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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与唯铭相识于九十年代，
当时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上海百年
建筑的书，为此他通读了许多建
筑专业的参考资料，采访了社会
各界的人士，我也是被采访的建
筑师之一。虽然我们同处一座城
市，且我也可以算得上一位建筑
界的“专业人士”，但对于上海近
现代的建筑发展了解不多也并不
全面，我总觉得要想厘清这些建
筑历史的头绪还是一项颇为浩大
的工程，当时虽然对唯铭探索新
领域的勇气颇为敬佩，但对于他
所要去面对的任务，老实说也是
心存疑虑的。所以，当他将一部有
关上海百年建筑的鸿篇巨制《不
可遏制的活力：东西方尺度比照
中的上海百年建筑》放在我面前，
亲眼目睹那些颇为内行的字里行
间所表达出的专业水准时，我的
惊讶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后，我曾拜读了唯铭的好
几部作品和短文，他常常将这座
城市作为宏大叙事的背景，显然，
这座城市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了他
挥之不去的文学符号。
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当唯铭再

次提笔为这座城市写新书时，我
已经将他看成了一位成功跨界建
筑的文学使者了，他已经有了足
够的资本和积累，可以去更为深
刻地发掘这座城市深处的建筑文
化价值。在他与我聊起此书的构
想时，我很快就相信这会是一次
更有学术价值的探索，也将会是
一次有意义的建筑文化的布道。

我的这种判断来自我在作为

建筑师之前的经历。我老家三楼
的阳台正对着武康大楼，也就是
文中提到的乌达克设计的诺曼底
公寓，而那一带的人将它俗称为
“船房子”。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常
去的理发店，有着很浪漫的店名
“紫罗兰”。那条底层敞廊里还有
食品店、西药房、杂货店和洗衣店
等，那个典雅的公寓大厅和那两
台老式电梯至今也存有着依稀的
印象。小时候并不懂得建筑，但仍
能感受到它独特的建筑美感，以
至于没有美术功底的我却有着将
它画下来的冲动，然而，对于关乎
建筑美感的比例、尺度、样式、细
部以及它那个时代的城市历史与

文化背景、建筑师等等则一概无
从知晓。这种状况与世界发达国
家建筑文化的高度普及形成了强
烈的反差，即使是信息发达的当
今，民众仍然对这座城市建筑的
百年兴衰知之不多，似乎这只是
少数人才需要去关注的问题，而
遗憾的是，建筑绝非仅仅是建筑
师个人灵感的产物，一栋建筑物
的诞生，会受到诸如政治体制、社
会观念、文化传统、地域环境、城
市经济、科学技术等等一系列因
素的制约与影响，而如果要说到
建筑的艺术性，则也是一种掺杂
着很强烈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公
共产物而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社会

审美观。由此可见，建筑文化的传
播，对于城市建筑文化的发展显
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尤其对
于年轻的一代，他们将会是城市
未来发展的主体，抑或是更为重
要的决策者、管理者，他们对于城
市建筑文化价值的认识一定关乎
着城市的未来。

唯铭邀我为他的新书写点什
么，我深知我文字的贫乏而力不
从心，但我觉得唯铭这部建筑文
化专著《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
年租界建筑解读》从文学的角度，
讲述了有关房子的生动故事，从
而架起了建筑学与公众的一座桥
梁，而邬达克在上海建筑实践的
二十多年则仿佛上海近代建筑发
展的一个缩影，我很乐意为其凸
显的文化价值而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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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明清小品
丛刊》自本世纪初整理出版以来，多
次重印，其中包括李渔的《闲情偶
寄》、沈复的《浮生六记》、吕坤的《呻
吟语》、洪应明的《菜根谈》、余怀的
《板桥杂记》、江盈科的《雪涛小说》、
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张岱的《陶庵
梦忆 西湖梦寻》、刘侗的《帝京景物
略》等，加上最近新出版的黄图珌的
《看山阁闲笔》，林林总总，蔚为可
观。像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人生
的艺术》中所说的：“小品文是中国
人精神的产物，闲暇生活的乐趣是
其永恒的主题。”以今天的语言来表
述，小品文中包含了文学创作技巧、
戏剧表演、艺术品鉴赏、家具布置、
室内设计、文房物品、日用器具、服
饰、美容、游戏、游览、养植、饮食、养
生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古代
生活艺术集中而全面的反映。

李渔正是这种闲暇生活艺术
的赏玩高手。他的《闲情偶寄》也堪
称是明清小品文中最富盛名的一
种。该书以轻快的文风，表现了当
时文人蓄声伎、好歌舞，游山水、筑
园林，嗜茶酒、谙美食，着蓑衣、披
僧袍，读闲书、作雅事的追求自然
与惬意的生活。而与李渔所处年代
接近的黄图珌，同样都是戏曲家，
同样都擅长戏曲创作，又同样都热
衷于追求精致闲雅的生活艺术。他
的《看山阁闲笔》风格与《闲情偶
寄》颇为相似，但这两本书的遭遇
却截然不同：《闲情偶寄》一经问
世，便风行天下，屡印不衰；《闲笔》
则尘封邺架，几乎无人知晓，令人

不禁感叹命运之弄人！
除赏玩之外，一些作家也赋予

小品以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生活哲
理。江盈科身为明代公安派骨干作
家，他的“雪涛系列”小品不仅“独
抒性灵，不拘格套”，而且注重针砭
时弊，社会视野广阔，切近国计民
生：既善于运用寓言揭示深刻的哲
理；又善于搜罗奇谈，以诙谐戏谑
的笔法纵横挥洒，令人解颐，且发
人深省。吕坤的箴言体小品《呻吟
语》以儒家思想为立足点，反映了
作者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洪应
明的清言小品《菜根谈》的篇幅比
《呻吟语》小得多，大致关乎人情哲
理与生活艺术，充满人生智慧与生

活气息。
而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就像

一部明代北京社会文化生活的百
科全书，它采用客观描述的笔法，
将明代北京以及周边各州、县的重
要名胜古迹和富有情趣的风俗民
情，尽数作了介绍。张岱的小品文
中也涉及城市胜概、山川景物、风
俗人情、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但
他侧重于反映明末色彩斑斓的市
民阶层的生活情态。
小品以简洁精炼之文笔，随意

之所之，抒写一己之见，表达精细
之观察，或低诉，或微吟，或幽默，
或讽刺，或评论，或攻击，皆不失其
雍容清隽，意味深永；茶余酒后，吟
风弄月，亦使人心平意快；有如浓
缩精华、精雕细琢的小
摆设，看似简约玄淡，
实则真致不穷。

! ! ! !两位美国学
者卡尔·沃尔特和
弗雷泽·豪伊，凭
借在中国生活 !"

年，以及参与了多
项中国金融改革
的工作经历，通过
对大量的金融统
计数据和相关资
料的研究分析，撰
写了一部有关中
国金融体制变革、
发展及其现状的
力作。《红色资本：
中国的非凡崛起
与脆弱的金融基
础》最近由东方出
版中心重磅推出。
阅读这本书，

可以从一个独特
的视角，对中国经
济改革 #" 多年，
特别是金融改革
近 !"年波澜壮阔
的历史进程有一
个全新的了解。作
者通过对中国的
银行及货币政策，
股票及债券市场
如何一步一步发
展、壮大的历史总
结，包括对中国金
融高层决策的一
些重要背景及金
融交易内幕的研
究分析，提出了很

多独特而深刻的洞见。在本书
中，作者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
如何改革和建构自己的金融体
系，并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上实现了“非凡的崛起”。
同时也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金融发挥的作用还
相当有限。中国的金融体制相
对于过去的经济突飞猛进和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还具有“脆弱
性”和不相适应的地方，还需要
进一步改革完善。在中国独特
的发展模式下，红色资本发挥
着重要作用，认为中国的金融
业每十年都会很有规律地盛衰
起伏，而并非是由一系列稳定
的政策促成的稳步增长。
尽管《红色资本》是一本学

术著作，作者却大胆地使用了
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来阐
述问题，包括那些旁征博引、丰
富翔实的材料，读来引人入胜。
中国这个经济体似乎拥有一个
巨大的成长故事，在过去的十
年，它经历了十分繁荣的增长。
但这仅仅是表面而已。在高速
成长的背后，中国已经经历了
一次次的繁荣和萧条。中国的
成长故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
当然也包括西方社
会，去仔细地思考
和研究……

! ! ! !身为著名诗人、资深编辑的朱
金晨先生，近期出了本感人至深的
《我的那些诗友们》，我们从这本书
中可以解读到当今诗坛不为人们
熟知的人和事。

朱金晨先生多年担当《文学
报》副刊，在此期间，结识了不少活
跃在中国诗坛各年龄层的诗人，因
个性使然，他很重感情，所以这些
诗人们与他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他
本打算写一百位诗人，因种种原
因，他先写了五十多个，以后再版
时准备再补写。
《我的那些诗友们》这本书不

是诗人的传记，也不是单纯的诗
评，而是诗人的印象记。朱金晨先
生从敏感的直觉中去感受诗人的
内心，无不准确地把握住了每个诗
人的个性。他写白桦，数十年的风
雨，依然在文坛舒展着枝条，伸延
着绿荫；说公刘“敢说真话的勇气
与胆量，以及开阔的视野，都让我
从此改变了诗风”；写到了辛笛的
难堪与呼噜，看到辛笛面对群山的
安然，更佩服辛笛做人作诗不带烟
火味的胸襟；杜宣的烟斗更是牵出

了许多难忘的故事；余光中那：“情
人老去，而爱不朽；诗人老去，而诗
年轻。”的诗句让人牢记；还有“为
人妻、为人母”的舒婷；春心不老的
蔡其矫等等。朱金晨先生像一个丹
青高手，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诗人
们的特征与神韵，惟妙惟肖立体地
显现在我们面前，让人过目难忘。

数十年来，朱金晨先生与同辈
诗人的友情也是有口皆碑的，因而
他在《我的那些诗友们》中从另一个
角度写了赵丽宏的大气宽容、才识
过人，为上海的诗坛争得了应有的
地位；写了季振邦诗的才情、文的调
侃及与他四十年的友谊；还有斗酒
诗百篇的田永昌，儒雅中偶尔也怒
发冲冠；还有大家闺秀、诗才横溢的
张烨，在他前路困顿时的点拨等等
等等，都让读者了解了这些诗人们
的另一面。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上海
的报刊杂志有的改版有的停刊，发
表诗歌的园地越来越少，只有朱金
晨先生《文学报》上的“世纪风”和
他主编的专稿特稿、“文学社团”等
栏目，在领导的支持下，坚持发表

着大量的诗作，使诗人们有了展示
作品的平台。当今活跃在上海及全
国的中青年诗人们，大都经朱金晨
先生的手刊登过作品，登上了诗
坛，从而改变了生活、命运、思想及
思维方式。还有数十次作为全国诗
歌大赛评委的朱金晨先生，在每次
评选中总能发现许多具有潜质的
新秀，从而培养出了很多著名诗
人，比如远村、屏子、何蔚萍、刘琦、
李刚、严志明、丁飞龙、金云、王冬
青等。他乐于助人、扶植新人、奖掖
后进，不图回报，为他人作嫁衣裳。
在当今诗坛有这样的品格、这样的
心怀、这样的胸襟的人不多，就像
诗人李天靖在《我的那些诗友们》
中所说，$%%& 年从外地回到故土
上海时，没有人认得他，承蒙朱金
晨老师的厚爱，一次次发表他的
访谈、随笔、评论和诗歌，才成为
了“茫茫诗海的架桥人”的美称，
李天靖称朱金晨先生秉承了“卑
己而尊人”的淳朴古
风，成为了诗坛真正
的架桥人，令人佩服、
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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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译文四大系列丛书值得
关注。它们是“译文名著典藏”系
列、“乔伊斯文集”、“夏洛书屋第二
辑”以及沃尔特·莫斯里的“易兹·
罗林斯探案系列”。“译文名著典
藏”除了入选书目都是经典中的经
典之外，这套书还采用享有盛誉的
画家创作插图，并选用优良纸张，
采取布面精装、三面涂金以及配有
函套的装帧设计，令人耳目一新。
“乔伊斯文集”共八卷，书展和读者
见面的是《乔伊斯诗歌·剧作·随笔

集》、《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画
像》，而文集中另外五卷，也将陆续
推出。夏洛书屋系列将推出第二
辑，《小鹿斑比》、《木偶奇遇记》、
《秘密花园》、《爱丽丝漫游奇境》等
十个品种都是深受大小朋友喜爱
的经典之作。“罗林斯探案系列”则
是译文社探索类型小说出版的新

品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为钟
情、在当今最具有号召力与口碑的
黑人小说家沃尔特·莫斯里的“易
兹·罗林斯探案系列”，分别为《蓝
衣魔鬼》《红色死亡》和《白蝶谜
影》。该系列是一个集结推理、犯
罪、黑帮，又处处充斥反种族主义
精神的探案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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