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鹏飞

方其军曾在其首部诗集《一个
人的诗经》 自序中写道，“我对自
己说，写诗不能耍小聪明、小技
巧；不要玩小情调、小趣味。”后
记中又说，“在今后的写诗生涯
中，我觉得自己应坚持两个守护，
一是守护文化，二是守护爱。”
他有否遵循自定的规矩？这是我
2017年春读《炊烟》的初始动因。

在重物质轻精神的当下，能够

耐得住寂寞观察社会脉搏、潜下心
来梳理个人情感的年轻人寥寥无
几，方其军是其中之一。两部诗集
中的好多作品从本地报刊崭露头
角，再进入省级、国家级报刊，

《诗刊》《诗选刊》上已经有他的一
席之地。在写诗的征途上，他一路
艰辛，一路探索，厚积薄发。

2010 年 我 读 《一 个 人 的 诗
经》时，曾有以下想法：方其军热
爱文学是选对了路，因为文学可以
滋养人的心灵；迷恋写诗是走错了
门，诗歌太小众，发表的平台稀
缺，书房抽屉可能是诗篇长眠的所
在；在如此喧嚣的时代，竟然还有
一个不到而立之年的小后生在写
诗，想在如此小众化的文体中寻找
出路，太冒险了；他或许是一粒在
诗坛上即将破土而出的嫩芽，正在
一息不停地往上拱，长期坚持，必
将引起人们的关注；他诗路开阔，
题材广泛，崇尚先贤，探古为乐，
但写古今中外历史文化名人的诗篇
较多，有借梯登高之嫌。

当我读了《炊烟》后，以往的
杞人之思立刻释然了。《炊烟》 分

“微信时期、微博时期、博客时
期、BBS 时期”四辑，共 96 首。
从创作选材上，他继续发挥文、
史、哲基础知识厚实的长处，写了
许多有关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交

融的文化诗，同时关注当下现实生
活，如 《外卖小哥语录》《没有远
方》《拔地而起》 等诗篇，无不真
切记录了时代的律动和个人生命情
感的体验。

方其军是个行走大侠，身强力
壮，年轻气盛，精力充沛，他追寻
历史文化名人云游四方，读他的诗
集，文化地标的现场感特别强。他
融观察员、思想者、分析家、裁判
员于一身，嗅觉灵敏。他擅长冷静
思考，能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捕
捉稍纵即逝的诗意。他的阅读量惊
人，中外古典诗、现当代诗广泛涉
猎，诗歌创作理论学养较厚，创作
实践上能娴熟驾驭各种修辞，诗人
的气度正在慢慢形成。

诗是用文字凝固的人性、人
心、人情的特殊表现形式。诗应该
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
产物，但这个“结合”难度很大。
纯写实，句子像木棒，文字变秤
砣，没有飞翔的姿势，读之无味，
自然传播的效果相当差；纯浪漫，
游离生活实际，容易无病呻吟，句
子如浮云，文字似露珠，经不起阳
光的照射，给人以虚无缥缈的感
觉。《在医院遇到受伤的常美丽》

《杀牛》 等诗篇是虚实结合、分寸
把握得很好的佳作。“用铁箍套住
它的头 / 接 上 电 线 / 一 插 上 电

源 它就毙命……用榔头吧，对准
它的脑门……用刀直接割断它的脖
子就行……麻雀般的几堆人/讨论
怎么杀掉一头牛/出第一个主意的
是赵电工/出第二个主意的是张石
匠/出第三个主意的是孙屠夫/牛，
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它给他们都
耕过田/最后那句狠话是它的主人
说的。它没有逃/它喘出的气是一
片雾/它在怀念田野/哞——满眼热
泪。”这首 《杀牛》 融怜悯、焦
虑、无奈、纠结、从容、意外、回
报、残酷诸情感于一体，颇见作者
的功力。

优秀诗作无不遵循“因时而
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发时
代之先声，启智慧之先河，与时代
同频共振”的节奏，在我非常有限
的读诗视野里，发现诗人洞悉社会
离不开三副眼镜：望远镜、放大
镜、显微镜。其实，生活中无处不
产生诗，古人说：“目所不见，非
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披沙拣金的诗
心、诗情、诗意、诗魂。最近央视《中
国诗词大会》引发的“诗歌热”，是我
们共同期待的，因为完美的生活不
单单追求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妻
子，还应当有追求诗意的精神向度。
生命在活出长度的同时，还要活出
深度和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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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燮钧

之前，曾读过卡尔维诺的一些
小小说，觉得蛮有意思，富含哲理
又不动声色。

去年中考语文试卷的阅读题就
是老卡的 《满足的人的衬衫》。但
从答案来看，出题人对这篇小小说
的理解有待商榷。所拟答案中，主
张国王找到了衬衫。其实，小说结
尾明明说了“这个满足的人没有衬
衫”。为什么出题人有这样的理解
呢？乃是因为他没有理解衬衫的内
涵，他以为衬衫是“满足”和“幸
福”的象征。其实不然，衬衫是

“移植”“满足”和“幸福”的一个
媒介。找到能够自我满足的人容
易，但要找到“移植”这种“满
足”的媒介和方法却似乎不大可
能。也就是说，别人的“幸福”终
究是别人的，并不能从他身上转移
到你身上来，人是孤独的，人与人
之间是有隔阂的，每个人的幸福只
能从自我寻找。如果能理解这一

点，才算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篇
小小说的内涵。

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也非常精
彩。我曾买过他的上下两册短篇小
说集，虽未全读，但有些篇章给我
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第三卷中
的 《一个士兵的奇遇》，写得特别
细腻，可谓纤毫毕露，写出了每一
时每一刻的每一个微妙的心理、每
一个细小的动作，似乎可与现代记
录仪相媲美——如果有这样的仪器
的话。难怪老卡死后，“主刀医生
表示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
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我以前读
卡夫卡的 《地洞》 时，有类似惊
叹，卡尔维诺比起卡夫卡，有过之
而无不及，这“双卡”的确不同凡
响。

但是，《树上的男爵》 又是另
一番风景。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不
以“细微”见长，而是以“虚拟”
为其特色。一个人要长期生活在树
上，而且 12 岁后从未下地，这在
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的。但是小说

不是现实主义的风格，它走的是类
似戏曲的虚拟化的路子。一旦上了
舞台，人可以唱，可以舞，可以水
袖翻飞，可以跑马万里，也就是
说，舞台是允许虚拟的。而树上，
正是男爵的舞台。开始的时候，小
孩子赌气爬上树，这是一种可能；
慢慢地，这种可能转化为常态；随
着小说的推进，读者不得不接受一
个“树上的男爵”的形象。由此，
也就有了象征意义。树上的生活与
地上的生活形成了对照，突出了男
爵的特立独行，与人世的格格不
入。“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
持必要的距离”，他的离群索居，
正是他观照人类生活的一种方法。
这就像人造卫星，高悬太空，才能
看清地球；如我辈，只能看见脚下
的土地，何曾感觉“地”是“球”
呢？这是一面。而另一面是，一旦
一个人离开地上的生活，他还有地
气吗？不但他自身的活动大受限
制，他对于人世的引领和改变，也
只能局限在一个极小的范围之内，

以至于人们只把他当作一个“奇
观”来看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追求”和“逃离”是一体两面，
而“逃离”终归是有限度的，人终
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
是一个悖论，也是“先知”的宿
命。好在，男爵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绝不下地，尽力按照自己的意
愿生活。最后，当他在树尖奄奄一
息之际，看见一只飘过来的热气
球，他像葛朗台看见银光闪闪的十
字架而垂死跃起一样，竟奋然一
搏，抓住了热气球垂下的锚，随之
飘去，而不知所终，也算是求仁得
仁，保住晚节，实现了自己的诺
言。这样，就把“不可能”演化为
了一种“可能”，因为这是他性格
和追求的逻辑延伸——我们固然知
道他飘过海峡时掉了下去，但我们
不妨理解成一种“飞升”，这才无
违于他的心愿。是不是可以这样
说，这是人类对自由梦想的某种程
度的“写意”？小说的内涵，似乎
可作如是观。

卡尔维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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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屋

陈 峰

微 信 群 里 有 人 晒 出 一 张 照
片，是书上的一段话：“她仪态万
方地下车，车厢里好像没了生机
似的，生活里没有这些人，真是
没 意 思 啊 ， 人 人 住 在 自 己 世 界
里，层峦叠嶂地守着私生活，怎
么玩？”忙问，这是谁写的？什么
书？答：毛尖，《乱来》。

很久以前，我订过 《上海壹
周》，喜欢毛尖开的专栏，写影评
写随笔，知道她是宁波人后，对
她的好感又加了一层。有些书必
须正儿八经地从头至尾看下来，

《乱来》 却是一本可以翻到哪页看
哪 页 的 随 笔 集 ， 最 好 旁 边 没 有
人，因为看到哪页说不定便会笑
到哪页，若有旁人，岂不被人取
笑了去。

随便翻开，正好是 《记一个
难忘的夜晚》，毛尖写自己遭遇鱼
刺，医生非常容易地取出鱼刺，
正要写病例的时候，突然“噫”
了一下，“上个月，你也来过急诊
拔鱼刺！”这个年轻的医生好奇心
大发，往前又翻了一页病例，用
匪 夷 所 思 的 目 光 看 了 “ 我 ” 一
眼。没错，再早一个月，也拔过
鱼刺。看到这里，我心里窃笑，

天 下 女 子 没 有 不 被 鱼 刺 卡 住 过
的，并且不止一次。

作者在书中不仅“出卖”了
她过往的那些“糗事”，还写到了
世界杯、股市和当下的林林总总
世 象 ， 有 趣 又 有 味 。 毛 尖 在

《癖》 中罗列了许多作家的工作习
惯：缪塞看到鳗鱼就发抖；左拉
在写作的时候，跑到街上数煤气
灯、数经过的马车，看它们是不
是三或七的倍数；圣西门怕海狸
过于聪明，担心它们以后会代替
人类……我喜欢看这样的文章，
一个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读遍
所有的书，如果能从别人的文章
中获取一鳞半爪自己感兴趣的信
息 ， 那 就 是 用 最 少 的 时 间 获 取
最 大 的 收 益 。 在 《羊 皮 时 代》
里 ， 传 说 陈 映 真 被 捕 的 时 候 ，
侦 讯 人 员 问 他 ： 你 家 里 为 什 么
有 马 克·吐温的书？陈映真茫然
了，“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
弟弟，不然是什么？”在《这小窝头
是什么做的》一文里，毛尖写道，
2006 年中国最好看的书是黄佐临
写的《往事点滴》，“黄佐临和巴金
一起去印度参加 1955 年的亚洲国
际会议，因为那里的小费多如牛
毛，进门小费，出门小费，他就和
巴金商定，巴金出门，他出其不

意地为巴金开门；他要出门，巴
金赶紧为他开门，借此节省一些
小费。”哦，多么可爱亲切的黄佐
临，我赶快上网搜索黄佐临是何
方神圣，原来是我国著名的戏剧
家和导演，是黄蜀芹的父亲，真
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如果一本书
在本意之外又旁逸斜出其他的枝
节来，又是另一番的收获。

宁波与上海隔得这么近，沪
上文人的逸事自然也在甬上坊间
流传，所以书中最吸引人的，莫
过于沪上几大文人的风趣逸事。
说孙甘露，“他一进来，秦罗敷似
的 引 起 会 场 一 阵 骚 动 。 人 长 得
好，已经难得；还是个男人，更
难得；男人还写小说，还写迷幻
诗，那就是人头马了。”说陆灏，

“陆公子是文化界的林黛玉，人美
不说，脾气贵族，叫他吃顿饭，
他要问都有谁，听到不顺耳的名
字，就说，还有半本 《容安馆札
记》 没看完，搞得慕名来见他的
薛蟠讪讪地，薛姨妈跟着也脸上
无光。”说陈子善，“子善老师真
是心善，于是一个卧铺变俩人软
席，那个时候从上海到北京，一
天一夜都不够，可陈老师真正叫
没挪一寸席，一趟车下来，陈老
师瘦了一圈，大家都不解。陈老

师微微一笑，说，那姑娘手上拿了
本张爱玲。”说陈村，“两步……跳
得来，像吴亮像我，就是四两拨千
斤；跳不来，就是广播体操扩胸
运动，累得要死还被人骂戆大。”
说宝爷，“宝爷是小宝新近的称
呼，早些年，他自称人称都是小
宝，后来，相识相好的开始叫他
小宝哥；再后来，有发嗲的女学
生叫他宝叔，他眼睛眯成一条清
亮清亮的线，又喜又悲，终于到
了 可 以 随 便 和 女 孩 子 独 处 的 年
纪。最后，为了取得更大的自由
度，索性当上宝爷了。”还有谗宗
大师沈宏非沈爷，名气大得来，此
处略去不表了。

本书腰封上，刘绍铭的荐语
是：毛尖文字，乱石崩云，出人意
表。俏皮、乖巧、风趣、幽默。经
营意象，时见匠心。讽喻世情，软
硬兼施。是的，这就是毛尖，知人
论世通达晓畅，她说出了大众的喜
怒哀乐，所以我喜欢她。

乱而不乱
——读毛尖的《乱来》

《游金梦——骆玉明读古典
小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骆玉明阅读《西游记》

《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后
写下的漫谈随笔结集，读来给人
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

作者在前言中说：游戏与幻
想、金钱与欲望、爱情之梦，分
别是《西游记》《金瓶梅》《红楼
梦》的核心内容，合奏起来是激
荡的生命乐章。在“闲话《西游
记》”一辑中，作者把许多笔墨
落在了八戒、沙僧、小妖等一些

“小人物”身上。在 《为什么是
猪》一文中，作者指出：八戒岂
可小觑！正是因为有了他，漫长

而郁闷的取经岁月才充满了智愚
难分、爱恨交加的无穷尽的争
执，显出鲜活红火的气象。

在“散谈《金瓶梅》”一辑
中，作者更注重从细节来分析人
物，让读者不时感觉眼前一亮。
在 《毁灭才是她的拯救》 一文
中，作者通过细节梳理展示了武
松对潘金莲的微妙心理变化：当
潘金莲举着喝剩的酒盏，看着武
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杯
儿残酒。”却惹急了武松，一把
几乎将妇人推了一跤。作者评这
个细节时写道：推女人干吗？伸
拳头干吗？终究是太紧张，好像
对自己也很恼火。

而这种细致的观察在“漫说
《红楼梦》”一辑中也得到延续，在
《刘姥姥意味无穷》一文中，作者如
此评述：在腐朽的路程中，当他们
快乐地戏弄刘姥姥的时刻，有一种
命运的嘲弄远浮在云端，世事无
常，谁才是真正可笑的呢？

（推荐书友：虞时中）

人们常说经济规律无时无刻
不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发
挥着作用，其实经济学思维也是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个
人。很多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
或者说一个决定、一个取舍，其
背后反映着经济规律或体现着经
济学思维方式。近年来，阐述和
介绍经济学思维的书籍很多，之
前读过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保罗·海恩等著）、《生活中的
经济学》（加里·贝克尔等著）。
由于这些书籍以美国经济学家为
主撰写，其所阐释的现象和所举

证的案例，主要还是美国社会生
活中遇到的一些经济现象或经济
行为，在阅读过程中，总感觉离
我们的本土生活还是有一定的距
离，不是那么接地气。

手中的这本书，是作者近年来
通过观察、思考国内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经济现象而写的读书手
记，或者说观察笔记。作者试图把
那些看似复杂、深奥的经济学原
理，如边际效应、经济规律、市场规
律、利率等，用普通大众能接受的
生活化语言，并结合生活中的各
种经济案例予以阐述；同时也注
重把生活中的各种市场经济现
象，如广告投放、产品定价促
销、汽车限购、市场垄断、离职
金，甚至还包括职场性别成本等
问题，用浅显易懂的经济学理论
进行提炼和归纳，使我们不仅能

“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推荐书友:熊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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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 坚瓠里的思想 （随笔） 陆春祥
自由洒脱的笔记 （简评） 南志刚

小说 木马 （短篇） 叶 勐
天色 （中篇） 马震宇
河里漂来沙地西瓜 （短篇） 角 落

诗歌 丝绸之路 （组诗） 叶 舟
我的河西镇 （组诗） 风 荷

散文 诗经里的堇菜 （上）（甬城笔记专栏） 柯 平
快手的手 （外二题） 赖赛飞

评论 得来全得费工夫 刘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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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大道至简。如果能
将繁杂的生活梳理成柴米油盐一
线，或许就会轻松、自在得多。本
书开宗明义，一个人怎样整理自
己的生活，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
那么，如何对人生进行系统化的
加工呢？迈克尔提出了一个具有
时代意义的、高效的思维和行为
模式：丢弃+整理。人生来或许就
喜欢做加法运动吧，欲望、占有是
奋斗的目标。其实，在到达一定年
纪或经历一些世事后，很自然会
选择减法运动，给予、共享才是人
生的归宿。

作者紧靠丢弃与整理，设定
了 11 个角度：人生、自信、情感、
健康、财富、成功、创造力、工作、
未来、当天、碎碎念，并对每个角
度做出攻略，一共 63 条，条条简
洁实用。以人生整理为例，丢弃所
有令人丧气、抱怨的负面，用提问
来激励自己；丢弃对自我的过分
关注以及固念，学会换位思考。在
对自信的整理中，当面对挫折时，
迈克尔提出要“关注下一次”，重
温一个消极的回忆，不如专注于
一个积极的未来。当面对痛苦
时，他提出的“模糊怀旧法”实
是具有建设性的理念。再看对情
感的整理，迈克尔细分为三类：
对友情，要丢弃他人的负面影
响，重获舒适与自由；对爱情，
要丢弃等待、不切实际和自以为
是，邂逅与经营真爱；对亲情，
要丢弃对家人的苛刻和期许，用
心经营融洽关系。

（推荐书友：阿迟邦崖）

创造、意象与精神向度
——方其军自选诗集《炊烟》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