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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经典

再现一代名编的跨界风采

■ 王纪人

■ 林 颐

新书掠影

书人茶话

《蔬畦经雨绿》
徐红燕 著

[日]毛利梅园 绘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植物，与人类同生

于山川风月之间，如得

浮生半日闲，不妨一册

在手，赏一幅梅园手绘

图，读半卷花草蔬木文，

静享流年。

《赶集》
[法]陈江洪 著

王秀慧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本书为读者提供了

一个窗口，欣赏独具特色

的集市市井风情，体会从

前慢的烟火人间，感受中

国文化的底蕴所在。

《剑桥大学徐志摩花
园》
乐正阳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本书详细记录了以

英式园林见长的剑桥大

学中，第一个中式花园的

设计理念、建造历程与纪

念含义，收录逾25幅图

纸、照片等。

《古人的生活世界》（彩
图修订版）
王宏超 著

中华书局

2022年1月出版

本书涉及古人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更

重要的是作者对其中细

节和引发现代人普遍兴

趣话题的挖掘，使得历

史变得活色生香起来。

《楚辞十讲》
徐志啸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1年11月出版

作者从楚辞生成的

历史文化背景、楚地文

化、楚辞的代表人物研

究、楚辞的代表作品研

究等十个方面，对楚辞

进行了通解。

显微镜下的文化史：茶馆 ·居酒屋 ·咖啡馆
城市之大，芸芸众生。怎样全面、客

观、迅速地获得对一个城市的认识呢？

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切取城市的

“细胞”，然后，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

进行分析。茶馆、居酒屋、咖啡馆，就是

这样的细胞，可以让我们对城市社会的

认识更加具体深入。

案头三部作品：《那间街角的茶铺》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居酒

屋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

版）、《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恰好能

为我们提供“细胞”，并据此认识成都、江

户，还有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

茶馆就是小成都

“显微镜”的说法来自于历史学家王

笛。王笛观察茶馆这个“细胞”样本已经

很多年了。《那间街角的茶铺》是王笛的

随笔集，没有脱离他早年的代表作《茶

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
1950》的范畴，大致是一本随和亲切、简
易版的大众普及读本。

从童年记忆起笔，王笛说，研究成都

茶铺似乎在他小时候就命中注定了。如

果世界上真有时光机，把他送回到从前，

让他这个小孩儿走进街角的小茶馆，告

诉那些围坐在小木桌旁喝夜茶的茶客或

正忙着的堂倌，他要给茶馆和茶客撰写

历史，一定会引起哄堂大笑。

这种描述自然只是幻想，身为成都

人，王笛对于这座城市的情感早就融化

在血液里。在这样的幻想类回忆里，我

们能体会到成都街角茶铺的熙攘热闹，

以及它在当地人生活里的深刻烙印，茶

馆在无形中形塑着成都人的文化记忆和

性格气质。

成都人仿佛生来就有种闲散的脾

气，对人、对事都满不在乎，许多人特别

是老人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茶馆“吃

早茶”。王笛屡次提过一个特殊时刻，即

1900年1月1日。那一天，成都的茶客们
仍是安逸的，他们对于遥远的华北平原

即将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动几乎毫无所

知。王笛特意突出这样的对比，是想从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

音，并以此来考察他们的思想行为。

坐茶馆，吃闲茶，这种惯例的养成，

与成都的地貌环境有关。这里特别适合

茶树生长，又因为地势险峻难以运出售

卖，只能本地消化。久而久之，每个成都

人都爱喝茶。饮食风俗一旦养成，生活

节奏便也随之相配，吃茶成了成都人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哪管他处炮声隆隆，且

饮一杯茶，笑侃龙门阵。这常常让外地

人很不顺眼，尤其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关

于茶馆的争议裹挟着战时来川的外省人

与当地人的地域文化冲突。难道，成都

人就是不奋进的吗？

成都人定然会觉得委屈愤慨，说这

等话的人，肯定不了解成都和成都人的

生活方式。这部作品也许能改变一些类

似的偏见。以历史学家的理性缜密，以

文学家的感性温情，王笛书写着他对茶

馆、对成都的认知。他极力刻画茶馆各

色人等的活动，堂倌、茶客的音容笑貌，

有经验的堂倌的掺茶技术，茶客们“请吃

茶”里的门道，袍哥们如何利用茶馆解决

纷争，女性如何进入茶馆戏园，茶铺如何

成为两性间社交的好场所，如何发挥公

共论坛的职能，又如何成为穷苦人休闲

的、偶尔放松的避难所……

生活哪怕再苦、再忙碌，只要有茶

馆，就可以停歇脚步，掸去风尘，放松心

态。为什么人们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

活方式呢？

江户，一个醉倒的城市

我们的东邻，日本人也爱饮茶，除了

饮茶，他们还爱去酒馆。

200多年前的江户，居酒屋鳞次栉
比，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遍布大街小巷。

京都为服装倾倒，大阪为食物倾倒，而江

户呢？江户为美酒醉倒。

饭野亮一是日本饮食文化史研究专

家。这部作品有许多有趣的俚语、俗语、

俳句、短歌和插图。在我看来，它就像是

另一种形态的浮世绘，带我们梦回江户。

饭野亮一梳理了居酒屋诞生与发展

的进程。作品的细致程度，连居酒屋门

前悬挂的绳暖帘，都会有好一番说道。

居酒屋为了吸引客人，在早期是将鸡鱼

等食材挂起来展示。饭野亮一引用了一

则故事：一个乡下人初到江户，看到居酒

屋门口挂着的章鱼，感叹“这是煮的爱染

明王吧”,爱染明王是日本民间传说章鱼
的化身。类似故事随手拈来,屡屡可见，
让作品呈现了浓郁的旧时风情。从悬挂

实物演化成象征性的绳暖帘，这体现了

日式美学简约的趣味。

这是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时代，作

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突破百万的大都

市，生活在江户的人们的压力可想而

知。居酒屋流行的背后，是时代的影

像。货郎、短工、车夫、轿夫、仆役、下级

武士……这些江户社会的底层人员是

居酒屋的常客，居酒屋事实上突破了限

制，作为江户庶民的饮酒场所，由此十

分繁荣。在那里，人们可以得到温酒、

一些价廉物美的食物，还会有人与坐在

旁边的人搭话，人们推杯换盏，很快就

会熟络起来。

我想起了江户早期文人、僧侣作家

浅井了意在《浮世物语》里的语句：生活

就是为了及时享乐，应将注意力集中在

欣赏月亮、太阳、樱花和枫叶之美，尽情

欢唱，尽兴饮酒，即使面临贫困也不用在

乎，不用沮丧。今天居酒屋的客人们，仍

然都是这样的吧。要是谁跌碎了酒杯，

别理会，这个城市里，有太多的夜归人。

咖啡馆，欧洲文人的沙龙

《全球上瘾》初次出版的时间是1934
年，迄今为止，该书仍然是研究咖啡的重

要参考文献。作者雅各布热情洋溢，以

仿佛19世纪晚期浪漫文学的笔调，把咖
啡描写成为历史中倔强的英雄、披荆斩

棘的主角，一路战胜酒精、茶等饮品的围

困，成为欧洲人无可替代的爱物。从巴

黎到伦敦到柏林，从奥斯曼帝国到英法

君主的宫廷到维也纳文人的交际圈。

咖啡与文学密不可分。咖啡豆中一

定有某种精神是与艺术家的思想相关

的。巴黎人发现“公众”是“必需品”，而

咖啡可以帮助人们打破心墙。大街上的

演讲虽然还远远不足以对国家和经商产

生影响，却能鼓舞人心。一个新的世纪

就要来了。

咖啡抵达伦敦的境遇与巴黎有些不

同。雅各布诙谐地称之为“咖啡老哥”，

说它虽然只是一种平民饮料，但却像一

个皮肤黝黑的高贵的清教徒，戴着一顶

荷兰的宽边软呢帽出现，穿着以拉夫领

和洁白的硬袖口作装饰的贵族服饰，它

有着令人警醒的魔力，对世人谆谆教诲。

雅各布强调了咖啡在改变英国人的

本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沉默寡言的英

国人惯于通过冗长的文学进行孤独的倾

诉，而咖啡摧毁了这种孤独，也减少了孤

立无援的学者们思想中的偏执。斯威夫

特、蒲柏、佩皮斯等大名鼎鼎的文人都是

咖啡馆的常客。

在柏林，又是另一番情景。在公共

场合，柏林男人以啤酒爱好者的面目示

人，他们嘲讽咖啡是“女人的饮料”，漫画

家们还以此作为素材创作。而这种情形

反过来证明了，咖啡馆在让女人们觉悟、

让女性成为共同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奥地利的咖啡馆发源于维也纳。作

为欧洲的艺术之都，咖啡馆主们努力争

取作家、学者和艺术家。每间较好的咖

啡馆都有一批这样的客人。雅各布说，

提神醒脑的咖啡在文人咖啡馆中滋养的

文学作品比其滋养的人更多，中央咖啡

馆一度是维也纳文人雅士的大本营。

看到此处，我不由兴叹，《全球上瘾》

这本书的气质，实在也是很“咖啡”的

吧。那种热烈的书写、激昂的情感，那种

绵延的让人“上瘾”的魔力，不正是“咖啡

文学”的代表吗？

成都、江户、老欧洲，茶馆、居酒屋、

咖啡馆，一城一记号，一地一人情，时间

在走，历史在变，不走不变的依然是我们

对于生活的基本渴望。“人”字怎么写？

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在显微镜下，这一

撇这一捺，会显现为许多类似毛细血管

的相互联结与彼此的支撑。

严独鹤（1889-1968）先生是中国现
代报业史上的一代名编、通俗文学的组

稿人兼撰稿者。1914年起就在上海担
任民营报纸《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编

辑，1928年任该报副总编兼文艺副刊主
编，1932年将副刊更名为《新园林》。上
海沦陷后，日军进入租界，劫收所有报

社。他拒绝利诱顶住威胁，乃至愤而辞

职，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复刊的《新

闻报》履职。1949年后，《新闻报》停刊，
改出《新闻日报》，严独鹤被安排至上海

新闻图书馆任副馆长。

长达30余年的办报生涯终告结束，
留下了丰硕的写作成果。仅在《新闻

报》副刊“谈话”栏目，严独鹤几乎每天都

要发表一篇短文，数十年如一日，多达

万余篇，计数百万字。凡订阅《新闻报》

的读者，对副刊上天天出现的独鹤之

名，可谓尽人皆知，无人不晓。他还写

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还把经他之手

发表的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改编

成电影剧本供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可

见他大半生跨界于编辑、新闻写作和文

学创作之间，可谓凡有所及，皆有建树。

青年时代的严独鹤已有《独鹤小说

集》（世界书局1926年版）、长篇小说《人

海梦》（世界书局1928年初版）等问世，但

大量散文和副刊上的“谈话”栏言论尚未

结集出版。其孙严建平先生也是副刊编

辑出身（《新民晚报》原副总编），有着一

脉相承的职业情结，他在祖父逝世半个

世纪之后，与上海图书馆馆员祝淳翔合

作选编了《严独鹤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付梓出版。由此使上海现代报业史上

一位大咖级人物再现风采，也令当代读者

有机会目击他大半生的写作成果。

文集为三卷本，含小说卷、散文卷和

杂文卷，但不予序次，以见编选者无分先

后、平等视之。文集既为编选，就非全

收。如短篇小说仅选六篇，散文、杂文更

是舍多选少。编选者并不自作序跋，但

每卷均有前人或今人对严独鹤其人其行

其文的评述作为附录，以供参考。

小说卷附录为世界书局总编、《红

玫瑰》杂志主编赵苕狂写的《严独鹤君

传》和《〈独鹤小说集〉序》。其传言及严

独鹤“性嗜小说”，熟读中西名著。“故其

所作，能融冶新旧，自成一家。散见于

报纸杂志者至夥。然其意中，雅不欲专

以小说鸣于时。居报界垂十年，每发表

政论，多主持正义，尤为世所重云。”寥

寥数语，既指出严独鹤对小说的情有独

钟，又明言其更多致力于政论而为世人

所重。严独鹤的小说颇多传奇色彩，人

物的命运往往大起大落，从而导致情节

跌宕腾挪，不刻意细节的真实。长篇小

说《人海梦》已发表三十三回，约35万
字。作为一部长篇，无论规模之宏大，

人物之众多，情节之丰富，意义之多元，

自然超过短篇。《人海梦》继承了讽刺小

说《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传统，对清

政府统辖下沆瀣一气的政界、学界极尽

讽刺挖苦之能事，刻画了王观察、方制

台一类官僚顽固保守、老奸巨猾、假道

学的丑恶嘴脸，揭示了社会的黑暗腐

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讽刺小说。

同时它也是一部革命小说，塑造了少年

英杰华国雄的形象。小说也有言情和

武侠的内容，实非其侧重之处。1997年
有研究者主编了一套鸳鸯蝴蝶派礼拜

六小说丛书出版，《人海梦》也列入其

中，我认为是不妥的。因为《人海梦》更

侧重于批判黑暗，塑造正面的革命者形

象，而且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在封建时代

末日到来之前，于社会、家庭、个人所发

生的旧与新的冲突和蜕变。与一般被

视为鸳蝴派的小说有所不同，与所谓

“香艳小说”更不可相提并论。当年《人

海梦》在世界书局初版时，封面上印有

“社会小说”，这才是更恰当的归类。此

外，《人海梦》有两回写梦，荒诞奇崛，喻

指人海茫茫，变幻无常，颇具象征意

味。我认为《人海梦》作为一部写了辛

亥革命前夜的社会世情小说，是可以改

编成影视作品供大众欣赏的。

文集“散文卷”的内容涉及方方面

面，编选者按其所涉分成十辑，读者自

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按辑搜寻，各取

所需。我读此卷时在想：严独鹤作为一

位名闻遐迩的老报人，究竟有何切身的

体会可以告诉后之来者？恰好在“报

刊”辑翻到《谈谈报人》一篇。他说：“三

十年来，我只勤勤恳恳做我应做的事，

眼看世界上许多变化，一幕幕地在我面

前表现着，也仿佛看了一幕极长的戏，

而我就是一个替这戏写说明书的人。”

就是说报人不仅是世事的观察者，而且

是一个“说明”者。如果只看不予说明，

就没有尽到报人的责任。接着他又谈

了“做报人应有的态度”：一是“清”、二

是“慎”、三是“勤”。仅此三点，言简意

赅，要做到却并不容易。例如“清”指的

是“保持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清洁的

身”，否则“就不免有飞尘灰沾染上来，

所以做报人的，保持清洁，是最重要

的”。仅此数语，推而广之，就够各行各

业的人遵守一辈子的了。

文集“杂文卷”的内容可谓无所不

谈，所选杂文按年代归类，启发我想看看

这位专为时代的多幕剧写说明书的老报

人，在每个时代的节点上写过什么？在

1919年5月10、11日两天的《新闻报》上
他写到了“五四运动”，却以《滑稽闲话》为

题，把章宗祥、曹汝霖大大开涮了一次。

至5月21日又以《新测字：曹章卖国》揭露
他们的卖国主义，肯定学生运动。上世纪

30年代严独鹤发表了《抗日救国三字诀》
《日本事变与中国前途》《五卅纪念》《一 ·二

八纪念》等文章，痛斥日寇侵华暴行和批

评当局的不抵抗主义。40年代，他发表
《纪念碑》一文，重提当年的“八 ·一三”战

事，肯定八十八师将在虹口建立阵亡将士

纪念碑“确是最有纪念的价值”。他写

《七七纪念》，提到“七七纪念是悲惨的，

也是雄壮的。要大家想想，怎样才能使

死者没有遗憾，使生者得到安慰”，对不

良的现实环境提出了沉痛的批评。在

《胜利两周年》中更明白指出：“今日之下，

连乍见高升的国际地位，已无形降落”，

“更有谁保得住不野草重生，死灰复燃”。

虽然他曾指出报人要用理智统制情感，但

面对黑暗，他的义愤还是会溢于言表。

严独鹤作为一个主要在旧时代从业

的报人，之所以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缅怀

和尊敬，除了他的敬业精神、聪明才智

和对中国报业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他不

屈服于旧时代强权的压力。正如范敬宜

先生在《独鹤可以不“独”矣》中所说：“无

论是面对枪口的威胁还是利禄的诱惑，

他都保持了一个中国报人的特操，不为

所惧，不为所惑，大义凛然，一身正气。”

诚哉斯言！

方今世界瞬息万变，“快”字当先，争

分夺秒“赶路”的世人，似乎无暇回顾经

典。因守正而成为“经典”的经典，貌似也

难以为“赶路”的世人导航，毕竟时过境

迁，物换星移。那么为何我们仍要执拗地

保存经典，并且孜孜不倦地捧阅它们？近

日研习了李雪涛教授的新著《思想小品》，

茅塞顿开：其实在心性的渴求上我们正与

经典愈贴愈近。经典好比一张磨砂纸，打

磨着读者的人性。谁又能说人格的焕然

一新，不是起于对点滴污渍的细致涤除？

在经典与人性细节间，《思想小品》这颗折

射着光的“砂粒”，个中蕴藏的“静”“净”

“尽”三字智慧，值得读者拂卷省思。

一个“静”字，何其平淡，又何其难

得。李雪涛鼓励书友们找回闲静，这绝不

意味着他推崇消极。《思想小品》明白解释

道：“所谓的‘闲’，不是外在的，更多的是

内在的一种恬淡生活。”人心内在的恬淡，

首先就是不会跌入“常常不满足，百般计

较”的窠臼。对此，李雪涛拈出明代《菜根

谭》里的一则经典：“夜眠八尺，日啖二升，

何须百般计较？”500年前的这句话简明
扼要，今人读之仍觉面赧。既然我们的物

质生活需求注定是“有涯”的，为何500多
年前的古人与500多年后的我们，竟然出
奇相似地浪费了“无涯”的灵魂？机械化、

物化的我们，是时候给自己“松绑”了。

经典也在打磨我们人生的“净”，那是

干净清爽的生活态度，澄澈清朗的人际关

系。“做一个干净人”，是《思想小品》贯穿

始终的主线。一个“干净的人”，首先必须

放下知识过载与己见偏狭的思想重负。

李雪涛引述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的

箴言：“你得靠自己才能发现新的事物，因

此刚上路时必须放下一切的累赘，尤其是

知识。”劝诫读者莫要被略知一二的知识

网络围困，要用干干净净的“空白”面向未

知求索，唯其如此，方能转识成智，在心灵

与真知间搭桥而非砌墙。

而“尽”是经典细细打磨我们人性的

基本面。所谓“尽”，一指尽心，二要尽细，

三须“止于尽”。尽心不难理解，就是遇事

负责，不苟且，不敷衍。再说尽细，细节难

以直接决定成败，但成败注定肇端于不起

眼的细节。李雪涛展示了拉丁文经典警

句：“若忽略了一个音节，就忽略了整个文

本的意义。”以此奉劝读者“不论什么时

代，‘细读’都是阅读之关键所在”。来看

“止于尽”，书中，李雪涛记述了儿子本科

同学获悉将入学意大利语专业后，一个暑

假马不停蹄“预补习”意语的奇事。如此

内卷的超前、超负荷学习，真能帮助孩子

实现人生价值吗？李雪涛援引《景德传灯

录》里“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格言，疏导

那些碌碌之人廓清迷思，“活在当下”。

经典是琢磨人性的一张砂纸，但这张

砂纸究竟是把人性抛光，还是把人生磨得

血肉模糊，完全取决于手捧经典的我们。

古人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此

书“激发读者自己去思考的热情”，思考人

生“静”“净”“尽”三字智慧的来龙去脉，思

考如何看穿、理顺那颗“需要不断予以约

束的人心”，思考怎样在一个节奏飞快的

时代，帮助“散乱奔腾的思绪安静下来”。

经典是一张人性的磨砂纸
■ 邹赜韬

——读《严独鹤文集》有感

《严独鹤文集》
严独鹤 著

严建平 祝淳翔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
[德]海因里希 ·爱德华 ·雅各布 著

陈 琴 俞珊珊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那间街角的茶铺》
王 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居酒屋的诞生》
[日]日饭野亮一 著

王晓婷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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