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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意大利面
实验家有高度的生活有高度的生活

——读伊塔洛·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珠海书城本周
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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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尔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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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扁扁的下弦月那扁扁的下弦月
——读张爱玲的《金锁记》有感

□丁迎新

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研修
班的课堂上，几位授课的名
家都推荐了伊塔洛·卡尔维
诺。我抱着极大的好奇心，
买来他的《树上的男爵》，立
刻感受到阅读震撼——原
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毫无疑问，小说是虚构
的，但在卡尔维诺的笔下，比
真实的现实生活还真实。奇
妙的是，我从中看到了中国
古典哲学出世与入世的影
子。

当男爵还是个孩子的时
候，或者是童心，或者是倔强，
或者是恶作剧，或者是抗议，
他从现实生活中逃离出来，脱
离了人依赖的大地，把生存的
世界移到了树上。没想到的
是，这一移，就是一辈子，直到
彻底地离开这个世界。

熟悉陌生的环境，摸索
生活的经验，尝试另一种生
存的可能，享受一个人的世
界，从尝试到逐渐习惯，再到
自由自在，再到以另外的方

式融入地上的社会生活。说
是逃离，其实并不算是远离
和隔断。起码，再高大的树
木也是生长在大地上的，一
应生活物料还是源自于此，
包括期间他最热衷于阅读的
书籍。那些书本里的知识，
是大地上的人创造出来的，
是总结了大地之上生灵的智
慧结晶以及生命体验。

只不过，他以高处的视
角，俯瞰了人间和大地，看到
和看清了更多的物事，冷静
和清醒地观察和思考，不受
他物干扰的观察和思考。这
一有高度的生活，便形成了
他的独特生命体验。说独
特，也没完全超出正常人的
范围。与偷盗的小伙伴为
伍，接触和帮助社会底层民
众，知识的诱惑和如饥似渴
地学习，消灭海盗，与强盗和
侵略者对抗，对爱情的向往
和追求，等等，无一不是正常
人的思维与举动。也就是
说，一切源自人性的本能，没
有引领者和环境氛围的熏
陶，是人本身的天然属性和

性本善之举。更是人性高于
兽性的自然体现。

我想到了中国古典哲学
中的出世与入世。不同的
是，出世是因为醒悟和看破
而出，只剩下自然山水和自
我，远远地逃离，甚至以介入
为耻为辱。入世是一份深悟
和积蓄雄心之后，意图以自
己的思想和观念改变世界而
入。男爵的出世没有那么深
奥和深刻，甚至不能算是出
世，而入世却是自然而然的
作为，也从没把自己当作现
实世界之外的存在。只不
过，以高出世俗的视点，反过
来与世俗相融合。对母亲垂
危时的伺服，与常人一般无
二，对爱情的向往追求，也一
般无二。这在他的爱情上体
现尤其明显，更多的是孤独
排解的需要，是对共鸣和美
好事物的寻求。只要不改变

“不踏入大地”的根本原则。
男爵临终时的离开，是

最惊艳的一笔，对自己的有
高度的生活画上句号。有始
有终，因始而终，对尊严的捍

卫，对诺言的信守，对高度的坚
持，无论算是神话或是传奇，至
死不变其质。

我在想，身为普通人的我
们，谁也脱离不了世俗生活的魔
咒。那么，是否可以像男爵那
样，稍稍高出一点来，过一种有
高度的生活呢？不在于高出多
少，有高，就是另一个世界……。

□赵青新

一个极致的吃货是怎样的
呢？一定不满足于吃，还要自
己做；不止要做，还是反复地
做，反复地实验。什么火候最
好、口感区别在哪里、怎样搭配
最好？一项一项，不厌其烦地
实验，不厌其烦地记录，然后，
就变成了一本奇怪的美食书。

《书房里的意大利面哲学
家》，取了一个欺骗性的标题。
它给我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
我起初以为是常见的那类文人
饮食随笔，描写食物的可口美
味，从旧纸堆里找一些掌故，抒
发情怀乃至人生意义等——不
是的，完全不是那样的！

作者叫土屋敦，是一个日
本人，专业是经济学。呃，是不
是蛮奇怪的？俗话说，民间出高
手。尤其遇到“吃”这回事儿，要
相信，吃货的力量是无穷的。

土屋敦想煮出好吃的意大
利面，他打算从简单的蒜辣意大
利面入手，体验料理的乐趣。然
后，他觉得很迷糊，尽管这是最
常见的食物，但是，食谱、杂志和
网络上的各种做法却存在很大
差异。比如，在盐的使用上，有
的说大量，有的却说不用；有的
说在水开后加盐，有的说一开始
就要加；有的说最好是岩盐，有
的却说海盐最佳……

像我这等普通吃货，大概
就到此放弃了，随便找个热门帖
子，凑活着弄一顿吧。土屋敦不
是一般人，较真儿了，到底是怎
样的啊？他想要追溯问题的根
本，于是自行调查各种各样的数
据，比如意大利面条原料小麦的
特性、小麦成分的热变性、面条
的制作方式等。他家厨房开工
忙碌，化身小型实验室。土屋敦
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从杜兰小麦粉中分解出蛋
白质和淀粉，分别水煮，观察变
化。研究面筋的网状构造和功
用。为什么会“啵”地一声弹开
呢？日本的国民饮食乌冬面，与
意大利面的弹性区别是怎样
的？为了找出拿捏盐的最佳方
案，做了无数的比较试验，包括
使用不同硬水与纯水、不同盐量
的测试结果、面条硬度和糊化程
度的观测、水的沸点与加盐的时
机，粗盐与细盐、岩盐与海盐、水
的酸碱度等等。另外，土屋敦还
研究压力锅和平底锅等不同用
具的烹煮结果，橄榄油或中华油
的比较，不同用油量的影响，加
入胡椒、辣椒或各类酱汁后的味
觉反应……甚至他还注意到了
大蒜的不同切法对油的吸收程
度和快慢的差别。

这位吃货，努力从统计学的
精确角度对烹饪过程进行量化。
虽然本书冠以“哲学”之名，也谈
及饮食历史与文化，但主题的“疯
狂”显然更落实在作者的行动之
上。土屋敦大大发扬了追求细节
的工匠精神，就这一点，也可视为
生活哲学之一种。

□何志坚

最近一直在看张爱玲的小说。尤
其喜欢《金锁记》。

感觉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简直要
活了，一个出身卑微，饱受冷眼歧视，婚
姻不幸的女子，被赤裸裸的情欲与财欲
迷住了心窍，终至心理严重扭曲，疯狂
地折磨自己的亲人，亲手断送扼杀了一
对子女的幸福。

张爱玲的小说受到传统小说影响很
大，这篇《金锁记》尤其明显，单从技巧上
来说，许多地方能够看得出《红楼梦》的
影子来。比如人物描述方面。写七巧，
小说一开端并不直接就写，而是透过两
个下人的床头闲话点出,把这个家族的
人物关联和大致的状况都交代清楚，这
和《红楼梦》借冷子兴贾雨村之口道出荣
宁二府的兴衰故事一样异曲同工。

还有描写七巧出场的一段话，也让
人忍不住联想到《红楼梦》中王熙凤出
场时的先声夺人。里面这样描述的，

“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
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
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
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
们那位眼看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
儿寡母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
一个口齿伶俐，尖酸刻薄的曹七巧跃然
纸上。虽与红楼中的凤姐身份悬殊较
大，但性格颇为相似。

小说的亮点是一直以月亮作为喻
体，开篇就提到“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
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
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

旧而迷糊”……把月亮比喻为铜钱，暗
指为金钱疯狂了三十年的女主角，更是
引申出一段陈年的让人心碎的故事。
文中不止一次将月亮与金钱联系到一
起。“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
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

张爱玲把月亮也写活了，而且紧紧
扣题。让人不禁有阅读下去的强烈欲
望。赤金的脸盆，如黄金的枷锁，困住
了故事中女人的一生。

小说里写到七巧为了破坏儿子儿
媳的婚姻幸福，而夜夜召唤儿子为他烧
鸦片烟，还不停打听小两口的夫妻密
事。这时候也描述到月亮，“影影绰绰
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
戏剧化狰狞的脸谱。”这里“狰狞的月
亮”隐喻七巧已经严重扭曲变态的心
理，如同面目狰狞的恶魔、疯子。

而对于可怜的儿媳芝寿而言，夜夜
独守空闺，她看到的月亮却是“窗外还是
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
的天上一个小而白的灼灼的太阳。”

婆婆不是婆婆，丈夫不是丈夫，这
样扭曲疯狂的一切，岂不是反常的？不
得不佩服张爱玲，可以把月亮与当时之
情景紧密联系到一起，把小说凄凄惨惨
戚戚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小说的收篇之处，也提到了月亮。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
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
没完——完不了。”首尾呼应，更让人意
犹未尽。张爱玲写曹七巧真真一个“揉
字”，字里行间多少的欲火中烧，欲求不
满，欲罢不能，赤裸裸的人性、金钱与欲
望“揉”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七巧

与她身边的亲人。
小说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令我们这

些读者也不自觉地代入成故事中的角
色，仿佛那些刮着心的恨和痛就在自己
身上发生。

张爱玲真是个奇女子，这篇《金锁
记》堪为她作品里的顶峰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