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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录过

评书

应该说，《大国商帮》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
术专著——学术专著大多堆积着史料，充斥着
术语，让人敬而远之；《大国商帮》也不是一般
意义的散文随笔——这本书中史实是严谨的，
可以大胆地说，是经得起岁月的检验的。

而这，正是作者汪盛科的高明之处——水
平一般的专家往往喜欢故弄玄虚，把简单的事
情搞得很复杂；而水平不一般的专家则恰恰相
反，常常擅于深入浅出，把复杂的事说得清清
楚楚。

在我眼里，《大国商帮》是一本好书。好在哪
里？《大国商帮》至少让我明白了以下几个问题。

为何称“宁波帮”为“大国商帮”？“宁波帮”
是一个了不起的“商帮”，是一个值得让世人称
赞的“商帮”。一般认为，我国自明清以来形成
十大商帮。虽然说影响最大的是晋商和徽商，
但是真正实现向近代化转型的商帮，却是“宁
波帮”。再说，名人、伟人频频把宏伟的目光投
向宁波。近代史上，孙中山来到宁波并演讲，
他在演讲中称赞宁波人，成为最早点赞宁波人
的名人；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宁波帮”；邓
小平则在1984年8月1日，发出了“把全世界

‘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伟大号召。
还有，作者以当代大学生的视角关注“宁波
帮”，认为“‘宁波帮’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重亲情，讲孝道”。因此，称“宁波帮”
为“大国商帮”，可谓实至名归。

宁波帮的精神是什么，可谓见仁见智。不
难发现，作者更喜欢“爱国爱乡、创新创业”这
种说法。“宁波帮”爱国爱乡——热爱祖国，报
效祖国；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作者认为，创新
是“海外‘宁波帮’崛起的奥秘”。具体说，就是

“勇于突破旧框框，开创新事业”“善于投身新
领域，进军新区域”“开拓但不冒险，创新又能
吃苦”。“宁波帮”的创业无疑是成功的，作者认
为，成功有五要素：“白手起家，人脉相助”“心
怀梦想，勇于进取”“思维敏锐，善捕商机”“不
拘成法，敢于突破”“多元发展，稳健经营”。

为宁波帮唱了一首怎样的赞歌？作者从
“宁波帮”精神、“宁波帮”人物、“宁波帮”与教
育、宁波人与戏剧四个方面娓娓道来。按理
说，“宁波帮”发家于商，且书名为“大国商帮”，
书中应该是大篇幅的经商故事，但作者没有专
门讲述“宁波帮”经商的章节。作者把更多的
笔墨留给了教育，还把笔墨留给了戏剧。作者
选取“宁波帮”与教育、宁波人与戏剧，一则是

“宁波帮”的真实创举，二则彰显着作者的境界
和格局。

读了本书，我的感受是：为宁波帮唱赞歌，
需要热情，更需要智慧。

《心居》
作 者：滕肖澜
出 版 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小说以上海为背景，有生于斯长

于斯的城市常驻者，有折腾半辈子只
为落叶归根的老上海人，有不想变得
透明而努力上进的新上海人。以顾
家三兄妹为代表的上海人，围绕房子
衍生出种种悲喜交集的人生经历，他
们渴求更丰沛的物质生活，同样也不
遗余力地为个人灵魂寻找安妥的栖
居之处。

《爱不妥协》
作 者：六 六
出 版 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作家六六在新作《爱不妥协》中，

记述了近年来看待人生、看待世界的
新视野和新感悟。全书分四个部分：

“往后余生，没有风花雪月”“人为什
么要有孩子”“出世和入世”“拿起行
囊就走”，分别呈现作者感情生活、进
阶之路、教育理念、文化传承等维度
的思考。

《人类还有未来吗》
作 者：何怀宏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北大哲学系何怀宏教授，从底线

伦理和中西传统文化智慧的角度，考
察了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与我们的
现实关系，并提出了预防性的道德与
法律规范设想。 励开刚 文

“密室推理”创作的崭新尝试
——读《写字楼的奇想日志》

清 宸

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唐诺先生曾下过一
个断言：密室推理小说已经撞上了右墙，达到
了不可逾越的极限。而徘徊在这右墙跟前的，
是有着“密室之王”美誉的美国推理作家约翰·
迪克森·卡尔。事实上，不仅是唐诺先生，当下
很多创作者，包括阅读者在内，都认为“密室推
理”早已举步维艰，甚至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
——你再怎么绞尽脑汁，也只能在前辈们设计
出来的核心诡计周边打转。然而真的是这样
吗？起码青年推理小说家孙沁文用他的新作
《写字楼的奇想日志》，对此一观点提出了异
议。在孙沁文看来，“密室推理”是推理小说中
最源远流长、最引人入胜的类型模式之一。新
的时代环境之下，新的技术、新的概念能够有
效拓展这一类型模式，从而给“密室推理”带来
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跟踪摄影技术、网络遥控
技术……这些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密室推
理中是完全难以想象的。而如今，作家们却可
以自如且自然地将其应用于创作实践，使推理
小说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崭新魅力。

《写字楼的奇想日志》一共收录八则短篇
推理，总体来说文笔简约朴素，构思逻辑严
密，风格轻灵宛妙。小说还相当大胆，采用寻
常的背景，架设精彩的情节。故事中没有任
何叫人瞠目结舌的元素，也没有插入诸如暗
黑、惊悚、猎奇、异色这些可令文本显得更炫
目更花哨的内容。相反，作者极富自信地选
择了读者们司空见惯的场景与人物，让故事
发生于都市白领们匆匆忙忙上班下班的写字
楼内。主人公乃是福尔摩斯般的年轻技术宅
男“我”和前台小姐“黄小玲”，两人协作，揭开
了一个个离奇事件的隐秘真相。譬如为什么
密室之中会无端悬吊着一个人体模特？头
脑正常的男人为什么要在办公室内，大白天
撑着一把夸张的雨伞？目击者明明亲眼看
见有人影闪进了电梯，为什么再去查看时，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小说看上去由八
个独立的故事组成，但最后，这些篇章全部连

缀起来，恰似一块块碎片拼贴完整，显露出女
主角隐藏甚深的身世之谜，一个“完整的”长
篇瞬间呈现。

书中的几个推理故事，彼此间还存在一定
的水平差异。前半部分的故事相对更精巧，后
面就有点强弩之末的感觉了。总体来说，《写字
楼的奇想日志》采用“短、平、快”的手法叙写推
理，读来没有丝毫滞重、晦涩之感。其实短篇推
理的创作并不比长篇来得容易。因为体量上的
硬性规定已经给作者设定了严格界限。在篇幅
大小无法外拓的情况下，作者对故事谜题的叙
述和情节线索的安排必须慎之又慎。这一点表
现在该部作品中，是孙沁文差不多用三言两语
就交代了“我”在一家app开发公司上班，自从
和前台黄小玲成为了好友后，这幢楼里总会发
生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小说里没有特别
惊艳的作案手法，也没有格外惊人的思维陷
阱，幸而每个故事基本都设置了小小的亮点，
带给读者小小的赞叹、讶异和感慨，宛如日常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有的心理起伏。全书唯独
最后一个故事带有逆转性质：原来清丽可人的
前台姑娘黄小玲，居然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副
面孔。此时，读者如果再回过头去翻看前面的
某些细节，会发现，所谓的“转变”，皆非空穴来
风，俱都有迹可循。只是这些“暗示”被作者用
文字掩藏得太过自然，以至于我们目光流连，
却“视而不见”。

《写字楼的奇想日志》也有明显的短板，那
就是它缺乏点余味，没能给读者留下想象和思
索的空间。女主人公最后性格真相的揭露，虽
说应该归咎于她的家庭环境，但这种归咎比较
刻意和俗套。同时，囿于篇幅，结尾的收束又
显得有些匆忙。作者本意似乎是希望在本格
推理之后再添加上一些社会派推理的色彩，可
惜衔接稍嫌生硬，导致最后没能挖掘出人性的
深度，反而有点像是在“说人性的坏话”了。

（《写字楼的奇想日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7月版）

一首宁波帮精神的赞歌
——读《大国商帮》

雨 巷

市扫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