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上海徐园，
中国人在这里第一次见识
了电影这种影像魔术。此
后几十年间，上海作为中
国屈指可数的前沿都市，
半主动半被动地向着现代
性的道路不断迈进，而电
影则成为这一进程的缩
影，电影史研究也成为融
文化史与社会史于一体的

学术领域。《银幕艳史》一书，通过
与一部电影残片的互文式表达，
在影像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个人
命运与时代潮流之间建立起了一
座桥梁，既是一部电影的前史，也
是一部社会和文化的前史。

自影像留存技术发明以来，
它就成为鲜活的时代面貌的记录
者。我们既可以从中寻找到都市
文化中那些再现的部分，也可以发
现创新与变革的部分。本书的多个
版本都以上海女性形象作为封面，
从一个强烈的女性视角下透视时
代文化。早期电影产业是中国现代
女性初入公共场域的一个实验场，
电影中的女性与现实中女性的命
运实际上是同构的，具有一样的
故事线，她们由一些边缘职业和
边缘地区进入都市和现代文化
中，成为光鲜亮丽的电影明星。
早期电影产业惯于用香艳的

方式吸引观众，采取各种形式物
化和消费女性身体。但女性同样
利用了这一点，使香艳成为一种
革命性力量。女性通过服务于娱
乐业，开始逐步脱离家庭，进入到
现代都市生活的循环当中，并以
此为基础走上现代化和解放自身
的道路。

早期大众文化中的很多女性在传统语境下可
能大都是卑微的，但是在变革的时代下却被推到
了前台，成为开放与现代的形象。电影叙事与现实
的统一性，就将电影工业的形成和中国的现代性
命题连接起来。
香艳的正面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女性资本的

价值，还代表着一种鲜活的人性和个人力量。做一
个“香艳”的研究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价值观，即
真正的生活应该是香艳的，活色生香这个词更能
体现出生命的活力与灵魂。当学术研究抽离了具
体的语境，失去对现实的真实感知，就会陷入一种
纯粹抽象性的概括而被局限于若干理论框架。要
突破这种局限，使得学术研究的色彩更加丰富，出
路之一就是做一种“香艳化”尝试，使学术话语更
接近色彩缤纷的世界和历史现场。例如，电影明星
的整容，做过的口红广告，看上去都是很难采信的
八卦流言，但是这些信息的存在本身就生动地阐
释了全球化、现代性、消费文化等术语。
对于延续与变迁这样的命题，电影史的研究

也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成为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
的桥梁。
与可见的物质景观相比，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更难磨灭，更具连续性。洋泾浜虽然被填平成了马
路，但是其所代表的海派文化的包容开放，先锋而
又雅致的特点却一直保留下来。洋泾浜不是粗疏
蹩脚，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融合与再生产方
式，只有上海这样一直以来具有开放和多元化特
质的都市才能孕育产生出来。可以说洋泾浜也是
海派的源头代表之一，即便英语的口音越来越“正
宗”，骨子里的上海气派还是维持着原样。
同样，洋泾浜也带有活色生香的要素。大上海

最著名的社交场合就是类似会乐里这样的娱乐场
所，其间孕育和推动了诸多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文化史研究学者，本书作

者张真教授还是一位诗人。诗与史向来是紧密结
合的，诗人的特质使得她的著作有一种理性与诗
性相结合的特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着一种感性
的、对上海本土文化的关切和情怀。而其香艳的书
写要求将各种感知能量都充分打开，突破局限于
单一本体的写作方式。所谓“诗性”，就是直接向本
质敞开。
在对文化和生命的历史回顾中，经验被压缩，

记忆被释放，从而激发出行动的能量。在阅读中的
某些时刻，它会调动起个人的经验与历史的感知，
使人仿佛处于一个与历史交叉的时刻，穿越到另
一个次元，宛如被本雅明所说的历史的风吹拂。

阅读《银幕艳史》这样一个“香艳”的文本，就
像沐浴于历史的风中。

! ! ! !旅德日本作家多
和田叶子的《飞魂》构
建了一个完整的世
界，这个世界有自己
的历史、古代文献、动植物、诗
人、谚语，也有一套虽然我们不
太明白但运行有效的规则，在
那里，文字具有巨大的魔力，在
高处俯瞰着人类，而只有极少
数的幸运儿，才有与文字之灵
短暂沟通的机会，这种电光火
石的交换转瞬即逝。

文字有灵，在多和田叶子
这里发挥到极致。评论家沼野
充义干脆认为多和田叶子应当
独立成为一派———“语言派”。
《飞魂》是将语言派程度提

纯到“最纯”的一部作品。主人
公梨水去森林深处的一处寄宿
学校，跟随一位名为“龟镜”的
女魔法师（“驯虎师”）学习“虎
之道”，学习的方法是不断阅读
那三百六十卷古典文献，当然，
还要靠练习一些神秘的超能
力，即“飞魂”。
学舍的场景是一个女性版

的、东方化了的“玻璃球游戏”
般的修道院的变体，男性都是
作为园丁之类的人出现。由于是
灵的世界，所以动物性的神秘能
量也时常不受掌控地流动。

语言文字本身成为实体。
像是“捡拾丢在路上的文字的
女孩”，“她好不容易以手当碗、
小心捧给我的话语，我立即洒
在了地板上”这样的语句比比
皆是，似乎语言是石头或水；同

样，朗读者的声音也
可以变成“刚鹰”飞向
长空……
主人公最擅长朗读，“我朗

诵书籍时，是以不识字的人的
心情来朗读的。我把写在书上
的形状首先当成风把落叶刮在
一起所偶然形成的形状，然后
仔细凝视，让声音振动，把这振
动像捕鱼的网一样展开。”
但是，由于这些语言文字

像动物一样本身有自己的意
志，所以要抓住它们的意义似
乎特别困难。没有任何明确的
意思被传达，意义似乎也是不
重要的。“难懂的文章在头脑中
化成粉末，然后像麻醉药粉似
的溶解在血液中，随血液开始
流动。甚至最擅长朗读的主人
公也并不知晓她朗读内容的意
思，不过这并不影响她的朗读
具有念咒般的魔力。”
一个“字灵”可以逼真到像

一个真的男人，梨水与之夜夜
“幽密”，觉得他很“眼熟”，又说
不清原因，直至最后在老师点
醒后，发现那个男人竟然是一
个“虎”字！与一个字亲密，这大
概是文字具有灵性的最极端例
子吧！
小说没有什么情节，唯一

可以算是情节的，就是平息了
一次学校中的反叛阴谋。在小

说的最后，我们也不知道
主人公和女同学们是否掌
握了虎之道。梨水发现被
某种神秘的力量所驱使，
“我就像被听众嘲笑也从
容不迫、神灵附体的街头
音乐家那样，噌地站起来，

发言说，魂这个字写起来是一
个‘鬼’加一个‘云’，也就是说，
说话的鬼就是魂。”
汉字到了日语中，竟然独

自又发展出了新的生命，其生
命力不受个人力量的掌控。笹
原宏之在《日本的汉字》中，不厌
其烦地考察了汉字演变的多种
形式。造成文字变化的原因多种
多样，有流行的原因，有意外，有
为了表意的方便，为了读写的方
便，也有望文生义的误解。
日语中的汉字有很多种读

法，多和田叶子说，“汉字是鲜
花，读法就像翩翩飞舞的蝴
蝶”。也因此，在《飞魂》这部中
篇里，多和田叶子尽可能多地
去探索汉字的可能性，首先就
是不论什么读法都可以作为一
幅图画静静散发多重含义的这
种特性。

一个日本留学生告诉她，
读《飞魂》是他学习中文的契机
之一。多和田叶子本人坦承对中
文一窍不通，她说，不是因为不
感兴趣，而是因为“害怕汉字与
我的关系发生改变”。因为汉字
对她的创作太过重要，一旦知
道了汉字在汉语中的读音，就
会影响表意文字的字面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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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神奇的地理》一书以“地
理”的视角解读世界，用地理的
基本常识和特有意涵巧妙地揭
示了“地理”两字延伸出来的社
会学意义，为世人打开了另一扇
“世界之窗”，颇为新颖。

漫长的历史演化以无数雄
辩的事实使得世人形成了一个共
识，即：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
的必要条件之一，对社会发展起
着制约和影响作用，其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地理环境通过对
生产的影响，加速或延缓社会的
发展，它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和生产部门的分布，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经
济发展的特点，制约抑或影响着
它们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二、
地理环境通过对政治、军事的影
响，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该书中
《中国水稻技术为何处于世界先
进水平？》《中东是“火药桶”，也是
“水雷”》《塞拉利昂为何发生“钻
石暴乱”？》等篇什都为上述的人

类共识提供了极有可信度和富
有思辨性的佐证。
作者对地理的关注，其实是

一种大尺度的对人类存在空间
形态的关注。地理环境是其位
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
藏、植物、动物等诸多方面及其
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系统，但
是，人们不止是从自然物质及其
运动规律来看待地理环境，还得
从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来审视
之，因为地理环境与各个地区、
各个国家的人类活动构成了一
个更为复杂的大系统，因此，从
宏观上分析地理环境与文化、军
事、民族、政治之间的关系，实属
必要。像《民主的萌芽为何出现
在古代希腊》一文，以希腊位于

地中海与爱琴海之间的巴尔干
半岛的地理位置为切入口，分析
了现代民主制度雏形的催生过
程，颇具见识。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
都具有可比性，有比较才有鉴别，
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
一些真知灼见往往建立在对比和
鉴别之上。《神奇的地理》一书有
不少文章采用的便是比较法，如
《非洲的人均寿命为何最短？》与
《冰岛、日本的人均寿命为何较
长》比较，多少让人们领悟到：地
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场
所，又是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和
生产建设的资源；地理环境是人
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不同的地理环境对社会形态和人

类生存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力。
我对该书“地理与天灾”章

节表示激赏。长期以来，“天灾”
与“人祸”相连，人们诅咒之，唯
恐避之不及，其实，天灾自有价
值，不可全盘否定。作者以大量
的地理演变的史实论证了某些
天灾的“正能量”：倘若东南沿海
没有台风，中西部不会风调雨
顺；我国西部高原的泥石流为中
华文明“奠基”；地震是地球安全
运转的适时调控；火山是“地球
锅炉”的安全阀；等等。作者运用
两点论得出一个令人折服的观
点：“天灾不是地理之神故意惩
罚人类的一种阴谋、途径或工
具，而是预防地球和人类全盘毁
灭的一种大智慧。”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
发”，苏轼曾以这 %&个字概括了
自己人文生涯的经验，堪为他完
整的学术精神。我认为，《神奇的
地理》一书的两位作者也具备了
这一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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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许嘉璐为著名语言学家#曾

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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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是一个鸡

蛋"是挪威作家和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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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小男孩

奥德的头是一个鸡

蛋# 所以他要非常小心地保护自己

的脑袋#不能被砸碎$上体育课的时

候他要小心不被球砸到# 在树林里

的时候要小心不被树枝刮到# 骑自

行车的时候要小心不能摔倒或是被

撞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古恩

的小女孩# 小女孩穿着奇怪的蜜蜂

的衣服$他和小女孩成了朋友#并且

在和小女孩一起玩的过程中收获了

友谊$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有时会

显得(古怪)(与众不同)#我们该如

何和他们相处呢*

学习音乐，用审美来看待生活
! 李 健

以(地理)视角解读世界

! 沈 栖

———《神奇的地理》读后

文字有灵
! 芳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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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罗卫华是我在大学时的合
唱团指挥，那时候她也在清华上
学，比我高一个年级。尽管当时
她也是学生，可在合唱团里面，
大家都把她看作是老师，有足够
的权威，这一切都源于对她的尊
敬，对她音乐能力的认可。
清华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是无法具
有说服力的。当时，我们排练了
许多中外歌曲，尤其是那些旋律
优美的歌，让我们一批写歌的学
生都得到了许多启发，至今于我
都是受益匪浅的。
毕业多年，其间我们没有任

何联系，也几乎没有再想起她，
直到有一天我在外地的酒店房
间里看电视，记得那是一个英语

节目，罗卫华出现了，在介绍她
如何放弃了从事多年的颇有成
就的金融行业而一心开展儿童
音乐教育工作，当时我的第一感
受就是，她不就应该从事音乐
吗！在我心里，她唯一的社会身
份就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罗卫华和绝大多数音乐人
不一样，相对更纯粹。所以，在翻
看《罗指挥：儿童如何学音乐》这
本书的时候，我毫无陌生之感，
因为她早已把音乐融入了日常
生活当中，包括做饭、坐车、写字
等等，音乐无处不在，从生活当
中重新发现和体会音乐，这已经
是很高级的境界了。法无定法，
可法中亦有妙法。记得一位书法
家说过，练习书法不是为了写一

手好字，而是为了解决人的
基本问题。音乐也是如此，通
过对音乐的学习而认识这个
世界，用审美来看待生活，让音
乐把我们变得更美好一些。

我们这一代是美育缺失的
一代。我们寄望于孩子们。学习
音乐重要吗？重要；从小学习音
乐重要吗？更重要；如何重要呢？
春风化雨。我并非故弄玄虚，这
实在是像回答吃饭对于一个人
的成长是如何重要的，吃得好就
当然长得好了，而这个好字又包
含了好多意思。好了，让孩子们
好好看看这本书吧。
（本文节选自(音乐诗人)李

健为!罗指挥+儿童如何学音乐"

所作的序）

!罗指挥#儿童如

何学音乐" 是一本可
听、可看、可读的儿童
音乐教育读物，是献给
家长和孩子们的音乐
入门学习书。
全书分十个章节，

!&&集课程，遵循儿童生理、心
理的自然发展规律，引导孩子们
从音乐、科学和文化等多领域认
识世界。书中汇集 '"&首世界名
曲、!&&位音乐大师、"( 首经典
诗文、)'个历史故事、'(位古今
作家、'&个家庭互动游戏、%%部
影视佳作……在书中，罗卫华带
领大家游历古今中外各地的音
乐文化，介绍卡拉扬一生只合作
过两个童声合唱团；《两只老虎》
的原版是法国童谣《雅克修士》，
跟老虎没有关系；唐明皇李隆基
曾经对宫廷音乐家说过，“鼓为
八音之主”等，有趣味有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