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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江迅的新书《亚洲城市微表
情》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迅是香港资深的时政记者，工
作之余为两岸三地和新加坡、吉
隆坡多家媒体撰写专栏文章，以
简洁、温情、热闹、风趣的笔触，
书写身边这个又庸俗又可爱、又
健壮又脆弱、又冷酷又动人、又
混乱又繁华的世界，产量之高令
人惊叹。

我常想，这样的江迅八成
是个生活的缺席者，哪里还有
时间喝咖啡、下饭店、逛书店、
听音乐呢？在读完《亚洲城市微
表情》之后，我才发现，江迅非
但没在生活中缺席，反倒是从
未放弃过对生活的观察和对时
代的记录。
江迅不仅喝咖啡，还在咖啡

时间与友人详细探讨《师奶经济
学》，令读者对“进得了厨房上不
了厅堂”的师奶破除偏见、肃然

起敬，怎奈都为一个爱字———
爱家人爱孩子！有趣的是，文章
颇费一番功夫细数师奶五花八
门的省钱之道，令我这个已近
师奶年龄的读者也瞠目结舌、
大开眼界。

江迅不但下饭馆，还在看完
电影《桃姐》之后，跑去旺角通菜
街吃“康年餐厅”的菠萝包、蛋挞
和丝袜奶茶，《做自己想做的事》
通过刘德华筹款拍摄不被看好
的文艺片《桃姐》和蔡伟廉开办
只雇佣残疾人的“康年餐厅”，告
诉读者“你想做的那件事是你真
正的天赋所在”，请勇敢去实现
它！———这都是说出来太简单
的道理，但在急速前行的生活
中，你我时常会忘记倾听心灵的
声音，将人生这场马拉松当成超
市无目的闲逛到老。
江迅也逛书店，他去逛罗志

华的“青文书屋”，并于 !""#年三

月第一时间撰写罗志华逝去的悼
念性文字《书痴魂断书堆更令人
震惊》，向这位读书人最忠诚的朋
友致敬，并为香港失去“青文”感
到悲哀。是啊，这样繁华和平庸的
香港注定会失去“青文”！

江迅在北京听加拿大爵士
乐歌手黛安娜·克瑞儿演唱会
时，“剧场内突然响起一个小孩
刺耳的哭闹声”，“只见克瑞尔愣
了一下，旋即微笑，睁大双眼寻
找孩子所在，停顿了不一会，她
怜惜地念叨：‘哦，宝贝别哭，是
我们演出时间太晚了，吵到你睡
觉了吧？’”，“克瑞儿即兴演奏起
舒伯特的《摇篮曲》，轻轻哼唱”
直到“孩子的哭声渐渐平息”。这
一温馨细节被江迅收录进《她们
才是真美女》一文中，类似的文
章在书中还有多篇，江迅用心搜
集和分享“最美妈妈”吴菊萍、
“最美女孩”余书华、“最美司机”
吴斌、“最美教师”王丽莉们的感
人故事———是在向大众发出呼
唤：希望大家以善良感召善良，
以真情兑换真情，一
个社会的温度需要每
一双手来添火加柴。

! ! ! !诺奖得主费尔普
斯通过毕生的思考提
出了一个极富革命性
的观点：大众创新带来
国家繁荣。在新书《大
繁荣》中 $他开头便提
出，为什么经济繁荣能
于 %& 世纪 !" 年代到
!" 世纪 '" 年代在某
些国家爆发？它不但生
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
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
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
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
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
长。费尔普斯指出，这
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
价值观，例如，参与创
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
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
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
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
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
非是亨利·福特类型的
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
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
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
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
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
艺，或对现状进行改
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
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

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
广义的“美好生活”。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谈到了现

代国家采用的不同经济形态，并从
各个角度比较了它们和现代经济的
优劣。第三部分分析美国近几十年
经济衰退的原因，并归纳了阻碍创
新和增长的核心原因。这部分比较
容易理解，无论是大公司病还是对
金钱的过分痴迷，从而导致重金融、
轻实业、重享乐、轻奋斗的积弊，都
让社会生活的个体感同身受。最后
一部分是作者毕生思考的精髓，繁荣
固然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体制，也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大众创新才能
带来国家繁荣。从全书来看，作者始
终把“小个体”繁荣，也即个人的兴
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
实现和个人成长，作为国家繁荣的根
本。同样，把国家的繁荣定义为大众
的兴盛，它源自命中对创新过程的普
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
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
自主创新，把具有创新活力的经济
成为“现代经济”，并强调现代经济
并不表示目前的经济。作者以理论
逻辑、历史验证和数据实证阐明了
现代经济能够达到人尽其才、物尽
其用、货畅其流，实现美好生活，符
合公平正义。而现代经
济带来的一定风险和
不确定性则是追求美
好生活必要的成本。

! ! ! !日前，由上海师范大学女性
研究中心程郁、朱易安教授组织
编撰的《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
%&(&年以前就业的群体》正式出
版。该“口述史”是两位女教授带
领部分学生经过 !年左右时间的
访谈资料整理研究而成的，共有
%& 位受访者授权发表他们的访
谈记录，汇为一编，呈现了近 #"

年来上海职场女性的立体化、多
声部的状态。
“口述史”在国外主流史学界

兴起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在
国内，从女性视角切入“口述史”
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还是近二十
年来的事。而有意识地对上海职
业妇女的口述史加以颇具规模的
整理和研究，尚属首次，因此，编
撰者之一的程郁教授以“于无声
处”为题来精心撰写她的洋洋 !

万余字的前言并非偶然。
也许，从某种角度看，说传

统社会的妇女是“失声的群体”
可谓一语中的。即便有所谓“三
个女人一台戏”这样的俗语来
形容女性声音的嘈杂，但这种
嘈杂，更多是从男人视角，把女

性置于一个休闲的、被观察的
空间，比如，充斥图书市场的对
象单一、模式固定的女歌星、女
影星的传纪小说、逸闻趣事，其
隐含的他者猎奇或者猎艳的立
场，不难发现。而由采访者的女
性价值诉求所引导，受访者从女
性切身感受来对自己作生平的
回顾与反思，确实比较稀缺。就
此而论，受访者对象的拓展而构
成的女性大众：从党的地下工作
者到普通工人，从小商贩到家政
工作者、从教师到护士，举凡日
常生活接触比较多的职业经历，
在该“口述史”中的生动呈现，意
义也就不可小觑。当然，该书的
意义还不仅仅在于通过呈现女
性大众来获得一种性别立场的
张扬，不仅仅在于能让读者突破

已有的男性立场局限而对女性
持一种同情式理解，而且，职业
女性大量参与上海的城市建设，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城市
的整体风貌，也纠正了人们有关
理解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误解。
妇女离开家庭走在上下班的

城市街道，不啻给市容增添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把一种文
明的阳光不经意间撒到了城市的
每个角落，就像一位哲人说“妇女
在场是文明的因素之一”。但更重
要的是，也把妇女管理家庭的理
念和方法，一并带到了城市职场
中。我个人认为，上海这座城市管
理能够较早摆脱粗放而进入精细
的境界，让国内外许多来到上海
的人为之赞叹，跟较多妇女走入
职场，参与到城市各个层面、各个

行业的工作建设有相当关系。从
另方面看，职业妇女在劳动中受
到的纪律训练，比如该“口述史”
提及私营染织厂女工的集体培训
等，也大大提升了妇女城市生活
的素质，强化了城市的特有节律。
这种以工厂、职场苦斗的妇女生
存状态形成的城市节律，显然不
同于李欧梵笔下的以小资的、消
费文化群体构成的“上海摩登”，
而朱易安教授撰写的该书前言
“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性别观察”，
明示了该书对仅仅展示城市消费
文化的纠偏立场。
通读全书，我在上海城市霓

虹灯的五光十色中仿佛也听到了
纺织厂的隆隆织布声，仿佛听到
了超越于一切声光之外的职业妇
女的独具个性的喁喁低语以及伴
随着的时而欢笑、时而啜泣，妇女
奋斗、上海风俗、城市建设的历史
画卷，也就慢慢展开在我的面前。
)程郁$朱易安著(!上海职业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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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知日·太喜欢漫画了》近日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收入手冢治
虫、井上雄彦、荒木飞吕彦、松本
大洋、丸尾末广、驾笼真太郎、小

山宙哉、寺田克也、谏山创等 !)

位各具风格的日本漫画家的作
品，及 #篇独家直击专访。有 (

部重量级漫画短篇。从常盘庄、

*+,-*./到日本各地，走访日本
漫画的发端地和重要地标；走访
数十本动漫周刊杂志和多家出
版社，深度报道记录日本漫画产
业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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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的职业妇女世界

! 詹丹

———读程郁、朱易安编撰的
《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

回眸

记录大时代，感怀“小生活”

! 小 溪

———读《亚洲城市微表情》

《太喜欢漫画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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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陆梅的新书《格子的时光
书》$ 我是分两次把这本 %!万字
的成长小说读完的。很享受阅读
间隔由此书带来的恬淡而悠远的
感觉。
“格子十二岁的夏天，是在暖

水瓶的忧伤碎裂声中惊醒的。这
个夏天，空气凝滞，水泥路面仿佛
在燃烧。马路上空无一人，老榆树
和大柳树的叶子耷拉着，昏昏欲
睡。格子从家里跑出来，任母亲病
恹恹一人躺在床上哭诉。”小说开
头的文字一下子呼唤出我少年时
代的记忆。你在少人的马路上游
荡，能闻得见树叶的清新，自由和
散漫宠得自己心生无聊与烦闷
……

作家找准了那种温润而带点
忧伤的语感，尽管这种忧伤在今

天看来简直就是奢侈与幸福。芦
荻镇，格子出生与生活的小镇，小
姑娘总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
荡。姑妈家的大表哥参军去了。瘦
猴、老梅与格子是镇上出了名的
三剑客，在清水河里戏水，偷瓜，
老梅也在街上卖他捉到的河蚌、
螺蛳和鱼虾。镇长家的亲戚大女
孩荷花来过暑假，带领大家去树
林子和山冈间采中药。大表哥受
了伤而失踪，父亲的身世秘密被
揭开，老梅的大姐出嫁，二姐却发
了疯，瘦猴要去寻找离家出走的
母亲。平静的生活起起落落，将欢
喜与疑问留给了好思的格子。追
踪老梅的二姐，格子来到镇上的
尼姑庵恩养堂，院子是一个宁静
而神秘的世界，经卷与师父透示
着有待了解的未知知识。美丽的

二姐为爱而疯，孩子们似懂非懂。
姐姐只大格子几岁，虽然朝夕相
处，却有着她自在的美与陌生。

童年，人生人性最初的启
蒙，一个人成长的基点在那里成
形。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是城
市化还未兴旺的时代？———格
子在乡村成长的背景，正是一种
最好的时光。山水是清洁原初的
山水，人善良内敛，亲情宁静而
默契……正是这样自然醇厚、从
容散漫的氛围，人事变化、情绪
细节才在少女格子那里被拓展
被想象。而这一切，经过陆梅的
妙笔生花，在书里有了深刻的审
美意义。它们仿佛絮絮叨叨，却
一下一下地打动着你。《格子的
时光书》不时有清新与幽默的对
话与场景，这仍然似生活的自然

情景，你会想起童年时代那个楞
小子，突然蹦出句什么话，让大
人小孩哄然大笑。灵性，神性，坦
然光顾着那些所谓的“调皮儿”，
在今天，他们也许无一幸免地成
为架着眼镜的读书机器。

在小说的第九章和第十章之
间，也即上卷与下卷之间，作家将
一个插叙作为第十章。这完全是
结构上的神来之笔。拿掉它或者
将之搁后，都会影响此书的睿智
与现代。“返乡之路”说的是很多
年后已经是大记者的格子应文化
站站长姐姐的邀请去家乡芦荻镇
给孩子们上一堂课。“她向国道的
两边望去。看不到村庄，也看不到
绿色的田野和清澈的小河，那些
熟悉的乡村哪儿去了？为什么视
野里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工地和

裸露的楼盘？”女孩问格子：“你在
我们这么大时$ 暑假都了什么0”
“游荡”格子说。在女孩的羡慕与
无奈中，格子开出的药方是：在雷
同的模式化的生活中你要寻找独
特$还是阅读吧。

这本书的下半部我是在咖啡
馆里读的。市中心，咖啡馆的玻璃
窗外不时走过一个个人，一个一
个都有着相似的聪明、时髦、强
悍。为什么我没有了解他们的兴
趣？为什么年少时的两个朋友，老
梅、瘦猴们，会让你琢磨一辈子？
温暖，有意思。“自然之子”———人
的审美总有部分是永恒不变，并
永恒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格子
带给我们温暖，也留给我们复杂
的思考。是的，在今日，是阅读才
可以让我们变得柔软与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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