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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系 列 剧《庭 外》开 播 前 一 个 月 ，作 家 指 纹 开 了

15 年的咖啡馆倒闭了。那家与指纹同名的咖啡馆，

有 一 整 面 墙 的 书 架 ，摆 着 整 套 整 套 的 推 理 小 说 和

漫画。这次采访约的咖啡馆，书架上也排列着不少

推理主题的盒装剧本杀。

发展了近百年的推理小说，以影视剧或者剧本

杀 等 新 的 形 式 出 现 ，总 会 得 到 新 一 代 年 轻 人 的 喜

爱 。指 纹 的 名 字 从 2017 年 上 线 的 网 剧《白 夜 追 凶》

开始为人所知，5 年后有 55.5 万人为这部剧在豆瓣

打出了 9.0 分；正在播出的《庭外》，豆瓣开分 7.7。

身为编剧，指纹却拒绝参与任何与剧相关的宣

传 ，这 让 制 片 人 一 度 很 着 急 。初 见 寒 暄 时 ，指 纹 客

气地与记者互称“老师”，聊着聊着，他说，“谁都知

道我们这些‘老师’的称呼就是个行业规则”。

指 纹 穿 一 身 基 本 款 、基 础 色 的 运 动 服 ，说 话

声 音 很 小 ，只 有 在 说 到 一 些 东 西 时 ，他 才 会 不 自

觉 地 提 高 声 音 ，习 惯 向 下 看 的 眼 睛 也 开 始 直 视

你 ，闪 出 一 丝 光 芒 。这 些 东 西 里 ，包 括 推 理 小 说 。

指纹做过 11 年律师。阅读和写作，或者说更具

体 一 些 的 推 理 ，对 他 来 说 并 不 是“ 从 来 就 有 ”的 爱

好，甚至有一些不知从何起的偶然。

指纹回忆，那会儿我已做了五六年律师，工作

的 律 所 楼 下 有 三 家 书 店 。一 天 下 午 ，他 帮 同 事 买

了 3 本 劳 伦 斯·布 洛 克 的 推 理 小 说 。傍 晚 ，他 一 个

人 在 办 公 室 躲 晚 高 峰 ，闲 得 无 聊 就 抽 出 一 本 看 。

一看，就没收住，从此游荡在这个推理的江湖。

“看完一些东西，想表达的时候自然有写的欲

望 。” 指 纹 说 ， 于 是 就 有 了 2011 年 出 版 的 第 一 部

推 理 小 说 《刀 锋 上 的 救 赎》。 劳 伦 斯 · 布 洛 克 被

称 为 “ 冷 硬 派 侦 探 小 说 大 师 ”， 最 吸 引 指 纹 的 是

一 种 “ 气 质 ” —— 后 来 ，《白 夜 追 凶》 也 被 称 为

“硬汉派推理”。

指纹的有效工作时间，从晚上吃完外卖后的 8
点 开 始 ，因 为 助 理 表 示 不 想 熬 夜 ，所 以 11 点 前 收

工 ，周 末 双 休 。每 天 中 午 一 睁 眼 ，他 首 先 要 操 心 的

是 家 中 3 条 狗 的 吃 喝 拉 撒 。 原 本 家 中 只 有 一 条 柯

基犬，拍 《庭外》 时，剧组从大街上找来一条流

浪狗，在剧中出演“破烂儿”。指纹问，拍完了狗

怎 么 办 —— 也 只 能 放 回 街 上 。他 接 受 不 了 这 个 结

局，决定收养。没想到的是，十几天后，这条狗又在

剧 组 生 了 一 只 小 狗 ，从 此 ，指 纹 称 自 己 有 了“ 女 儿

和外孙女”。

罪案总是发生在夜晚，白天的硬汉也温柔。

中 青 报·中 青 网 ：你做过 11 年律师《庭外·落
水者》主人公乔绍廷也是律师，有原型吗？

指纹：我这回写的是自己曾经办过的案子，我

手 上 还 有 当 年 的 案 卷 。剧 中 律 师 事 务 所 之 间 的 竞

争，年轻律师和老一辈之间的利益纷争，都是曾经

发生过的。

中 青 报·中 青 网 ：律师会不会经历更多的社
会矛盾？

指纹：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不认为律

师 遇 到 的 问 题 会 比 其 他 人 更 复 杂 或 者 更 简 单 。我

觉 得 出 租 车 司 机 每 天 遇 到 的 问 题 也 许 更 艰 难 ，至

少 律 师 不 需 要 考 虑 去 哪 儿 找 厕 所 ，很 多 出 租 车 司

机在 50 岁之后可能会有前列腺的问题。

中 青 报·中 青 网 ：之前的《白夜追凶》《重生》，
现在的《庭外》系列，故事发生在同一个时空背景，
人物互有勾连，你是想构建一个“宇宙”？

指纹：不久前，韦伯空间望远镜公布了第一批

全 彩 图 像 ，是 迄 今 为 止 人 类 能 够 观 测 到 的 宇 宙 最

遥 远、最 清 晰 的 红 外 图 像 ，最 远 的 来 自 130 亿 光 年

外；2000 年时，天文学家通过专门测量遥远星体的

卫星，发现一颗 160 亿岁的恒星。

我想说的是，这才是“宇宙”，我写的那些根本

算 不 上 。如 果 非 要 这 么 说 ，其 实 特 别 简 单 ，有 了 现

成的人设，就不需要再去做一个新的人设。

中青报·中青网：你觉得编剧对一部剧的成败
有多大作用？

指纹：没有任何一个观众看过剧本，当他们看

到 一 部 剧 最 终 有 好 的 视 觉 呈 现 ，而 来 夸 编 剧 很 厉

害 的 时 候 ，我 是 受 益 和 沾 光 的 人 ；所 以 ，当 他 们 因

为一部剧不好看而来骂我，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换

句 话 说 ，一 部 剧 的 成 败 最 终 是 依 赖 导 演、演 员 ，还 有

服化道等整个剧组的人来完成，是一个集体作品，编

剧和其他环节的人能起到的作用，我觉得差不多。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交稿之后还会继续跟踪拍
摄过程吗？

指纹：我觉得交了就算完成。那不是我的专业领

域范围之内的事，比如我在剧本里写得很好，但就是

租 不 到 场 地 怎 么 办 ？如 果 可 能 的 话 ，我 尽 量 不 参 与 ，

我愿意相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中 青 报·中 青 网 ：你第一次看推理小说是什么
时候？

指 纹 ：上 中 学 时 ，父 亲 给 了 我 一 套“ 福 尔 摩 斯 探

案 集 ”，群 众 出 版 社 的 ，那 套 书 现 在 还 在 ，书 皮 都 脆

了 。福 尔 摩 斯 比 较 像 欧 洲 本 格 ，而 劳 伦 斯·布 洛 克 的

迷人之处在于“不矫情”。

中青报·中青网：什么是“不矫情”的小说？
指 纹 ：比 如 劳 伦 斯·布 洛 克 笔 下 的 侦 探 马 修·史

卡德，原来是一个警察，有一次在酒吧喝酒时与两个

抢劫犯枪战，却误杀了一个 11 岁的女孩，尽管他没有

责 任 ，还 因 此 立 功 受 奖 ，但 他 觉 得 一 切 都 变 了 ，整 个

人越来越消沉，最终离了婚、辞了职。

但他同时说，不一定是因为误杀导致的，可能就

是他的人生到了这个点，之前所做所为的积累，把他

往 下 拽 。误 杀 也 许 只 是 一 个 引 子 ，有 没 有 都 一 样 。这

就是我看小说的感觉，不矫情。

中 青 报·中 青 网 ： 推 理 小 说 对 你 的 吸 引 力 是
什么？

指 纹 ：其 实 就 像 我 喜 欢 看 僵 尸 片 和 废 土 电 影 一

样，推理大部分与罪案有关，存在一个天然的强冲突

设 置 ，我 想 看 在 这 种 极 端 状 况 下 ，人 做 什 么 选 择 。因

为 在 大 部 分 情 况 下 ，我 们 都 可 以 用 各 种 方 式 来 化 解

或者掩饰自己的行为，但被逼到墙角时，就是例外。

中青报·中青网：你最喜欢的推理小说是什么？
指 纹 ：劳 伦 斯·布 洛 克 的《酒 店 关 门 之 后》，不 是

他的《八百万种死法》。就像我们都喜欢余华，但我一

定 不 是 最 喜 欢 他 的《活 着》，而 是 他 的 第 一 部 长 篇 小

说《在细雨中呼喊》而《八百万种死法》具备了所有可

以得奖的元素，是集大成之作，但它已经没有作者最

本 真 的 那 种 冲 动、那 种 不 成 熟 。它 是 一 个 标 准 答 案 ，

但我不想看到标准答案，我想看到“他的答案”。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给自己在小说或者剧集中
安排一个角色，你想成为谁？

指纹：我希望我是路人甲。

指纹：不矫情是推理小说的最佳气质
□ 蒋肖斌

城市是有味道的，重庆

的辣，无锡的甜，这是源于

味道本意的认知。而汉语有

个修辞方法叫通感，于是，

原本是唇舌专属的味道，可

用的范围就扩大到约等同于

气质，一种需要全身上下的

毛孔来感受、连城市上空的

空气都被沾染的东西。

那什么是上海味道？

《阿 飞 正 传》 结 尾 ， 梁

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

电 灯 下 面 数 钞 票 ， 数 清 一

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

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

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

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

齐 ， 全 身 笔 挺 ， 骨 子 里 疏

慢 ， 最 后 ， 关 灯 。 这 半 分

钟，是上海味道。

这不是我说的，是金宇

澄说的。《阿飞正传》 的背

景 是 上 世 纪 60 年 代 ， 到 了

金宇澄的小说 《繁花》，时

间 推 进 到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繁花》 是不折不扣的

上海味道，语言是地道的沪

语 。 小 说 开 头 ，“ 陶 陶 说 ，

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

生说，我有事体”，一来一

去，一股熟悉的力量，好像搬了一把藤椅，坐

在上海的弄堂口，听伊讲闲话。

味道这个词，跟在上海这座城市后面，往

往会换成另一个近义词：腔调。如果说味道是

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名词，那么腔调，虽然不

褒不贬，却总让人起了审视一二的兴致。

《繁 花》 要 拍 成 电 影 ， 也 是 王 家 卫 执 导 。

人们对这位把 《花样年华》 拍得摇曳生姿的导

演，寄予了重现上海腔调的厚望。只是千呼万

唤，放出一只预告片，被群嘲“画面像广告，

台词像郭敬明”。电影未上映，不好作评价，

但看来所谓上海腔调，只靠灯红酒绿，或者只

靠家长里短，估计都不太灵光。

一座城市成全一部剧。这一年以来发生在

上 海 的 文 艺 作 品 ， 一 是 《爱 情 神 话》， 一 是

《心居》。《爱情神话》 没有原著小说，但导演

兼编剧邵艺辉创作过一部短篇小说集 《人类

要是没有爱情就好了》，这在电影开头，变成

了 一 场 让 李 小 姐 看 得 潸 然 泪 下 的 话 剧 的 名

字。《心居》 的同名原著小说，作者滕肖澜，

出生于上海的上海作家，此前作品 《海上明

珠》《上海底片》 等，从名字就能看出她的创

作偏好。

成功的城市小品，如 《午夜巴黎》，跟着

导演镜头一路逛过罗丹博物馆、橘园博物馆、

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达利、

毕加索，这些人在这些房子里发生的事，构成

了巴黎。

讲 上 海 的 文 艺 作 品 ， 房 子 的 特 色 也 很 鲜

明 —— 外 滩 的 万 国 建 筑 ， 弄 堂 的 石 库 门 建

筑，一簇簇的写字楼，一爿爿的便利店。上海

的人在各种房子里的各种活动，就像在人声鼎

沸的城市上空撒了一把海盐，味道蒸腾而出。

这两部作品也没能例外，人物没有高到汤

臣一品，也没低到合租隔断间，就是普通人

家，还把时间线拉到了当下此时。讲过去未来

的事，和讲当下的事，观者的感受是不一样

的，前者像听说书，讲的都是“不关我事”，

后者像看新闻，会忍不住推己及人。失去了距

离产生的陌生美感，腔调就要特别警惕，别一

不留神变成拿腔拿调。

《心居》 从书名就盯住了房子，有嫁到上

海想买房子的新上海人，有手握多套房子的老

上海人，有人去菜市场是要顺手拿几根小葱

的，有人为了购房资格是可以假结婚的。《爱

情神话》 就更丰富了：老白在自家老洋房里开

业余画班，去美术馆办画展；李小姐蹬着 Jim⁃
my Choo 的高跟鞋，带着女儿和妈妈挤在老

弄堂；他们去小剧场看话剧，在街边咖啡馆谈

爱情和哲学，也买打折红酒和批发价裤衩。

以上种种，其实并没有跳出我们对上海的

刻板印象。所以，刻板印象并不是假，只是失

之偏颇。没有任何一个形容词能描画出一个完

整的上海，只有当这些情节和细节，那么矛

盾、又那么和谐，让人一看就不是编出来的，

上海的腔调才无比真实。

而且随着时代更迭，腔调也会发生微妙的

变化。和 《繁花》 一样，滕肖澜在 《心居》 中

使用了大量沪语，“晓得，笃定”。相似的用

词，落在同一城市空间，语言没变，人和事，

时过境迁。但在上海的腔调中，还是有一些不

变的精髓，比如无害的野心、不失温热的精

明、洇入人间烟火的妥帖。就像菜市场里那根

小葱，顾客拿是一定要拿的，但不会拿多，摊

主说是一定要说两句的，但不会拦着，双方有

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来一去，一股熟悉的力

量，进退不逾矩。

要 了 解 这 些 ， 除 了 亲 身 实 地 体 验 ， 最 好

的方式就是跟着书或影视剧。王安忆 《长恨

歌》 的弄堂，颓废旖旎；金宇澄 《繁花》 的

弄 堂 ， 市 井 闹 猛 ； 滕 肖 澜 《心 居》 的 弄 堂 ，

人心推移。

初来乍到的人，想要一份城市闲逛指南，

那最有上海腔调的是武康路巨鹿路安福路愚园

路衡山路茂名南路永嘉路长乐路；而定居在这

座城市的人，周末闲来无事，还是可以去这些

地方。

这说明，上海的腔调，不是只出口不内销

的“网红”，而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需求。具象

一点，比如，上海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咖啡馆，

而老阿姨们去 KTV 聚会，保温杯里灌的也是

家里自己磨的咖啡。

什么是上海腔调

？

味道这个词，跟在上海这座
城市后面，往往会换成另一个近
义词：腔调。

▲作家指纹

在推理的江湖，我希望自己是个
“路人甲”。

□ 李 悦

“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一个好老太太，还是一个坏

老太太。”2004 年夏天，佐野洋子写下这句话。这一

年，她 66 岁，因乳腺癌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术后

第二天走了 67 步，回家抽烟。6 年后，佐野洋子因癌

症转移去世，最后一本随笔集出版。2022 年，我在

这本被称作她“最后的人生自白”的随笔集 《痛快的

日子》（原版书名 《在难熬的日子里痛快地活》） 中

读到了这句话。从此，再和小孩共读她的绘本，这句

话总会在脑海里跳出来。

佐野洋子绘本的主题似乎不是孩子能理解的。活

了 100 万次的猫，在一次次死亡重生后，终于体验到

真爱又失去了所爱，然后真正死去不再活过来。飞上

天空的狮子，为着别人的夸赞，每天脚蹬地面、腾空

而起，累得独自在深夜哭泣，化为石像。然而一句简

单的贴心话便能将它唤醒，让它又一次飞上天空。想

飞的熊，每天都在家原地转圈，终有一天不再犹豫，

下决心去挑战飞行。“下决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心

脏好像变得硬邦邦的”。而一旦下定决心，“只要是想

飞的熊，都明白该从哪里起飞”。小孩兴致勃勃地聆

听这些故事，未必能懂其背后深意。伴读的成年人却

总被戳中。生命中那些需要独自面对的疲惫、孤独、

软弱、虚荣、胆怯、困惑，佐野洋子用她的故事和她

率性稚拙的画风给予了陪伴和安慰。

《痛快的日子》 一书日语原文书名是 《无用的日

子》，收录了佐野洋子人生最后十年的一些感悟。曾

经在她的笔下，98 岁的老奶奶只要在心里把自己当

成 5 岁，纵身一跃就能跳过宽阔的河面，挽起裤脚就

能下河捕鱼。但年过 60、罹患癌症的她也发出“我

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了”的感

叹。早上睁眼就“心情极差”。生活以床为圆心，活

动半径不超过 50 米。健忘越来越严重。不会用电脑

和传真机，用手机发条短信也要花 30 分钟，还急得

满头大汗。每天的生活只剩下起床、做饭、吃饭、看

韩剧和睡觉。甚至因为看韩剧太久，下巴脱了臼。人

生行至此处，似乎也真是“无用”了。

成为老奶奶、过着“无用的日子”，佐野洋子却并不

“丧”，反而更加直白坦率。“为什么优秀的人会使我情

绪低落？”“对健康不利的食品吃起来才特别香。”“世界

上有没有喜欢工作的人呢？真想看看这些人长什么样

子啊。”“比起和别人交往，向自己妥协才是最难的。我

最想绝交的人是自己。”她吐槽得理直气壮又直击人

心，真实得让人直呼“痛快！”

听到癌症转移、人生只剩两年时间的诊断，佐

野洋子决定停止治疗。当天回家的路上，她买了一

辆 绿 色 捷 豹 。 她 曾 经 觉 得 这 车 太 张 扬 ，“ 就 算 有 钱

了也不会买”，那一刻，她想的却是：“这辈子最后

的 时 刻 开 的 是 捷 豹 车 ， 我 的 运 气 真 是 太 好 了 。” 作

为自由职业者，她一直都在担心活到 90 岁钱会不够

花 而 工 作 、 攒 钱 。“ 现 在 这 样 也 很 幸 运 ， 可 以 把 钱

都花掉。”她写道，“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也就获

得了一种自由”。

当然，也不是不怅惘。聚会时，看着词不达意、

不知所云的同龄人，会想，“大家曾经精彩而绚烂的

生命都到哪里去了呢？”打牌时，又想到“岁月像噩

梦一般流逝”，也许人生也曾有过一些别的机会，但

“那时根本没摸过这把牌”。看到老太太，“不管是燕

子飞过眼前，还是梅雨稀稀拉拉落下”，老太太都像

猫 一 样 遥 望 远 处 ，“ 缩 着 身 子 坐 着 ， 用 布 满 皱 纹 的

双手小心地捧着茶碗，一口一口地喝着茶”。“老太

太们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变得

和这些没有关系的人一样了。可是，并没有人教我

变成这样。”

“人为什么要活着？我开始像中学一年级刚进入

青春期的学生那样重新思考人生，但仍然没有结论，

只 知 道 现 在 已 经 无 能 为 力 了 ， 只 能 按 自 己 的 想 法

活。”她说，“我老了，就想痛快地活着。”

日本散文作家酒井顺子说：“每次看佐野女士的

书，都会觉得原来生存是这么回事。”衰老、健忘、

身患绝症而不得不忍受的肉体痛苦。佐野洋子以轻松

淡然的口吻道出了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面对的诸多辛苦

和不幸，也记录了人生晚年的所思所想，那份坦率和

真实莫名给人以安慰。啊，原来人老了会常常忘记自

己已是老太太的事实，又会全然忘记自己曾经绚烂的

生命。原来忘记曾经绚烂的生命也没关系，“心灵反

而更放松了”。原来“人生很麻烦、很辛苦，但只要

吃饱睡足，就可以过日子”。

于是再赶上那些“丧”的时刻，我忍不住会想到

佐野洋子和她笔下那些“无用的日子”。当然，也会

想到自己。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变成一个怎样的老太

太？变成好老太太或是坏老太太，那也都没什么，只

要充分地活过就够了。所有开心的事、难过的事、令

人侧目的事，都统统做个够吧！这么想着想着，果然

就像佐野洋子写的那样，在某个瞬间，“开心”就从

“不开心”的膜中间，倏地一下探出了脸来。

《痛快的日子》：在“无用”的日子里痛快地活
生命中那些需要独自面对的

疲惫、孤独、软弱、虚荣、胆怯、困
惑，佐野洋子用她的故事和她率性
稚拙的画风给予了陪伴和安慰。

□ 韩浩月

《在 书 中 小 站 片 刻 ： 二 集》 是 一 本 由 历 史 感

悟 、 读 书 感 想 、 评 书 感 受 、 返 乡 感 怀 组 成 的 新

书，书名富有寓意与画面感，尤其以“二集”最

为引人瞩目。以书话为主题的出版物，内容通常

是“散打”，能集成一本已属不易，绿茶能把这样

的写作，“二集”“三集”“四集”地继续下去，尤

为难得。

这与绿茶的职业读书人身份有关。在从出版社

副总编辑的岗位上主动“撤退”之后，他真正彻底

地跨入了书的海洋，不仅在多个“好书榜”担任评

委，品书、推书、荐书也占据了他日常生活的大部

分。去年以来，他又爱上了拍书，在多个年轻人聚

集的网络社交平台，发表自己拍摄的荐书短视频，

有的内容十分火爆，云集了不少粉丝。

绿 茶 的 “ 书 式 生 活 ”， 没 有 现 成 的 模 式 可 以

借 鉴 ， 他 的 这 一 生 活 方 式 ， 是 自 己 开 创 出 来 的 ，

没 有 可 复 制 性 。 之 所 以 能 够 保 持 这 样 的 生 活 方

式，在于荐书之余，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通过

写作所获得的稿酬，来支持他继续在被书包围的

状 况 下 自 得 其 乐 。 很 多 网 友 既 羡 慕 又 好 奇 他 的

“ 书 式 生 活 ” 到 底 舒 适 不 舒 适 ， 对 此 他 曾 表 示 ，

除了剪辑视频会辛苦一些，其他的事情都很轻松

且愉悦。

《二 集》 就 是 这 样 一 本 延 续 了 作 者 情 绪 的 图

书。全书几乎算是对绿茶读书生活的照搬，他在公

号上发表的文章，他参加文友聚会时所绘的插画，

他当“好书榜”评委时经历的趣事，以及和好友们

一起开展的“故乡行”等等，因为有“书与人”的

凝聚，而变得主题鲜明、内容紧凑，可以带领读者

走进他一个人与一群人的读书世界，发现当下读书

人在生活与精神层面的双重境界。

《二 集》 当 中 ， 绿 茶 用 独 到 的 视 角 来 解 读 历

史，比如在 《如何启动中国历史操作系统》 这篇文

章中，他把史书作者称为“历史程序员”，把他们

的著作比喻成“系统”，至于甲骨文、先秦文字、

注释注解等，则是神秘的“源代码”，由上述几点

构成的“中国历史操作系统”无疑是庞大甚至沉重

的，但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总的“按钮”，则可以让

这个“系统”轻灵地运转起来，通过绿茶笔下描写

的司马迁、司马光、袁枢、郑樵等人，读者可以看

到，在绿茶的头脑中，这一“系统”呈链条状环环

相扣——以“程序员”的视角看历史，原来可以如

此轻松地穿越“迷雾”。

绿茶曾在不同媒体与出版机构工作，是一名优

秀的编辑或主编，所以他的书中，总是身不由己地

写到自己以及所关注之人的编辑生活。《二集》 就

有对两位现代作家著名编辑的观察与点评，一位是

“副刊编辑沈从文”，绿茶认为，沈从文的文学之

路，是一部“副刊文学史”，他的文章不仅遍布当

时出版的各类主流杂志与报纸，还参与创办并主编

（编 辑） 了 十 余 种 杂 志 与 报 纸 副 刊 ， 如 《中 央 日

报 · 红 与 黑》 副 刊、《人 间》 杂 志 、 天 津 《大 公

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今日评论》 等。做

编辑的沈从文，没有写作的沈从文更引人关注，但

如果没有延续一生的副刊编辑身份，沈从文的写作

或会缺乏强劲的动力。

另 一 位 是 “ 副 刊 编 辑 孙 伏 园 ”， 鲁 迅 先 生 的

《阿 Q 正传》 便是被这位编辑催稿催出来的，后又

因 《晨报附镌》 代总编刘勉撤掉鲁迅的一首诗怒而

辞职，这位“副刊大王”，还曾在 《京报》《国民日

报》《中央日报》《新民报》 等副刊做主编，他作为

“副刊人”的经历，令人羡慕。

绿茶的读书人身份，是建立在他“副刊人”身份

基础上的，他在 《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史参考》《东

方历史评论》 等报刊的从业经历，使得他有机会延续

了沈从文、孙伏园等前辈的编辑理想。而 《二集》 这

本书，亦可视为他离开媒体与出版业之后，对自己所

热爱的编辑工作的一种延续。这样的热爱，在多媒体

时代散发着合适的温度，发出不急不躁的声响，有着

浓淡相宜的人文色彩，如夏日品茶，眼里有安宁，心

中有静意。

一个人与一群人的读书世界
绿茶的“书式生活”，没有现成的

模式可以借鉴，他的这一生活方式，是
自己开创出来的，没有可复制性。

专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