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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研院”院
士、秦汉史大家邢义田
先生的访谈录。邢先生
学问只作“为己之学”。
书中包括他的家庭、求
学及师友杂忆，学术研
究之路，以及他对新时
代治学思想、人文知识
等挑战的看法，也形成
了史语所那代学人生
活、学习经历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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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获得者托卡尔
丘克说：“我从一开始就在
读他的作品，我知道没有
人能像他一样将有趣的
观念、奇妙的想象力和完
美的写作技巧结合起来。”

《
阅
读
障
碍
》

黄
梵/

著

中
国
工
人
出
版
社

48

元

作家黄梵首部短篇
小说集。作品中，他以
诗歌与小说合流的姿
态，呈现生活的情态与
常人的悲哀和愚昧。当
个人试图与宿命角力，
一切现代性的困境，便
在小说中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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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的范围有多
大？是谁界定了“苏北
人”？他们为何前往上
海，又何以遭受长久的
偏见？面对偏见，他们
会有怎样的反应？作者
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
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
法，分析苏北人作为族
群的历史及其自身的族
群认同，解答“苏北人”
称谓背后的诸多谜团。| 精灵 文 |

诗人育邦的这本《纸山——关于文学
的对话、漫游与读札》，包括了多种文体：
对话录、诗歌评论、散文、杂文等。

读了育邦的这部书稿，我感到十分
讶异和震撼的不是其中的语言技巧和

“纯诗”的阐释，而是一个作家对整个文
学世界的宏观性思考，以及一个诗人对
于时代赋予作家使命的担忧。从中，我
看到的是一位诗人，一个作家型的知识
分子特立独行的价值理念的表达。

从形象思维跳到抽象思维的书写和
对话中，作为一个读者，我徘徊在诗性与
哲思的逶迤小路上，体味着“像山那样思
考”的阅读况味，从诗人的眼中看见了漫
天飞虹的哲学云霓。

诗人与世界的联系，是处于任何文学
时空中，作家写作不可或缺的参照坐标
系，没有这样的认知，他写出的作品就会
永远停滞在井底之蛙的困囿之中，这一点
是谁也不能否定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铁
律。所以，育邦在与著名翻译家高兴对话
时引用了歌德的名言：“现在，民族文学已
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
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
力。”虽然，我们与歌德的文学时代过去了
二百多年了，虽然，他的这句名言，与鲁迅
先生倡导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观念是相抵触的，但是，当中国完全脱离
了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
明时代的“文学时刻”，我们还能够坐井观
天，仰望井口大的宇宙星空吗？这并非
只是什么文明冲突的问题，而是写作游
走中，从常识走向真理的普遍价值选择。

我对诗人育邦认识到这一点常识性
的真理，感到十分的欣慰，因为，在我们的
文坛上充满着夜郎式的文人，他们沉湎于
不断输出自认为是最好的文学作品中不
能自拔：“而事实也证明了，随着文学传播
在全世界范围内更为便捷、更为广泛，世
界文学已成为人类对于全世界优秀文学
作品的一个恰如其分的称呼”“世界文学
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的坐
标”。就此而言，我认为育邦所寻求的所
谓“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并非是被人诟病
的什么崇洋媚外的内涵，而是在写作过程
中，必须要有廓大的胸怀，在创作方法和
创作技巧上，必须扫视世界，从而形成胸

有大局的格局，采取“拿来主义”取精用宏
的态度，因此，才会有育邦充分认识到的
文学创作真谛：“这就意味着寻求文学精
神中的自由开放、兼容并蓄，包含着共享
融合之意，并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多可
供全世界人们共同欣赏的文学杰作。”

由此而延伸到的就是诗人与时代不
可剥离的文学命题了。

我特别欣赏育邦在此书中的一句话：
“为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歌者消失了
……”我将它视为整本书的“文眼”。

无疑，诗人和一切从事文学的人，都
会在世界和中国面临着文化语境困惑中，
在价值观严重分裂的状态下徘徊，如何处
理这样一个两难悖论的抉择，的确是一个
莎士比亚式的诘问，而育邦的抉择是代表
着一群知识分子型作家价值共鸣的心声

“‘诗歌的道德’要求诗人能够勇敢地承担
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的道义。诗人们自觉地
寻找自己和时代的合理距离和位置，把自
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这大概也
是我们诗人今天所要肩负的‘诗歌道义’。”

由此，我对他们这一帮搞诗歌创作
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因为他们的
言行颠覆了以往我对诗人的一贯成见，一
句“艺术家必然要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

‘同时代者’”便让我刮目相看。
育邦认为：“萨特强调作家要介入生

活，文学要介入生活。我想，他所说的
‘作家’也正是基于知识分子这一公共角
色的定位。在各种特定的时刻和环境
中，作家介入生活是必要的，因为一个作
家无论如何都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
的。正如萨特所言：‘作家处在的具体环
境，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写的
每一句话都要引起反应，连他的沉默也
是如此。’他们可以对任何事件发表支持
或反对的意见，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也是
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但他们
的文学并没有必要介入生活，而且，这种

‘文学介入生活’的说法是可笑的，不可实
现的。文学本身是反对责任的，它的道德
只为艺术而服务。至于责任和道义是作
家（创作者）的而不是作品的。我们必须
明确地区分这两个不同的主体。

“坦诚地讲，我反对任何充满实用主
义的文学，无论它们的出发点是多么的高

尚。我对功利主义的诗歌尤为过敏，即便
它们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时
间内承担了社会的道义，反映了特定时期
的社会现实和貌似伟大的人性。因为我
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判断并没有因为战争
或者其他灾难的到来而彻底改变。

“这些为时世而写作的东西，它们兴
高采烈，而一旦从特定语境中撤出来看，
它们却不可救药地陷入了应制文学的泥
潭，成为某种单调声音的传声筒，作者或
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一种手握文字技艺的
工具。而作为艺术的文学已经无耻地堕
落在功利主义的沙滩上，她渐渐地枯萎，
以致丧失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干
涸，直至在最后绝望地死去。”

无疑，上述的观点我是赞同击赏的，
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进行讨论的，那就是对

“文学介入生活”这一说法的另一种理
解。从“左翼文学”诞生近百年来，文学概
念化、程式化的模式，正是许许多多文学
创作都是在响应体制号召中，产生的那种
过眼云烟的“介入生活”作品，技术含量极
低，这是不可否认的文学史事实。但是，

“文学介入生活”是世界文学史上所有文
学创作不可能解脱开去的宿命，它应该是
作家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让生活在有意识
和无意识中，自动进入作品的描写之中，
而不是在脱离生活本身的魅力，在某种意
识形态的驱使下，使其成为作品的主旋
律。这就让我又一次听到了育邦那句让
人震撼的最强音：“为自由之神所悲泣着
的歌者消失了……”是的，我们对那些并
没有“文字技艺”的功利主义者，报以鄙视
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赞扬那些让触目
惊心的生活介入我们时代的艺术作品进
入我们的创作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
对如何介入生活，才是我们面对的真伪问
题的关键所在。

育邦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有才华的
人很多，但能够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却不
是很多，但愿育邦能够沿着这条哲学小道
走下去，即便是羊肠小道，前面一定会是
辽阔世界背景下的高山大海和星空。

《纸山——关于文学的对话、漫游
与读札》，育邦 著，东南大学出版社
2024年9月出版，定价：68元

诗人的忧郁
关于《纸山——关于文学的对话、漫游与读札》

前几日赴重庆出差，临上飞机忽然发
现电子阅读本没有带，顿时觉得心上仿佛
空了一块。这些年，已经养成了持续阅读
的习惯，无论是等人等车，还是乘坐火车
地铁飞机等，但有片刻闲暇，就会拿出
阅读本来读书，让自己沉浸在文字之
中，享受独一无二的心灵交汇和阅读快
乐。漫长的人生之旅，书籍总是我最忠
实的伴侣，它不仅能带我穿越时空，与
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更能在我孤独、
迷茫的时候，给予我力量与指引。

之前看书一般看纸质书。后来在
朋友的推荐下，我开始尝试使用电子阅
读器来读书，这一转变让我进入了一片
广阔的新天地。电子阅读器便携易带，
不管我走到哪里，都能随身携带大量的
书籍，这意味着无论是长途旅行中，还
是短暂的午休时间，我都能随时翻开书
本，享受阅读的乐趣。电子阅读器的屏

幕设计对眼睛相对友好，减少了长时间
阅读对眼睛造成的疲劳。

更关键的是，电子阅读器提供了海
量的书籍，这大大拓宽了我的阅读视
野。尤其让我惊喜的是，电子阅读器还
具有强大的搜索和标注功能，我可以快
速地找到书中的关键内容，或者对重要
的段落进行标注和笔记，读完之后也方
便提炼和整理，这使得我在阅读过程中
更加高效。

持续阅读，如同不断向内心深处播
散智慧的种子，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
是通向新世界的大门，我在知识的海洋
里遨游，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让
我在感受到明显自我提升的同时，增强
了面对生活挑战的信心。在文字世界
里，也总能找到与自己心灵相契的部分，
激发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的
交流，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让我这个人间

凡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人与天地万物之
间那种难以言喻的深刻连接。

阅读，是思维的体操。持续阅读，则
带来持续精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持续阅读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独
立判断能力，让我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独立判断，不
随波逐流。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时，
能够坚守内心的原则，对世界的理解更
加多元包容，人生的脚步更加淡定从容，

持续阅读，带来持续的惊喜和发现。
每一次翻开新书，都是一次未知的探险
和全新的体验。在书中，我总能第一时
间捕捉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甚至新的
自己，获得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超越
物质层面的满足。这种体验，千金难买。

持续阅读者的快乐，你可曾懂得？
衷心希望，更多人能享受到这份人类独
有的快乐。

持续阅读者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