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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太古”这个地方吗？
/ 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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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笨的人都不笨 / 夏丽柠

在壁炉旁读莎诗 / 尹画

珠海书城
本周新书畅销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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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

言》 [美] 约翰·卡雷鲁 著

4.《金庸往事》 沈西城 著

5.《读孩子们的书》 [日]河合隼雄 著

6.《寻找白岩松》 刘楠 著

7.《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

[英]霍吉淑 著

8.《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尔贝 著

9.《高情商职场沟通术》 林开平 著

10.《孤独的吃吃吃》王蒙、郭兮恒 著

何必勤于解剖
/ 朱辉

“太古是个地方，它位于宇宙的中心。”

一个时空，诞生了。

时间和空间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只有感知到，它

们对我们才具有意义。对于小说家而言，因此似乎拥

有了某种创造的特权。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太

古和其他的时间》就是关于空间与时间的奇特想象。

老周，周云蓬写小说了。新近出版了小说集《笨故事
集》。
说别人笨，我信。说老周笨，打死我都不相信。

虽说老周从9岁起，就是个盲童，但
活过的人生，却比明眼人还明亮。至少
在外人看来，是这样。15岁弹吉他，19
岁上大学，21岁写诗，24岁当流浪歌手
去漂泊。网络上流行的老周履历，的确
这样记录了他的“斜杠”人生。再配上头
戴黑毡帽、架着黑墨镜、长发披肩、怀里
搂把吉他的照片，老周，简直就是黑夜里
冉冉升起的最亮的那颗星！

凡事就怕“但是”二字。老周真的如
我们想象般明媚快乐吗？或许，在这本
《笨故事集》里，我们对老周的思想活动
能有些掌握。本书收录18个短篇，题材
纵横上下五千年，包括击筑刺秦的高渐
离，李白独坐的敬亭山，流浪无锡的音乐
家阿炳，还有那个半真半假的、预示未来
的《养老院》。这些故事中，裹挟的是老
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是在《少年
心事》《远望当归》里，还是在《笨故事》
里，都能窥见老周孤独而坚定的身影。

老周写孤独太迷人了。相比之
下，我们到处诉说的孤独，简直就是无
病呻吟。老周写《无人》，“我放慢脚

步，耳听，鼻子嗅，棍子戳，全身心地雷
达搜索……”我们的孤独镶嵌在内心，
老周的孤独却是由心向外扩散的。就
像传染病，台阶、小馆、灌木、泥土，顷刻
间都染上了孤独。热闹里的孤独才是
真孤独。然而，用声响对抗孤独，大概
是老周的独门武功。

读这本书，常常想起张楚的歌，“孤
独的人是可耻的，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
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没有选择，我们都
必须恋爱。”怕孤独才恋爱，还是怕可耻
才恋爱？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若说到
老周，答案可能是后者。看老周走过的
路，这个不幸而未被不幸打败的人，对自
己有许多期待，正如他为电影《神探亨特
张》写的主题曲，“沉默如鱼的呼吸，沉默
如石的呼吸，沉默如睡的呼吸，沉默如谜
的呼吸。”谜，意味着可能性和希望。

不知道书中《京都寻梦》所写的，算
不算老周对自己恋爱的期许，“千山万水
地寻找老师学习演奏三味线，出人头地
后找个好老婆，这些愿望只需变成一只
鸟就能实现了。”虽然，老周的故事里到
处都在写姑娘，有萍水相逢的，有两情相
悦的，有耍弄心眼的，也有无疾而终的，
但老周与她们，始终都有一种距离感。
距离产生美，恐怕这就是老周的爱情观。

再好的故事也有结束的时候。老周
在后记里说自己生病了。46岁的老周开
始养生了。也就是7年前，我还为老周的
散文集《绿皮火车》写过书评。我说，老
周眼里的黑暗是透明的，真是羡慕他一
路旅行一路歌。可这会儿，他说他成了
脑血栓患者，正要去打败病魔。好在，老
周有东北硬汉的性格，一个从低处起飞
的人，还有什么输不起呢？他又重新踏
上了唱游之路。他希望自己七十多岁
时，还能像小青年一样飙琴，还能在舞台
上蹦跳如昨。

最后，老周引用尼采的话做结束语，
“凡不能杀死你的，终使你更强大”。将
生命理解得如此透彻的人，他说他的故
事都很笨拙，你信么？

高晓松说他每年都会给马云推荐
一个书单。最初推荐1000本，马老板
显然没时间读。最后变成4本，居首的
是王小波的长篇小说《万寿寺》。

“每次读王小波都觉得心在飘浮，
每次读《万寿寺》都发自内心地充满喜
悦。白话文原来可以营造出这样的世
界和氛围，还有这样的节奏感……王
小波的作品始终让人特别放心。他一
定能保持在离地不高不低的地方，既
不接地气，不会成为现实主义，但是也
不至于神经兮兮……”高晓松曾如此
评价王小波和他的《万寿寺》。

与高晓松不同，我周围一些人，比
如我妻子，对于王小波作品死活看不
下去，认为不知所云。他们甚至武断
地认为，那些声称是王小波粉丝的人，
都是在装酷、赶时髦，其实他们也看不
懂。

人家装没装，不好判断，但确实有
许多王小波迷很“用功”，很认真地解
剖着他的作品。比如《万寿寺》，网上
许多分析文章说这部小说充满了隐喻
和反讽。这些“解剖”隐约可见当年语
文课上反复反复再反复练习过的技
法。常常在想，再美的“美人”，“遗体”
经过这么冷静细致的解剖，最后恐怕
也毫无美感可言了，只是变成一块块
碎肉，或许可供科研。

又想起2017年浙江高考语文试
卷有道阅读理解题，文章结尾是“从锅
里跳出来的鱼，眼里发出诡异的光”，
考题是“诡异的光指的是什么?”此题
不仅难倒了众考生，连原文作者巩高
峰也解释不出答案来。

“一部小说在影射什么，作者并不
知道。”这是王小波生前对自己小说隐
喻象征的回答。不过许多读者依旧勤
于解剖，也许解剖得越细腻，越能显出
自己高超的阅读理解能力？

“写长篇小说当然需要先画出结
构图，明确基本走向、人物关系和情节
起伏路线……不然怎么写得出那么多
字？”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然而并非
所有作家都写得这么辛苦，金庸一些
小说就是写到哪儿算哪儿，每天在报
上连载；有时出差了，还会找朋友代写
几天，于是便有了倪匡擅自将《天龙八
部》中“阿紫”写瞎了的“佳话”。作家
写得天马行空，读者读得畅快，这不挺
好吗？何必纠结、拧巴，硬要把写书、
读书弄得十分辛苦？

或许因为看过许多烧脑的西方
电影，对于《万寿寺》这样看似凌乱的
小说，我倒没有死活读不下去的感
觉。各花入各眼，我更习惯于欣赏刘
震云、方方写的那类现实主义作品，
但并不妨碍我觉得《万寿寺》读来也
很有趣。之所以有趣，是我没有逼自
己非得去总结出它的中心思想和隐
含的意义。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首版于17世纪
初。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完稿于19
世纪初。中间隔了200多年，人们还在
读莎诗，足见莎士比亚流传之广。如今，
距离十四行诗初版已有400余年，我们
依然在读莎诗。伟大的莎翁，不啻上苍
赐予人类的奢侈礼物。

寂静的秋夜，家里没有壁炉，泡杯热
茶，于袅袅升起的暖意中重读十四行
诗。我给自己也营造一份诗意。诗集共
收录154首，诗与诗之间，有着贯穿连接
的故事。按照流行解释，第1-126首，是
写给一位美貌贵族男青年的；第127-
152首，献给某位黑皮肤女郎；最后两首
以及中间个别几首，则不在故事之内。

莎翁的诗，同他的戏剧一样，须得静
下心来读，才能感悟其深邃的思想火
花。他将文字玩到极致，丰富的语汇背
后囊括的意象也很丰富。比如植物意

象，以紫罗兰比喻年轻朋友，用百合指代
朋友皮肤白皙。比如动物意象，用狮子
来象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用云雀来表
达友情带来的力量。第105首里如此写
道：“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
这也是莎翁宏大的艺术观和人生观。

十四行诗，顾名思义，一首诗有十四
行。然而，不落窠臼的莎翁不但将传统
的两段四行加两段三行的体式，改成了
三段四行加一副对句，用最后的对句来
点睛全诗，甚至将第99首拉长到了15
行，多出的第一行是对第98首诗的解
释。又比如第126首，只有12行。有人
推断，因此诗是诗人送给男青年的最后
一首，所以特地改变了章法，由十四行变
为十二行。无论如何，敢于创新的莎翁
是独具一格的，也如此这般形成了以他
名字命名的“莎体”。

我很喜欢诗集第18首和第130首。
“我能否把你比做夏季的一天？你可是
更加可爱，更加温婉……”“我的情人的
眼睛绝不像太阳；红珊瑚远远胜过她嘴
唇的红色……”（屠岸译本）。于昏黄的
灯光下，在书房里独自诵读把玩，壁炉旁
读诗的古典意境似乎也漫山遍野弥漫
开，将平淡的日子一一叠入了诗行。

金庸曾说：“如果有一天能上太空，
又只能带一套书，那必须是莎士比亚全
集。”是的，每个人的一生，至少都应该读
一次莎士比亚。

《巫医、动物与我》的奇妙内容，让
人感觉这是一部虚构小说，但它却是
真实的回忆性文字记录。作者赫伯
特·雷布汉青年时期以“美国和平工作
团”志愿者——一名兽医的身份，前往
非洲马拉维行医，本书记录了赫伯特
在非洲工作期间所发生的诸多传奇故
事。

全书分“我来，我看，我被震撼”四
个章节。赫伯特刚到非洲，巫医姆津
巴大夫就上门拜访，带了两只患病小
狗给赫伯特医治，并说“我已经等了你
十六年，十六年前我就看到你了！”这
话印证了姆津巴有未卜先知的神奇功
能。将信将疑的赫伯特在看到姆津巴
可以用碎镜子为孕妇进行胎检等案例
后，对姆津巴充满崇敬。若按唯物主
义观念，姆津巴的行事根本不会存在，
但非洲大陆却有很多这样的巫医以奇
怪的方式有效地为民服务。

赫伯特善良正直，为融入到马拉
维的生活氛围中，努力学习当地语言，
主动和人们交流；他克服路途障碍，去
很远的地方为村民的家畜治病；有次
竟成功地为一位怀孕的女孩接生；为
了当地人的健康，他铁面无私地在市
场上收缴染有病菌的肉品；他在原则
性问题上毫不退让，得罪权贵也在所
不惜。因此，他被当地人称为“白人疯
子”，这个称号是对他勤奋工作、踏实
做人的尊称。

赫伯特热情帮助当地每一个人。
露丝，14岁结婚，没有生育能力被丈夫
抛弃，成为酒吧女郎。她邂逅赫伯特
后，赫伯特给予她物质和精神的帮助，
教会她下西洋棋。在一次对弈中，露
丝战胜了高手泰德，提升了自信，也开
始教孩子们下棋。早年所受的摧残让
露丝的身体每况愈下，弥留之际，她感
激地向赫伯特道别。露丝去世后，赫
伯特得知露丝生前赞助了一位极具下
棋天赋的女孩格雷西，便联系慈善机
构继续帮助格雷西。他鼓励格雷西

“发挥自己的价值，成为皇后，就像露
丝一样”。

提及非洲，总是让人联想到贫穷、
炎热、疾病、战争等元素，但在《巫医、
动物与我》中，却见到了大爱、真诚与
友谊。看过《巫医、动物与我》的读者，
拥有书中巫医的神秘力量可能比较困
难，但完全可以拥有医者赫伯特的“仁
心”，以更包容、更开放的心态行走世
间。

非洲行医传奇
/ 李晋

“太古”被设定为宇宙的中心，也是波
兰的一处村庄。在现实的时间轴上，小说
叙述的是20世纪波兰农村的苦难生活，
作家没有采取常见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
制造了“太古”这样仿佛梦境的奇异之地，
一个无边界的世界，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碎
片。在太古，人们碎片化地经历每个人的
时间，每个时间碎片都是短故事，如同拼
图聚拢组成整体图像。

波兰多舛多难，往昔如影随形，一直
背负在身。密茨凯维奇、贡布罗维奇、米
沃什、辛波斯卡和扎加耶夫斯基等文学大
师，或以滚烫的诗句抒发爱国情怀，或致
力于清算和揭露罪恶与过失，或讴歌、或
愤怒、或悲悯，以殊异的方式不断书写这
个灾难深重的国度。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有自己独特的理
解，她希望在国家与民族的大叙事之外，
更多一些“小写”普通人命运的作品。她
放弃了累重的线性，采用大量短故事的拼

贴，结合神话、寓言、幻想、民俗等多种元
素，随意跳跃，自由不羁，但内核又是统一
的。很多故事难以定义，表述模棱两可，
内涵反而更丰富，可以多种解读。

米霞的天使的时间，代表了女性的纯
洁，守护天使赐福米霞，保护她规避风
险。麦穗儿的时间，如同名字一样质朴，
她就是大地之母，遭受无尽的折磨，刚刚
出生的幼子在她的怀里冷却，女儿像珀耳
塞福涅那样与她季节分离，而在这些折磨
里她仍然保持坚韧的生的意志。地主波
皮耶尔斯基的时间，象征波兰贵族、精英
知识分子的心路求索，世事的变化导致了
信仰的危机，他应对的方式就是读书、思
考与祈祷。老博斯基的时间，是专心于耕
种自家的农田，闲暇时抽一支烟，在府邸
的屋顶上看看风景，外面的人和事与他有
什么关系呢？

几个家庭，几代人，与邻里。那些年
老的人，时钟仿佛拨慢了，他们留在世上，
经历着亲人的不幸，痛苦层层叠加；死亡
大多是年轻的、正在成长的、更幼小的，凝
聚父母满腔爱意的稚嫩的生命。命运如
此不公，人们呼号哀泣。在太古，生死可
逆，亡者能归来。可现世如此多艰，生与
死，究竟哪种时间更好？太古以封闭的姿
态保护子民，同时也是桎梏，于是有年轻
人探索太古的边界。

太古是虚空的区域，但并不是严密的
铁桶，无法与世隔绝。外面的人进来了，

德国人、俄国人、恶人、兽人。洗劫、抢掠、
强暴、虐杀。太古就像一块被“上帝”遗弃
的土地。是这样的。在太古，除了人的时
间外，也有“上帝”的时间、“天使”的时间、

“圣母”的时间、溺死者的时间，甚至还有
树木的时间、动物的时间。人在树前经
过，树看着人的变化，“上帝”在高空凝视，
制造出了八个世界，以为可以掌控这些世
界，最终发现越来越脱离，人会抛弃“上
帝”。八个世界都有一套“游戏的时间”，
配着说明书的规则。所以，意志是谁的意
志？世界是谁的世界？

托卡尔丘克曾是专业心理医生，她
的写作深受荣格无意识学说的影响。荣
格为了强调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极大地
拓展了人的心灵世界的“空间”；为了强
调集体无意识与人类祖先精神的联系，
极大地推远了假设的人的精神现象获得
的“时间”。托卡尔丘克接受访谈时说：
在寓言和神话里，世界总是巨大的，有无
限可能；文学的伟大，就在于把心理学引
入了情境；人的心理是流动的，人的潜意
识就像一个小宇宙，每个小宇宙都有各
自的光。

托卡尔丘克把梦的精神分析和心理
分析与历史的记忆碎片融合，以特别的方
式处理空间与时间，幻化成瑰丽奇妙的文
学世界，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
词称她“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叙述想象力，
把横跨界限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

天气日渐寒冷，渴望有个壁炉，木炭熊熊燃烧，我们
围炉夜读。奥斯汀小说中，常会出现这种英式的古
典美。比如《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就喜欢在壁炉
旁与家人一起读诗。她常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卫
乐比问她：“你最喜欢哪一首？”“毫无疑问，我最喜欢
第116首。”卫乐比随后脱口背诵起这首诗，原来他也
读十四行诗，还随身带着袖珍版诗集。

“对世界并不友好”的硬汉彼
得·汉德克摘得 2019 年诺贝尔文学
奖，授奖词说“他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
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
验的外延和特性”，不知这评价是否被
汉德克欣然接受？对于优秀的文学作
品而言，语言永远只是一件外衣，精神
的内核才是跨时空、跨语言、跨种族
的，会给予作品持久生命力。

对于汉德克而言，文字始终是他
的堡垒，那里有写不完的自我意识，有
对现实深刻的反思，更有对人性复苏
的深沉呼唤。《形同陌路的时刻》一书
收录了汉德克在上个世纪70、80、90
年代的三篇代表剧作《不理性的人终
将消亡》《形同陌路的时刻》《筹划生命
的永恒》，风格各异，但都未偏离对现
实世界的讽刺、批判。

《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批判商业
世界中以利润为最高法则的恶性竞
争，以及在竞争重压之下已然扭曲了
的人心和人性。主角奎特叱咤商业
界，在他的主导下，昔日竞争者达成攻
守联盟，不再恶意竞争。然而在舌绽
莲花后，奎特自己却背信弃义。商业
上的成功与他精神世界的困顿形成鲜
明的对比，他无法面对思想和行为分
裂的自己。汉德克剔除一切剧本技
艺，让呈现变得单纯甚至刻板，倒逼读
者去感受冲突和困境。

在《形同陌路的时刻》中，所有的
声音消失，人们不再聒噪，形色人等轮
番登场，表演着自己，炫耀着技能，看
似个性鲜明，其实人人无意识。在小
小剧本中，大千世界悉数呈现，成了矫
揉造作的表演场，群体性孤独被体现
得淋漓尽致。

在《筹划生命的永恒》中，故事跌
宕，人性的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
潮。在这部剧中，三代人的命运因战
争而发生扭曲。两个儿子死于战争，
两个女儿怀上了侵略者的孩子，两个
外孙从孕育在母亲腹中开始，就被外
祖父寄予了为舅舅报仇的希望。这对
表兄弟最终形同陌路，如同一个人的
一体两面，在不断的分裂中再难相容。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
克曾说，汉德克更有资格获奖，因为他
是活着的经典。今年，耶利内克预言
成真，但并不等于诺贝尔文学奖能证
明汉德克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成功的。
或许汉德克代表作《骂观众》的成功，
更多的是因为它是浮躁时代的一剂清
醒剂，这也并不等同于这种“语言艺
术”是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对于《骂观
众》的走红，汉德克自己也持哭笑不得
的态度，因为那不过是他如同儿戏一
般的试验品。

在《形同陌路的时刻》中，汉德克
同样过度运用“语言艺术”，过于冗长
的人物心灵对白，绕来绕去的心灵控
诉，令人感觉沉闷。尽管在作品语言
的表象下，蕴含了对社会进行批判、唤
醒人性的深意，但这种批判和深意不
应以考验读者的忍受力为代价。笔者
以为对于剧本这种造境、呈现的艺术
类型来说，过于寡淡的表现形式，会令
剧本失色，令本应可以无障碍传达的
东西变得晦涩不明。如果硬汉汉德克
为了剧本，向这个世界稍作圆融，以艺
术的形式调动起观众的多重感观，也
许作品会有更持久、更震撼的生命
力。但又或许，汉德克根本就不屑于
如此呢？他所要的，只是他在文字中
的痛快淋漓，“独自一人，无限接近良
知”。

“独自一人，
无限接近良知”

/ 胡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