一定痛心疾首：表现时代
与社会，怎能成为一部小说的存
在理由？可是，你应该猜到了，这
恰是他自己写下的（《文章家与先
知》）。一个孤绝的文学世界，并
非摇摇欲坠，而是从未存在。

在这个世界，布鲁姆不但把
信仰给文学化了，也把文学给信
仰化了。他有时不无夸大，比如
谈《神曲》：“令读者感觉艰难无比
的是《炼狱篇》，而这困难代表了
但丁最不容置疑的天才时刻，它
凌跨了想象文学的界限。”（《史
诗》）有时索性是武断，比如说：

“海明威是本世纪美国散文小说
家中唯一一位文体造诣可以比得
上重要诗人的”（《短篇小说家与
作品》）。换个角度看，布鲁姆本
不是为多数读者写作的，他只关
心理想读者的小圈子。这位畅销
作家的发声姿态，偏偏有如禅家
常言所道，是“路逢剑客须呈剑，
不是诗人不献诗”。

无论如何，在这个文学世界，
布鲁姆是自在的，充盈的，愉悦
的。当剧终幕落，点检他的遗产，
也可以说，能够相对单纯而坚定
地沐浴在经典阳光之下，终究是
受祝福的一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
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哈罗德·布鲁姆的英雄剧
成 玮

《魔术师时代》

20世纪20年代，一个处在多彩
生活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年代，一个一
战刚刚结束、纳粹主义正在酝酿的年
代，一个德国哲学的黄金年代。本书
除梳理了海德格尔、本雅明、维特根
斯坦和卡西尔在1919—1929年间
各异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和思想状
况，还力求将四位哲人的思想予以对
观，展现了他们在面临时代根本问题
时各自的回答和应对方式。借助作
者出色的叙述，我们在这四位卓越哲
学家的生活道路和革命性思想中，看
到了当今世界的根源。回望20世纪
20年代，既是感悟又是警醒。

《不似骄阳》

关于莎士比亚的虚构或非虚构作
品，都可谓汗牛充栋，但英国作家安东
尼·伯吉斯写起莎士比亚来仍然值得
瞩目。与严格依据事实写作的传记不
同，这本书的写作结合了大胆的想象
与文学创作手法，更注重深入内心的
情欲与幽谧之处。安东尼·伯吉斯最
为人熟知的小说代表作是《发条橙》，
而他同时也是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
这些多重身份让他在写作《不似骄阳》
时能够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哈罗德·布
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曾说本书是他读
过的最精彩的莎士比亚“文学传记”。

关注新东北作家群“铁西三剑客”GUANZHU

提示

10月14日，
哈罗德·布鲁姆去
世了。作为美国著
名文学评论家，他

毕生维护文学经典，只身与潮
流战斗，从新批评到后殖民主
义、女性主义，上演了一出旷日
持久的英雄剧——或者荒谬
剧，随你立场而定。如今剧终
落幕，点检他的遗产，不难发
现，他画定的文学经典范围，其
实流动不居。布鲁姆用以立论
的思想支柱，是弗洛伊德的“俄
狄浦斯情结”；树立的典范，首
先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尤其
雪莱。其独断口吻，令有些人
不适。然而无论如何，能够相
对单纯而坚定地沐浴在经典阳
光之下，毕竟是受祝福的一生。

编者按：东北从不缺文学的土壤。从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群到80后创作新锐，年代更迭，文学的供给不曾断档。如今，以双雪涛、班
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青年作家群，用朴实粗犷的语言、虚构现实的手法记录了东北经济转轨时期的改革大潮，以及人们对明天的企望。正
是老工业基地厚重的文学“黑土地”，赋予了他们创作中的时代感。本期，我们关注的是双雪涛的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小说笔调朴
素、冷峻又有文字表面按捺不住的恣意，叙事冷静背后蕴含着庸常人物、简单事件的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