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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评委团成员：
韩浩月、徐冰、闫晗、张家鸿
栏目主持：沈杰群

《张翎作品集》

评委点评：
《 张 翎 作 品

集》 收录了著名作

家张翎从事文学创

作以来所著全部长

篇 作 品 （ 全 九

册）， 这 是 对 她 长

篇创作的一次全景

式展示。张翎的小

说 注 重 故 乡 题 材 ，

多部作品又凸显出“疼痛”主题，使得她的小说

阅读起来，可以让读者产生切肤般的感受。多年

来张翎旅居海外，但每年仍然会像候鸟般回到故

乡温州。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她用文学搭建了一

座桥梁，因为距离的存在，她笔下的故乡故事与

人物，才会像被放大镜照过一般，具有清晰的轮

廓与纤毫毕现的细节。

《韩东年代三部曲》

评委点评：
《韩 东 年 代 三 部

曲 》 包 括 《 扎 根 》

《知青变形记》《小城

好 汉 之 英 特 迈 往》，

这是韩东出版于不同

年 份 的 小 说 ，第 一 次

集结以“三部曲”的形

式 出 版 。三 部 作 品 均

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为 背 景 ，讲 述 了 或 清

澈生动、或幽默荒诞、或催人感叹的时代故事。韩

东 的 小 说 对 于 70 后 读 者 而 言 ，没 有 任 何 阅 读 障

碍，它可以让 60 后、70 后甚至 80 后这三个年代的

读者，都能从中嗅到同样的气息：孤独和绝望，躁

动和不安。《韩东年代三部曲》 写出了那些被忽

略与被遗忘的人们，他们在韩东的书里，以另外

一种鲜活的方式存在着、生活着。

《床下的旅行箱》

评委点评：
诗人、职业作家、水瓶座⋯⋯巫昂身上似乎

集齐了写作悬疑推理小说的特质。她的文字清冷

中带着点戏谑色彩，她擅长用诗性的文字搭建空

间感很强的故事框架，她在填充

情节与人物性格的时候，融合了

非 常 个 性 化 的 表 达 与 思 想 。 因

此，这本 《床下的旅行箱》 会带

来一种崭新的阅读体验。它不是

日式悬疑小说，更不是欧美风格

的类型作品，它在强调“巫昂制

造”的同时，也开创了本土悬疑

推理小说的一个新领域。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
义成功？》

评委点评：
大学文凭是通向成功的敲门

砖吗？赚钱越多的工作，对社会

贡献越大吗？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的 社 会 ， 就 是 公 正 的 吗 ？ 迈 克

尔·桑德尔质疑与批判了优绩制

——即人们常常听到的“只要努

力 ， 就 能 成 功 ”。 他 认 为 ， 昔 日

激 励 无 数 人 奋 斗 的 “ 美 国 梦 ”、

看 似 公 平 的 “ 成 功 学 ”， 造 成 了

精英的傲慢和底层的怨恨。这本书旨在反思“美国

梦”的破碎，揭示教育的目的、工作的意义，应答

当代社会的热议话题，剖析西方政治分歧的根源，

启发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

《离婚诉讼》

评委点评：
《离 婚 诉 讼》 看 似 是 一 个 平

常 的 故 事 ， 却 又 十 分 荒 诞 。 主

人 公 陈 玲 和 老 公 路 明 为 买 房 而

假 离 婚 ， 路 明 假 戏 真 做 又 组 成

新 的 家 庭 ， 陈 玲 执 拗 地 要 个 说

法 ， 阴 差 阳 错 走 上 了 上 访 路 。

一 路 上 她 遇 到 了 逃 避 生 活 、 嗜

酒 如 命 的 法 官 凌 解 放 ， 外 冷 内

热 的 符 金 英 ， 如 父 如 母 的 吴 光

明、程翠英等等。小说展现了近十年来的各种社

会 现 实 ， 反 映 了 当 下 社 会 人 们 价 值 观 的 多 元 碰

撞，刻画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下一幅幅真实的

社会众生相。

《抒情时代》

评委点评：
《抒 情 时 代》以 杨 大 鹏 、张

火 箭、骡 子 三 人 的 成 长 经 历 为

线索。杨大鹏外出求学，骡子南

下打工，唯有张火箭留守村镇，

种田养家。人们的逃离，带来的

是 乡 村 的 荒 芜 ，以 及 乡 村 思 维

的 萎 缩 。个 人 成 长 史 的 背 后 是

社 会 的 发 展 史 与 人 心 的 变 迁

史 。《抒 情 时 代》是 范 墩 子 非 写

不 可 的 生 命 之 书 。不 是 别 人 催

着他写，而是内心里有一种声音在推动着他，让他无

处遁逃。“有些记忆是可以忘却的，有些记忆却永远

不能丢弃，因为它们承载了个人生命中最要紧的部

分。”可以说，这本书也是作者的记忆之书。

“故宫三书”系列

评委点评：
“故宫三书”是一套关于

故宫建筑、馆藏国宝、皇家生

活的经典读本，由《紫禁城宫

殿》《故宫国宝 100 件》《故宫

与皇家生活》组成。这套书全

面 揭 开 600 年 紫 禁 城 建 筑 的

隐 秘 角 落 ，遴 选 故 宫 90 多 万

件藏品中的 100 件珍品，全景

披 露 300 年 来 清 宫 别 苑 的 生

活 实 况 ，是 一 套 学 术 性 与 普

及性兼顾的精深之作。

《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
斯国家秘史》

评委点评：
提起伏特加，人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俄罗斯。

在一次俄罗斯人认为最能代表 20 世纪俄罗斯主要

标志的调查中，伏特加也占据榜首，击败了北极

熊、俄罗斯套娃甚至 AK-47。毫无疑问，伏特加

在俄罗斯人生活中有着重要地

位，但很少有人进一步探寻，伏

特 加 为 何 有 如 此 地 位 ？希 拉 德

的 这 本 书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解 答

了 这 个 问 题 。而 这 也 正 是 此 书

的 魅 力 所 在 ：它 从 一 个 人 人 皆

知 却 容 易 视 若 无 睹 的 角 度 ，揭

示了伏特加为何能成为政治。

《巴黎图书馆》

评委点评：
一 个 午 后 ， 深 陷 冗 杂 平

庸 生 活 的 少 女 莉 莉 ， 意 外 闯

进 独 居 的 奥 黛 尔 的 家 中 ， 阴

差 阳 错 地 阻 止 了 一 场 自 杀 。

自 此 ， 两 个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女 性 的 生 活 轨 道 交 织 在 一

起 ， 谱 写 出 一 段 跨 越 半 个 世

纪的心灵成长史。

《华丽人生》

评委点评：
小偷黑泽打开房门，遇到

了未见过面的邻居，他热心地帮

助邻居抬走醉酒的友人后，捡起

了一张写着外国文字的纸片；热

爱绘画的河原崎在咖啡厅里等

人，在顺手拿到的传单背面涂鸦，

传单正面是寻人启事；心理咨询

师京子接到丈夫的电话，丈夫提

出离婚，而她本打算今晚和情夫

联手除掉各自的现任伴侣⋯⋯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奇妙的联系。伊坂幸太郎的作品风

格鲜明，他想象力丰富，擅长多线条叙事，故事看

似一团乱麻，阅读体验就像拼图游戏，结尾常常令

人高呼过瘾，读者像经历一场华丽的冒险。

中青阅读11月推荐书单
2021年 11月读者投票
最喜欢读的5本好书：

《离婚诉讼》 （史鹏钊 著）

《抒情时代》 （范墩子 著）

《张翎作品集》 （张翎 著）

《床下的旅行箱》 （巫昂 著）

《韩东年代三部曲》 （韩东 著）

□ 冯雪梅

我的书架上有一幅装饰画，镶在曲线型玻璃

框里，摆放了很多年。那是很久以前，在一个

“ 艺 术 品 ” 小 店 里 买 的 。 当 时 并 不 知 道 画 的 渊

源，只觉得它好看，色彩漂亮，“有些意思”。这

可能是所有艺术盲，噢，今天叫绘画“小白”，

对一幅作品的第一印象。你可以不知道一幅画的

作者是谁，创作背景，它的流派，甚至看不懂

它，可它就是能打动你，因为色彩、线条、构

图，或者某种感觉和情感——纯粹的美，喜悦、

悲伤、愤怒、焦虑⋯⋯

我 和 女 友 在 秋 日 的 公 园 里 溜 达 ， 她 举 着 手

机，在一丛无名花草前俯下身，寻找合适的拍摄

角度。你不觉得它像梵高吗？她问。那根本就不

是向日葵！她鄙视地瞟了我一眼，把拍好的照片

伸到我眼前：你看，这形态是不是像梵高的名

作？她指的是那幅名画的构图。我看它更像丢

勒。那束肆意生长的花草，让我想起丢勒的 《一

大块草坪》。

嘿 嘿 ，这 就 是 画 ， 不 同 的 人 ， 观 感 完 全 不

同。而那些画作发表最初，往往也是争议不断，

被正统的学院派排斥在外，被评论家嘲笑为“野

兽”。画坛“新人”们却置若罔闻，努力创造属

于自己的风格，不断颠覆传统。

你看到克里姆特的 《吻》，也就是放在我书

架上的那幅画，会怎么想？又能从中看出些什么？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入门者”，不妨看看

《詹森艺术史》 里的解读。背景：19 世纪末，艺术

对现代化发展的回应。这既是美好的时代，也充斥

着世纪末情怀。——嘿，有些类似“这是最好的时

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出现了广泛的艺术风格和

运动，诸如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新艺术风格。就

是塞尚、修拉、梵高、高更那个时代，还有比利时

的“二十人小组”，“维也纳分离派”之类。

梵高画了著名的 《向日葵》，3 朵、12 朵、15
朵，《星月夜》，《夜间咖啡馆》；高更——毛姆著名

小说 《月亮和六便士》 里的画家原型，嫌布列塔尼

半岛的遥远乡村不够远，跑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

岛，寻找原始艺术；受他俩风格影响的蒙克画出了

《呐 喊》， 这 又 “ 感 染 ” 了 克 里 姆 特 ， 创 造 出 以

“ 吻 ” 为 中 心 的 系 列 作 品 ， 把 自 己 的 情 人 画 入 其

中。蒙克的作品里也有一对身形类似的相拥男女，

情人的面孔恐惧地融合在一起，仿佛正在吞噬彼

此。顺便八卦一下，听到女友的结婚请求，蒙克拔

枪射伤了自己的两根指头。不过，他的画里只是简

单的黑色团块，克里姆特要“丰富”许多，他的人

物包裹在绚丽的金箔长袍里，脚踩野花织就的彩色

地毯，高高悬浮于天堂之上。

“《吻》包含了强烈的装饰成分”，教科书（《詹森

艺术史》是很多高校的艺术系教材）这么说，所以，我

把它当成一幅“装饰画”也不为过。至于“分离派”，就

是打破各类艺术的等级划分——在“端坐云上”的学

院派分类中，画的类型有高低之别，历史画位居第

一，风俗画、装饰画之类，只能叨陪末座，装饰艺术被

轻蔑地扫入“工匠”级别。

在这之后，野兽派的马蒂斯和立体主义的毕加

索登场了。作为现代艺术的开端，这一段历史，所

有的艺术史著作都会讲。你只要通读一遍 《詹森艺

术史》 或者 《加德纳艺术史》（这是一个笨办法，

上千页的大部头，很考验耐心），就能构建起一个

大致的知识框架。别指望见到一幅作品，就知道它

的作者、风格、创作背景⋯⋯我得承认，好些画，

我不大看得懂，像康定斯基的 《构成八号》 之类，

可这并不妨碍那些色彩、线条和几何形状所带来的

愉悦感。

王老大说：小白的入门秘籍，可以是一幅画，

一件艺术复制品，也可以是一本本谈艺术的书，门

牌号码对了，钥匙密码对了，进去的就是一座座艺

术宫殿。读读贡布里希的 《艺术的故事》，BBC 的

艺术系列—— 《文明》《艺术的力量》《新艺术的震

撼》，还有 《艺术的慰藉》《大卫里奥说艺术》，当

然 ， 还 必 须 有 我 所 钟 爱 的 巴 恩 斯 的 《另 眼 看 艺

术》 ⋯⋯好了，我不想给你列书单，只是最近，我

恰好“热爱”他们——保罗·约翰逊的 《新艺术的

故事》，基本是常规的艺术史路数，大卫里奥和阿

兰·德波顿则明显具有才子姿态：看得懂你就看，

看不懂拉倒。

可我依然喜欢大卫里奥，他虚构了一个私人艺

术馆，给你讲古典艺术。然后，又建了一座博物

馆，和你谈现代艺术。你在那里面，能看到不同画

家的“维纳斯”聚在一起，红衣主教们“比试”威

严，还有厨房里悬挂的各种水果、食材 （“为了掩

饰咽口水这一缓慢的却无法避免的动作”，作者离

开了这里），餐厅里让人惊叹的静物画——我倒觉

得，博鲁盖尔的 《玻璃瓶里的插花》 和 《向日葵》

更类似。另外，书里还有不少八卦，充分满足你的

好奇心 （窥私欲）。

至于画家，他们丝毫不在意我们是不是看得懂。

据说，从 1905 年冬天到 1906 年夏天，毕加索

的 赞 助 人 斯 泰 因 为 自 己 的 肖 像 画 做 了 80 次 模 特

后，毕大师完成了作品。在立体主义的表现形式

下，女作家的脸俨然成了一幅“面具”，“不像”得

让人大吃一惊。这有什么关系呢？毕加索答复说：

“最后她总会看起来跟这幅画一模一样。”数十年过

后，评论界一致认为，画作完全“符合”女作家的

内在气质。

我在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里，盯着毕加索

的 《女人头像》 发呆，这是他第二任妻子杰奎琳的

一幅肖像版画，完全看不出“貌美如花”。旁边还

有 《戴帽子的女人》 系列，模特也被认为是杰奎

琳，长着两只不对称的眼睛。而早年间那些更具

“写实”风格的画作，比如 《熨衣服的女人》，收藏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多年前，我曾去过那里，却

不记得看过那幅画。

那又怎样？观者，对一幅画不会产生丝毫影响，

看或者不看，懂或者不懂，无关紧要。就算内行，“用

这 些 陈 腐 的 文 字 工 具 ，触 及 的 不 过 是 它 们 的 皮

毛”——艺术批评家克拉克说。至于怎样欣赏一幅

画，大卫里奥的建议是：看，长时间盯着它看。

这或许没什么用，可真正的生活，不就是发现

“无用”之美吗？

既然看不懂画，为什么还要“看”

□ 张 丰

12 月 12 日是居斯塔夫·福楼拜诞辰 200 周年。

我在读朱利安·巴恩斯那本致敬之作《福楼拜的鹦

鹉》，一位上海朋友在群里晒了他正在读的《包法

利夫人》，李健吾先生译的。另一位朋友感叹，自己

读过两个版本，但是恰恰没有看过李健吾的译本。

看起来，这位 19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

在今天仍然不缺读者，甚至越来越流行了。让我们

概括一下《包法利夫人》的故事：一位外省的农家

姑娘，嫁给了医生，成为一位中产太太，对自己的

医生先生日益感到厌倦，她爱慕虚荣，成为消费主

义受害者，从买首饰到接受高利贷，最终踏上一条

欲望的不归路——看起来，这不就是一个当下的

故事吗，只不过很多人是在网贷罢了。

不过，福楼拜肯定不会同意我这种道德评判

的看法。当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时候，他不

仅是在强调真实性，也是一种体谅，他不会同意我

们这样轻薄地评判她。艾玛是一个“普通人”，可能

是任何一个女性，福楼拜正是从对普通人的故事

中体会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福楼拜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医生，小说主人公包

法利先生也是。作家本人尽管没有学医，却也有着

医生做手术一样精确的特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

健吾精装译本，正文前的插图，就是一幅名为 《福

楼拜正在解剖包法利夫人》 的漫画。画中的作家，

手里拿的是手术刀而不是笔，并没有出现“病人”

艾玛的形象。

福楼拜出生在一个优渥的中产家庭，读大学的

时 候 癫 痫 发 作 ，从 此 回 家 休 养 ，一 辈 子 没 有“ 上 过

班”。他把写作当成是自己的事业，不为名不为利，只

为写出最满意的作品。他早年曾花 4 年时间写了一

本《圣安东尼的诱惑》，完成后请好友过来，用了几天

时间朗读给他听，得到的评价却是“很糟糕，最好烧

掉”。同样是早期作品的《情感教育》，写得也很糟糕。

但是福楼拜都没有放弃，而是到自己成熟后重新写

这两个题材。

这可能就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可以就一个题

材反复推倒重写，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对他来说，最

重要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叙事故事。他是一

个出色的文体家，即便是在长篇小说中，每一个句子

也争取做到准确、精当。

同样是文体家的米兰·昆德拉对福楼拜佩服得

五体投地。他认为福楼拜能“以最少量的词最有暗示

性地唤出现实”。昆德拉还把自己模仿写的句子和

《包法利夫人》中的段落作对比，“我造的那些句子活

像挂在衣服架上的空荡荡的衣服，可是，在福楼拜手

里 ，这 些 衣 服 就 穿 在 了 丝 毫 也 不 干 瘪 的 人 物 身 上

了。”同样是文体家的纳博科夫，也是福楼拜的粉丝，

他还亲手翻译了一版《包法利夫人》，但是却没有获

得太多好评。

福楼拜小说中的描写，都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

经过医生一般眼睛的打量。他曾告诫写作者，可以反

复观察、描绘一棵树，直到把握出那棵树独到的灵魂

来。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一颗质朴的心》中，女佣

晚年过着孤独的生活，与一只鹦鹉为伴。其实，福楼

拜家里不但真有一位照顾他很多年的女佣，也真的

有鹦鹉，他写作的时候观察了它很久。

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巴恩斯讲了一个有趣的

故事。牛津大学一位法国文学专家指出《包法利夫

人》的一大败笔：福楼拜写艾玛的眼睛，前后竟然出

现了三种颜色。巴恩斯经过一番考证发现，艾玛的原

型是福楼拜的一位邻居，作家朋友的回忆中提到，

这个女邻居的眼睛，会因为情绪不同，而呈现出不

同的色彩。其实，即便是艾玛那场著名的偷情所乘

坐的马车和它拉下的幕帘，也有真实参照，有一阵

子作家本人在巴黎厮混，因为怕被人认出，在马车

里都拉上帘子。

福楼拜的主张是，在写小说的时候，要让作家本身

“彻底消失”，退到幕后。这是一个至高的境界，也是现

实主义大师的老实做法。

但是，这种精确的风格，

不正好也体现出一个作

家的姿态吗？作家实在没

有以“我”的形式出现，但

是他又确乎是无处不在

的，而且会跨越时空。他

曾说，如果自己足够有

钱，就把市场上的《包法

利夫人》全部买回来销

毁，其实这注定是徒劳，

因为这本书在写成后就

成为了不朽。

揪出200岁的福楼拜

□ 吴甘霖

“19 世纪的国家不

学 会 沟 通 无 法 生 存 ，20
世纪的企业不学会沟通

无 法 生 存 ，21 世 纪 的 青

年 不 学 会 沟 通 无 法 生

存。”

这是《世界是平的》

作 者 托 马 斯·弗 里 德 曼

的 一 个 著 名 观 点 ，曾 任

微 软、谷 歌 副 总 裁 的 李

开 复 在《写 给 中 国 大 学

生 的 第 七 封 信》中 强 调

了 这 个 观 点 。李 开 复 还

把“ 沟 通 合 作 者 ”列 为

“21 世 纪 最 需 要 的 7 种

人才”之一。

青年是职场的主体

人群。在职场中，我们常

常痛感不会沟通所带来

的 许 多 阻 力 和 烦 恼 。那

么 ，有 没 有 能 够 有 效 沟

通的方法呢？

最 近 ， 一 本 关 于

沟 通 方 法 的 新 书 引 起

读 者 热 切 关 注 。 该 书

针 对 大 家 在 职 场 中 的

多 种 问 题 ， 提 供 了 许

多 系 统 而 有 效 的 解 决

方法。

这本《沟通的方法》

为知名教育平台“得到”

CEO 脱不花所著。该书

精选日常工作生活中最

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 18
个场景，将在这些场景中

遇到的问题一一找出，并

提供了一个个具体方法。

如“破冰：怎样让人对你

印象深刻”“批评：怎样让

你的难听话也能得到正

反馈”“提意见：怎样改变

自己说了不算的事”“拒绝：怎样让你在说‘不’时依然

受欢迎”⋯⋯

这些话题，无一不是职场中大家十分关心又难

解决的高频问题。而掌握该书所提供的方法，能让许

多以往大家认为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

且看书中展示的一个场景：假设同事来找你帮

忙，你刚好在忙，没法帮他，对方阴阳怪气地说：“呦，

您现在可真是个大忙人呢！”这个时候，你如果生气

不理他，可能他会更抵触，如果你顶回去：“可不是，

哪比得了您，每天都闲得没事干”，更可能让他心中

记恨。但是，假如你举重若轻地回一句：“唉，我就佩

服您这样的业务大拿，举重若轻，什么事到您手上都

能很快解决。”是不是能达到更好效果呢？

这种方法，就是作者所总结出的能让不友好的

人好好说话的“四换大法”之一的“换口径”：把“你不

愿意帮助同事”的可能印象，置换成了“你对同事的

评价很高”的友好态度。口径一换，就消除了与别人

潜在的冲突关系，甚至让人转怒为喜。

在书中，这样面对问题情境提供的方法比比皆

是。更难得的是，该书还采取“结果思维”的方式，将

不同层次的沟通方式做对比，让我们学到“如何沟通

会更好”的智慧。书中曾讲述这样一个情景：单位开

大会，领导强调，为了突击达成有关重要工作目标，

这段时期内干部在双休日要来加班。偏偏这个周末，

你女朋友的妈妈从外地来，你必须去接机，为此你面

露难色。领导看到了，询问有什么情况，你该怎么办？

摆在面前有几种方式：第一种直言相告：“我丈

母娘要来，我得去接机，所以周末加不了班。”这种方

式很可能让领导发怒，容易让他觉得你把个人利益

放到公司利益之上，并与他对着来。第二种委婉表

示：“领导，实在不好意思，周末我已有安排了。我马

上要结婚，周末丈母娘过来，我得去接机。这周末请

个假，您看行吗？”这种方式虽然柔和，但对领导来

说，可能也不好接受。他要给团队打气，希望得到大

家的积极响应，你却当众发出不和谐音，打乱了他的

工作部署。

第三种方式，若无其事地说：“小事，不耽误大家，

会后我跟您说。”在会后，你向领导如实告知这种情

况，向他请假，并表态说“后面的加班，我都没问题”。

一般情况下，领导都会通情达理，批准请假要求。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前面两种方式不理想，

而第三种方式理想呢？因为，这里使用的是“换场合

大法”。在公开场合，领导要维持规定与形象的严肃

性。但在私下场合，他更能理解你的难处，也更容易

让你请假。这和我们平时强调说上级对下级要“扬善

于公堂，归过于私室”，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在私下场

合，更能保留面子，也容易把事情办成。

不同的沟通方式直接造成了不同效果。这种通

过思考不同结果，来反推不同方式，以选择最佳方式

的做法，能很好地培养我们的沟通习惯。

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提供的方法往往用一个个

精炼的概念与公式表达，如“破冰=双线卡位+展现

关切+营造掌控”“提意见=事前征求同意+定义双

方关系+提供具体建议”“建设性=可执行的最小化

行动+可持续的行动阶梯+每个节点的即时反馈”。

这样的方法，精炼易记，不仅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实

在管用。

综上所述，《沟通的方法》是具有既“好看”又“好

学”、“好用”的好作品，它能为你提供一把闪闪发光

的金钥匙，助你决胜职场。

批评

、拒绝

、提
意
见
…
…

脱不花帮你寻找职场沟通之道《沟通的方法》，脱不花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

小白的入门秘籍，可以是一幅
画，一件艺术复制品，也可以是一
本本谈艺术的书。殊途同归，门牌
号码对了，钥匙密码对了，进去的
就是一座座艺术宫殿。

当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
时候，他不仅是在强调真实性，也是
一种体谅。

中青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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