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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 中 文 系 ，最 大 的 筐 ，分 数 低 的 全 都

装。”梁晓声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文桃

李》，讲的是 2000 年进入大学中文系的年

轻人的故事。毕业于中文系、至今仍在中文

系任教的他，自嘲了当时中文系的惨淡。

为 80 后学子、为自己教过的学生们写

一本书，始终是梁晓声的一个心愿。他甚至

借书中重要人物“汪先生”，来客串自己的

大学教书经历；还在结尾用男主人公一句

“如果由我来讲文学与人生，肯定比梁晓声

讲得好”调侃了一把。

因为电视剧《人世间》的热播，作为原

著作者的梁晓声，在没读过他作品的年轻

人中也突然火了，算是从文学圈火出了圈。

但他依然不熟悉互联网，不会用手机约车、

付款，前两年刚刚学会回短信。

《中文桃李》是梁晓声的倒数第二部长

篇小说，他很确定这一点，因为最后一部封

笔之作已经开始动笔。“无论水平怎么样，

‘梁记面食店’总要关张。”梁晓声觉得，作

家写作和一个面点师傅开面馆，没有多大

区别，做了一辈子，做到这个程度，不要太

执拗，还是要放下，“但现在缸里还有一团

面，不能浪费。”

中青报·中青网：《中文桃李》的主人公

是 2000 年进入大学的中文系大学生，那时
候中文系早已不复辉煌。你是想讲青年和
文学的困境吗？

梁晓声：这本小说主要讲的不是文学

的困境，我对文学的困境其实并不太在意，

因为文学这件事从它开始的时候就只是一

部分人的事情，文学的困境在人类所有的

困境中没有多么严峻。

我们说学中文能陶冶情操，但也得承

认这是一种从业能力。小说谈的是学中文

的年轻人，毕业后到了社会上，如何检验、

应用自己的这种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所面临的困惑，以及是如何思考的。

上世纪 80年代，中文系是非常风光的，

才子才女都在这个系，一个大学如果没有中

文系那如何得了；美术学院、舞蹈学院的学

生，也都写诗、办文学刊物；几乎所有的报纸

都抢办副刊。后来，文学慢慢边缘了，当我书

中的主人公们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情况已经

大不一样。上中文系可能只是权宜之计、无

奈之选，考研时赶紧跳出去摆脱中文。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中文系的情况有
所好转吗？

梁晓声：似乎有所好转。我 2002 年到

北京语言大学教书，班上有十来个男生，

他们都是冲着“中文”两个字来的，你都

挡不住那种热情。他们办文学刊物，有评

论、有诗歌、有小说，吸纳了周边高校的

学生来投稿，还颁过奖，我给他们颁发过证

书。我们上 200 多人的大课，有时候其他系

的同学也来。

上世纪 80 年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里，我们装出深刻的样子，话不好好说，小

说也变得晦涩。但小说其实没那么伟大，人

拿起笔来写人的生活，只要文字不错，都可

能成为文学。动辄评“十大作家”，是把小说

拎在了一个高处，都扯淡。文学的重要只是

因为它在那一个时段内，起到了推动社会

的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你觉得大学中文系的
教育有什么问题吗？

梁晓声：中文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专业，

它的特殊性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

晃 荡 得 很 厉 害、装 出 很 深 刻 的 样 子 。这 一

点，有时候不但学生如此，老师讲课的时候

也会不由自主。因此我们在听文史哲知识

分子说话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貌似深刻，

仔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太着调。

一堂课 45分钟，这是学生考了高考、交

了学费才能坐在那儿听的。有时候大学课堂

上，可能缺乏一种庄重。有些讨论的问题是

庄重的事情，不需要诙谐，不需要搞笑。我们

现在把很多场合都变得娱乐化，好像不热一

下场就不能进入讨论问题。幽默是需要的，

但也不必要每一堂课都搞成脱口秀。

生活中很多事情是要庄重对待的，我

们现在有时候把需要庄重思考和认知的问

题，掺进了游戏里，掺杂了讨好、取悦受众

的心思。我在书里没有用这样的桥段。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中的中文系教授
汪先生似乎有你的影子？

梁晓声：对，包括他讲课的内容，基本

也是我讲过的课，是我曾经引导学生讨论

过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就现代文学而言，我

到现在没有读过一本读了之后没懂的，所

以不需要全程由老师来讲，高中生以上都

能读懂，只不过有不同的懂法。因此我觉得

更好的上课，是师生一起来讨论一部文学

作品引发的延展性思考。

这部小说很可能会拍成电视剧，我也

希望为学中文的学子们出一部电视剧。我

心目中的汪先生，我觉得范伟来饰演很合

适。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很欣赏他的表演，

他的整个面部表情，尤其眯起眼来微微一

笑的时候，有着一种宅心仁厚的状态，这个

状态是我认为汪先生应该有的。

中 青 报·中 青 网 ：你在写年轻人的时
候，会和年轻人有代沟吗？

梁晓声：代沟不是想没有就没有的，就

算你到年轻人中去，和他们天天打成一片，

代沟还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代沟并不

影响我们在没有代沟的一些方面去交流，

你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我们还是可以亲

密地交流。

写年轻一代对我是一个挑战。首先语

言就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

尤其是网络用语，我没有办法融入。80 后还

好，就是我儿子的年龄，跟我的语言比较贴

近，而 80后和 90后之间可能就有代沟了。

有意思的是，70 后作家写起自己同代

人的时候，或多或少有“顽主”的气质，好像

不那么写就不像自己的同代，写女孩差不

多也有刘索拉笔下女孩的样子。但事实上，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这可能是作

家写作时候一个代际的标签化。我倒是更

喜欢我笔下那些 80 后，他们也开玩笑，但

不是“顽主”。

中青报·中青网：就你的观察，现在的
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出路如何？

梁晓声：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学 IT 的毕

业后年薪多少，但他们也很累，最容易疲劳

死，中文系一般不会疲劳死。不久前我做一

档 读 书 节 目 ，几 位 80 后 朋 友 都 是 中 文 系

的，其中一位是某知名文学刊物的编辑部

副主任，同时自己也写作，出版了好多书，

还是北京文史方面的年轻学者。

仔细想想，这世界上和人发生关系的

好东西就那么几种，大部分可以用财富概

括。但有一样绝好的东西，超过任何财富，

可以留给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儿女，那就

是书籍——任何个人、家族都无法垄断。在

十七十八世纪，作家是贵族行业，后来回归

到平民，平民中产生了作家、学者、教授，我

们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相当多普通人家

的孩子，从文化书籍中获取力量。所以，书

籍是属于我们的，只看你能读到什么程度。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在讨论生活的时
候，借女主人公之口说生活可以分为诗歌
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你的生
活是什么文体？

梁晓声：我已经 70 多岁了，我经常想，

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想来想去，除

了真善美，其他确实都是过眼烟云。

我没有经历过诗歌一样的人生，压根

儿没想过。我从少年时期就知道，这辈子就

是报告文学——写实，来不得半点浪漫、抽

象、虚幻。当时家里有各种困难，父亲在外

省，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一个生病的哥哥。

所以，虽然我看了很多小说，但并没有浪漫

起来。我的浪漫情愫，最多在早期的一些知

青小说里出现一点。

但我从一开始写作，其实就在写情，只

不过这个情不仅仅是爱情。别人问我，《人

世间》中什么最打动我，我告诉他们，男女

之情不会打动我，我可能更感动的是男人

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友情。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写下一部，你会
特别想写什么？

梁晓声：没有再下一部了。《中文桃李》

是“梁记面食店”最后两缸面中的一缸，最

后一部也在写了。之后，我就是一个坐路边

晒太阳的老人。

梁晓声：为80后中文系大学生写一本书

□ 杜佳冰

不 吃 碳 水 化 合 物 真 的 可 以 减 肥 吗 ？

吃 辣 和 跑 步 为 什 么 让 人 觉 得 很 爽 ？ 多 巴

胺 能 让 人 更 快 乐 吗 ？ 戒 烟 为 什 么 这 么

难 ？ 这 些 问 题 看 起 来 风 马 牛 不 相 及 ， 但

实 际 上 都 与 同 一 种 物 质 相 关 —— 我 们 大

脑中的神经递质。

你可能并不熟悉这个词，但一定听过

多巴胺和肾上腺素。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阿

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多动症等疾病，

就是与各种神经递质有关。抗抑郁药、抗

焦虑药、安眠药，还有生活中常接触到的

烟、酒、咖啡，也都是通过影响神经递质

来起作用的。

“没有神经递质，我们的记忆、快乐、欲

望、学习能力等等都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

存在 。”在《大脑通信员 ：认识你的神经递

质》里，牛津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后赵思家系

统地、生活化地将神经递质正式介绍给了

读者。

简单来说，神经递质就像是大脑的信

使——大脑里的细胞用它与其他细胞进行

沟通和信息交换。这本书讨论了 7 种常见

的神经递质，包括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

上腺素、乙酰胆碱、谷氨酸等。作者对每一

种神经递质都做了生动有趣的介绍，包括

它从何而来、到何处去、主要的大脑功能以

及一些有意思的知识点。

在赵思家看来，每一种神经递质都充

满个性。她分别设计了不同的“纸片人”形

象：多巴胺是一个金发蓝眼的矮子，血清素

是温柔稳重的知心大姐姐，去甲肾上腺素

是一个总穿着运动服的热血男孩，乙酰胆

碱是个记忆力超好的学霸。

如 果 将 爱 情 视 为 一 场 奇 妙 的 化 学 反

应，神经递质们的出场顺序可能是这样的：

“去甲肾上腺素决定出不出手，多巴胺决定

天长地久，血清素决定谁先开口。”

当你遇到喜欢的人，难以抑制地脸红

心跳时，正是与冲动、觉醒有关的去甲肾上

腺素在起作用；陷入热恋后，大脑中的多巴

胺含量升高，使得“大脑原本的动机和奖赏

机制发生变化”，你可能无法像原来一样专

心工作和学习，满脑子都是对方，收到一条

普通的关心信息也会让你兴奋半天。同时，

在恋爱中，大脑中的血清素含量较低，你可

能会变得冲动、失去理性——血清素本身

具有让人冷静、放松的效果。市面上常见的

抗抑郁药大多也都是致力于维持和提高大

脑中血清素的含量。

许多人一知半解地将多巴胺视为“快

乐物质”，但实际上，多巴胺并不直接产生

主观的愉悦感，而是通过“奖励预测误差”

而参与了愉悦感产生的过程。多巴胺也不

是越多越好，它的水平越高，人的冲动性行

为就越多，“想要”的欲望也会越强烈。

抽烟会令人上瘾，就是与此有关。吸入

一口烟后，尼古丁会在 10 秒之内快速通过

血脑屏障进入大脑，间接地刺激负责管理

奖励系统的神经细胞，让它们分泌多巴胺，

进而产生愉悦感。但是，大脑会逐渐适应这

样的信号，当停止吸烟后，相关区域的神经

细胞会难以适应这种低水平的激活状态，

人会出现种种戒断带来的不适，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戒烟会这样难。

相比多巴胺，内啡肽才更接近真正的

快乐物质。它是一种“大脑自产自销的止疼

药”，能够抑制疼痛信号在大脑中的传递。

还有论文研究认为，大笑可能会刺激大脑

产生内啡肽，达到提高疼痛阈值的效果。

为什么运动后虽然大汗淋漓，心里却

会感到很爽？赵思家解释道，“当你开始运

动的时候，大脑将其看成一种小小的压力。

面对压力时，大脑会自动生成内啡肽。而运

动能够在短时间内促进内啡肽的产生，是

因为高运动量会将你身体的肌肉里的糖原

耗尽，这会使你感受到肌肉疼痛，为了让你

的身体能够继续运动下去，大脑会释放内

啡肽进入身体，给身体止疼。”此外，摄入辣

椒素也能刺激内啡肽分泌，这也是吃麻辣

火锅会让人感觉很爽的原因。

即便麻辣火锅再诱人，许多致力于控

制热量的减肥人士也是避而远之。近几年

来，米饭面条等碳水化合物又被列入了减

肥 禁 区 。赵 思 家 认 为 ，低 碳 水 或 无 碳 水 饮

食，可能确实对减少热量摄入有帮助，但从

神经科学的角度看来不一定是好事。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具有放松和冷

静功能的血清素。血清素的多少与大脑中

的色氨酸有关。只有当血液中的碳水化合

物含量高时，胰腺才会生产较多的胰岛素，

帮助色氨酸尽可能多地进入大脑，提高血

清素的产量。无碳水化合物的极端饮食，可

能会因为低水平的血清素而导致焦虑、失

眠和“特别想吃碳水化合物”的冲动。

类似的公众认知误区，正是赵思家写

作这本书的用意所在。“现在信息流庞大、

观点很多，知识储备却很难与时俱进，因此

我们很容易被信息流牵着鼻子走。”赵思家

说，“有人曾问我一个问题，既然多巴胺给

人带来快乐，那我直接吃多巴胺是不是就

会快乐呢？能不能像是打胰岛素那样，按需

供应快乐呢？如果你明白多巴胺其实不等

于快乐，多巴胺的不平衡会导致上瘾，这些

基本的概念，就会明白这样的问题从方向

上就有问题。”

世上没有“聪明药”，但还是有很多人

希望通过吃药提高学习能力。赵思家认为，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大脑，了解大脑里那些

负责控制我们的记忆力、学习能力的神经

递质是如何工作的，就能明白就算有这样

的药，效果大概不会比咖啡有用到哪里去。

咖啡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认知增强剂。

大脑中有种神经递质叫做腺苷，腺苷越多，

人越想睡觉。咖啡里的咖啡因可以抑制腺

苷，就是因为这样，喝咖啡才有令人维持不

睡的功效。”

只有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对一个领域

有了基本的认识，才会知道一个问题的“好

坏”与“边界”，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立观点。

这 也 是 赵 思 家 认 为 的 科 普 作 品 的 独 特 魅

力，即不输出观点，只传播知识。“我的目标

是，至少读者对相关问题的合理性有个基

本 的 判 断 。这 一 点 ，大 概 对 普 通 读 者 更 实

际，也更有价值。”赵思家说。

不吃碳水就能减肥？你的神经递质不同意

□ 绿 茶

老友韩浩月寄

来 新 作《 文 章 之

韵》，扉页题签：“一

起 逛 书 店 ，一 起 写

文 章 ，一 起 去 远

方 ”，不 过 ，最 近 逛

书店和去远方短期

内 很 难 实 现 了 ，只

能“ 一 起 写 文 章 ”，

我 们 持 续 进 行 的

“ 村 郊 通 信 ”专 栏 ，

就是疫情时代的一

种文本尝试。

书中很多文章

都 曾 拜 读 过 ，结 集

在 一 起 读 ，又 是 另

一 番 味 道 ，文 章 和

文章之间似乎有着

某 种 默 契 ，不 仅 因

为它们出自同一人

之 手 ，而 是 那 种 气

质、那种性格、那种

气 息 都 是 相 通 的 ，

熟 悉 的 ，作 者 写 的

时 候 也 许 不 自 觉 ，

但流露于纸端就形

成了独有的格局。

最惊喜的是读

到 第 四 辑“ 高 考 作

文十讲”，这十篇大

作可以说是全书最

高 光 的 部 分 ，每 一

讲都是高考孩子们

关心的问题，比如，

“如何抓住阅卷老师的眼球？”“如何处理

重大命题？”“作文写跑题了怎么办？”“如

何引用名人名言？”“如何让作文首尾呼

应”，以及“如何避免作文中的假话、套话

和空话”等等，用中学生都能看懂的方式

讲述出来，对每一位高中生，都有直接的

效用。

如今的高中生，他们的知识储备足

够，视野宽阔，见识也不一般，为什么还

是会发愁作文呢？我想，主要还是缺乏写

作的训练，对题材的理解，结构的认识和

文字的把握。多年写作的人都深有感受，

在写作之初需要借用和模仿一些写作的

技巧，以求达到某种规范式的写作，而作

文是最典型的范式写作，阅卷老师主要

也是盯着那几种范式给分。只要超出这

些范式，写得再好，最后的结果可能是零

分（但很多零分作文的确无比精彩）。

10 多年来，韩浩月每年和高考生一

起写作文，用自己一次次实践，让这些范

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比如，第三辑中，

那些“被收录进语文试卷”的作品。其中，

《麦浪的故事》《县城小书店》《从天而降的

母亲》《关于老家》《阅读的红利》等等作品，

我都曾拜读过。《阅读的红利》入选河南省

2020年中学语文一模试卷精选汇编，这篇

看似轻描淡写的文章，对于中学生来说，

如果从中有所启发，会深刻地影响他们一

生。比如说“阅读有点像在银行存款，今天

存点儿，明天存点儿，这个月存一笔，下个

月存一笔，但别老去盯着累积的数字，否

则就是太在意结果而丢失了意义。”“阅读

的红利不等于阅读功利，功利的阅读是没

法造就人的气质的。”

在读书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非功

利的阅读是多么可贵。今天，人们都在追

求各种名人书单、干货，以及知识付费课

程，听各种所谓大咖们在夸夸其谈，他们

以为听了别人谈书，就像自己读了书一

样。“阅读之前，没有真相”，所有的书只

有自己“读”，才有意义。

高考作文的

门道与阅读的乐趣

—
—

读韩浩月

《文章之韵

》

作家说

去甲肾上腺素决定出不
出手，多巴胺决定天长地久，
血清素决定谁先开口。

“无论水平怎么样，‘梁
记面食店’总要关张。”梁晓
声觉得，作家写作和一个面
点师傅开面馆，没有多大区
别，做了一辈子，做到这个程
度，不要太执拗，还是要放
下。《中文桃李》是梁晓声倒
数第二部长篇小说，最后一
部封笔之作已经动笔。

梁晓声

2022 年 5 月评委团成员：
韩浩月 闫 晗 徐 冰 张家鸿
栏目主持：沈杰群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评委点评：
这样的诗意和美感

无人能抗拒。在这本书

中，作者追寻着四季更

迭的脚步，对每一个节

气 和 物 候 进 行 深 入 解

读 ， 而 书 中 每 候 均 配

有 画 家 创 作 的 抽 象

画 。 这 本 书 不 仅 是 一

套 关 于 时 令 、 气 候 、

物 候 变 化 规 律 的 知 识

体 系 ， 更 是 属 于 中 国 人 的 时 间 哲 学 、 生

命美学，其中蕴含着古人对自然、天地、

岁月、人生的思悟。

《行愿者之歌》

评委点评：
朝 山 的 起 点 是 金

顶 ， 之 后 一 步 一 步 往

下 走 ， 后 来 到 峨 眉 山

下 桥 ， 朝 山 结 束 。 作

者 以 足 迹 所 到 之 处 为

叙 述 线 索 ， 一 边 走 ，

一 边 看 ， 一 边 写 ， 一

边悟。作者借参访峨眉

山的契机，以通俗优美的散文体语言，描

述旅途中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辅以与

景、物、人相关的佛典故事、民间传说，

以及启人心智的哲理故事，见出人生智慧

和生活哲理。

《山顶上的金字塔》

评委点评：
小 说 以 男 主 人 公

的回忆为梭来追忆逝

水年华，同时将思考

的探针扎进人性和情

感 的 纵 深 处 和 幽 暗

处，对人物复杂而微

妙的心理有深入、翔

实、细腻的刻画。除

了 纯 真 之 外 ，《山 顶

上的金字塔》 真切传

递 出 来 的 时 代 样 貌 ， 还 体 现 了 羞 涩 、 诗

意、信诺、等待、守候等关键词。

《小说风景》

评委点评：
《小说风景》 是学者张莉对中国现当

代文学中的经典篇目的重读，既可读到张

莉对于这些文本新的

理解和观点，又可以

串联出中国现当代百

年文学发展史。从耳

熟能详的篇目中，发

现那些我们未曾窥见

的小说微光，探索作

家 们 的 成 长 革 新 之

路，思考他们如何在

百年文学传统的脉络

里确立自我风格。

《中文桃李》

评委点评：
2000 年 ， 中 文 系

新 生 李 晓 东 和 徐 冉 在

去 往 大 学 的 火 车 上 初

遇 ， 小 小 的 冲 突 后 ，

彼 此 的 印 象 都 堪 称 不

佳 。 他 和 她 都 没 想

到 ， 这 是 一 场 漫 长 的

缠 绵 抑 或 纠 缠 的 开

端 。 大 学 里 道 理 分 明

的 为 人 处 世 ， 在 象 牙

塔外却陷入重围；人生轨迹的迂回曲折，

无非是寻觅一方安居之地。

《风雅大宋（天下归一）》

评委点评：
本书在正史的基础上，参

阅了多部古代笔记小说，对北

宋 历 史 进 行 了 梳 理 ， 言 而 有

据，既有可信度和权威性，又

通俗易懂。

《鲁迅：刀边书话》

评委点评：
鲁 迅 一 生 与 书 为 伴 ，

身为著作家、翻译家、编辑

家 ，他 深 知 书 籍 在 人 类 社

会 进 步 中 的 巨 大 作 用 。本

书记录关于鲁迅与书的一

切 。全 书 分 为“ 出 版 史 、书

厄史、阅读史”“为他人的著译作序”“为个

人的著译作序”和“读书经验谈”四辑，充分

展现鲁迅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

《春天，我想去田野里采一朵花》

评委点评：
植物是四季风物中重要的部分，是我

们了解世界和记取生活最

初的线索。这本书介绍描

绘 了 20 种 春 天 的 应 时 植

物 ， 配 有 72 幅 植 物 手 绘

插图，作者分享看花识花

的心得，享受花草植物入

馔 的 美 妙 滋 味 ， 领 略 季

节 植 物 的 特 性 、 风 情 以

及与我们生活的关联。看了这本书，你会

拥有识花断木的技能。一个人对自然了解

得越多，心就越柔软，越能抵御高速运转

的日常带来的焦虑。

《一个人的世界在书架上》

评委点评：
这是一本关于书籍

与读书的作品集，涉及

如 何 读 书 、 如 何 选 书 、

如何藏书、如何弃书等

多方面。其中收录了 17
世 纪 到 20 世 纪 的 11 篇

散文、诗歌、讲座和评

论，11 位富有影响力的

人物，在此分享他们对书籍、对阅读的思

考与感悟。在这本书中，你可以尽情吸收

前人的思想精华，也可以学习一下如何处

理不小心买到的烂书，或如何让心爱的藏

书免受伤害。

《与狼共度》

评委点评：
这 本 书 不 只 是 一

本自然文学作品。作

者 写 了 荒 原 、 写 了

狼，甚至单枪匹马地

扭转了人们对于狼的

固有印象。但更重要

的是，这本书引导人

们思考人在这个星球

上的意义。

中青阅读2022年 5月推荐书单 2022 年 5 月读者投票
最喜欢读的 5 本好书：

《二 十 四 节 气 七 十 二 候》（徐 立 京/著

徐冬冬/绘）

《行愿者之歌》（马明博/著）

《春天，我想去田野里

采 一 朵 花》（戴 蓉/著

朱亚萍/绘）

《中文桃李》（梁晓声/
著）

《风 雅 大 宋（天 下 归

一）》（王佳/著）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书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