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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主讲的书评集!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

梁文道品味独到! 是广为人

知的"说书人#!他兴趣广泛$涉猎

颇广! 每一本书都经过自己的揣

摩$消化吸收!最后形成了真实而

中肯的评论% 他沉稳客观地把各

种思潮$社会文化热点与你分享%

他讲评的书非常庞杂& 小说$哲

学$散文$回忆录$心理读本''

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作者$写

作背景$内容分析等角度!多侧面

呈现一本书的精妙%

!在西方的目光下$"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上海译文

出版社出版

此部小说在英美学术界被视

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姊

妹篇% 主人公拉祖莫夫是圣彼得

堡大学高材生!厌恶革命%他的同

学霍尔丁暗杀政府官员之后来到

他的住处藏身! 可是他害怕受到

牵连而告发了霍尔丁! 导致后者

被政府处死% 但是拉祖莫夫并没

有因为告密而重新过上期冀的书

斋生活! 反而受到政府情报机构

的胁迫! 被派往瑞士日内瓦刺探

俄国流亡革命者的情报% 在日内

瓦! 拉祖莫夫巧遇霍尔丁的母亲

和妹妹% 在霍尔丁妹妹向其吐露

爱意时! 拉祖莫夫因不堪良心的

折磨而全盘说出真相! 最终遭到

革命者的报复!遭殴打致聋!最终

在俄国偏远地区的乡村和一个女

仆度过余生%

!一日一花$"日$川濑敏

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东日本大地震后! 川濑敏

郎从 !"#$年 %月开始的一年!用

古老$质朴$布满历史痕迹的器皿

当作花器! 依据时节到山野里找

最当令的花叶!融入花器中!并持

续在网上连载"一日一花*专栏!

广受好评后汇编成这一册精美的

图鉴% &%%个作品!野趣中充满了

宁静和雅致!在+空*和"寂*中给

人一种生命的启示% 作者着力于

诠释 "最高的技巧即没有技巧*!

在不着痕迹中传达"素*之花极致

的自然姿态% 作品最后! 附带了

'!(种植物的索引和解说%

!反脆弱$%美$塔勒布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黑天鹅)中!塔勒布向

我们揭示了极其罕见而不可预测

的事件如何潜伏在世间万物的背

后!而在(反脆弱)中!他极力为不

确定性正名! 让我们看到它有益

的一面! 甚至证明其存在的必要

性! 他还建议我们以反脆弱性的

方式构建事物% 反脆弱性是一个

超越复原力和强韧性的概念% 复

原力只是事物抵御冲击! 并在重

创后复原的能力, 而反脆弱性则

进一步超越了复原力! 让事物在

压力下逆势生长$ 蒸蒸日上% 此

外!反脆弱性能对预测错误免疫!

也可以免受有害事件的影响% 本

书涵盖了诸多议题!包括试错法$

生活中的决策$政治$城市规划$

战争$个人理财$经济体系和医学

领域%源自古罗马$古希腊的声音

和经验也如历史遗珠般贯穿全

书!闪烁着令人深省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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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寻路中国$!江城$既获奖

&两书皆获新浪好书榜年度十大

好书'又畅销之后"美国作家何

伟的新书(奇石$近由上海译文

社出版)

许多读者喜欢何伟的叙述

风格，读他的书，会不由自主地
随着他的笔端感慨、感触、感动。
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的他，观察
与描绘改革中的这块土地，那些
人与事，生动，敏锐，有趣。他注
重细节的描写，幽默地袒露自己
的人生轨迹与心理，真诚与空灵
自然相协。作品中的一些技术解
释，因为他的书写魅力，而很容
易使读者获得清晰了解。历史学
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美国
汉学家史景迁先生称：“何伟的
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
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
刻以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
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

对于《奇石》这部书的书名，
何伟这样解释：“中国就像块奇
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
子。”这部文集中的文章，有的是
在《纽约客》上发表过的，有的是
从他的长篇纪实作品中选取的。

“从 !""" 到 !"#!，$ 个国家，#!
个家，!%个故事”。《野味》写的是
广东餐馆吃鼠肉的经历，《胡同
情缘》是租住在北京菊儿胡同的
情景。《徒步长城》中几位痴迷长
城的老外的故事称得上惊心动
魄。《肮脏的游戏》让你了解美国
和平队及其志愿者。《新城姑
娘》，何伟教过的中国学生艾米
莉在深圳的工作与爱情，像一篇
短篇小说。《铀寡妇》《去西部》
《多恩医生》是何伟去美国科罗
拉多州安家生活后的纪实作品，
他的深刻与犀利，仍然融注在温
文尔雅和客观冷静中。《恕我直
言》，较长的篇幅，仍让人读不过
瘾。通过采访杰克·阿德尔斯
坦———研究日本有组织犯罪顶
级专家，所披露的东京黑社会，
犹如有视觉冲击的黑白电影。
《奇石》与《四重奏》&作者在中国
租车驾车的经历；通过一起在旅

游景点购物引出的和平队队友
麦克·高提格的人生故事&脱胎于
《寻路中国》，读来生动幽默，促
人思考。

离开中国之后，何伟与妻子
孩子，全家去埃及生活，已经两
年。学习当地语言，观察社会。
《奇石》中就有数篇描写埃及时
事的作品。在书的前言里，何伟
写到：我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
变动之中的人们。我发现，移民、
迁徙、探寻者之类的字眼总是吸
引着我。我喜欢那些感觉有点格
格不入的人们。他们有的像变色
龙般随遇而安，有的梦想着回归
故土……不过，他们都乐于交
谈，因为他们都已学会用外来者
的眼光描述自己身处的环境。

何伟作品除了它们的文本
价值外&无疑使读者在阅读中，能
领会观察的乐趣、具有多元价值
观的智慧、热爱生活的重要。

! ! ! !王唯铭的《与邬达克同时
代》因为销售业绩不错，已出精
装本，这精装本与平装本又有大
的不同，新增加了上海私家花
园、海派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四
万多字，还增加了 !'多幅精美
的照片。%月 ()日&上海社科院
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精装本首发
暨研讨会，强荧、孙甘露、王为
松、汪孝安等参加了会议。

王唯铭上手是写小说的，但
第一篇发表的是报告文学。他的
小说与报告文学有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不看名字就知道是他
的文字”的“王子体”。正如陈保
平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几十
年来，唯铭的才情和文体从未随
年龄变化而变过。他那股泉涌般
的激情，恣意汪洋有点夸张的文

字，好像坦克部队那样长驱直
入。”他的文字是他鲜明的性格
的表现。《与邬达克同时代》展示
了他的性格更深层的一面。王唯
铭是当下重新发现邬达克的主

要人物之一。但等他“将拉斯
洛·邬达克在上海 !* 年中设计
的主要建筑一一走遍”，完成“行
动”要开始写作时，“在书店，已
经有了并将继续地产生关于邬
达克的读本”，“曾经被彻底遮蔽
的邬达克现在似乎成了一门‘显
学’。”他必须面对“劣币淘汰优
币”的严酷现实。他想出了一个
解决办法，把邬达克与同时代的
在上海的中西方设计师放在一
起来写，“那么，在上海租界建筑
的庞大物象背后，我们首先看到
的并不是建筑美学和建筑风格，
而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
猛烈碰撞的这一幕。”这可谓塞
翁失马，没有这失马，出来的可
能是城市时尚文化系列作品中
的又一本，可能有提升，但更可

能照例被视而不见。现在被倒逼
一下，不像以前的城市写作的
“行猎”在于谁先发现，而在于更
深发掘。破釜沉舟搏一下，若成
功，他追求的性格与命运的定位
也就实现了。

他追求的性格，是适宜大隐
于市的喧嚣中的沉静，万变中的
能稳住的不变。他追求的命运，
是随波逐流而有沉淀，与时俱进
而有守望，让时尚结晶为文明。
这是对他的意义。对同道来说，
他的“成功”，至少意味着对“出
名要早”的模式的反思。对读者
来说，选几个自己喜欢的又一直
在“成长”的作家跟踪阅读，如不
时与有智慧真性情的朋友晤谈，
对自己观察、反思、感悟人生有
很大帮助。

! ! ! !沐斋" 本名宁锐" 著名书画

家*作家和学者"作品!温文尔雅$

!月移花影$!空色$在爱好中国传

统文化的读者中"甚有影响)其新

作!兰花旨$!勾阑醉$近由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 台湾学者龚鹏程

谓沐斋+人如其文"温文尔雅,"著

名作家刘恒盛赞 +沐斋以及他身

边的同道" 未必是这个世界中的

强者"却是一批有力量的人,) 在

当今时代" 如此这般坚守和继承

传统文化衣钵" 不为外物而心动

者"少有-其作品素以+诗文书画

学,具备而著称)

第一次见到宁锐（沐斋），是
在太湖西山岛上，他在那里调研
洞庭碧螺春茶，我纯粹是周末无
事去玩。那时我们比现在都年轻
十岁，还残留些青春意气，在某
个不知名的乡下公交车站遇见，
有点像找到失散多年的兄弟。我
后来也去了他所在的北京。

再次相见是在长江边上，靖
江百蔚园。百蔚园有“靖江解佩
甲天下”之称，沐斋则以养兰、品
兰和画兰而知名。四月十二日，
百蔚园承办了一场江南最大的

兰花展，沐斋作为嘉宾出席，并
在兰展现场举行兰画展及新著
《兰花旨》签售活动。

沐斋北人南相，长得很白面
书生，耻于言利的劣根性很强。
这股子魏晋名士范儿好像很不接
地气，可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又
好玩又性情。回头说沐斋跟百蔚
园结缘，便是一段佳话。兰园的创
始人刘鲁平是兰界元老，“文革”
期间为保护名兰“解佩梅”历尽艰
辛，终使其免遭荼毒发展壮大直
至名闻天下。沐斋从未见过刘鲁
平，两人连话都没有说过，但彼此
闻名、惺惺相惜。刘老看沐斋的画
集，只说了一句：“沐斋的画不是
用钱就能买到的！”就在百蔚园承
办的兰展开幕前夕，老爷子病笃，
沐斋当时也在感冒中，听闻消息
立刻起身作画，第一时间将一纸
兰画寄往刘老家中。当家人告知
消息时，持续昏睡的老人在那一
刻露出一丝振奋，嘴角不住地嗫
嚅。老人最终也没能见到沐斋和
他的画，而沐斋此番的靖江行也
便有忆故人之意。

在滚滚红尘中淡泊名利，怀
抱赤子之心，这就是真实的沐斋。

然而反过来看，这种真性情也让
他吃尽了苦头。上世纪九十年代
是媒体的黄金时代，宁锐（早年沐
斋更常用的是他的本名）大学毕
业进了辽宁电视台，干了不久就
辞职去考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他
进了杭州待遇最好的一家报社，
没多久他又辞职当了北漂。在北
京换了很多工作后，天怜有才人，
他进了中央电视台一办公室，工
作主要内容是吃茶看报，捎带着
写点文字材料。我本以为尝尽颠
沛流离之苦，他这次能安心下
来，那工作收入、前景都还令人
羡慕，也不耽误读书、画画，没想
到他终于又辞职了，“受不了每
天上班、下班要打卡。”

沐斋在北京，很长时间栖身
于和平里一间老公寓里，只能放
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画桌，我
曾经形容那房间小得是“一进屋
就上床”，因为除了床没地方坐，
让我奇怪的是，那么小的房间，
竟然能堆满书和养许多盆兰花。
声色犬马的北京，高楼林立的北
京，与那时的沐斋无关，我不知
道在无尽无望追梦的路上，用一
支不知名的画笔抵御物欲横流，

他是如何度过的。在我眼里，这
个时代能给艺术家的———安逸
的诱惑，贫苦的磨砺，沐斋都经
历了，他是这个物欲时代的幸存
者。像有部电影说的，“有一种鸟
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
片羽翼都沾满自由的光辉”。

北漂十年，沐斋的世界忽然
开朗。他的画受到名家推介，著
作一本接一本出版，经济上也彻
底改观，搬了新家，结婚了，生子
了。沐斋的生活依然还是那样，
看书，写字，听琴，画画，喝茶，侍
候兰花，他养了二百多盆。偶然
联系，我知道他并不比在和平里
时压力小，甚至有时会整夜失
眠。在和平里时，压力只是生活
好一点坏一点的差别，我猜现在
的他，有人近中年牵挂家人的烦
恼，更多的是艺术上突破自己的
焦虑。他和我说过，真想离开北
京，找个江南小镇，盖间自己的
屋子，过诗酒田园的生活。

沐斋新出的书《勾阑醉》、
《兰花旨》，与前几本书一样，流
连于传统与自然间，说一些文人
意趣，感动这个坚硬的世界里内
心仍然有几分柔软的人。

上海译文社推出何伟新书《奇石》
! 边 纪

让时尚结晶为文明 ! 沈善增

世路荣枯!够几回浅斟低唱 ! 李浔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