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小欢喜》《小舍得》《小别

离》聚焦高考、小升初、低龄留学

后，作家鲁引弓前不久推出“小”

系列新作《小宅门》（中信出版集

团出版）。擅长把握社会热点的

他，这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

国民热议话题———买房。通过一

家五户十余人为买房奔走的故

事，浓缩出一部中国   年来三代

人的家庭置房史，勾勒出一幅买

房众生相。

围绕“买房”来创作长篇小说

的念头源自六年前，彼时，鲁引弓

发现不管是在马路、地铁、餐厅，

还是在办公室工位上，几乎所有

人都在谈论房子。人们似乎很难

逃离房子的羁绊，这种现象让他

感到好奇。

为了解当下年轻人买房的状

况，鲁引弓历时  年调研，寻访

  多家中介公司，也曾在房产公

司“卧底”工作半年。小说中    

的素材都来源于真实案例，无论

是老丁铁与朱依奶奶高龄闹离

婚，还是可可与贾俊为躲避家庭、

节省房租，短暂地寄住在公司杂

物间，这些情节都在现实中真实

发生过。

《小宅门》的主人公叫丁咚，

他的出生就与房子有关。为赶上

  世纪   年代最后一批福利

分房的末班车，丁咚的父母认识

两周就“闪婚”，后又因性格不合

匆匆离婚， 岁的丁咚成为了这

场短命婚姻的“遗产”。

长大后的丁咚意外成为房产

经纪人，他“怨恨”的房子成为了他

的谋生饭碗，在阴差阳错重逢了海

归同学雷岚后，陷入帮助雷岚“买

房上车”的紧张焦灼。在爷爷老丁

铁   岁的生日宴上，丁咚又收获

 张订单：大姑妈家的投资房、二

姑妈家的婚前房、三姑妈家的刚需

房、四姑妈家的婚房和爷爷奶奶的

改善房，卷入尚城丁家“桃李迎春

风”兄妹五人为各自子女买房的跌

宕漩涡。

在围绕“小宅门”的奔走买房

中，丁咚发现，对于房子渴求的背

后是老中青三代人各自的渴望和

无奈，房子里头住着人们的爱恨情

仇，有时一不小心，还会直抵他人

生活中的最隐秘处。

“这些订单里都有他对人性的

悲悯与同情，这个年轻人渐渐感受

到，自己作为一个人被牵绊了进

去，因此对这份职业有了感情，把

这份工作做了下去。”在鲁引弓看

来，《小宅门》也是一部人性的放大

镜。“中国人在房子中的盘算和纠

结，是  也解决不了的。”

丁咚不是人们印象中中介小

哥的样子，他生性内向，不喜欢目

的性强的工作，甚至对房子还带着

与生俱来的怨恨，看起来一点也不

适合做房产中介，被鲁引弓调侃为

“活不过三集”的主人公。

鲁引弓坦言，如何设定故事

中间穿针引线的主人公是最大的

难题。为寻找灵感，他把他家附近

所有的房屋中介店都走了一遍，

接触了很多中介小哥，从他们口

中了解了人们在买房子过程中的

惊心动魄。“他们和我们以前想象

中的不一样，很多是刚刚从大学

毕业，从外地来到大城市，一开始

可能找不到工作，就被人带着进

入中介行业。他们从学校里出来，

没有很多社会阅历，因为卖房子

一下子遇到了千家万户，直抵这

些人生活的底部。”

丁咚的形象与他第一个采访

的中介小哥有关，“他来自河南，本

科学的是中文，最初做中介时满脸

懵懂，就是觉得这个行业能够挣

钱”。和《小宅门》里的丁咚一样，这

个看似矛盾的中介小哥至今也没

有转行，还在中介行业好好地“活”

了下来。

鲁引弓在《小宅门》里写到，房

子如同“风筝线”，它是不同代际之

间的牵绊，也是一个人与一座城市

的维系。“为房子，中国人是真舍

得感情，我也试过了，我发现，我

还是吃不消，舍不得。”小说里的

丁咚说道。 谢江珊 整理

中国人的买房“羁绊”，“是   也解决不了的”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古今中外，婚礼都被认为是人

生礼仪中的重要内容，婚礼仪式、

婚礼消费、婚俗改良，都是人们津

津乐道的话题。

婚礼在传统社会中有合二姓之

好，事宗庙、继后世、求内助，关系着

社会的治乱三方面的作用。近代以

来，婚礼逐渐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

不同的多元面相，一方面是对传统婚

礼文化的扬弃，另一方面是对西式婚

礼文化的兼容。在近代上海的城市化

进程中，这一表现尤为明显。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讲师徐华博、高华影视工作

室的合作编剧陈力生在其最新著

作《上海婚礼———近代上海的婚姻

文化与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

社出版）一书中，将婚礼的论述置

于宏大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从西

式婚礼传入上海及其对华人的影

响、传统婚礼的延续和变异、“文明

结婚”三个维度出发，来探讨近代

社会上海婚礼在中西不同文化交

织中的变迁历程。

该书不但广泛征引上海方

志、档案、报刊、日记、笔记资料，

而且特别注意搜集、引用各类与

婚姻、婚礼相关的专门性文件，通

过在沪西人的婚礼、华人对西式

婚礼的接纳、西式婚礼被接纳之

缘由、传统婚礼的时代因应等  

章内容的论述，展现了近代社会

上海婚礼的复杂面相。由此揭示

近代社会转型下的上海婚礼变迁

的意义所在：一方面呈现了不同

婚姻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婚

礼仪式的流变及与之相关的男女

社交、婚恋观、婚姻诉讼等一系列

问题的近代呈现，被打上了民族

危亡与救亡图存的时代烙印，亦

体现了上海城市化的进程。

为什么选取上海作为论述的

地域中心？徐华博解释，这是因为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

济中心，也是中西异质文化交织最

为紧密之地。西学东渐，是近代上

海的显著特征，开启了上海的多元

复杂局面，婚姻文化的多元正是其

表现形式。由于开埠较早，上海具

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可以容

纳多元的婚礼仪式同时存在，在

“因时制礼”的时代要求下，上海的

婚礼转型也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使

其成为研究中国婚礼多元面相的

一个较好的样本。

徐华博与《上海婚礼》的缘分

始于   年前，彼时她进入华东师

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亲身参加了

多场婚礼，“中国传统婚礼的礼服

大都是红色的，尚红忌白，但现在

新娘的婚纱以白色为主，这个变化

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在看到白

色礼服，没有人会觉得很奇怪？我

想去探讨这个问题”。再加上她对

西学东渐中“西礼东渐”的思考，遂

形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西风东渐下

的上海婚礼变迁     —     》，

《上海婚礼》一书正是在该论文的

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毕业以后，徐华博入职上海图

书馆，她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对论文

进行充实、修改和完善。    年，她

赴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时，与陈力生

再次相遇，在陈力生的鼓励之下，她

决定将完善后的论文出版。陈力生

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精熟上海语

言文化，对于上海史具有很强的学

术热情与知识储备，《上海婚礼》第

三章由两人合著而成。

徐华博发现，既有研究成果多

关注婚礼变迁的具体仪式和沪上

华人的婚礼情况，而忽略了占租界

人口比重不容忽视的西人婚礼情

况。因为上海外侨社会具有种族多

元、语言多元的特征，受史料、语言

等的限制，该书在探讨“在沪西人”

的婚姻文化时，主要聚焦在参与度

较高、影响较为显著的沪英美侨民

身上，对“在沪西人”婚姻状况的分

析，亦以英美侨民为主。

比如英国人与中国人通婚的

著名案例是哈同和罗迦陵。英籍犹

太人哈同是上海租界史，特别是上

海租界地产业史中的传奇，罗迦陵

则是中国女性与法国水手所生的

混血儿。    年  月，哈同和罗迦

陵在上海举行婚礼，据悉，他们“举

行了一个双重婚礼 先是在一个犹

太教堂，接着根据新娘的意愿举行

中国仪式”。

除了这场广为人知的犹太式

与中式双重婚礼之外，当时还有一

位留德的林先生，归国之时带回了

他的金发新娘。尚属开明的林家接

纳了洋媳妇，但要求新娘必须身着

凤冠霞帔举行中式婚礼。新娘答应

了林家的要求。婚礼在位于外滩的

德侨俱乐部举行。婚礼当天，不知

详情的新娘友人，为了这场婚礼，

将德侨俱乐部按照西方礼俗布置

成了白色的礼堂。婚礼在即，更换

装饰已然来不及，大家只得急中生

智为白色装饰涂上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徐华博还特别

注意搜集、分析寓沪欧洲侨民的婚

礼。其中有些女士，原本生活在欧

洲，因婚姻而特地来到上海，与夫

婿完婚，随后定居上海。例如    

年，驻沪德国总领事夫人的妹妹，

被许配给上海法兰西银行经理兼

工部局董事米司未而曼为妻，在婚

礼前奔赴上海，暂时居住在其姊领

事夫人家中，后在新北门外天主堂

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中西宾客多

至四五百人。这样的细节描述使得

书稿颇具可读性。 记者 谢江珊

“西礼东渐”：

近代上海“在沪西人”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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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年轻人为了在都市生存，拼命工作。

地铁公交，早出晚归，没时间做饭，个人生活

只剩下回家后的倒头大睡。更重要的是，即使

这么努力，生活也不见得富足。研究地域经济

振兴的专家藻谷浩介通过走访     余个村

庄和几十个海外国家，提出一种振兴乡村和

地方经济的战略，希望能够消除不安和不满，

提供新的富足生活，这就是改变生存方式的

“里山”生活方式和“里山资本主义”。他认为，

解决社会发展的瓶颈，最先进的模式就在“里

山”。“里山资本主义”不是让人们放弃便利的

城市生活，都搬去乡村过日子，而是提供一种

新的视野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让读者从不

同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藻谷浩介是日本综合研究所调查部首席

研究员、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特别顾问。著作

《通货紧缩的真相》（角川           ）销量

达   万本成为畅销书，让“生产年龄人口”这

个词被大众认知，并向社会提出人口动态的

影响。   广岛采访组于     年夏与藻谷

浩介合作创造了“里山资本主义”一词，并开

展了为时一年半的采访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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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中国乡村真实的脱贫故事，

文中集结大量实地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普通

村民、村干部等，语言平实质朴，记录了村民

组织起来，实现脱贫致富、振兴家乡的真实过

程。在研究上，本书探索新型集体经济抓手在

哪、出路在哪的问题，为推动乡村发展提供理

论和案例参考。

本书三位作者各司其职，严海蓉是清华大

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社会学系

兼职教授；高明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工农文化分析；丁玲

是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集体经济、农政变迁。三位作者用数年

时间深入乡村、走访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经过梳理和总结，形成了对当前中国乡村新型

集体经济实践的基本认识。

书中通过讲述  个真实的乡村故事，指

出新时代社会主义农村振兴发展的内在力

量，是重新激活的村集体。乡村要发展，不可

能依靠分散的小农户，也不能只依靠某个“能

人”和大户，更不能简单等着资本下乡或城市

的反哺输血。村民要真正组织起来，在村集体

的领导下，以整体的角色投身到现代化建设

和市场的潮流中去，真正把握住振兴发展的

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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