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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 作家木心的

"文学回忆录补遗本#出

版$ !月 "#日!陈丹青

将出席上海书展国际文

学周专场活动! 与学者

陈子善!作家金宇澄%孙

甘露等进行主题为 &木

心谈木心'的文学对谈$

在大众面前! 陈丹

青历来敢言敢行( 而晚

辈顾文豪此次却执笔为

我们讲述了他眼中另一

面的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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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木心讲义的公布难题

北京的秋日顶顶舒服。据说郁达夫当年
愿折去自己寿命的三分之二，来抵换这北国
之秋三分之一的零头。秋夜的北京，微微起
风，稍有凉意，却不致拘束手脚，反透着一股旷
爽。伴着北京的哥特有的时局评论，三年前的一
个秋夜，我和朋友摸到了丹青先生的画室。

画室格外高敞，四下则是各种画具与画
作，有大有小，竖站横躺。欧式古典家具，摆设
着大抵自各地搜觅携来的玲珑玩意。近门处，
则是一张大桌子，杂乱搁着画册、书籍、画笔、
未及收拾的碗筷，外加一盒香港美心月饼，几
本平摊着的写满字迹的黑皮笔记本。

前来应门的是丹青先生的一位学生，客
气诚朴，将我们引入画室。我平视开去，却未
见丹青先生，此时耳边传来一阵似乎有点憋
抑的话语声———我听得出是丹青先生———
“文豪，侬稍许等歇，我马上好了！”循声看去，
丹青先生正褪去外衣，躺在一张卧榻上，身边
则是一位忙着给他揉按腰部的中年男子，嘴
里喃喃有声，间或腾出手来擦拭额上的汗水。

约莫十分钟后，丹青先生走过来，带着些
许不好意思的表情，欠身说道：“啊呀，文豪
啊，交关勿好意思，我迭些辰光腰勿大灵光，
所以请个医生过来推拿一下，实在勿好意
思。”说着，从旁取出茶杯，招待我们。

闲聊过后，丹青先生指着桌上的几本黑
皮笔记本，跟我说，这些就是他当年听木心先
生讲课的笔记。我随即翻开细看，密密麻麻的
笔录，丹青先生的草书我不很能认全，但笔录
的体量之大还是让我惊到了。这时我才注意
到一旁开着的电脑里的文档，丹青先生正自
己一字一句录入笔记，“我的记录别人认不
得，没办法，只能我自己来弄。这几天腰不好，
就弄少点。”

接着，丹青先生问我，“文豪啊，当年听课
里有几节是我们撺掇木心先生讲解自己的作
品，我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公之于众，你觉得
呢？”我知道木心先生的事在丹青先生这里从
来是头等大事，想了想，答道：“目下似乎还是
谨慎一点为好，您以为呢？”记得当时丹青先
生深深吐了一口烟圈，双眼眯缝着，不言语，
点了一下头。

按照阿城的说法，时间快得像压缩饼干
一样。三年后的今天，当初出于谨慎而未加公
布的九讲听课笔记新近也出版了，成一册《木
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在后记中，丹
青先生历历忆述昔年的纽约课时，而我，无端
念及的却是三年前那个秋夜他的迟疑与审慎。

思虑周全!待人体贴

是的，迟疑与审慎。我知道，大抵人们对
陈丹青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敢言与敢为，而

我，记忆分明的还是他的思虑周全与待人处
事的体贴。早前与孙甘露老师闲聊，他有一个
关于陈丹青的说法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他说
陈丹青只处事，不处世。意不谐俗，可以的，甚
至是应该的，但我每见大学里动辄批评世道
的教授就难免心头起疑，因我几乎很少看见
他们对具体人事的关心与体贴，或许在他们
眼里，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虚空的词汇———他
们对所谓世道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念叨，有时
大概更多是出于对听众拥趸的潜在需要。

相比之下，在那个被媒体制造出来的愤
怒老年陈丹青的形象背后，我见到的是一个
虑事周全、待人细心的陈丹青。

丹青先生的体贴之处委实太多，我一时
也不知从何说起。倒是有两回饭局上的细节，
始终令我记忆犹新。一回是上海朋友请客，吃
饭的酒家最擅长的一道菜是干煎带鱼，老板
也颇是客气，给丹青先生夹菜，说道：“丹青
啊，这道干煎带鱼侬尝尝看，估计北京做勿
出。”丹青先生忙站起，连夹两块带鱼到碗里，
笑说：“肯定的，我在北京就想吃干煎带鱼，我
要吃两块！”又一回是饭局之后，众人纷纷离
座到门口打车，待空车来，众人当然让丹青先
生先上车，但他执意不允，而是让给同行朋友
中的几位女士，最终直到差不多饭局上的朋
友都打到了车，他才给自己打车。
什么是风度？我以为这就是风度。什么是

教养？我以为这就是教养。在我参加过的几次

丹青先生的饭局上，我从未见他有一丝名人
的倨傲，若同席者并不很熟识，他甚至会讲一
些手机笑话或段子，博大家一笑。而座中若有
女士，他更会小心地坐远一点，以免抽烟影响
到她们。是的，我知道，以丹青先生的久历江
湖，饭局酬酢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但我在乎的
是他真的能照应到座中的每一个人。言语的
应对，话题的转接，他应付裕如，别人的谈话，
他耐心倾听，偶尔的冷场，他主动暖场，同坐
女士的精心妆饰，他也会不吝赞词，而那时，
那些女士的脸上往往会绽放出一朵花。

诚心诚意与冷言冷语

实话说，在丹青先生的身上，我开始渐渐
明白有心人这一词语究竟何意。这种有心，当
然不仅指的是我上文所述的对于人情细节的
敏锐观照，按照英国作家奈保尔的说法，写作
意指“一种观看和感受的方式”，而“每一种写
作，其实都是某种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
的产品”，换句话说，真正的有心是对所处时
代的文化现状的真切洞察。

有回我跟他闲谈起某作家的闲雅散文，
纸窗梅花、古董书画、清香袅袅，一派令人羡
煞的名士风雅。这时，丹青先生跟我说，他现
在知道当年鲁迅为何说小品文是“小摆设”
了，这种清雅文章固然不错，但你看看中国的

现状，怎么可以天天弄这种文章呢？
近时，丹青先生与媒体合作，弄了一档视

频脱口秀《局部》，每期讲述一幅画作，收视效
果大佳。我很早就知道他有一个动念已久的
写作话题，即是写一本《次要的作品》，讲述那
些名家不为人熟识的次要之作。这次借录制
视频的机会，这一心愿算是小小得偿。但这档
节目真的只是名画普及抑或画家介绍吗？

按照丹青先生激赏的英国文化学者约
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一书里的说法：“一个
被割断历史的民族或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
行动的权利，远不如一个始终得以把自己置
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或阶级。”当我们不再观
看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王希孟的《千里
江山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我们失去的
不仅是所谓的艺术教养，更是同历史的血脉
联系，是“自由的选择和行动的权力”。因此，
这档节目唤起的或许也不仅是青年人对于所
谓名家名作的好奇之心，而是关于“观看”的
自觉———“节目一集集播下去，其实都在讲
‘观看’，不是讲画。手机视频，那不叫看画，那
是看影像，看彩色斑点，真要看画你得进美术
馆，得站在那幅画跟前，好画是活的，好画就
是教科书。”

节目虽热播，但外间议论纷纷。占得声
名，必也满身污泥。早先《百家讲坛》热播那
年，丹青先生去重庆四川美院做活动，活动前
在人丛里站着，边上有位青年问，您看易中天
节目吗？学者该不该上电视？丹青先生随口说
一句，那算屁事啊，电视普及后，国外学者早
就上媒体了。翌日报端大标题：《陈丹青：易中
天是个屁》。

这等闲言碎语，对久在话语泥沼之中的
丹青先生来说，真是不值一提。我知道，他最
惹人侧目的还是近年来对木心先生的大力推
介———夸赞他古道热肠的不少，讥讽他借机
招摇的也多。

两年前，丹青先生来上海书展参加木心
先生《文学回忆录》的专场活动。现场一位青
年读者一脸诚恳地问道：“陈老师，您这样推
介木心先生，是不是会捧杀他啊？这样会不会
导致盲目炒作啊？”好诚恳的青年，好尴尬的
问题。一旁的陈子善老师接言道：“有捧杀吗？
我看捧得还不够啊，木心有郭敬明红吗？”丹
青先生则无奈答道：“我不知道除了捧杀还有
什么别的办法。面对木心，我也很为难。”而当
另一位读者讲到或许百年后只有木心先生声
名永存时，我只能疑惑，如果今天不是陈丹青
到场，上海图书馆的 !""人场地会座无虚席
吗？读者会仅仅因为木心二字纷至沓来吗？我
们该相信百年后虚妄的可能吗？

后记

这篇文字刊出后不几日! 丹青先生将来

沪参加"文学回忆录补遗本#的发布活动$ 我

相信届时仍旧会人头攒动! 但我同样相信我

的疑惑仍旧存在!仍然会有无数诚恳的青年!

无数尴尬的情势$

鲁迅在"野草%里曾有&无物之阵'的说

法(&他走进无物之阵! 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

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

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

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布阵之物!鲁迅

当年提及的有体面的慈善家!学者!儒商)还

有好听的道德!国粹!公义$而时至今日!恐怕

这&无物之阵'更其软媚合宜!堂皇正大!于是

也就更加狠辣歹毒$

所以! 我每回眼见耳闻丹青先生真心诚

意地弄一件什么事! 又或是写了一篇惹人议

论的文字!钦佩之余!都不免暗暗在想!或许

他入阵又深了一步! 前头还有更多点头的武

器!甜媚的炮弹!饶是你再有心有意!这无物

之阵总有消蚀你的办法!刺杀你的门道$

于是! 我忽然有点明白了三年前那个秋

夜!丹青先生的迟疑与审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