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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人类最自然的习惯，是最快、最有效地去获取经验、锻炼思维和了解
世界的途径。在书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藏匿着一片天地。阅读过程中的你
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想要分享，品读一段精美的文字
内心有了共鸣，从书里得到某种启发想要传达给其他人……这是一个属于读者
的版面，只要你爱好阅读，只要你想要表达，就有机会让你发声，与更多的人分
享你对所读书籍的看法。投稿请发送至zjwbds@163.com。

摄影艺术

书话历史

书品饮食

生活札记

解析魏晋“清谈”的意蕴
——读唐翼明的《魏晋清谈》

用美味诠释生活

物因有情而动人

摄影承载他们的存在

□林颐

英国摄影师吉米·纳尔
逊的《在他们消失以前》带来
的震动，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感受。这位摄影师花了 30
年，走访 44 个国家的边缘之
地，用镜头抓取那些与世隔
绝、自成一体的原始群落。

在 冰 原 ，在 海 岛 ，在 沙
漠，在密林……纳尔逊的照
片有着不同寻常的美感，表
现人体的力量、精神的昂扬
或神秘的古老传统。照片里
的人物被设计成纳尔逊需要
的形象，加入了景观的范畴，
并不是直接现实地声明，其
中包含了很多自我的解释、
自我的判断和自我的请求，
摄影者与对象存在一些本质
的距离。

这部作品在照片之外，
也给出了一些文字描述，他
们的习俗、婚姻、信仰等。有
些可惜的是，文字内容主要
是资料简介，我们只能在前
言和后序里略窥摄影家与当
地人的接触，其实“叙事者”
与“信息人”的双向互动是人
类学非常吸引人的话题。

从人类学的发展来看，
卢梭代表的早期人类学家很
爱讲故事，笼罩着温情的面
纱。《在他们消失以前》并不
能完全归入人类学著作，纳
尔逊的照片是艺术作品，有
些人为的附加，也有些主观
的取舍，他的美学理念可能
更接近卢梭的思想，但也不
妨视之为新潮流的新尝试，
有助于推动人们对这门学科
的认识，看到在我们的生活
之外其他的存在方式。

□刘英团

“清谈”兴起东汉，要
旨为“人伦鉴识”。魏晋

“清谈”却一变其具体评
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
或“周旋（于）清谈阖闾”，
或“不为危言覈论”，彻底
沦 为 口 中 或 纸 上 的 玄
言。“史学四大家”之陈寅
恪先生认为，“清谈误国
是 西 晋 灭 亡 的 原 因 之 一
……西晋官场，一面奢谈
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
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
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
在这种风气中孕育。”然
而，如果从东汉末年及魏
晋 年 间 的 政 治 与 思 想 变
化看，这种认识是有“问
题”的。我们今日认为误
国的“清谈”，斯时或许恰
是 为 了 解 决 国 计 民 生 问

题而进行的学术讨论，以及
“为当时的社会秩序提供合
理性的根据”（余敦康《魏晋
玄学史》）。

所谓“魏晋清谈”，专指
“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
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
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
与技巧的谈话论辩为基本方
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
动”。唐翼明认为，魏晋清谈
是一种极为有趣和有思想价
值的活动，“熔儒、道、名、法、
佛于一炉”，其内容非但不是

“三玄”所可以概括，甚至更
为确切地反映了魏晋思潮。
作为一种制度及选拔人才的
重要根据，魏晋清谈是以谈
说论辩为“基本方式”，是有
一定的参与方式及“门槛”
的。正如唐翼明所言，“至于
清谈本身，讲究就更多。理
想的清谈，应当是理、辞俱
美，风度优雅，连语音也要漂
亮。”在《魏晋清谈》中，唐翼
明查考（或参考）大量史料及
有关研究成果，对魏晋清谈

的名义、形式、内容及其演
变发展结束的历史进行了
内 容 详 尽 、条 理 清 晰 地 论
述，“填补了（中国传统）文
化思想史的一项空白”（余
英时语）。

在《魏晋清谈》中，唐翼
明不但巧妙地把史的厚重、
思的敏锐与现实的关怀熔
于一炉，还试图呈现“魏晋
清谈”的历史全景及“魏晋
思 潮 ”整 体 的 精 神 氛 围 。
故，称其为一部里程碑式的
史诗之作，大概并不过分。

□秦延安

广厦千间，夜眠仅需
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
三餐。著名导演、美食家
陈晓卿的《风味人间》通过
探索美食背后的故事，让
我们在隽永的文字中用食
物感知世界，亦从食物中
窥见过往，以及美食背后

的大千世界和人生百味。
《风味人间》通过极致化

的叙述，让熟悉的东西变得
相对陌生从而产生新鲜感，
用熟悉的感受来描述不熟悉
的内容从而增加亲和力，使
得这本美食之书变得新颖、
奇特而又壮观。在书中，陈
晓卿将文字化作原料，以散
文为碗钵，佐以故事人情之
盐，把关于食物的私人记忆
蒸炒煎炸，勾勒出恢弘的中华
美食地图，在对比中西烹饪食
物的认知与塑造中，审视食物
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变及其
蕴含的情感互联与文化交融，
让人读起来口舌生津。

在书中，大量的饮食文
化背景资料被曝光，从食材
甄选，到时令搭配，再到烹饪
方式，一应俱全。让人从食
物中窥见过往，在刀工火候
中参悟生命之道，与食物的

相互再造中领略其背后的民
俗文化。比如，西南山区的
酸鸭子，“人们意外收获的美
味，随着儿孙的繁衍一路延
续下来”。食物带来的共同
体验，让族人间的联系得以
反复确认和一再巩固，甚至
为族群存续植入了顽强的基
因。鱼包韭菜是“用鱼包裹生
命力旺盛的韭菜”，水族人年
复一年的将所有祈愿全部寄
托在古老的味道中，历久弥新
……时代更迭，人群聚散，但
风味不变。美食在潜移默化
中延续着一个家庭，甚至一
个民族特有的属性。

一 饭 二 菜 ，千 秋 世 界 。
“刀工火候，五味调和。这不
仅 是 中 国 人 处 理 食 物 的 方
法，更隐含着他们的处世哲
学”。用美味诠释生活，生活
便五彩斑斓 ，这是《风味人
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阿敬

《我的宝贝》是一本图文并茂、
以散文笔调写就的，有着天马行空
般趣味，又蕴含着挚情深爱的随笔
集。三毛在书中为我们所呈现的
86 件“宝贝”，是心神活泼、自由不
羁的她走遍万水千山搜觅所得。小
至一根别针、一颗彩石，大至半人高
的非洲鼓、“不生病”的“白马”车，稀
松 平 常 者 有 之 ，旷 古 绝 伦 者 亦 有
之。照片背后的故事，像一个个古
老的悠远的神话，引人入胜，物我两
忘。

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三毛
是从容而沉静的吧。简单的文字，
温馨的回忆，娓娓道来，物物关情
——如何与“宝贝”结缘，如何惜之
爱之，如何慷慨转赠……短则百来
字，如《织布》，如《二十九颗彩石》；
长则数千字，如《遗爱》，如《来生再
见》，让人欣然跟随着她勇敢流浪的
脚步去追寻“宝贝”们的来龙去脉。
之于三毛，那些“宝贝”，早已不能用
金钱来衡量，它们遍体浸润着她的
悲与喜，暗蕴着她生活的轨迹。

书中那套价格不菲的《百科全
书》来自加纳利群岛，是三毛与丈夫
被迫动用遣散费生活，在心情暗淡、
常常失眠的境遇下购买的，三毛对
于推销员的真切同情与援手相助让
我们讶异并折服；那副完整的骆驼
头骨，是荷西送给三毛最好的“结婚
礼物”，给了他们结发同心的幸福与
喜悦；那一块玉石，一抹血红的印
章，令三毛睹物思人，心中涌出漫无
边际的爱与怀念。书中三毛与师母
杨淑惠女士之间的那份深情厚谊，
三毛肝肠欲断的如倾泪落，将我们
日渐浮躁的心柔柔地、彻头彻尾地
涤清了。

三毛去了。我们百思难解，像她
这般热爱着生活的人，缘何会毅然决
然地抛别滚滚红尘？我们感慨盈心，
那些与她缘分缱绻的“宝贝”们，在岁
月的流转里，如今又有着怎样的归
宿？或许，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吧。伊
人虽逝，书香永存。这本《我的宝
贝》，不正是她留给广大读友最为可
贵、最值珍藏的“宝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