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偷影子的人》讲述的是一
个男孩从年少时的懵懂到长大
后的顿悟，最后找到最初的梦
的一段历程。其间，有催人泪下
的亲情、浪漫感人的爱情和不
离不弃的友情，清新浪漫的气
息和温柔感人的故事相互交
织，带给读者笑中带泪的阅读
感受，是一部唤醒童年回忆和
内心梦想的温情疗愈小说。当
然，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男孩
的特异功能———偷影子。
在这本书里，大大小小的故

事中渗透着不少深刻的道理或
哲理，当然故事都是伴随着男孩

的成长历程的，小时候的故事有
小道理，长大后的故事有大道
理。其中吕克在男孩的帮助下离
开面包店踏上了自己向往已久
的当医生之路，再到最后发现自
己真正喜欢的还是面包师，并最
终回到了面包店。这个故事很耐
人寻味。有时候，人们最初想要
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自己真正喜
欢的，而真正喜欢的可能表面上
又不是那么冠冕堂皇。马克·李
维“温柔风趣”的写作风格能深
深地打动读者。所幸，作者没有
把黑色幽默用得过多，不然温柔
也将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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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著名作家沈善增这十几年来
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
究，可谓硕果累累。《崇德说》是他
的新著。前期的研究使他能站在
高出常人的思想高度审视东方文
化，突破了以往的东西方文化比
较的窠臼，根据价值观，从本质上
把古往今来的文化划分成崇德文
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类，选取有深
厚的思想资源的中华传统崇德文
化，与占据现当代世界话语主流
地位的西方现代崇力文化为样
本，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比较，突出
了话语建设的无比重要性，“话语

一变，世界就变。”他概括说，崇德
文化是过日子文化，崇力文化是
想打仗文化，并从农耕文化与游
牧类型文化，生命哲学与制造哲
学，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和谐理
念、建设思维与冲突理念、战争思
维等方面的详尽比较中，充分地
论证了崇德文化的优越性，及在
当今之世复兴崇德文化的紧迫
性。

读《崇德说》，能让我们迭见
新意，目不暇接，不时地被作者的
睿智所吸引，被他独到的观点所
折服。例如，在论述崇德文化的教

化理念时，他举《论语》记载的“居
住在达巷党的人说：‘包容大气
啊，孔子！广泛地教化而又不强制
推行什么定式、教条。’孔子听到
这话，对门人弟子说：‘我是干什
么的？我是驾车的？射箭的？我是
驾车的。（只管给射手创造射箭的
良好条件，怎么能管射手怎么射
箭呢？）’”指出：“这是典型的崇德
文化的教化理念，可惜两千多年
来被崇力文化严重掩蔽了，以致
汉代以后的《论语》注释本，把这
一章注得稀里糊涂，不知所云。”

又如谈到老庄的“反智”，他

认为老庄是要人们“将思维从‘知
识’‘智谋’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提
升到‘智慧’的高度。而儒释道都
认为这种智慧是在‘人性’中的，
是与生俱来的，‘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智慧不是可以
从外界学得来的，但通常是被后
天的‘习’（知识、智谋）所遮蔽，需
要去发现，去磨垢重光，去见本来
面目；所以，这提升，其实是回
归。”由此可见，“这种思维，从‘民
主’‘专制’的角度去定义，那是绝
对的‘民主’；从‘人本’‘神本’角
度去定义，那是绝对的‘人本’。每

个人的本性发现就是‘智慧’，就
是正确无误的，不需要某个权威
来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

当前的学术界、知识界面对着
“学术凸显、思想隐退”的窘迫，哲
学常常在重大问题上“意外”失声。
和当前许多史学式研究不同，沈善
增在《崇德说》中通过对大量基本
概念的重新定义，和严密的逻辑推
理，建构起了他的话语（理论）系
统，展示了哲学式研究方法，与一
种新的哲学思维———生命哲学的
思维方式的美轮美奂，潜移默化地
把我们带入思想的佳境。

! ! ! !我和辛遥
兄已做了 !"年
的同事，巧的
是，我们老家都
在苏州，更巧的
是，我们幼年都
住在苏州同一
条小巷内，这条
小巷叫萧家巷。

大概是这
种乡缘，让我一
直十分关注这
位苏州小阿弟
的漫画作品。他
给《新民晚报》
每周画一幅“智
慧快餐”，这幅
漫画线条简洁，
文字凝练，构思
巧妙，蛮好玩

的。更让人吃惊的是，小小一幅画
却蕴含了丰富的哲理。让人观之浮
想联翩而拍案叫绝。
能画这样漫画的人，在今天绘

画界是不多的。现在画画的人很
多，有画国画的，有画油画的，而画
漫画的人相对少一些。画漫画能画
到“智慧快餐”这样的境界就更少
了。原因是国画可以临摹，只要下
功夫，画技的提高终有一天。油画
难画些，但多练写生也会出成绩。
而漫画除了技巧，还在于作者要有
思想，要求一个画家或一个作家有
技巧，可以用刻苦换来，但他要有
聪颖的才思与别出心裁的构思，那
可要有一点天赋了。我看辛遥兄的
漫画超过其他画家的长处就是：他
的画首先是有智慧、有思想，因此
别具一格，另具只眼。

我不妨举书中的几幅漫画来
为印证。如郑辛遥画了一个人对着
老天发脾气，旁白是：唾沫必然跌
回自己的脸上。这幅画好像在谈哲
学，让我们每个人做一件事，应该
懂得尊重自然规律。又如一幅画：
“四十岁前人找病，四十岁后病找
人”，说来简单，可很多人都忽视
了。再如一幅画：“得意时，朋友认
识了你；落难时，你认识了朋友”，
这幅画生动形象，其实是一句人生
格言。还有：“一个人为寻找他需求
的东西，走遍了全世界，回到家里，
找到了”“能吃能喝不算健康，会吃
会喝才是健康”“许多人不了解自
己，却想方设法去了解别人”“炫耀
通常是内心自卑的一种反射”“人
生就是一节电，平常要像‘节能
灯’，少做‘闪光灯’。”这些妙语是
作者通过他对生活的感悟而提炼
出来，并通过其生花妙笔形象地表
述在纸上，让读者从幽默的画面中
领悟作者之匠心，可谓一乐。

!#年来，郑辛遥画了 $%##多
幅漫画，他从中精选出 &%%余幅，
集成一书《漫条思理》，可供品味，
很有看头。书末有詹同、徐鹏飞、谢
春彦、徐克仁、天呈、孙绍波等 !%

位中外漫画家为辛遥画的漫画肖
像，辛遥为他人作漫画像而闻名沪
上，今天看看其他漫
画家如何画辛遥，很
有趣吧？

! ! ! !两年前的夏天，第一次见到
管风琴家马慧元，黑白两色的衣
裙，淡雅得像一名大学女生，然而
沉静的态度，敏捷的谈锋，立刻让
人凝神贯注，想要追上她脑细胞奔
跑的速度。她是个顶较真的人，认
真得让人简直不能随便问她问题，
她会把这问题的前因后果、前生今
世都解剖了，你不打断她，她能一
直说下去。然而她的热诚又是节
制、专业而理性的，她懂得惜字如
金，几乎不谈论音乐、阅读之外的
任何东西。换句话说，她不闲扯。
她对于音乐的观点，是实用

主义的。她最常说的话是：“这对
我又有什么用呢？”是啊，音乐对
我们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去听
一场音乐会，也许只是为了打发
两三个小时的时光，为了朋友交
际，为了陪伴家人，诸如此类的音
乐之外的“用处”，但是马慧元，她
向音乐的内在去找“用处”，她会
想办法走进几百年前、音乐家为
什么能够写下又如何写下那些乐

谱、那些乐谱原汁原味的声音是
怎样的、为什么有些人有些乐谱
被湮没、有些人有些乐谱却历数
百年而不朽……她走近乏人问津
的原始曲谱、她弹奏没多少人能
弹奏的庞大管风琴，用读谱、弹奏
的方式，探究那些我们熟悉或不
熟悉的伟大音乐家走过的路。她
懂得音乐首先是一个技术活，只
有懂得学习，才能逼近真实。
她是始终向着音乐最核心部

分走去的那个人。作为古典乐评
家，她同时受到了专业音乐人士
和普通大众读者的喜爱，而她仅
仅将这些文字看作自己学习过程
中的笔记。通往音乐内核的路是
无尽的，一路上充满了喧嚣与骚

动，有哗众取宠的流行演奏，有以
讹传讹的历史曲解，也有俗腻陈
腐的照本宣科，想要欣赏不朽珍
宝的真光辉，不作一番清扫垃圾、
解疑释惑的功夫是不行的。这些
笔记记录的正是一次次清扫、辩
诬、复原不朽的本色光辉的旅程，
静静聆听那些不受岁月侵蚀的音
符到底是怎样流淌的，细细辨别
那些伟大的心灵是怎样磨砺出来
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艰辛跋涉，历
经重重困难，然而正因为不取巧、
不敷衍、不轻妄，一旦抵达，所获
得的回报才会是
等值的，甚至会成
倍放大，令人喜悦
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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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音乐的旅程
———读马慧元新作《宁静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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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百态
! 崔永凯

! ! !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写字楼
只是都市白领们上班谋生之所。可
李鲆却在其新作《写字楼妖物志》
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
的世界。此书由许多短小精练的故
事组成，是打着写妖的幌子来写
人。《床魅》能读出现代人的疲惫；
《周一》能读出上班族的焦虑；《入
画》能读出都市人的向往；《天台
妖》能读出现代人的颓废……职场
百态，展现淋漓，悲欢离合，悉入眼
底。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许多故事
反映出的人性深刻而沉重，作者的
笔触却始终简洁明快不失幽默，丝
毫不予人艰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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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老人编书! ! ! !五卷本的《欧阳文彬文集》与
读者见面了。作为主要参与的编
者，我展阅之余，感想亦油然而
生。欧阳前辈生于一九二"年，已
届九二高龄。如此健在的老作家、
老编辑，时下屈指可数。几年前，
她找我商量，想把历年所写文章
汇编成集。我当然很赞同她的想
法，并自告奋勇做她的助手。欧阳
因白内障眼疾，双目几近失明，依
赖大倍率放大镜，才能勉强看字。
协助她编好文集，于我来说责无
旁贷。
说干就干。我从前年开始，第

一步将欧阳先后出版的十多本专
集悉数搜齐。第二步是将她在各
年代发表在各家报刊上，且尚未
编入集子的零篇散章，大海捞针
般一一找寻拢来。真是不找不知
道，一找吓一跳：欧阳竟写了那么
多的文章，总字数在一百五十万
字以上。这里还不包括已经找不
到的佚文，如图书馆遍查不得的
早期湖南出版的《观察日报》。上
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欧阳最初写

作投稿的园地，就是这份报纸的
文艺副刊。那时抗战烽火骤起，刚
跨出校门踏上社会的年轻欧阳，
一腔热血，走在抗日救亡队伍的
前列，用文字倾吐爱国激情。偶然
的机遇，她考入新知书店，开始从
事进步文化事业，后转到开明书
店，参与编辑《中学生》杂志。此
后，一直到离休，她的一生就没有
离开过编辑岗位。

这样说来，欧阳是一位典型
的业余作家。在“为他人做嫁衣”的
编辑工作之余，她见缝插针，写作
不辍，春蚕吐丝那样为读者奉献出
一篇篇佳作美文。因为，那个年代，
她的引路人叶圣陶、夏丏尊、张天
翼等，都是学识渊博，且坚持业余
写作的编辑大家。
我将欧阳的文章，按内容与体

裁分类，编为小说两卷，评论、散

文、杂俎各一卷，并编写出总目录。
考虑到每卷体例及字数的均衡，最
后不得不删减三十余万字，留下约
一百二十万字，亦已属皇皇大著，
凝聚着老作家一生的心血。文集中
不少回忆文坛前辈的忆人怀旧文
章，是难得的文学史料，弥足珍贵。
在编辑《欧阳文彬文集》前后，

我曾参与编过《七人集》，也为日记
史学家陈左高编过《文苑人物丛
谈》，为老作家罗洪编辑了《百岁不
老》作品精选集等。文友问我，这是
“义务劳动”吗？我坦然一笑。其实
心里很清楚，我所得到的收益与回
报，岂可以钱的多少来衡量。我不
但学到了文化老人淡泊名利、真诚
正直的人品，而且耳濡目染，亲炙
他（她）们如何做编
辑，如何研究学问的
言行举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