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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

《吃香喝辣》

吃吃喝喝是一件
俗事、常事，但背后却

有许多的趣味和故
事，阅读这些故事，不

失为一件雅事、乐事。

《吃香喝辣》一书

集合了上海知名作家
西坡多年来有关美食/味觉文化的文

章，全书以“味”为主题分十二篇，着眼
于饮食趣事，游走于古今中外，且品且

叙味之道，闲谈甜酸苦辣咸，杂论柴米
油盐酱醋茶，发掘“色香味形养”背后的

“幕后英雄”和它们的江湖。作者文笔优
美，文章情趣盎然，耐人寻味。

因热爱而探索，因探索而写作，作

者潜心研究饮食文化， 凭借丰富的饮
食经历与见闻， 娓娓道来舌尖上的趣

事，成就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所谓
吃香喝辣， 并非向人述说如何奢侈享

受，而是传递一种闲情逸致。

本书偏重于对各种调料的解说，

由舌尖之味而至生活之味， 甜酸苦辣
咸，饮食五味，生活百味。 每个人都是

品味的主角，但在这本书里，读者不妨
跟随作者“吃香喝辣”，看他如何妙笔

生花，指点舌尖上的江湖。

《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吉特·马
克龙传》

全世界都知道
她的名字， 见过她

的模样， 她的出现
引起热议。 一位法

语教师如何成为第
一夫人？

玛埃尔·布兰
带来的《布丽吉特·

马克龙传———关于自由、爱情与真我》

讲述了法国第一夫人的故事。 她拥有
常人难以想象的浪漫爱情。

作者收集了五十余位见证人的言
词， 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个多

面人物———特洛尼厄（Trogneux）家族
成员、奥齐埃（Auzière）前妻、马克龙

（Macron） 现任夫人———这三个身份

足以吸引世人的眼光。

对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而言，布

丽吉特不仅是他 64岁的妻子，更是他
坚强的后盾， 马克龙曾公开表白：“没

有布丽吉特，就没有今天的我。 ”

真爱无关乎年龄， 马克龙与布丽

吉特相差 24岁的爱情故事，婚后马克
龙对婚姻的忠诚与坚守， 也让更多女

性发现人生其实有很多可能， 年龄其
实不是问题。

《阮义忠谈艺录》

    去年冬天，我的父

亲因为冠心病心律失
常，安装了心脏起搏器。

由于心脏疾病的长期困
扰，父母为此承受着不

少恐慌和麻烦。作为医
生，我给父亲做了所有

当前心脏方面的检查。

父母时常画一个血压监
测图，微信传给我。

隔行如隔山，而在医学领域，隔
专业如隔江。不同的研究进展已经

让不同的脏器，甚至关于不同疾病
的认识大不相同。面对父母的问题，

我只能请教同事，同时阅读一些专
业书籍，消化后再以讲故事的形式

说给他们听。作为一名消化科的科
普作者，我觉得科普任重而道远。我

一直在想，医学可以很有趣，要是能
把心脏的问题讲成故事，那该多好。

前段时间，老友齐文静推荐我

看上海程蕾蕾医生的新作《说句心

里话 2》，看到这本书的第二个故

事，我立刻下单给父母买了一本。
随着阅读的深入，父母咨询我心脏

问题的次数逐渐减少了。
我不认识程医生，从书中看得

出她水平高，看的患者多，文字功底

强。《说句心里话 2》是用心之作。一
口气看下来，书的内容引人入胜自

不必说。关键在于，书中夯实了很多
连医生都不知道的知识点，并以日

常化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引你走入
书中，运用环状叙事手法，让人猜不

透，结果有些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

中，最终回归到医学诊疗的客观和
冷静上来。自然而然的眼泪和笑声，

使得医者的悲悯跃然纸上。
书中故事发生在同一天门诊

的七名患者身上，彼此关联又分别
独立。通过人情、教育、医疗、患者

等不同的角度的镜头切入，展现了

我们生活和医疗的真实。
MINOCA综合征，被戏称为莫

妮卡。这一类情况准确地描绘了大
部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状态，就

是不舒服，却没有达到 50%狭窄的
诊断标准，怎么办？这也是我父母

出现的不舒服，如何面对？
书中还提到科研等事宜。作为

中西医结合案例，我特别拜读了文
中用西红花提取物治疗化疗后心

脏损伤的课题。受到屠呦呦青蒿素
的发现来自中医古籍的启发，程医

生同意学生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索。
书中潘师兄的火锅店也是令

我动容的地方。医生有太多的患者
要面对，而做出实际的努力则似乎

代表着医生看似冰冷、实则热情难

以抑制的呐喊。书中时常有母女姐

妹花的有趣互动。不知作者年龄几
何，总感觉她有一颗少女心，也有

一颗侠义之心，用“心里话”拯救着
肿瘤心脏病患者。

诚如程蕾蕾医生的后记所言，
其实我们一直在路上。我觉得，有

温度和有态度的医生不少，但是能

有程医生这样细腻笔触的确实不
多。我想用我在《胃靠养肠靠清》的

一句话结束我的阅读感悟，那就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

药而疗人之疾，上之上者也。
希望心脏病患者能阅读这本

书，掌握相关知识点；更希望没有疾
病的健康人能阅读这本书，领会这

份健康的理念；还希望医生同行能
阅读这本书，产生共鸣的同时，也能

进行共同创作和临床科研；还有医
学生们，如果想知道未来可能会是

什么样子，那么就请一定读一下吧。
延伸阅读>>>

《说句心里话 2》是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心脏超声诊断科主任

医师、复旦大学内科学（心血管病）

博士生导师———程蕾蕾创作的国

内首部肿瘤心脏病学科普书籍，共
计 15万字， 生动介绍了大众急需

了解掌握的肿瘤心脏病学新知。

随着人口老龄化， 癌症患者合

并心脏病的情况日趋常见。 但大多
数患者， 甚至很多医生都不知道的

是，化疗、放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

等医治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

的心血管毒性。

2018年 4月， 中山医院由樊嘉
院士及葛均波院士挂帅， 程蕾蕾医

生联合心内科、心脏超声诊断科、肿
瘤内科等科室开设了华东地区第一

个 “肿瘤心脏病学多学科联合门
诊”，开展了系列临床工作，成果斐

然。《说句心里话 2》写的就是联合门

诊开张这一天的故事， 故事背后有
大量的鲜活案例， 读者可以从中更

多地了解疾病、了解医院，了解医生
和自己。

作家陈村推荐说：“为你的手
指买钻戒，为你的脚买新鞋，为你

的眼睛，买这世界的光彩。 为你的
心，去买程蕾蕾医生的书。 ”

    翟永明的写作一直就

是这样一种传奇。她独赋自

我识见、卓尔不群的创造力
和精湛的语言技艺，三十多

年以来始终置身于当代最
具标志性的诗人行列。她

“坚持探询沉默，为沉默赋
形，同时向沉默敞开，是沉

潜和飞翔、复杂和纯真的统

一。”她不断调校自己的写作目标和
姿态，求真务实，行稳致远，从而不

断“逼近我内心所生长的一种更深
刻的变化”。她着实是一个具有自我

动能和运思方向的杰出诗人。
翟永明甫一登临诗坛，便以“黑

夜意识”的独特神形令人瞩目，引发

了女性写作群落的集体唱和及其叙

述风尚。翟永明最为突出的创作特
征就在于，她早期写作中实体的自

我和精神的自我，相对而言是混合
为一体的，这使得她缺乏自我审视

和自我省察。但在经历了持久的精
神磨砺与个人成长之后，她逐渐挣

脱了自在的自我走入自为的状态，

建构了面对生活与写作的双重视
域，丰富并拓展了作为诗人的思想

维度，强化了自身透视、辨识和化合
现实生活的叙述能力。翟永明坚持

不懈的诗歌书写由此升华为一种自
觉自为的写作，显现为对于现实生

存的主动承接和介入，进而清晰地
确立了她在当代诗坛的方位。
除开《咖啡馆之歌》这一转折性

作品，《壁虎与我》对于翟永明而言

同样具有显要的标示性。“壁虎”与
“我”“当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我们的

目光互相吸引”，两者之间显然构成
了一种交流与对话关系，具有浓厚

的象征意味。
“隔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永

远不能了解/各自的痛苦/你梦幻中

的故乡/怎样成为我内心伤感的旷
野/如今都双重映照在墙壁阴影”

毫无疑义，《壁虎与我》使得翟

永明跳脱开性别与自我，不再囿于

狭隘逼仄的日常体验，而是凝练为

一种直面人性命运的陈述

仪态，一种抽象化的共同经
验，从而突显出诗人无奈感

喟的内心视界。
“老家是一个替身/它

代替这个世界向我靠近/它
拥有一条巨大的河流/河水

干涸时/全世界都为它悲
伤”（《老家》）

翟永明另外一个突出的创作特

征，在于她从写作伊始建立的某种对
事物感受认知的二元思维和对立意

识，逐步转变为对现实世界差异性的
探求。这是一种极富意味的转换和嬗

变。它使得诗人缓慢地退离出紧张不
安的情绪，由激烈转入平缓，从痛苦

走向安顺，显示出内心的平静及其与

生活和解的姿态。她为自己的诗学理
想不倦地垒筑企图超越自我的心灵

秩序和图景。
《闻香识舞》：“手脚乃镣铐 一

个悲哀/拴住我/你我的水珠 在共
同的舞中/滑落 温柔如云”，诗中蕴

蓄并氤氲着一种清淡舒缓的细腻情
绪。她处在不断地寻求语词的灵动

表达的过程中，彰显和鉴证的乃是
一种对于自我的体认和抽离，更是

一种“从激烈宣泄到冷静感知的生
存态度”。

经由认知方式与话语方式的变
换，翟永明透过诗思而显豁的生命

体验愈加深刻、成熟、平和、圆融，使
得人生独具的各种悲喜忧惧更为本

真化地展露于笔端，显现在读者面
前，触动人心，促人思省。她的写作

是自觉而智慧的，她以试错的方式
不断地展开语言的转换和实验，企

图塑造一种细微而平淡的叙说风
格。翟永明具有性别自觉意识，使之

重新确证自我身份，清理和深化內
相空间，才让她真正回返到个体自

身。同时，她又能够“以差异寻求自

我，以自我彰显力量”，借以最终回
返现实的与精神的故乡，回返个体

心灵的灵魂深处，回返诗歌斑斓幽
邃的语言内部。

    十七岁出版自传体小

说《北京娃娃》的春树，大胆
书写中国八零后一代典型

群体的“残酷青春”，在当时

引起不小反响。阔别多年，
她不再是少年。如今，她带

着新作品《乳牙》回归文坛。
如果说《北京娃娃》是

春树“由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构成的

青春史”，那么新作《乳牙》是以同
样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后青春时

代”，是春树式的续集、人生的“第
二季”。《乳牙》仍是一部以自身为

对象、书写个体经验的私语化写
作，带有新时代的独特风格和作者

自身鲜明的独特印记。与春树以往

作品不同的是，在“自我”之外，《乳
牙》又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女性”意

味，这源于主人公身份的转换。作
品打破线性的时间秩序，通过回

忆、梦境、日记等交织错落，记录了
“我”从恋爱结婚、去国迁居、怀孕

生产、产后抑郁，再到回国休整、寻
找自我、走出阴霾的全过程，见证

了“我”在特殊时期的心灵嬗变。
“我”是妻子，婚后与丈夫远赴

德国柏林生活。平淡的婚姻生活，与
丈夫意见不和等，使“我”越来越陷

入纠结，前途未卜。
“我”是母亲，定居后，从怀孕

到生产，再到患上产后抑郁症，还
有腹部的这道伤疤，一直提醒着她

经历过的那些事情，那是一段痛苦
难熬的经验，导致时常怀疑自己没

法当传统意义上的“好妈妈”。
曾经的少年终于面对生活的

“残酷”面，她没有挣钱的能力，孤独
而贫困。她或是常常设想自己嫁给

大院里的男孩，过上与现在完全不
同的生活；或是向往在国内小城过

着普普通通的小日子。如此看来，她

对那些“光辉岁月”的回忆和对别样
生活的想象都是对现有家庭生活的

一种逃离，是对作为母亲、妻子等家
庭角色的身份焦虑。当她成为家庭

主妇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当初

那个叛逆的少女没有因在

婚姻生活里的安定和归属
而满足，“绝望的主妇”需

要更多的社会成就感。这
是一场家庭角色与自我实

现的拉锯战。“我”究竟要
做怎样的自己？如何更好

地生活？
对生活的追问始终是春树创

作的力量源泉。《乳牙》看似零散混
乱的日常记述背后，琐碎而又切实，

字里行间环绕着深刻的主题，那就
是试图探讨和解决当女性处于家庭

角色的疲惫状态时该如何面对自
己、面对孤独、面对生活的问题。渴

望被认同的心态，看似不酷了，但身

份焦虑若能使“我”不满足现状，不
断寻找内心的方向，这何尝不是一

股有益的力量？
面对生活的压力与精神世界

的缺失，重建生活，是这位“绝望的
主妇”面临的课题。她决定回国休

整，带着孩子，也带着挣扎的身影
和扭结的心灵。回国后，她重逢旧

友、结交新知。通过朋友的鼓励，她
开始尝试继续写作。借由写作，通过

文学，她逐渐从糟糕的状态里走出
来———“我整个人也从无限的谷底

慢慢爬出来了，如果说这是一条进
了就无法后退的隧道，那么我已经

爬过了最艰难的那一段，尽管我真
的是爬出来的，是一步一步挪出来

的，有时候甚至进两步退三步，但前
方的光明时隐时现，我已经可以看

到了。”从这个意义来看，《乳牙》多
了一份女性成长小说的意味。

春树，不断地袒露拨开自己，

获得内心成长与自身体认，仍旧是
那个不可复制的、坦诚的、“在执拗

地寻找着与生活和平共处、却又不
丢失自己的方式”的春树。这让人

不禁想起《月亮和六便士》里的那
个抛下所有去画画的斯特里克兰：

“在异国他乡，他贫病交加，对
梦想却愈发坚定执着。他说：我必

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新书速递    科普大众急需了解的肿瘤心脏病学新知，作家陈村
推荐：为你的手指买钻戒，为你的脚买新鞋———

为你的“心”，读这本书
◎ 李 博

    《阮义忠谈艺录》是著名摄影家阮

义忠代表作的升级珍藏版本，含《想见
看见 听见》《摄影美学七问》《未完成的

梦》三部代表作，如同一位启蒙者与拓
荒者写给青年摄影人的“秘籍”。同时收

录百余幅经典摄影作品， 印制精良，是
艺术爱好者不可错过的视觉盛宴。

《想见 看见 听见》是阮义忠第一本

个人随笔集， 让文字与影像发生奇妙反
应，将自己的人生底片一一显影。 《摄影

美学七问》通过与陈传兴教授、建筑师及
建筑学家汉宝德等的对谈， 探讨摄影本

质，堪称华人摄影启蒙书。 《未完成的梦》

是一个做着“画家梦”的小水兵阮义忠与
八位旅居海外的华人画家的通信集，收

入数位海外重要画家的肖像、 手迹及珍
贵画作，是珍贵的艺术史料。三本书从不

同角度切入，跨越摄影、绘画、音乐、建筑
等众多领域，让读者感受生活美学、文字

的温度和字里行间的人文情怀。

传奇中的人身怀绝技
———读翟永明《大街上传来的旋律》

◎ 杨斌华

一地鸡毛与满目繁花
———春树《乳牙》读后

◎ 郑筱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