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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浩月

8 月 12 日至 18 日，是 2020 上海书展。在上

海国际电影节刚刚落幕之后，随即上海书展又正

式开展，这激发了更多人的参与热情，能逛一逛

书展，和能看一场电影一样，是一个人的城市生

活文化配置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场地扩大、品牌馆搬到户外、实名预约、戴

口罩入场⋯⋯这些或大或小的变化，都在明确提

醒着人们：今年的上海书展与往年很不同。严肃

与安静，成为今年书展的主要气氛，但这并未破

坏人们逛书展的心情，反而让每个参与其中的

人，因此多了份珍惜与热爱。

前些年，“书展变成卖书大排档”“逛书展如

同逛菜市场”，大家吐槽了这么多年的书展，到

了今年上海书展的时候，环境和气质终于发生了

变化。官方将这种变化形容为“转型力度前所未

有”，线上与线下的齐头并进，提升体验感，强

化品牌的影响力，以及让书展与生活发生更紧密

的联系，等等。一切似乎都是筹备已久，一切也

仿佛水到渠成。

今年的书展给人的印象是，它与上海的城市

气质更为匹配了，时尚而舒展，大气而从容，让

读者又多了一份想要逛书展的念想。这恐怕也是

其他书展要学习的地方，书是特殊的文化商品，

书与读者的心灵密切相关，书展展示的是书，但同

时展示的也是公众的阅读心态，从书展环境与气

氛的变化，去观察人们的读书态度，这中间，隐藏

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在网上书店买书，图的是便宜与方便，在实

体书店买书，想要体会的是真实的书香与独特的

书店气息，那么在书展买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

哪里？今年上海书展给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答

案，那就是——书展构建了一个梦幻般的情境。

在这个情境中，读者可以看到那些图书的作

者，如此集中地出现在一个城市、一个场合，他

们分享着对于书、生活、社会的看法，你甚至不

必仔细聆听，只需在路过时耳边听到那么几句，

就能觉察到，这样的文化生活与每天面对的现实

生活是平行的，只是太多时候人们更多地向日常

生活的烟火气息倾斜，忽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那

么书展的存在，就可以算是为都市人提供了一个

短暂却庞大的精神空间。读者可以穿梭其中，在某

个瞬间感觉到、捕捉到某种孱弱但却富有韧性的

需求，并且把它带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

上 海 书 展 的 口 号 是 “ 我 爱 读 书 ， 我 爱 生

活”，想要在读书与生活之间建立更为日常、更

为强大的联系，成为上海书展的愿望。可能会有

人觉得，读书不正是生活的一部分吗？这个观点

没错，只是读书正在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各

种各样读书活动的举办，目的就是为了让读书重

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那

么多从业者竭诚做着在别人看来貌似无用的工

作，他们并非仅仅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所谓

的与时代对抗，而是想把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推

送给更多人，让更多人通过读书寻找到把自己变

得安静下来的办法。

容易理解的概念，需要有创意的举动来填充。

今年上海书展推出的“作家餐桌计划”是个

亮点，挑选几家有历史、有文化、有故事的餐

厅，邀请作家前去讲生活美学、推荐一些书单，

同时这些餐厅也会设立一张“作家餐桌”，让进

入餐厅的顾客知道，某某作家与这家餐馆有关

联。从作家进校园，到作家进餐厅，发生这个变

化，中间有着二三十年的阻隔。其实作家哪儿都

可以去，不见得只能去书店、去校园，作家走到

哪里，也不见得能够抬升哪个地方的品位，只能

说明一点：如果可以在餐厅里高谈阔论文学，那

么其他的地方也一样可以多谈谈文学，人们一起

把谈文学——让这种从前令人羞赧的事情，变成

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

虽然阅读率增长缓慢，被碎片娱乐占领的时

间越来越多，但买书与读书，并未到一个让人忧

心忡忡的地步，为了买书与读书，绝大多数人都

会找到诸多理由，并且能够在这些理由的基础

上，再增添两三个理由。无论到了什么时候，爱

书总是对的，我们这段时间关注上海书展，也是

在给自己爱书多找一个理由。

我们要相信，在书展上看到的、感受到的，

都会帮助爱书人建立一种不容置疑的阅读精神，

这种精神，是抵挡浮躁的“良药”。

上海书展，给爱书再多找一个理由

□ 白简简

那是多年前还在上大学的一个夏天，期末考试已经

结束，人还在学校没回家。这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

空调的宿舍，一台电扇“兢兢业业”地转动着扇叶，假装与

暑气在抗争。我戴上耳机，看《小岛惊魂》。电影故事虽然

气氛诡异，一开始倒也没有神神鬼鬼，然而，当妮可·基德

曼饰演的女主在墓碑上看到了 3 个仆人的名字，而那 3 个

人正朝她奔来时，我身后的宿舍门猛然被推开了。

据推门而入的室友事后描述，当时我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难得看到我在书桌前背挺得那么直；只有我知道，

“毛骨悚然”绝对是一个写实的形容词，憋在嗓子里的惨

叫大概都化为了一身鸡皮疙瘩，清凉了那个夏夜。

其实，我是那种受惊阈值高，又偏偏喜欢看惊悚恐怖

作品不断提升自我的人，从小就是。

别人家孩子的古典名著启蒙读物是四大名著，我偏

偏抱起了一本《聊斋志异》。文言小说语言极美，狐仙鬼怪

又可可爱爱，若不是配合电视剧版食用，完全看不出来这

是一部写鬼怪的小说。所以，《聊斋》没有吓到我。

稍大一点，同学们都在讨论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

如何吓人，我从书店买回了《午夜凶铃》图书的三部曲。看

着看着，发现这明明是一部科幻小说，克隆、病毒疫苗、环

界⋯⋯从电视机里爬出来只是书中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而被电影放大的细节。铃木光司不是为了吓人，他有着

更宏大的世界观，所以，《午夜凶铃》也没有吓到我。

中学时，我买了爱伦·坡和希区柯克的小说集。先

说爱伦·坡的 《怪异故事集》，尽管 《黑猫》《厄舍府的

倒塌》 都是名篇，但我对神秘的西方古堡毫无现实经验

可 嫁 接 （背 景 换 成 庭 院 深 深 的 江 南 古 宅 也 许 更 适 合

我），文字在眼前始终形成不了具象画面；而对希区柯

克的故事，好奇心驱使我只想一页一页翻下去看最后究

竟怎么回事，追寻真相的心理远远大过害怕。所以，两

位大师还是没有吓到我。

后来，我又看了倪匡的 《卫斯理》 系列、横沟正史

的金田一系列，莫里斯·勒布朗的 《亚森·罗宾》 系

列、天下霸唱的 《鬼吹灯》 系列，还不时逛逛天涯论坛

上的“莲蓬鬼话”⋯⋯无论是推理探案，还是怪力乱

神，大都出于好奇心，而非恐惧感。这些阅读经验让我

一度认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读者。

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我错了。

就是那个看 《小岛惊魂》 的暑假，不久我就坐上了

回家的硬卧火车，火车上睡不好，就在手机上看小说，

看的是那多的 《凶心人》。之前我几乎看过那多所有的

“灵异手记”系列，《幽灵旗》《纸婴》《亡者低语》 ⋯⋯

就是那种看名字和开头觉得：“哇！好刺激！”，看到结

果觉得：“就这？”这样一类能稍稍撩拨下你的神经的故

事，特别适合在旅行中打发时间。我以为 《凶心人》 也

是这样的，不过是讲神农架某山洞内，一群大学生九死

一生的探险故事。

然而，我看到中途，小说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学生

们被困在山洞中，发现无论怎么走都会回到起点，而山

洞里的几百具尸骨似乎也是因为当年没走出去⋯⋯这个

设定让我瞬间想起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做的一个相同的

梦：在一个有很多楼梯的大房子里，无论怎么走都走不

出去，一走就是一晚上直到我惊醒。相同的梦做久了，

我都知道自己在做梦，一旦梦到这样的大房子，还没开

始找路就知道自己找不到。

当小说情节和自己的经历像榫卯一样对上了，这让

当时二十来岁的我感受到了逼人的寒意。火车上人多，

恐惧感尚未起效，到了家，一个人睡一个房间，一连开

了三个通宵的灯，才让这种知其所以起的清凉散去。总

之，这部小说好不好另说，反正吓到我。由此看来，恐

怖故事是一种量身定制才有奇效的产品。

从总体上说，人最害怕的无非是死亡。但如果讲

“一个鬼吃了一个人”，虽然内涵了两个死亡故事，却一

点儿也不可怕，甚至还有点好笑。可怕的故事是你知道

结 局 ， 却 不 知 道 过 程 （通 俗 地 讲 就 是 不 知 道 “ 死

法”），而且偏偏你经历过类似的真实桥段。

小说是这样，电影也是这样。我曾经花了一个暑假

时间，把经典的惊悚悬疑恐怖电影浏览了一遍。悬疑片

有“套路”，比如，你以为别人是鬼，其实自己才是；

陷入无限循环的一个场景，无法脱身；貌似好多人的群

戏，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者的内心戏⋯⋯

恐怖片有流派。比如美式的，无论是被奉为经典的

《闪灵》，还是 《电锯惊魂》 系列，《招魂》 系列，感官

刺激是有的，但看完后我不会害怕有人拿斧子来劈我家

门，也无法想象出“魔鬼”有多可怕；这几年兴起的泰

国片，比如 《恶魔的艺术》 系列，满屏血浆和虫子，只

让人感到血腥和恶心；但是日本那些脸色煞白的小男孩

小女孩，抱歉，我拒绝观看，尤其是写完稿子半夜照镜

子，那个面色苍白的我简直像在本色出演恐怖片。

有没有发现，在很多故事中，孩子是不怕鬼（包括装

神弄鬼的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孩子眼中，一切都是

合理的，没有那么多需要遵循的人世法则，简单直接的情

感赋予孩子强大的心灵能量。当孩子慢慢长成了大人，周

遭就有了他认为应该是怎样的模样，形成了他可以控制

的安全区，恐惧就来源于安全区外不可控的未知。

在我们的日常中，我们害怕熟悉的东西突然变得不

那么熟悉了，比如枕边人在想什么你真的知道吗。对于

本来就不熟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消灭它就是了，比

如 《宋 定 伯 捉 鬼》； 而 对 那 些 主 要 依 靠 出 场 架 势 吓 人

的，比如贞子，我在网上看到过各种温暖版的改编——

“就说让你不要总待在美食频道了啦！”我努力把小贞从

电视里拽了出来。

夏日读书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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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城

马华文学是华语文学的一片沃土，诞生了黄

锦树、黎紫书、张贵兴等优秀作家，他们用潮

湿、绵密、充满了热带气息的语言，让小小的马

来西亚、新加坡地区，在世界文坛上闪耀夺目。

张贵兴的小说 《猴杯》，是这块沃土上生长出的

一颗重要果实。

不久前的“红楼梦奖”，就颁给了张贵兴的

小说 《野猪渡河》。《猴杯》 是张贵兴的代表作，

也是他继 《赛莲之歌》《群象》 两部小说之后，

“雨林三部曲”（黄锦树语） 的终章。但这也是一

部难懂的小说，它繁殖力茂盛的语言、怪力乱神

的情节，让很多读者望而却步。张贵兴并没有用

市场喜欢的通俗小说结构来驾驭小说，他拒绝了

爽文式的写法，也不给定简单易懂的起承转合，

而是把小说变成语言的风暴，在一连串词语轰炸

中，赋予华语小说新的活力。

换言之，张贵兴有一个很大的抱负，他写小

说不只想要取悦读者，他更希望的，是开拓汉语

的边界。

实际上，在马华 文 学 中 ， 词 语 的 茂 盛 是 很

常见的。马华作家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如果

光写历史，马华地区在宏大叙述中的地位，远

远不如中国、英国、美国这些曾一度占据世界

中心位置的国家，马华的历史厚度和文明积淀

也相对不如世界公认的文明大国丰富，那怎样

写出马华的特色呢？如何区别开马华文学和其

他的汉语书写？追求语言的极致，就成了张贵

兴 等 作 家 选 择 的 方 向 。 他 们 采 用 核 爆 式 的 语

言 ， 在 雨 林 世 界 中 肆 意 书 写 着 原 住 民 、 殖 民

者、犀牛、蜥蜴、猴子、猪笼草、丝绵树等形

态各异的存在，他们将词语中的道德介入放到

最 低 ，把人物抛到一个原始的生存体验，看看

他们最赤裸的欲望与挣扎。

如同作家李宣春所说:“到了 《猴杯》，张贵

兴极尽夸张之所能，以砂拉越华人的垦荒史为

轴，再密实地编织出生命力极旺盛又充斥颓败衰

亡的婆罗洲热带雨林。”在这部语言如同藤蔓般

疯狂生长的小说里，我们不得不屏气凝神，小心

翼翼随之而来的危险。它让读者暂时忘却现代文

明的规范，进入到一个蛮荒的却能够唤起我们内

心欲求的叙述中，《猴杯》 处理的历史并不是王

侯将相的历史，而是在正统史书中被淹没的人的

历史，《猴杯》 对小说时间、文明的处理并没有

使用一种进步论的调子，因为张贵兴对简单的线

性进化史观有所怀疑，他更关心人在反复蹉跎的

历史中的内心彷徨。

这部小说既是在写恐怖的历史不因人的意志

而改变，也是在写马来西亚地区的人，身处在世

界文明的十字路口，他们的内心归属感的问题。

在 《猴杯》 中，张贵兴常常写到畸形儿的意象，

同时他也会处理那些“没有方向的人”“被支配

的人”，或者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国家、宗教信仰

的人，畸形儿的形象，也是马来西亚人在历史中

的尴尬写照。

这片地区被不同的帝国光顾，它的原住民与

移民冲突的背后，是不同意识形态厮杀所残留下

的遗痕。尤其是从中国南方迁移而来的马来华

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是深刻感受到一种缺

乏归属地的困顿。

在 读 的 时 候 ， 我 看 了 部 分 人 对 此 小 说 的 评

语，有人说像福克纳，有人说像莫言，我觉得张

贵兴最直接继承的是法国新小说派的精神，把小

说从抒情和讲述的现实主义范式中解脱出来，取

而代之的是语言的狂欢，物质、空间、感官体验在

文字上最直接的呈现。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比 《猴杯》 和新小说派

代表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三折画》，作者

不是以说书人的腔调写小说的，而是一个画家、一

个拍电影的人，画面与画面间的过渡被简省，每一

大段都如同精细的画作，语言在里面繁殖，像藤蔓

般 疯 长 ，把 读 者 引 入 到 大 汗 淋 漓 乃 至 窒 息 一 般 的

阅 读体验。就好像你真的走进热带雨林，做一场天

旋地转的梦，冒险、垦荒、性爱、猎杀、逃亡交替上演，

人们从文明的伪善中抽出，赤裸裸面对自己的欲望，

火苗升腾，化作燃烧的星空，就成了 《猴杯》 暴烈

的画面。

《猴杯》 令读者赏心悦目之处，不是传统意义

上 的 故 事 ， 而 是 作 者 天 才 的 “ 文 学 绘 画 能 力 ”，

这 样 的 小 说 ， 也 可 说 是 绘 画 小 说 ， 它 最 理 想 的

状 态 ， 不 是 一 口 气 读 完 ， 而 是 不 紧 不 慢 地 ， 仔

细 去 读 ， 就 像 你 欣 赏 梵 高 的 一 幅 画 ， 画 是 静 止

的 ， 但 色 彩 让 它 好 像 流 动 起 来 ， 每 个 细 节 都 值

得 考 虑 。 在 小 说 中 ， 每 个 细 节 都 像 是 自 我 生

长 ， 一 个 洞 穴 里 又 有 另 一 个 洞 穴 ， 看 似 繁 复 却

又 层 次 鲜 明 的 文 字 叠 加 ， 描 绘 出 人 类 意 识 里 每

一个瞬间丰富的思考，宛如夜空中一场又一场核

爆。所以这本小说，创作者很适合去读，普通读

者也可以入手，第一次读疲惫很正常，但可以隔

天随机打开，睡前看一看，就像是午夜打开一幅

油画。

在那幅画里，有文学的暴裂无声。

狂暴雨林中的身份困境

□ 闫 晗

焦虑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三十而已》

里的“养鱼哥”陈屿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无论

跟老婆还是跟上司，都无法好好沟通，对未来充

满恐惧和担忧，不敢要孩子，这种焦虑的心态一

度让生活变得一团糟。

美国知名心理治疗师珍妮弗·香农的 《跳出

猴子思维：如何打破内心焦虑、恐惧和担忧的无

限循环》 认为，人类天生焦虑，是为了保证自身

安全，人类的内心像一只猴子，从思维的一端跳

跃到另一端，从不满足、永不停歇。有时候也会

反应过度，形成猴子思维。

猴 子 思 维 模 式 表 现 在 ： 无 法 忍 受 不 确 定

性 ——我必须要百分之百确定；完美主义——

我必须一点差错都不能出；过度负责——我对所

有人的幸福和安全都负有责任。

比如有的人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一旦有

不舒服的感觉就怀疑身体出大毛病了；担心股市

崩盘，担心家人的健康和安全；不想去健身房，

因为超重了，身材不好；凡事再三检查，因为担

心做得不够完美；不愿跟别人闲聊，因为担心可

能说错话；帮孩子包办一切，认为那是家长的责

任；在人际交往中时时想把对方哄高兴，压抑自

己的情绪⋯⋯害怕的事情太多，生活在框框里，

对自己总是不满意。

珍妮弗·香农提出，安全策略和猴子思维模

式以消除风险为己任，然而如果不冒任何风险，

新体验和新知识无从获得，活着的乐趣没了，世

界变得越来越小。

她建议采取拓展性策略，停止喂养“焦虑之

猴”。比如“我必须百分百确定”“我必须要完

美 ”“ 我 对 所 有 事 和 所 有 人 都 有 责 任 ” 这 些 念

头，要转变成“我愿意面对不确定性”“我可以

犯错”和“我要对自己负责”。

如果你有些社恐，喜欢在社交场合使用的安

全策略是待着不动、等其他人主动交谈，可以试着

采取新策略，主动找个人攀谈，说声“你好”，你不

必强求自己变得聪明风趣，但只要开始行动就已

经成功了。反复练习后，焦虑警报渐渐减少，在社

交场合中会变得更自在。如果你不擅长演讲，也可

以试着在小范围练习，给自己多一些发言机会，不

必非得精彩，敢于表达就更接近目标。

我们还需要配合焦虑的节奏，敞开心扉，欢

迎一切情绪和感受。你还可以畅想一下“担心的

时刻”：最糟糕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如果真的发

生这样的情况，对我的生活和未来有怎样的影

响？把人生最恐怖的剧本写出来之后，可能会发

现那些担心有点扯。

有时多关注正向内容比挑出不足更管用。学

前班的乔伊想跟其他小朋友亲近，拉手活动时过分

热情把其他小孩吓跑，老师反复纠正之后，采取的

措施是，让他不再参与拉手的环节。这种做法并不

好，因为每个小孩都渴望被关注，如果得不到正向

的关注，就会退而求其次，满足于负面关注。后来

老师采用新的策略，只要注意到乔伊忙着做不打扰

别人的事，就会看着他说：“乔伊手没有乱动，真

棒！”于是乔伊变得听指挥，班里的氛围也发生了

变化，每个人都想进步。

这个方法不仅适用于小孩子。我们成年人想调

整行为模式，也要对正向的内容多加关注，学会自

己夸自己——你既是老师又是学生。在做心理和行

为上的拓展训练时，可以问自己：我是否遵循了自

己的价值观？我是否以欢迎的态度面对必要情绪和

感受？我真实吗？我勇敢吗？

当你有了对焦虑的适应能力，平和与安全感就

会唾手可得。

《三十而已》“养鱼哥”很焦虑？你要小心“猴子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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