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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 《红楼四论 》台湾版
初出时 ，寒冬深夜捧读 ，爱不释
手。 时有会心处，击节称赞；通宵
读完 ，不忍放下……这是少有的
阅读学术论文的快意。 如今，《红
楼四论 》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
版 ，这本书有了大陆版本 ，是红
学爱好者之幸事。

《红楼四论 》主要包括四大
主题 ：《红楼梦的解脱之道 》（《无
立足境 ，是方干净 》），《红楼梦的

疾 、癖 、痴 》 （《吾之大患 ，是吾有
身》），《红楼梦的生育败象 》（《薛
蟠寓言 》），《红楼梦的审美之趣 》
（《关于文学的超越》）。

读这样的性灵文章，倍感作者
之博大与深情。 此博即知识的渊博
贯通，贺铸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
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而胡传吉
则植根文本与个性， 融汇古今，出
入于文学、美学与哲学之境。

首篇 《红楼梦的解脱之道 》，
凝结了作者对美 、自然与智慧的
理解 ，认为这是通往世俗拯救之
路径。 曹雪芹《红楼梦》借贾宝玉
之口 ，表达了对女儿的赞叹 ：“女
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作的
骨肉 ”， 在女儿身上寄寓了崇高
神圣的理想 ，所营造之大观园无
异于一个 “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
之桃花源 ，多少年来引无数 “红
迷”竞折腰。 胡传吉慧眼独具，指
出 ：“曹雪芹是文学家 ，更是超越
朝代年纪的思想家。 他在女子身
上 ，尤其是未婚女子身上 ，发现
高贵的气质及无与伦比的审美
价值 ，为灵魂的深邃与动人开辟
无法复制的境界 ”， “后世来者 ，
恐怕唯陈寅恪的眼光可与之并

提”。 可谓知者之言，这样的解读
建立在悲悯之情怀 ，以及对曹氏
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

《红楼梦 》 离不开 “情 ”与
“美 ”，这里的情与美非观赏性的
意淫式的 ，而是赞赏式的 。 胡传
吉认为在 《红楼梦 》里 ，“美是道 ，
情是器 ，美是理想 ，情是拯救 ”。
情的一端引向世俗化 ，美的一端
引向脱俗 ； 以情抗礼是危险的 ，
以美抗礼则不易发觉 ；以美违礼
是曹氏重要的精神贡献。 这样的
解读则超越了世俗的对情与美
的欣赏 ，具有了超脱或者超越之
意味 。 这也正是胡传吉在 《红楼
梦》里所领悟到的极致之美。

胡传吉以其独具之慧心 ，对
木石前盟的解读更是让人唏嘘
感慨。 胡传吉以老子“人法地，地
法 天 ，天 法 道 ，道 法 自 然 ”之 思
想 ， 参以宝黛二人的木石前盟 ，
认为木石的来历皆非仰仗人间
之生育 ， “更像是道法自然之自
然”。 并进一步得出：黛玉还泪之
举带有自救意味 ，它需要智慧及
悟性 ；宝玉为无材补天之赎罪而
来 ，这一举动有救世之想 ，它需
要有受难精神及大爱精神。 这种

对木石前盟原罪 、自救与他救之
解读 ， 浸透着作者本人对人间 、
悲剧以及解脱之思考。 正如其在
文中所言 ：“《红楼梦 》 里的干净
与不干净 ，不会断然分开 ，也绝
非对立 ，彼此总有因缘 ，总有连
接点 。 花柳繁华地 、温柔富贵乡
能 ‘安身乐业 ’，但 ‘究竟是到头
一梦 ，万境归空 ’。 不否认其好 ，
也看到其悲 ， 深知虚无的价值 ，
但不以虚无否定人间 。 ”作者对
人世间又何尝不是抱着出世的
态度践行着入世的勤奋与诚恳 。
虽明知 “无立足境 ，是方干净 ”，
但毕竟存在的便是合理的 ，不历
一番劫难 ，怎得解脱 ；而解脱有
赖于致美、自然与智慧。

关于 《红楼梦 》后四十回到
底是否曹氏原著 ，或有多少是曹
氏原著 ，一直争议不断 ，向无定
论 。 出于对完结的期待 ，有多少
读者情愿选择相信后四十回绝
大部分也是出自曹氏之手。 但是
胡传吉 《红楼梦的疾 、癖 、痴 》却
让人不得不信服地遗憾 ：或许后
四十回确非原玉。 《红楼梦》中的
宝黛钗皆是自带疾患来到人间 ，
其中 “痴 ”是最高境界 （宝钗未达

痴之境界 ）。 曹氏在悼红轩披阅
十载 ，增删五次之写作便自带一
股痴劲儿。 胡传吉从疾、癖、痴的
因 缘 相 生 ；疾 、癖 、痴 的 混 沌 之
说 、囫囵之语 、以及疾病与隐喻
的互证与冲突等角度 ，颇具说服
力地指出 ：后十回主要人物疾病
与死亡的强行坐实 ；黛玉之死的
缺乏美感 ，陷入才子佳人故事之
俗套 ，以致使黛玉被贬低为一个
为情殉身的普通女子 ， 等等 ，这
些都远远背离了曹氏对女儿及
在宝黛身上所寄寓的崇高精神
理想之原意。 为之一叹。 若非贴
近文本又极具深情 ，断难有如此
具性灵之发现。

《薛蟠寓言 》与 《关于文学的
超越 》，亦皆有独具慧眼之论 ，给
人以耳目清爽之感。 “红学”不可
不谓蔚为大观之学 ， 既有新学 、
旧学之分 ，也有评点派 、索隐派 、
考证派之别 。 如果非要给 《红楼
四论 》归门别类 ，那么胡传吉此
书当属于 “性灵派 ”， 即独抒性
灵 ，不拘格套 ，自成一家之说 ，极
具思想性与思辨性 ，这与作者长
期浸淫于古今学问 ，潜心思考与
写作分不开。

近日， 知名畅销书作家、情
感作者晏凌羊的新书《有你的江
湖不寂寞：金庸武侠小说的另类
解读》出版。 该书以女性情感作
家的细腻感知，从另类视角解读
金庸武侠中的众生，从中观照现
实中的你我，视角新奇，解读有
趣， 为您揭开金庸武侠的另一
面。

2018 年 10 月， 一代武侠小
说宗师金庸先生逝世，留给世人
一个无限精彩的侠义江湖。 金庸
武侠小说里的江湖， 豪迈侠情，
快意恩仇；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众
生，千姿百态，有血有肉。 在金庸

逝世一周年之际，《有你的江湖
不寂寞：金庸武侠小说的另类解
读》以另类视角解读那个充满魅
力的武侠世界，点评金庸武侠小
说中的别样众生，向金庸致敬！

金庸武侠里的众生，其实也
昭示着现实中的你我： 不适合

“从政”的陈家洛，遭“体制”开除
的令狐冲，江湖“老油条”韦小
宝，“精致利己主义者” 周芷若，
没培养好接班人的“工作狂”灭
绝师太，最称职的“单亲爸爸”黄
药师……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可以从
金庸武侠世界中找到于我心有

戚戚焉的自己， 情感作家晏凌
羊，正是从一个现代新女性主义
的眼光，另辟蹊径，以从另类角
度解读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
及情感，从中关照现代读者的心
理需要，以充满温情和力度的文
字，带您解读金庸武侠人物的成
长及情感历程。

《有你的江湖不寂寞》由河
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融入了作者近年来对婚
姻、情感、职场的深入观察和思
考， 对金庸的 15 部代表性武侠
作品一一评点，分析人物成长的
因缘际会，衡论江湖情仇的缘深

缘起； 探究英雄末路的悲路历
程， 讲述草根逆袭的精彩人生。
点评的是武侠世界中的虚构人
物，关照的却是现下社会的热点
问题，也正因此，书中文字温暖
可触。

作者晏凌羊是知名畅销书
作者，2001 年云南省丽江市高
考状元， 也是一个骨灰级金庸
迷，著有情感励志、心灵疗愈类
畅销书《那些让你痛苦的，终有
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愿你放
得下过去，配得起将来》《愿你有
征途， 也有退路》《我离婚了》和
儿童绘本《妈妈家，爸爸家》等。

洞见 《红楼四论》之性灵解读 □雷淑叶

以女性视角解读金庸群侠微观 □李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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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书榜 1.《敌人与邻居：阿拉伯
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
色列，1917-2017》

□[英]伊恩·布莱克
内容简介：

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 ，是犹太人经
卷上所指的应许之地 ，也是许多阿拉伯
人世世代代的居所。对于这片土地上两
个民族百年难解的纷争 ，记者兼历史学
家伊恩·布莱克意识到 ， 只能通过关注
他们如何看待自己 、历史以及彼此来理
解。 于是，他借助文献资料 、解密档案 、
口述历史 ， 还有他自己的现场报道 ，寻
求真相和对话

2.《游艺黑白：世界钢琴家访谈录》
□焦元溥

内容简介：
本书以访谈的形式书写音乐史 ， 梳理

二十世纪至今的钢琴演奏史 、 学派与风格
变化 、重要名家传承 、诠释与演奏观点 ，兼
及重要作曲家与乐曲 ，形成透古通今 、纵横
交错、迭代更新、交融杂陈的迷人景观。

3.《说画》 □劳继雄

内容简介：
《说画 》以画为题 ，分如何读画 、懂画 、

识画、藏画诸方面，所列甚广。 该书从“中国
画的特性 ”说起 ，又谈及 “风格与流派 ”，认
为 “时代风格源于个人风格 ，个人风格又受
时代风格制约 ”。 作者在书中重点阐述了
“扩大鉴定的原理 ”和 “代笔问题 ”，以及书
画鉴定的历史渊源 ， 并示例了许多鲜为人
知的人和画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4.《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内容简介：
作者科尔姆·托宾不仅是杰出的小说

家，更是细心的读者。 本书收录的文章多刊
登于 《伦敦书评 》和 《纽约书评 》，梳理了威
廉·巴特勒·叶芝 、托马斯·曼 、萨缪尔·贝克
特 、博尔赫斯 、哈特·克兰 、田纳西·威廉斯 、
詹姆斯·鲍德温等作家与家人复杂而幽深
的关系。

5.《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德]沃尔夫·勒佩尼斯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探讨了一个可以说是灾难般

的德国人习性 ，即视文化成就高于一切 ，视
文化为政治的高尚替代品 。 这种倾向深刻
影响了从 18 世纪末直至今天的德国历史 。
作者认为 ，德国人对艺术的偏爱强过政治 ，
是理解纳粹主义特殊本质的基础 。 希特勒
及其圈子中的许多人都是失败的艺术家和
知识分子 ， 他们仿佛在将政治作为一种艺
术的替代形式来付诸实践。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察知
童伟格与前行代曾经轰轰烈
烈过的“乡土文学”之间的关
系，一种逆转、颠倒了的系谱
关系。

从 《王考》 到 《无伤时
代》，童伟格一贯选择海滨的
荒村作为故事进行 （或停滞 ）
的背景， 跳来跳去地叙述的
也都是荒村里成长 （或拒绝
成长 ）的小人物们。 他的小说
里，使用大量乡土形象，反复
召唤乡土记忆， 而且他的小
说里， 城市几乎总是毫无例
外，以陌生的、敌对的、飘浮
混乱的性质出现。 这些特色，
无疑是传袭来自“乡土文学”
的。

不只如此浮面、表层的相
似而已，从《王考》到《无伤时
代》， 童伟格小说里出现的人
物，在性格上，也都和“乡土文
学” 里的典型角色高度亲和。
他们都活在自己建构、想象的
世界里。 他们无法理解、更无
法诠释， 生活在小世界以外，
快速翻搅变动中的外界社会。
黄春明、 王祯和笔下的人物，
都努力、挣扎着，用自己有限
的知识， 与更有限的能力，去
跟庞大的社会变化力量周旋。
《嫁妆一牛车》或《锣》的喜剧
气氛， 来自于他们如此笔拙、
自以为是地企图掌握自己的
生活遭遇；而《嫁妆一牛车》或
《锣》的悲剧性，也来自于他们
永远对操纵命运的外界力量，
无能为力。

童伟格小说的角色，也是
如此。 然而在《王考》和《无伤
时代》里，借由这样无知无能
而封闭在狭小荒村环境里的
人，童伟格却写出了完全异于
王祯和与黄春明，既非喜剧亦
无强烈悲剧的情境。

阅读童伟格的小说，让人
一方面接近“乡土文学”，一方
面却又快速远离。最关键的差
别，在于童伟格既不像王祯和
那样无情地嘲弄这些小人物，
也不像黄春明那样多情地为
这些小人物悲叹、义愤。 悲叹
与义愤，是“乡土文学”最核心
的价值， 写这些小人物的慌
张、焦虑、茫然、抓瞎，像无头
苍蝇般胡窜乱撞，为了要控诉
害他们如此适应不良的那个
时代变迁巨轮，也为了要唤起
大家同情他们、帮助他们。 王

祯和常常写一写，过度着迷于
这些乡人无知举措所制造的
荒谬场景，忍不住跨越了悲叹
与义愤的道德界线走到了戏
谑作弄的那一边，其实是“乡
土文学”的异数，也因而让他
的杰作，如《小林在台北》《玫
瑰玫瑰我爱你》长期被忽略或
被误读。

然而不管是黄春明或王
祯和， 以及二十多年前热情
投入“乡土文学” 书写的众
多作家们 ，他们看待“乡土 ”
的眼光， 毕竟是有着认识论
上的绝对距离的。 不管要同
情， 或要嘲讽， 都必须预设
着一个立场： 作者比他笔下
的乡土角色掌握更多的、不
同的知识， 所以作者才能回
头用同情或嘲讽的态度，看
这些在小圈圈、 小笼子或甚
至小粘蝇纸上奋力手忙脚乱
的角色。

童伟格却选择和他笔下
的这些人物，一起活在无知与
无能的手忙脚乱里。在只有一
条柏油马路，只有不断脱班迟
到的一班公车的海滨荒村里，
人们不只没有办法与现代社
会一起发展演化，他们甚至没
有办法分辨真与假、 生与死、
贫与富、过去与现在等最基本
的区别。 他们的无知与无能，
使得他们接受不到现代生活
理性的感染，进而使得他们超
越了真与假、生与死、贫与富、
过去与现在的界限。

是了，童伟格最特殊的文
学视野 ，就是把“乡土文学 ”
当中应该被同情、被嘲讽、被
解救的封闭、荒谬的“乡人存
在”，逆转改写成了自由。 在
那个理性渗透不到的 空 间
里，人们大剌剌地，既无奈又
骄傲地活在既真又假、 生死
无别， 完全可以无视于时间
存在、 无视于时间线性淌流
的世界里。

《无伤时代》 书写的，正
就是荒村荒人无伤的自由。
从现代理性角度看， 小说里
的每一个角色， 都过着虚无
败坏的生活， 整本小说简直
就是对于种种败坏 （decay）的
执迷探索。 村子在败坏、人在
败坏、记忆在败坏。 祖母的故
事是败坏的故事， 大母亲的
故事是败坏的故事， 整个家
族每一个人的故事， 都环绕

着同样的败坏主题。
还好童伟格的书名，以及

出现“无伤”的那一段话：“那
一刻，他明白自己已经成功说
服母亲了———在她眼里，他已
经是个无伤无碍的废人了。他
已经被原谅了。 ”这提供了我
们不一样的线索。 原来，童伟
格透过小说建构的， 是一种

“废人”的逻辑、一种“废人”
的伦理学。

童伟格放弃了对于乡土
人物的关怀、同情，如实地接
受他们作为与现实脱节的“废
人”存在，如实地接受“废人”
存在中一切荒谬无常，他打破
了“乡土文学”的核心人道立
场，从这点上看，他无疑是“乡
土文学”的叛徒。然而背叛“乡
土文学”的人道温情，走自己
的“废人”路线，童伟格让作为
叙述者的自我也一并“废人
化”，弥合了“乡土文学”中作
者与角色的知识论落差，最终
却赋予了这些荒村乡人们 ，
一种史无前例的自由。 他们
的生老病死， 他们漫长的等
车与怪诞的杂货店， 于是超
脱了可怜可鄙的地位， 成为
独立独特的、自由的存在。 从
这个角度看那童伟格似乎又
回到了“乡土文学” 的路子
上， 绕了路给予乡土与乡土
人物更高的尊严与尊重 ，他
不再像其他乡土作家般 ，希
冀透过文学来帮乡土争取社
会正义（social justice），他直截
了当地，就在文学里，只在文
学里 ， 给了乡土诗 学 正 义
（poetic justice）。

赋予“乡土”诗学正义深读 □杨照[台湾 ]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他读完
一部好小说，会像对待半导体收音
机一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一个零
件一个零件把它拆解开来，再一个
零件一个零件装回去，好知道它是
怎么造出来的。他说海明威的小说
就是这样一部半导体收音机，一旦
拆散，它就瘫痪了，零件散落一地，
再也装不回去。 对我而言，陆源的
《童年兽》 也是这样一部拆散之后
再也装不回去的半导体收音机。而
且，这部半导体收音机的每一个零
件都是古董级的，华丽丽的而又锈
迹斑斑，打着时间的烙印。

《童年兽》的故事情节并不连
贯，你甚至不知道下一章的叙事从
什么地方开始，又会在什么地方结
束。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一个线索，
那就是主人公陆小风的愤怒。

以愤怒为线索，陆源并不是第
一个这样写作的小说家。 阅读《童
年兽》前三章时，我想起了《伊利亚
特》，从某种意义上说，《伊利亚特》
也可以称为“阿喀琉斯的愤怒之
歌”。以主人公的情绪作为线索，推
动故事的发展，不止是古典文学与
戏剧的常用手法，也是现代文学与
电影的常用手法。 不得不说，这也
是陆源在《童年兽》上的高明之处。
如其说他在这部小说里找到了某
种重金属音乐般的语言风格，还不
说他找到了主人公的愤怒， 为此，
就像荷马一样，也像后来无数的杰
出艺术家一样，灵光乍现，写出了
这首童年的愤怒之歌。

愤怒，不止是小说《童年兽》
故事展开的线索， 也是这部小说
语言音律的特色。 它就像一首在
黑暗中升起的重金属歌曲， 打击
乐器雨点般敲响， 汇成重金属的
旋律。 第一人称“我”陆小风的叙
述，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从头
至尾，他没有停止狂啸，伴随着外
面世界的歇斯底里、狂躁和喧嚣，
愤怒、叛逆、声嘶力竭地怒吼着。

好小说的语言富于音律之美。
作家会老去，他留在小说里的音律
却永不褪色。 阅读《童年兽》时，我
首先热爱的正是这部小说的语言，
节奏明快，流畅悦耳，泥沙俱下，为
了追求那种语言上震撼耳膜的感
觉，陆源就像机关枪一样把词语不
顾一切地打出去……陆源在《童年
兽》里追求的是语言的快感，让人
忍俊不禁的口头语、脏话表达着主
人公陆小风的情绪，形成的韵律明
快而锵锵有力，故事便被这种野马
一样狂放的语言驱动着往前：“我
其实想当艺术家，而且必须默默无
闻，理应默默无闻……我灵魂的痔
疮，反复磨破，反复出血！……当艺

术家不过是托词，当艺术家就可以
不再跟人斗个鱼死网破……当艺
术家， 好好掩盖你深入骨髓的怯
懦！ ……搞创作无须分出胜负，我
不适合打打杀杀，我从事的艺术将
是遗忘的艺术， 而不是记忆的艺
术。 我想找个树洞钻进去，我想在
黑暗中点颗大炮仗，压压惊！ ……
对我来说， 不做梦又有什么意思？
……长夜，窘困，卑微，诗意！ ……
互相掐架的观念！ ……风，我走在
炽亮的风之甬道上！ ……燃烧的生
命，啊，我永不餍足！ ……”

阅读《童年兽》时，你也许和我
一样在想，有关陆小风的故事到底
是陆源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又或
者，这本书讲述的往事有多少基于
作者真实的童年记忆？ 作为读者，
我确信一点，即便陆源在《童年兽》
里做到忠实于所有童年往事的记
忆， 做到像卢梭一样惊人的诚实，
我也认为他从未想过获得任何人
的怜悯与同情。《童年兽》的目的不
是博得世人的怜悯与同情， 相反
的，作者始终让主人公陆小风不流
露一丝自我怜悯的感情。 甚至在陆
小风看来， 自我怜悯是廉价的、低
级的情感，是软弱无能的表现。 在
这部书里，主人公从头至尾就是一
头愤怒的狮子，他露出撕裂开来的
伤口，但他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了
愤怒，并随时准备起来与之战斗。

南方正午的阳光与打架的叛
逆少年是《童年兽》的基调，那是我
熟悉的基调，任何时代、任何地方
都有这样以打架来认识世界的少
年，但我认为，在《麦田里的守望
者》《猜火车》《追风筝的人》 之后，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一部真正的刻
画少年人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
《童年兽》无疑是成功的，是这类文
学中又一部杰出的作品。

情绪推动下的愤怒之歌细读

□曹语凡

长沙的书店与书人书游记
□绿茶

去长沙的高铁上，给钟叔河老
先生打了电话， 说我下午到长沙，
想去拜访。 钟老听说我到长沙很高
兴，说你随时可以来。 就这样约定
了。 之前还跟周实老师约好长沙一
聚。 我和 sally 来到湖南出版集团
大楼前， 周实老师已经在等候多
时， 他带着我们一起上到二十楼，
这就是著名的“念楼”，门上一个小
木牌上写着“念楼”二字。

钟老是我编副刊时期的重要
作者，他的“念楼小抄”专栏在我
的版面连载了很多年。 钟老在多
篇文章中提到“绿茶是发我文章
最多的编辑”，但我们交往这么多
年，我一直没来过长沙。一直盼着
来长沙拜会钟老。

此番拜访念楼，一见如故，非
常开心。就像平时通电话一样，钟
老的声音洪亮，88 米寿高龄，身
体很好，真让人欣慰。我们坐在客
厅，聊各种往事和近事，好像有聊
不完的故事。 我抽空去他的小书
房速写一张。 钟老看到我稚嫩的
小画给予鼓励， 并且在画上题写
一首五言———

相知二十年，今日才相见
一见更倾心，珍重此相见
钟老题签赠送我两本书，一

本是他最新的由后浪再版的《念
楼学短》，两卷本上下很厚。 钟老
说： 一定要把这套书送给我。 我
说：不用，家里已经有这套书。 但
是，钟老执意要送，并且在书的扉
页上题写了上款： 绿茶君是发我

“念楼学短”最多的编辑。 我这本
书中有五十三篇是经由他的手编
发的。对这本书的出版很有助益。
另外，同时送我另外一本《念楼随
笔》， 也是他不同的一些集子里，
自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的精选。

钟老赠《念楼学短》，题签为：
绿茶君曾在新京报发稿五十三
篇，于成书大有帮助，在此不可不
提也，余老矣，恐不得再有合作机
会，人生如朝露，思之怆然。 ———
己亥夏钟叔河

其实我收了很多钟老的书，
包括他编的“走向世界”，我有全
套。 钟老对中国的出版史有特殊
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这套“走向世
界”，是中国出版史和阅读史绕不
开的一套丛书。这样一位资深的、
有情怀的， 并做出重大贡献的出
版家， 对一个小编辑的到访那么
真切的互动， 真是让我觉得非常

感动，这就是老一代文化人、老一
代出版家的人格， 一种精神。 所
以，此行对我有特殊意义。

长沙站的活动我们安排在止
间书店， 这是一家让人惊喜的书
店，主理人老笨原来也是出版从业
者， 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止间，书
店的内容和格局都独具一格，外墙
的结构也是很独特的形状。 很喜欢
书店里那种处处见细节的微妙。

晚餐就在书店吃，和老笨聊
天就有很多七零后一代的共鸣，
怪不得这个书店一进来就有一
种熟悉感。 通过短短的一顿饭，
那些对文学、对思想、对书店、对
岁月的故事一股脑都迸发出来，
说着说着就喝了不少。 饭后转到
另一个房间和止间书友交流，借
着酒兴 ，状态挺好，大家聊得很
欢畅， 老笨又开了几瓶红酒，边
喝边聊。

长沙图书馆楼下， 是一家叫
乐之的书店， 这是新华书店系统
下的书店，开在图书馆里。店内空
间不小，还有很大一片咖啡区。简
单转一圈， 接着去长沙很有特色
的独立书店目田书店， 这家书店
在一栋居民楼的 15 层，书店内的
小区域划分的很细致， 选书也堪
称上乘。老板是很文艺的人，对书
店有很挑剔的想法。

之后， 见闻兄带我们去逛他
单位对面的三家旧书店。 这是他
经常逛的地方，跟老板们都很熟。
一家叫窑岭旧书店， 另一家叫小
黎旧书店， 还有一家只露出书店
二字，店名已经掉了。我们在这里
淘了好长一段时间， 虽然淘到书
不多， 但这样的旧书店能在大街
上开着，就证明这个业态的成熟，
跟老板交流一下， 有些都开了十
几二十年了。

在钟叔河书房合影。 左起：
sally、钟叔河、周实、绿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