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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为了上海书展国际文学
周期间辻村深月的签售会流程安排，我
和编辑部的小伙伴绞尽脑汁研究了好
几天。从签书总数、排队方式，到每人
签几本、是否准备号码牌、是否能够合
影等细节问题，根据天气、场地、作者体
力等因素，探讨了不同方案的优劣。还
请教了经常参与小剧场签名的同事，参
考了友社签售活动的规则，这才最终敲
定了活动方案。
毕竟自己原本也只是一个对作家

充满憧憬的普通读者，如果能有机会参
加签售，也希望一切井然有序、不留遗
憾。长吁一口气的同时，一种身为编辑
的自豪感像柔软的肥皂泡一样在心中
膨胀起来。
获得签名本，应该算是作为图书编

辑的职业福利吧。除了社内签约的作
者，每年奔波于各地大大小小的书展和
版权会，还能以职业的身份认识许多其
他社的知名作家，甚至有机会一同喝
茶、用餐，在更加轻松的环境里了解他
们日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只
要勇敢一些，还可以合影，或是将自己

对作品的喜爱、疑问当面提出与作者直
接交流。所以，编辑怎么不算是一份幸
福的工作呢？更何况，仅莫言老师亲签
书，我就已经收集了好多本。刚入社的
时候，正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莫言作
品典藏大系》的出版工作，书顺利印好
之后，得知莫言老师会给编辑部的每个
人都准备签名本，大家都高兴坏了。
那之后，每年我们都要出版不少莫

言老师的作品，再加上筹备分享会、直
播，以及业务的拜访等等，有了更多和莫
言老师接触的机会。由于我请莫言老师
签的不是本名而是网名，后来终于见到
他本人时莫言老师看看我说：“原来你就
是那个兔二。”不过，作为图书编辑，与书
籍和作者之间建立的联系远不止于热爱
与欣赏的层面，或者用更加直接的话说，
大概就是不能只想着给自己谋福利。
由己推人，不论是在图书出版或是

业务拜访时，现在都会考虑请作者准备

一批签名本。去年集团通知参加东京
的版权会，我立刻想到之前出版的《生
命式》的作者村田沙耶香就在东京，正
好可以去拜访她，请她签一批书。相信
很多人会问，去外国找作家签名，难道
要带很多沉甸甸的书吗？我也是做了
编辑才知道，其实只要把印好的扉页那
几页带去签名就可以了。签好之后，再
交给印刷厂装订，所以有些售卖的签名

本也是崭新且有塑封的。和日方出版
社反复沟通之后，我带了500本书的扉
页飞往东京。村田老师写的小说那么
惊世骇俗，本人却是非常优雅和腼腆，
说话也很温柔。得知我是责任编辑之
后，还在给我的签名旁边画了小涂鸦。
当天下午村田老师整整签了3小时才签
完500份扉页，可能也是因为她的名字
有五个汉字吧。
签名确实是一个大工程，所以想要

成为作家的诸位，如果不用本名的话，可

千万要给自己选一个笔画少的笔名。比
如阿来老师，每次参加活动签售，队伍都
排得看不见尾，即便他的右手臂早年受
了两次重伤，签起名来还是非常迅速。
刚入社的时候，我还听说了几则轶

闻，其中包括去年去世的德国著名作家
马丁 ·瓦尔泽。2016年，瓦尔泽来上海
举办新书分享与签售，在可以文化的办
公室做客，已经89岁高龄的他一口气签
了几千本书。虽然签到手酸，他还是很
开心，满是对作品的自豪，以及对中国
读者的喜爱。
作者的签名不仅仅是写在纸面上的

几个文字，更是读者和作者双方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交集，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意识到这份工
作的意义所在——能够成为连接作者与
读者之间的纽带，让那些打动人心的文
字成为人们鲜活的人生的一部分。

睢静静读者和作者在时间空间的交集

2024年8月7日，拍
摄了一年有余的纪录片
《岁月未蹉跎》杀青了。
杀青，原本应该标志着一
部影片拍摄的结束，但这
次感觉不同，我想，这只
能算是一个短暂的
休止符吧。
一年的拍摄

中，我们走遍了贵
州9个市州，父母
年轻时所踏足过的
地方，几乎全部走
访了一遍。一路上
有很多感触，不过
感触最深的一点，
就是这篇文章的标
题——每个人都该
为父母拍一部纪录
片。我出生在1979

年，正好是父母作
为知青来到贵州的
10年。我们全家又
在我10岁那年回到
上海。所以在我的
记忆中，贵州只属
于童年，留下的都
是儿时美好的记
忆。而对于父母插
队的往事，20世纪
80年代在贵阳工
作的经历，其实是
朦朦胧胧的。这次
拍摄让我对父母的人生
经历有了一次深入的了
解。最开始，妈妈对我这
次拍摄是排斥的，用她的
话说，一走到插队待过的
地方，就想起那时候的苦
日子，没必要、不想回想

那时候的事情。但是我
说，现在是“有必要”的时
候了，因为我的纪录片需
要，不但要您和爸爸回忆
这段经历，我们还要去实
地走一走。妈妈是被我

软磨硬泡万般无
奈才答应去的。
让我感到意外

的是，当他们两人
走进谷陇岩英村，
真的看到当年修建
铁路住过的地方
时，整个人的状态
都变了。爸爸指着
一块空旷的玉米
地，煞有介事地一
个一个位置指给
我看当年工棚搭
建的位置，他住的
是从右边数过来
的第三个……在
我眼里一望无际
的玉米地，在他眼
里 已 经 变 成 了
1970年热火朝天
的铁路工地。沿
着村后的小径没
走多远，妈妈一眼
就看到了路边那
口水井，她跑过去
蹲下洗漱，就像回
到了年轻时候的

样子。他们两人在岩英
村这里指指、那里点点，
就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
的老朋友般，有说不完的
话想要叙旧。1970年，他
们从插队落户的修文县
出发，前往黔东南修建湘

黔铁路。在这里整整待了
两年。也是在这两年里，
他们从相知到确定了恋爱
关系。湘黔铁路岩英段，
群山环绕，以70年代的建
造水平，施工难度巨大，没
有盾构机，山洞只能靠人
力开凿。更多的路段，铁
路需要依山势修建，也就
形成了今天俯瞰起来蔚为
壮观的“岩英大拐弯”。为
了修建这段十多公里的铁
路，光是知识青年，就组织
了1万多人。但是，他们当
年并没有看到修建好的岩
英段铁路，在铺好路基后，
就被调回了修文。今天，
在我的航拍监视器上，他
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岩英
大拐弯”的全貌。
砂锅寨是爸爸插队

落户的知青点所在地。
他最早的小说《高高的苗
岭》《蹉跎岁月》都是在这
里创作。今天从贵阳市
区开车到砂锅寨，不到一
个小时的车程，可在当年
要花上大半天时间。寨
子里家家户户盖起了二
三层楼的住宅，已经没有
了 20世纪 70年代的模
样。村里保留了爸爸当
年住过的土地庙，还在广
场上竖起了一块知青纪
念碑。爸爸插队的那些
年里，寨子里的知青一个
个离开，有的入伍进了部
队，有的回了上海，有的
调进了省内的工矿企业，
妈妈进了六级电站工
作。渐渐地，寨子
里的知青只剩下爸
爸一个。远离家
乡，没有朋友、亲
人，看不到未来方
向、孤身一人远在异乡的
感觉，相信没有经历过那
个年代的人也同样能感
同身受。但就是在这样
的境遇里，他却创造了人
生的奇迹，《高高的苗岭》
被导演谢飞改编成电影
《火娃》，《蹉跎岁月》被改
编成了同名电视剧，各地
记者纷纷来到贵阳，寻找
这个名为“叶辛”的知青，
这让砂锅寨也不大不小
地火了一把。
凡此种种的故事，在

爸爸身上还有很多，几乎
每到一处，他都能讲出自

己和当地的故事。他今
年75岁了，回看他的一
生，正如纪录片的名字
——岁月未蹉跎。当年
以为被蹉跎掉的岁月，在
历史的长河中，毕竟留下
了它的痕迹。这是他们
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也

为贵州留下了一笔
文化财富。
同样没有蹉跎

的，还有贵州。半
个多世纪的时间，

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不仅有了万桥飞架的
交通网络、拔地而起的万
丈高楼、风景宜人的美丽
乡村，还有后浪推前浪、辈
出的文化人才。一路上，
我们遇到了在惠水潜心经
营书院的刘学文，他把阅
读实实在在带入了乡村；
将传统民族舞和现代舞
相结合的舞蹈家乌宏志；
在安顺牛蹄关潜心绘画
的年轻画家文龙……拍
摄过程中，我们有意无意
地与他们产生了奇妙的
交集，纪录片的内容也因

他们的出现而变得更加
丰富。
朋友问我，你花了一

年多的时间，为爸爸妈妈
拍了一部纪录片，又没经
济收益，甚至可能没人愿
意看这样的纪录片，你觉
得值得吗？我说，这是我
从业以来最有价值的一次
拍摄，也许，我们每个人都
应该为父母拍一部纪录
片。他又问我，你是一个
导演，当然有条件拍纪录
片，我们普通人怎么办？
我说，找一个阳光明媚的
下午，拿出你的手机，把它
架在支架上，请父母坐在
你的镜头前，倒上一杯清
茶，让他们回忆自己一生
的故事，这就是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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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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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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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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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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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纪
录
片

只要不下雨的夜
晚，我总是愿意走出
屋子，走进这片小树
林中。水杉树、香樟
树、桂树和一些杂树
组成了林子的居民，它们都是我沉默的朋友。在林中
散步时，仿佛进入了一个秘密的巢穴，外面的车水马龙
与我毫不相干。
林间树木恣意生长，香樟树飘摇于众树之上，俯视

路旁的六层楼房，那里的点点灯光演绎着一个个小家
庭的生活。树有树的家族，它们在不远处相倚而立。
香樟树在地灯照射下，碧玉般的叶子沿着树的主干层
叠而下，仿若天然的旋转楼梯。树群间巨大茂密的树
冠相互连接，让人陷入一种迷惑，仿佛卡尔维诺笔下那
位“树上的男爵”，随时会从他的自在府邸，踩着绿色的
悬梯盘旋而下。穿过香樟树群，水杉树伸出枝丫，把天
空围成一圈深蓝，月光聚拢在一起，似一汪明亮的水
流，小虫在林间此起彼伏地唧唧鸣叫。
踩在石板路上，往前走一步，月亮就跟着走一步。

一片银辉之下，夜空呈现出玉石样的斑纹，月亮一时穿
过云朵，一时又被云朵遮住，好似一个玩不腻的游戏。
风中传来迷迭香的香味和巢中夜鸟的叽咕呓语。
在我老家的俚语中，云朵不叫云朵，叫云章。云起

时，不知从何而来，云散时，也不知归何而去。夜色中的
云层在天穹中铺展，好似贝壳在月色下的反光，在流光
溢彩中逐渐变换形象，“云章”这个称呼实在深有涵义，
似乎云确有它自身的章法和文句。以天空为卷轴，云层
不断衍生出新的形象和意义。只是抬头看云的人实在
不多了，人人都匆匆地赶着脚下的路，忙着眼前的事。

这些年，我有幸采集
到云章的片言只语，比如云
线交叉横过天空之美，比如
暮云藏金逐渐隐退之幽，有
时它们行文如鱼鳞，有时
巍峨如城堡，有时泼墨似
浅山，有时千帆过碧江。
我怀念远古的流浪诗

人，荷马懂得海和风的语
言，也一定懂得破译云的
语言。那个嘴里衔着树
枝，喃喃低语的流浪汉去
了哪里？他喜欢对着日出
的方向边唱边舞，对着碧
绿的河水发表古怪的演
讲，倒映其上的云是他的
听众，说不定他懂得云的
奥秘。风吹拂着小树林，
一切草木深陷于夜晚黑色
绸缎的褶皱之内，处于半
梦半醒的困倦之中。银色
的谷粒撒满了夜的幕布，
渐渐合而为一，万物纷纷
退回到黑暗深处。
在我的林中空地，我

有幸被照亮，也被隐藏。

陈志艳

我的林中空地

只为妃子笑 哪管黎民哭

长生殿 ·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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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赠书，
读者买书求签名。
每本签赠书的背后，
注定有一个故事。
请看明日本栏。

毛时安先生又要出美术评论
集，嘱咐我写点文字，算是“序言”，
我很惶恐，一来我是晚辈；二来我
极少写文艺评论，因为我不擅长，
更何况这次是对文艺评论的评论，
至少已经是隔了两层，更是不知如
何措手。毛时安先生对年轻一辈
很是关心，在我人生的几个重要的
转折点，他都会主动地向我提出他
的想法，非常真诚，关键是每次都
能说到我心里，使我如沐春风。
所以在我心里，他是一个真情真
心、平易近人的老暖男。所以就
看在这份情谊上，我也没法推托。
今年是毛时安先生从事文艺

评论50年，一个人把50年的生命
时光献给文艺评论，值得钦佩。书
名《观潮》。50年来，他一直坚守在
上海和中国文艺创作的前沿。他
始终是个“在场者”，目击而且记录
着美术和艺术随着时代的潮起潮
落。他同时还是一个“弄潮儿”，直
接卷入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的
艺术大潮中，亲身参与、策划、组织
了上海的许多重要艺术项目和艺
术事件，就美术展览而言，如始于
1986年的《海平线》双年展、京沪
《精神与品格》油画展、上海双年展
等，不一而足。作为美术评论家，
他对上海美术有着切身的体会和
感受，这为他的评论提供了坚实且
宏观的实践美学基础。
《观潮》有个副标题“新海派美

术评论”。所谓“新”，一是新在所
评论的艺术家，都是新时代艺术的
代表人物。《观潮》目光所及，从新

海派大家程十发、贺友直、方增先、
陈家泠……到新一代领军画家陈
琪、乐震文夫妇、何曦、鲍莺、杜海
军……所有这些，构成了上海现当
代美术鲜活的素材，构成了新时代
新海派美术史的主旋律，为今后书
写海派美术史提供了一份甚为宝
贵的现场记录。二是新在他的评
论理念和评论语言，总是带着不同

于国内其他地区美术评论家的浓
郁的新海派风格。所以，书名中的
新海派既是指评论的客体对象，又
是指评论者主体本身，一语双关。
读毛时安先生的文章，总会被

其中充溢的激情打动，在优美流畅
的文字间，跃动着他那澎湃的思
潮，时而汹涌，时而温婉，牵引着读
者的思绪，随着他一起经历心灵的
跌宕。他视野广阔，思想锐利，观
点明晰，激情洋溢。
毛时安先生对于各种文艺样

式都有涉及甚至研究，这一点，我
们在这本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我自己熟悉的绘画艺术领域，他
的很多评论还是很有针对性，也很
有专业性。他总是从具体的艺术
家、具体的艺术作品，从艺术规律
出发，而且他的文字有一种魔力，
能让读者不知不觉就跟着他的思
路走。譬如评连环画大师贺友直
《艺术家的生命底色》的文章最后，

他写道，“他来自民
间，画着最通俗的小
人书，但有着一颗高
尚的热爱生活的灵魂
……和他有过交往是
一种幸运……”言有尽而意无穷，
表达了一个晚辈对前辈的敬仰和
思念。
文字是语言的凝练，文字影响

人的思想；而写作者的思想形之
于文字，是一个化繁为简、高度集
约的表达。毛时安先生的文字技
巧使得他的文章有一股可以清楚
地感受得到的情绪流淌。他对上
海新一代海派画家情有独钟。在
《五光十色的表象与印象》一文中，
对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新海派年
轻画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种
情绪包含着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神圣的文化使命感和深沉的思想
时代感。
同时，他坚持在文章中阐发自

己的观念，为艺术的价值而大声疾
呼，不管有没有读者和听众。
毛时安是一位极富激情的文

艺评论家，激情使得他的评论更加
犀利，更加具有感染力。一如这夏
末秋初的傍晚，下班路上，我驾车
在开往市中心的一众车流中，天边
乱峰堆叠的云层里，晚霞灿烂夺
目。打开车窗，迎着熏风，听着单
声道的音乐，感慨总有一种为艺术
而跃动的情愫穿越时空，萦绕在心
间……
（本文为毛时安新著《观潮：新

海派美术评论》序节选）

陈 翔

夏末秋初的熏风

（设色纸本）朱 刚 扫一扫，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