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是近年来文化
界的热词，人类文明的精华有
一大半在博物馆里。世界各地
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不计其
数，有些已经成为闻名于世的
城市地标，有些静静地“躲”
在城市某个角落，要一一到
访，是不可能的事情。由中国
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所
著的 《博物馆之美》，给我们
带来了美的震撼。

陈 履 生 有 30 年 从 业 经
历，探访过全球 370余家博物
馆、美术馆。在 《博物馆之
美》 中，他从自身的实践出
发，从收藏、策展、运营等角
度 描 绘 了 “ 理 想 中 的 博 物
馆”，也为我们介绍了博物馆
的美到底在哪里。本书不仅涉
及博物馆学的宏观问题，还对

中外博物馆业态的发展进行了独
特的思考，既探索博物馆的收藏
之美、展览之道，又解析了博物
馆的运营之伤，同时，对公众关
心的博物馆公共教育、观展体验
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陈履生在书中既列举了享誉
世界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大
型 博 物 馆 ， 也 详 细 描 述 了 一 些

“冷门博物馆”，如巴黎的下水道
博物馆、地窟博物馆等。进而提
出，博物馆之“美”，并不在于拥
有丰富而独特的藏品，而在于博
物馆能否以其超强的吸引力成为
公众的文化依赖，成为几代人抹
之不去的人生记忆，继而成为国
家和城市的骄傲。这也是互联网
时代，人们还需要走进博物馆的
根本原因。这种心灵的慰藉和文
化 的 依 赖 ， 显 然 是 那 些 “ 高 科
技”所不能带来的。

陈履生退休后自己开了一家
油灯博物馆，在他看来，油灯凝
聚 着 中 国 的 文 化 ， 流 传 千 年 的
诗、文、书、画都是油灯下的产
物。放眼世界各国，油灯文化具
有独特性，他希望把它代代传承
下去，而这也是博物馆的最大价
值所在。（推荐书友：金永淼）

《博物馆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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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桐城往事》 这个
书名，着实可以激起不少读者
的阅读兴趣。“桐城派”是我
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
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
显赫地位。作者王顾左右机灵
地 做 了 一 个 注 解 ——“ 言
他”，即作品描述的并非文学
上的“桐城派”或桐城历史上
的那些圣贤，而是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桐城地区一段不为人
知的陈年旧事。

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以
第一人称“我”复盘着自己的
乡村记忆。那一方水土，既承
载着桐城雅文化的传统，当然
也挡不住俗文化的冲刷。当东
风压倒西风，以“汤桥”一地

为核心的现当代桐城俗文化就以
它古老的粗鄙，形成了一道独一
无 二 的 文 化 风 景 线 。 那 一 段 人
情，是悲欢离合的浓缩，是大起
大落的刺激，更是人性善恶的拷
问。小说主要人物刘五爷、刘大
脚 （五奶奶） 及其一双儿女刘义
雄、刘凤，在作者的笔下不再是
单纯的个体，而是折射时代风云
的历史见证者。他们所演绎的生
命故事，是浮沉历史中弥足珍贵
的心灵记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陈先发评价该书是“对‘乡村之
丧失’的深情回顾与反刍，构成
了一幅复杂难言的心理图轴，隐
忍而不铺张”。

好的写作，为读者提供的往
往是一种双重体验。一方面被故事
所吸引，一方面享受作家的各种技
艺。作者塑造了一群桐城怪人，让
整个故事充满了阅读的趣味。这其
中，既有爱情的忠贞与背叛，也有
亲情的温暖与寒冷，更有友情的牢
固与易碎。这三种情感的迸发与冲
淡，又与小说主干刘义雄及其“通
辰植纤厂”的兴衰紧密结合在一
起。 （推荐书友：郑从彦）

《言他：桐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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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

梁晓声是令人尊敬的作
家，以 《今夜有暴风雪》《这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
闻名于世，其长篇小说《人世
间》 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在新出版的《梁晓声文学回忆
录》中，他首次梳理个人文学
生涯，从中可读到一个文学时
代的精神风骨。

全书分为“我的人生历
程”“我的创作思考”和“我
的文艺见解”三部分，共收录
文章 30 余篇。既有对亲人的
眷恋，也有对宗教和哲学思想
的解读，还有对美的思考、对
新国民的期待。梁晓声展现他
的爱憎分明、嬉笑怒骂，从
前、现在或将来，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皆成文章。这些人
生和社会回忆录，饱含了一个

作家的思考，以及一个赤子的忧
国忧民之情。

作为一个时代的亲历者，梁
晓声经过了“无悔青春”到“底
层关怀”“现实关怀”的嬗变，大量
的素材和精准的分析，表明他测准
了中国的现实。他提出：为什么我
们总是在抱怨？中国人的火气从哪
里来？传统文化的回归动力与空间
在哪里？古城与小镇能拯救中国
吗？对梁晓声来说，历史的感受和
现实的思考是融为一体的。

梁晓声一直被认为是平民的
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让我们
看到了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
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着与无
奈。他曾对学子们说：“将身边发
生的记录下来就是遗产，都是有
意义的。你们要做最能够领略文
化之美的人，并将这种美传达给
更多的人。这不是什么高标准，
而是一个底线。”这就是梁晓声。

梁晓声说：“人应该有两个故
乡，一个是现实地理的故乡，另
一个则是精神上的故乡，让更多
的人从青少年时期就拥有良好的
精神故乡，是作家肩负的时代责
任。”其文一针见血。

（推荐书友：张光茫）

《梁晓声文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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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鉴

傅晓慧

说起 《红楼梦》，自是家喻户
晓，它在我们这个国度中占据着极
为重要的文化地位。计文君所著

《曹雪芹的遗产》 将 《红楼梦》 作
为一面审视中国文学叙事的镜子，
也将其作为中国小说创作者们必须
考量的一种艺术方法，所以本书副
标题便是“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
界”。

《红楼梦》 刚刚面世的时候，

客观而言，只是一部略显异样的章
回体小说。它的经典化，是中国文
学发展的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导
引以及意识形态的建设等诸多因素
共同促成的。大抵是从新文化运动
开始，身为“旧小说”的 《红楼
梦》 凭借自己非凡的思想内蕴和精
深的艺术品质进入了五四文学健将
们的视野。在那样一个推崇白话文
学、平民小说的时代，知识分子要
做的是：在文学场域内“砸碎一个
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可当
时的他们尽管到处寻找合适的范
本，却发现内心非常中意的 19 世
纪欧美现实主义小说难当此任——
当外国文学还没有在国内得到广泛
译介之时，他们需要一部国人更为
熟悉的作品来作为中国小说进程的
起点。此时，《红楼梦》“平凡的亲
切”“为人生的文学”等价值被发
掘出来了。必须承认，新文化运动
对 《红楼梦》 的经典化起了积极作
用，可它也同时开启了以功利主义
观点解读红楼、为我所用的滥觞。
之后我们会看到很多所谓的研究者
挥舞着“阐释的大刀”，将这部小
说 中 合 乎 自 己 胃 口 的 称 为 “ 精
华”，剩下的视为“糟粕”⋯⋯

《红楼梦》 里，有对日常生活
场景逼真的再现，有对典型人物神

形毕肖的塑造，有对社会关系广泛
深入的触及，从现实主义小说的标
准来衡量，它也是异常精彩和杰出
的。而其后无数优秀的现当代长篇
作品几乎都可被划归进“红楼梦的
谱系”之中。不论是茅盾的 《子
夜》、巴金的 《家春秋》、老舍的

《四世同堂》 还是林语堂的 《京华
烟 云》， 乃 至 路 遥 的 《平 凡 的 世
界》、陈忠实的 《白鹿原》 ⋯⋯其
实皆具“红楼踪迹”。由于很多小
说家在进行创作时，会有意无意地
在这份文学资源中寻取自己需要的
东西，于是 《红楼梦》 所确立的叙
事范式在中国文学领域内形成了

“一脉千流”的大观。众所周知：
人类叙事历史上的每种经典的叙事
范式都是由伟大的小说家确立的。
作家先是通过作品进行一次创新，
这种创新所体现的小说观念会冲击
到一定范围内的作家群，然后得到
认同和仿效，最后出现相应的文学
批评和理论分析，直到这一范式真
正得到确立与命名。列夫·托尔斯
泰的 《战争与和平》 如是，巴尔扎
克的 《人间喜剧》 如是，曹雪芹的

《红楼梦》 亦如是。计文君女士认
为，《红楼梦》 作为“一种文学资
源”，形成了“一种叙事范式”，它
通过一套足以和世界的复杂性相匹

配的叙事，完成了具有审美性和超
越性的表达。

待 《红楼梦》 被评价为“中国
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后，这部小
说的经典地位便再一次获得提升，
乃至成为整个中国文学坐标系中最
耀眼、最富标志意义的存在。随
后，对它的研究也成为一门显学。
然而，即便在近现代中国小说创作
屡屡进步的现实中，至今也未出现
一部能与其比肩的佳作。这就使人
不得不承认：《红楼梦》 一方面成
了中国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巅峰，
另一方面，也是断崖。当然，艺术
发展本身并不遵循简单的进化论原
则，用技术手段是不能解决文学问
题的。众多叙事范式中从来就不存
在什么“某一种比另一种更为先
进”这样的价值分级。可惜中国的
现代小说家中，总有一些人在为自
己国家的叙事艺术“欠发达”而深
感自卑，但别忘了，我们有“曹雪
芹的遗产”。

笔者一直认为：因为有 《西游
记》， 所 以 我 们 在 看 到 托 尔 金 的

《指环王》 时，不会太过惊艳。因
为有 《红楼梦》，所以我们在看到
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
时，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庆幸：我
们也有，而且我们的更好！

一部名著的影响力
——《曹雪芹的遗产》读后有感

金夏辉

“口音”一词所揭示的，往往
是人和居住地的关系。中国导演贾
樟柯之所以将电影作者的风格比喻
为“口音”，是因为他一直通过电
影的视听语言，表现自己和故乡汾
阳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隐蔽
的，而著名中国电影研究专家白睿
文所记录的 《电影的口音：贾樟柯
谈 贾 樟 柯》， 却 用 翔 实 的 访 谈 记

录，为我们提供了探究这种关系的
途径。此外，这本书还体现出贾樟
柯的电影美学和创作理念等见解，
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和体会一代电影
导演的成长之路。

本书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为
“汾阳光阴”，二为“光影故乡”，
三为“光影之道”，它们共同构成
了这部细节丰富的导演访谈录。

“汾阳光阴”的内容包括贾樟
柯的成长背景和团队创立等经历，
再现贾樟柯从校园学习到独立创作
的成长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贾樟柯和故乡汾阳的关系，帮助读
者更好理解电影艺术和导演故乡的
关系。贾樟柯在艺术风格选择上的
倾向深受故乡汾阳影响，他倾向于
记录时代发展下的小人物命运，敏
感于城市发展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
的冲击，不轻视通俗音乐对人的启
发作用，不忽视电影的相对真实
性。这些倾向的原因在书里都能
找到答案——重视人际关系的认
知源于山西城市在特定历史条件
下的封闭性，对文工团舞者和扒
手等小人物的关注，则源于县城
汾阳位于城市和乡村连接处的特殊
位置。看似相异的原因，却绕不开
故乡汾阳。

在“光影故乡”中，贾樟柯谈
了 《小武》《三峡好人》 等九部代
表作的灵感诞生和拍摄制作等经
历，让读者一窥电影创作的路径和
电影导演的思路，以及贾樟柯电影
美学中的真实性。贾樟柯不习惯准
备分镜头剧本，他喜欢根据现场的
真实环境，结合故事氛围，然后安
排调度。例如在 《站台》 的一场戏
中，男主王宏伟和女主赵涛正处于
忽远忽近的爱情关系中，贾樟柯受
拍摄场地的启发，采用的处理方式
是演员一会儿在镜头中一会儿在镜
头外，打破了摄影机和演员相互迎
合的关系，表现出两个人物之间
的模糊关系。同时，这种调度处
理深刻反映出贾樟柯电影风格中
的独特真实感，有人认为这是纪
录片的痕迹，但贾樟柯在书中做
出了解释。他的“真实”不是大
多数人所说的真实，而是一种美
学层面的概念，体现一种自然逻
辑。这打破了一些人对贾樟柯电
影风格的误解。

“光影之道”记录了贾樟柯对
于电影本身的观点讨论和经验分
享，他具体讲述了短片 《小山回
家》 的拍摄经历，分享了自己的心
路历程，帮助读者理解拍摄的艰

辛。贾樟柯提到拍摄 《小山回家》
中的自我怀疑和痛苦，认为学会做
决定是他拍完短片后的最大收获。
例如面对一场戏，贾樟柯开始学会
思考，他应该选择长镜头、分切还
是其他拍摄手法。

在书中，贾樟柯从导演的角
度，提出了不少精彩的见解。一方
面，这些见解包含了导演的电影创
作经验，涉及剧本创作和具体拍摄
等多个方面，对于爱好电影艺术的
读者来说，翻阅此书无异于享受一
场盛宴；另一方面，这些见解又和
导演本人的童年经历和对应的社会
环境息息相关，对于任何一个钟情
于人文历史的读者来说，导演在对
话中的回忆堪比一部微型史书，让
人忍不住反省人和故乡的关系，以
及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

总的来说，《电影的口音：贾
樟柯谈贾樟柯》 绝不只是一个导演
分享拍摄经验的访谈录，而是一个
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痕迹。读者可
以通过对话体的语录，窥见贾樟柯
电 影 的 独 特 “ 口 音 ”， 感 受 “ 口
音”背后的“真实感”和“故乡”
等词汇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与一代
电影导演的生命发生共情，启迪自
身对于电影和社会的思考。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痕迹
——读《电影的口音：贾樟柯谈贾樟柯》

鲍静静

《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
被 《收获》 杂志列为 2020 年度短
篇小说榜榜首。

关注艾伟写作的读者，会以
《爱人有罪》 为代表的罪与罚系列
创作延长线来定位这篇小说。小说
写了杀人犯俞佩华收监 17 年的最
后一天，和她观看以自身案例改编
的话剧的某一天。多年前，笔者曾
在宁波图书馆听艾伟讲座，他说经
典文学应追求爱与生命。由此解读
俞佩华，最好视其为身边的普通
人。

17 年监狱生涯中，俞佩华年
年被评为优等，狱警方敏熟知她的
档案内容：入狱前，俞佩华是年年
先进的化学教师。

在方敏眼里，俞佩华在监狱的
行为堪称楷模，没有一个人能像她
那样严格地对待自己，不允许出一
丝一毫的差错，这种意志力无人能
及。要做到 360 度无死角的完美，
得屏蔽世俗的无数诱惑与干扰，不
是 10 分 钟 、 3 个 小 时 ， 而 是 17
年。这无疑是把自己关进壁垒，陷

入了偏执的模式。
这样的她，是犯了何罪入狱

的？
出狱后某一天，俞佩华和方敏

以及编剧陈和平一起观看以俞的案
例创作的话剧 《带阁楼的房子》。
26 年前，父亲死后，叔叔与母亲
在一起了。一天，母亲不在家，叔
叔醉酒，化学教师俞佩华将 20 颗
安眠药放入开水里，让叔叔熟睡。
然后用电线勒死他，并泼硫酸灭
尸，最后她把白骨盒放在了阁楼
上。后来，父亲被杀案情破获，母
亲请道士在阁楼做法事，道士无意
间挥剑刺中白骨盒。当时，俞佩华
刚好与儿子外出看电影。事情就此
败露，此时离案发已有 9 年。

艾伟善于推衍人物内心，喜欢
将情节核心置于紧张状态，驱动人
物游走，撕开伦理封裹的真相。小
说 《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 里
说，进监狱的人，不是愚蠢的就是
聪明的。俞佩华智商在线，是什么
使她无视客观真相？她好强，自我
意识强。父亲死后，俞佩华更是一
夜之间迅速成长。有独立人格的她
是有担当精神的，她想成为这个残

破家庭的顶梁柱。然而叔叔的介入
侵犯了她的心理防线，偏执的她进
入了妄想。在情与理的极度撕扯
中，安眠药与硫酸幽灵一样显现，
血缘亲情的宿命悲剧就此降临。偏
执这把刀，挖掘出她灵魂深处的至
暗，她也遭受了精神的酷刑，毁灭
了自己与家人后半生的幸福——案
发时，俞佩华的儿子才 9 岁，她入
狱后离婚，服刑期间母亲又去世
了。

小说情节十分紧凑，中心人物
锁定为两个，除了俞佩华外，另一
个是她狱里的工友、聋哑姑娘黄童
童，个性同样十分偏执。《带阁楼
的房子》 编剧陈和平带演员体验生
活时，发现两人情同母女。听说俞
佩华要出狱，黄童童哭了一夜，之
后还选择自杀。话剧结束时，俞佩
华托方敏把购买的洋娃娃送给黄童
童。听到其生死不明，情急追问：
黄童童在哪里？此时的俞佩华面目
狰狞。方敏第一次感觉到俞佩华不
被驯服的力量，也似乎理解了她
26 年前的行为。俞佩华熬过了 17
年监狱生涯，而蕴含在母爱里的偏
执，仍如此汹涌、锐利、凶狠。

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不被理
性发现的角落，沉默、幽晦而复
杂，无法被语言穿透。鲁迅先生曾
说 ，“ 揭 出 病 苦 ， 引 起 疗 救 的 注
意。”《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
与其一脉相承、隔空遥望了。不仅
这一篇，艾伟小说常常将“生命本
质中的幽暗和卑微”作为叙事聚焦
的对象，作为“存在的勘探者”，
其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

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杨庆祥阐述
《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 上榜
《收获》 2020 最佳短篇的理由是：
这篇小说有元小说气质，小说有两
个文本真相。在表层文本里，女犯
人故事以悬疑剧方式勾起读者足够
的好奇心；在深层文本里，这是关
于作家无法驯服作品人物的故事，
它暗示着艺术的高度和限度。最
后，小说似乎开了一个玩笑：你永
远不会知道你想知道的，因为这就
是生活最混蛋又最坚固的逻辑。

是的，小说直至结尾，也只是
呈现情节，艾伟并没有对俞佩华做
任何的意义赋予或人格评价，也许
这才是根本上对爱的敬畏和对生命
的尊重。

偏执是一把刀
——读艾伟《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