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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辑


读书就像听音乐




    我 为 什 么 写 作 ? 因 为 我不 能 做别 的 事 ,  因 为 ,  即使 我 不 在 纸上

落 笔 , 我 也会在 脑 子里 写 作 , 让脑 子 思 索 。 因 为 写 作 是 我 自 言 自 语

和行 动 的 一 种形 式 。 因 为 写 作 对我 来说 , 就 是 呼 吸 , 就是 生 活 。    ——

题记

为谁写作 ?    

法国作家 、 音乐评论家罗曼 · 罗 兰在 《 我为谁写作 》 中写道 :

“ 我为什么写作 ? 因为我不能做别的事 , 因为 , 即使我不在纸上落

笔 , 我也会在脑子里写作 , 让脑子思索 。 因为 写作是我 自 言 自 语和

行动的一种形式 。 因为写作对我来说 , 就是呼吸 , 就是生活 。 ” 罗

曼 · 罗 兰说得多么朴实 , 写作对有些人微不足道 , 但对另 一些热爱

写作的人来说 ,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    

喜欢写作的人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形式 , 一是不得不从事与文学

相关的事情 , 比如博尔赫斯 、 卡尔维诺 , 前者是阿根廷 国家图书馆

馆长 , 后者是意大利新闻工作者 。 二是满脑子有故事 , 除过会写故

事 , 其他事情又做不了 。 比如 巴尔扎克 , 他想经商发大财 , 结果做

木材生意亏损 了 , 且亏得血本无归 , 巴尔扎克 自 认 自 己 不是做生意

的料 , 唯有写作是他的长项 , 也唯有写作可 以换钱 , 可以还债 , 可

以过奢侈的生活 。 三是不能行走 、 生活不能 自 理又有表达欲望 , 不

甘心被人遗忘 , 或者想活的有价值 , 对社会对人生有追求的 人 , 或

者有 自 闭症的人 , 比如张海迪 , 史铁生 ,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的

作者海伦 · 凯勒等 , 这些人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 呢 ?



    思想家和哲学家需要写作 , 需要把 自 己 的思想表达出来 , 比如

尼采 、 海德格尔 、 鲁迅 等 , 尼采 想证明 上帝不存在 , 尼采喜欢孤

独 , 喜欢躲在无人打扰 的地方 , 他从黑格尔的名著 《 耶稣 传》 里开

始对基督教瓦解 , 他们是思想的 巨人 , 他们要引 领这个世界 , 他们

需要用写作来 阐明 自 己 的观点 , 用写作来 引 起世人的关注并借以 表

达 自 己 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 还有一种生活在舒适环境 中却又要引起

世人注 目 , 表 明 自 己并不是普通的人 , 比如歌德等 , 身在宫廷过着

养尊处优的生活却喜欢写作 。    

更有一些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 , 或者发表 自 己 对世界的感悟 ,

对人生的感悟 或者独特见解 的人 , 比如余秋雨 、 王小波 、 余华等 。

还有一些想出 名 、 想当作家 , 想证明 自 己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庸常之

辈 , 这样 的人也很多 。 还有一种人是 天才 , 天生就是写小说的人 ,

而更多喜欢写作的人除了还能写一点豆腐块文章 , 或者还能创作出

小说 、 诗歌 、 散文外 , 几乎无事可做 , 几乎没有办法打发无聊时光

的人 。    

也许正如尼采所说 : 人是一个试验 , 每一次实验 , 无论成败 ,

都会化为 自 己 的 血 肉 , 成为 人性的 组成部分 。 写作也 许是一种实

验 , 无论成败与否它也可 以转化为一种娱乐 , 一种适合你 自 己 的生

活方式 , 它与你的工作 、 生活 、 婚姻 、 爱情互补 , 共同构成了你 的

人生 。 对于平常人 , 写作是记录生活和工作中 的点滴事件或某个时

期的人生顿悟 。 或者只 为昨天的一个梦境 , 或者诉说 自 己 的 内 心苦

闷 和愿意分享 的朋友而分享 。 或者记录人生的某个片段 , 或者与人

沟 通交流 , 想对别人对世界敞开心扉 。    

我们张开一双眼睛 , 无望地凝视着黑夜 , 内 心却常常感到有一

只 手在无时无刻地抚摸着我们 的过去 。 我们的未来如 同天上飘着的

白 云 , 面对未来 , 我们也许焦灼不安 , 也许心静如水 , 对于一个热

爱写作的人来说 , 我们能优雅地生活 , 平实地写作吗 ? 答案是肯定

的 。 那就是 : 我们至少可以 做一个歌者 。 一个热爱写作 的人 , 必定

是对一切事物都怀有强烈兴趣 的人 , 同 时又是一个善于学习 , 勤于



思考的人 。 一个热爱写作的人 , 必定是一个热爱生活 , 热爱生命的


人 。 既关心个体的 生存 , 也关心 自 己 所生存的空 间乃 至 国家 的命


运 。
    

法国著名思想家 、 散文家蒙田说 : 我写作的 目 的就是 “ 描绘我


自 己 ” , 就是 “叙述我 的生平和事迹 ” 。 蒙 田 的话也道 出 了我 自 己


写作的本意 , 写作于我纯属孤独 时的叙说 , 而孤独 于我却是长 久


的 。




    往 往在 我 百 无 聊赖 的 时候 , 我就会 去 “ 网 上 图 书 馆 ” 找我 想读

的 书 , 好在 我从一开 始就 喜 欢读 经典 , 这给 我 的 读 书 生 活 带 来 了 些

许 节 制 ; 至今 , 我对 那 些 经典 名 著 的 故 事情 节 背得 滚瓜 烂 熟 , 不 仅

在 于这些 经典有 经 久不 衰 的魅 力 , 还在 于 经典 的 确 就 是经典 。    ——

题记

博尔赫斯与网上图书馆    

很想写一篇关于 “ 网 上图 书 馆 ” 的文字 , 之所以 称为 “ 网 上

图 书馆 ” , 缘于我一直 以来喜欢在 网上读书 , 我一直是一个精神十

分颓废的人 , 往往是刚才还兴高采烈 , 瞬间就被虚无所击倒 ; 往往

是刚刚还在说 “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 , 生活才刚 刚开始 ” , 说完还

没有几分钟 , 我就被我 的精神颓废所击倒 , 仿佛世界末 日 就要来

临 。    

往往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 , 我就会去 “ 网上 图书 馆 ” 找我想读

的 书 , 好在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读经典 , 这给我 的读书 生活带来了 些

许节制 ; 至今 , 我对那些经典名 著的故事情节背得滚瓜烂熟 , 不仅

在于这些经典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 还在于经典的确就是经典 , 它经

过了多少岁 月 的检验 , 仍保持着经久不衰 的魅力 。 只可惜在我应该

读好书 、 多读书 的时代 , 我却把那些本应该读 书 的 大好时光荒废

了 。    

更有一个让人痛心的事实是 , 那时我不知道哪些是好书 , 而等

我知道该读什 么 书时 , 我已 经是猴子掰苞米 , 前边掰后边就掉了 ;



往往是一本好书 拿起来津津有味地读 了 , 过些 日 子拿起来再读 , 又

觉得好像没有读过 , 重读又觉得似曾 相识 。 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

情 。 “ 过 目不忘 ” 、 “ 一 目 十行 ” 读书 的 好时光已 经一去不复返 了 ,

过去读书是饿孩子吃饭香喷喷的 , 而今即使坐拥书城 , 或者 已 经拥

有了 大量的藏书 , 而我却没有好 胃 口 了 。    

这让我 由衷地羡慕起伟大的博尔赫斯来 。 博尔赫斯年轻时最想

做一名 图书管理员 , 博尔赫斯真正做 了 , 先是做一个小 图书 馆的管

理员 , 直到 1 9 5 5 年在他兼职大学文学教授时 , 担任 了 阿根廷 国家

图书馆馆长 。 从此 , 博尔赫斯 坐拥书城 ( 近百万册 ) , 整 日 被书 包

围 。 我想那百万册书籍大概就是他的精神恋人 。    

博尔赫斯在他的书中写道 : 当他走进 图书馆的时候 , 那是一种

多 么美好的感觉啊 ! 即使在他几近失 明眼 睛看不见 书 的时候 , 只要

一走进图书馆 , 仍然会产生浓浓的幸福感 。 博尔赫斯长期独身 , 直

到 6 8 岁时才跟孀居的 埃尔萨 · 阿斯泰特 · 米连结婚 , 3 年后 即离

异 。 母亲辞世后他终于认定追随他多年的 日 裔女秘书玛丽亚 · 儿玉

为他的终身伴侣 。 博尔赫斯是阿根廷 当代最负 世界声誉 的小说家和

诗人 , 而他一生从事过的唯一正当职业也许就是图 书馆长 , 图书馆

里的 图书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 图书馆成为他一生的挚爱 。    

其实在他任阿根廷 国 家图 书 馆馆长 时 , 他的视力 已经不行 了 ,

他在一首诗歌里写道 : “ 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 这可真是一个

绝妙的讽刺 。 ” “ 2 0 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 ” , 人们把他命名 为 “ 魔幻

现实主义大师” 。 他在晚年的写作只能靠 口 授 。 博尔赫斯既写小说 ,

又写散文和诗歌 , 我在网上读 了他 的许多作品 , 尽管他的 小说读起

来非常吃力 , 为了 了解他 、 走进他 , 明 了他的创作风格 , 我还是耐

着性子读 , 以 填补我思想的虚弱 和空 白 。 漫漫长夜有事无事的时候

读这些哲人的著作 , 不能不说是一件快事 。    

有时候我也会读书架上的存书 , 但读书 的好年华 已经远去 , 能

在网络上阅读到 这些伟人的书籍 , 已 经是一件令人欣慰 的事 , 网络

阅读 比较快捷 , 晚上没事的时候打开一本我想读的哲人的书 , 真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种享受 。    

我早年的理想也是想做一名 图书馆的管理员 , 并幻想着能有一

间 自 己 的书屋 , 我相信很多喜欢读书的 人都有我这样的想法 。 幸运

的是我刚参加工作时 , 毗邻 的 图 书馆有 很多藏书 , 那 时借 书也不

难 , 那时我是饿孩子 , 读书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 但后来我又进行 了

多次的重读 。 遗憾的是许多有价值的关注人的 心灵和人的生存状况

的书籍近几年才出 现 , 而网络又吞噬了人们太多的时间… …



    经典是 那 些你 经 常 听 人家 说 “ 我 正 在 重 读 ” 而 不 是 “ 我 正 在

读 ” 的 书 ; 一 部 经典 作 品 是一 本每次 重读 都好像初 读 那样 带 来 发 现

的 书 , 是 即 使我 们初读 也好像是 在 重 温 的 书 , 这 些经 典不 管 我 什 么

时候拿 出 来 重读 , 都 有 它 的魅 力 , 都 能 吸 引 我 的 眼球 。    ——题

记

读书就像听音乐    

卡尔维诺在 《 为什么要读经典 》 一文 中说 : “ 一部经典作 品是

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 的书 , 我们越是道听途说 ,

以为我们懂了 , 当我们实际读它们 , 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 、 意

想不到的新颖 ” , “ 一部经典作 品是这样一部作品 , 它把现在的 噪音

调校成一种背景轻音 , 而这种背景轻音是经典作 品 的存在不可或缺

的 ” , “ 一部经典作 品是这样一部作品 , 哪怕与之格格不入的现在 占

统治地位 , 它也坚持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 。    

喜欢读经典却是在参加工作以后 , 后来 的工作单位隔壁是东城

区图书馆 , 至今我还后悔没有买几盆 图 书馆里 的盆景 。 图书馆不

大 , 占地也不过几亩 , 却是一个清新雅致的好地方 , 藏书不多却多

是一些精品 , 经典名著是应有尽有 。 那时读书不求甚解 , 只是囫 囵

吞枣式的 阅读 , 上班也清闲 , 读完 了就下楼去到 图书馆拿新 的 , 至

今都觉得那个 图书馆就像是我家的书房或者是我 的后花园 , 我愿意

读什么书 都可 以随意去拿 , 当然是写了借条的 。    

最早读书是在上小学的 时候 , 家是父母租来 的房子 , 共三间 ,



因为是家里的老大 , 我被安排在一间小 阁楼底下的一个角落里 , 小

角 落里有一张单人床 , 床上角靠近天花板 的地方是父亲 的藏书架 ,

上面排列 了一排书 , 大多都是外国和中 国古典小说 , 印象最深的除

了托尔斯泰 的 《 战争与和平 》 外 , 还有一本 《 红楼梦 》 和 《 聊斋

志异 》 以及 《 牡丹亭》 等 。 夜晚当 我躺 到被 窝里 的时候 , 已 经瞌

睡得不行 了 的我仍然经不住诱惑 , 好奇 心促使我踮起脚尖 , 把那些

似懂非懂的书从书架上拿下来 , 或放到枕头边 , 或抱在怀里 , 虽然

还没等读几页就蒙头大睡 , 可书对我的诱惑力是显而易 见的 。    

那些把 《 红楼梦》 搂在怀里的夜晚总是有的 , 那些把贾宝玉和

林黛玉拥在怀里 的夜 晚总是有的 , 把 “ 怡 ( y i ) 红院 ” 读成 “ 怡

( t a i ) 红院 ” 以 及许许多多不认识 的字和错字总是有 的 。 直到 有一

天我突然发现我家的 阁楼上 , 还存放着父亲的书 , 现在想起来真是

个败家子 , 我竟然带着 向我借书 的人乘母亲不在家时 , 搭着梯子爬

上 了 阁楼 , 那些人在阁楼上经过一番扫 荡 , 就把一些我至今认为十

分可惜的书 “ 借 ” 走了 , 临走时信誓旦旦 , 发誓要按期归还 , 那书

自 然是 肉 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 父亲的藏书经我这个败家子的 暗度陈

仓 , 大多都流落在外 ,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那 时小 , 没有认识到书 的

珍贵和重要 。    

我的第一篇小小说是高一的 时候写 的一篇作文 , 因 为里面有人

物对话和故事情节 , 当时被贴在校门 口 最醒 目 的地方供全校观瞻 ,

我的许多作文和考试卷子被当做范文在学校各个班级点评 。 我经常

在我不喜欢的课堂上偷看小说 , 几次被老师从抽屉里搜出 来直接没

收 , 有一次数学何老师让我下课到他的 办公室里去一趟 , 他在上数

学课时几次批评我重文轻理 , 当我战 战兢兢地站在何老师面前的时

候 , 没想到他竟然是那么 的和颜悦色 , 微笑着对我说 : 听说你家有

藏书 , 何不借几本给老师看看呢 ? 我说我家的藏 书都被人借走 了 ,

哪有什么 藏书啊 。 何老师将信将疑 , 最后还 是把没收的 书 还给我

了 。 到了我该藏书的时候 , 我是极不愿意借书给别人的 , 但也有几

套古典小说和名著被朋友借走至今没有 归还 , 后来我又重新去书店



把丢失的书补齐 。    

参加工作后的 日 子是我如饥似渴读书的 日 子 , 那时记忆超群 , 读

过的书可以过 目不忘 ; 那时受到 了种种不平等待遇 , 老觉得人世间 不

公平 ; 那时几乎把图书馆的经典文学名著通读了一遍 , 但大都是囫囵

吞枣 , 成天钻牛角尖 ; 那时还舞文弄墨 , 其中有一首稚嫩的 《 草的 自

白 》 , 较好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态 : 那时总觉得 自 己就是一棵长在路边

的小草 ,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践踏 ,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蔑视它的存在 。

我是路边一棵卑微的 小 草

我 向 大 自 然呼救

承认我吧

承认我这委实 存在的 小 生命

我是路边一棵卑微的 小 草

我向 大 自 然 呼救

救救我吧

救救我这委 实存在的 小 生命

我憎 恨大 自 然

我操着发直 的嗓音来发问

大 自 然你 为 什 么 不放过我

一棵卑微的 小 草

我憎恨造物 主

我睁 着一双愤怒的 眼睛直发 问

造物 主 , 你 为 什 么 给我这样 小 ? 这样 少 ?    

对外国文学的痴迷也许缘于最早最喜欢读 的 《 悲惨 世界 》 , 其

中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 “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 狼为另 一只 狼的

幸福而牺牲 自 己 ” 。 《 悲惨世界 》 告诉我 , 人活在世界上注定有些

人是悲惨的 。  《 红与 黑 》 、  《包法利 夫人 》 , 莎士 比亚 、 托尔斯泰 、

巴尔 扎克 , 哈代的乡 村系列小说等 , 那些名著至少是读 了三遍 以上



的 , 初读在学生时代 , 再读在参加工作 以后 , 深读是前几年 , 拍成

的 电影几乎每一部都看过 , 那些名著的故事情节不说背得滚瓜烂熟

也 已烂熟于胸 。    

我为什么 喜欢读 ? 喜欢读一些枯涩的 书甚至像哲学这一类深奥

的书 , 缘于我一直活在 自 己 为 自 己 编织的梦里 , 一个活在虚幻 中 的

人才喜欢读这些书 。 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的 : “ 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

人家说 ' 我正在重读 ' 而不是 ' 我正在读 ' 的书 ” ;  “ 一部经典作

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 的书 , 是即使我们初读

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 , 这些经典不管我什么 时候拿 出 来重读 , 都

有它的魅力 , 都能吸引我的眼球 , 都有和初读时一样的新鲜感觉 。    

读书就像听音乐 , 有的 人选择信天游 、 青 海花儿 、 康巴 情歌 ,

要高亢明亮 , 有的人则选择 爵士乐 、 摇滚或者听起来像靡靡之音的

东西 , 就像有的人喜欢着正统西服 , 而有的人则 喜欢穿膝盖有破洞

的牛仔裤和蓄披头士一样的长发 。 每个人都有不同于他人的 生活方

式 , 就像有些人一心扑在仕途中妄想取得更高的 职位衣锦还乡 或光

宗耀祖 , 或者在人面前显摆 ; 而另一 种人却喜欢 自 由 、 热爱 自 由 ,

想一辈子不受人指使和束缚 , 就像吉普赛人一样给他高官厚禄他都

不愿去做 , 就像卡门 一样 白人再怎么爱她 , 她依然喜欢四处流浪哪

怕 失去爱情 。



    每 当 夜 晚 来 临 的 时候 , 我 不 得不 承认有 一种 生 命 中 的 空 虛 时 时

向 我侵 袭 而来 , 它 让我 长 时 间 地坐在 那 里静 静地发 呆 , 让我 无精 打

采 , 让 我 万 念俱灰 。 我 的每 个夜 晚 都 充 满致命 的孤独和 虚 无 。    ——

题记

我为什么活着  

朋友君子让我发一个帖子 , 说说我 为什么 活着 。 要是在从前 ,

我会说一大堆冠冕堂皇的活着 的理 由 , 也许还会豪言壮语一番 。 可

如今我却没有说话 的底气了 , 因为我一直苟且偷生地活在这个世界

上 , 我活得极不快乐也不幸福 , 我离我想要的太遥远了 。 英国哲学

家罗素曾 说过 : “ 对爱情 的渴望 , 对知识的追求 , 对人类苦难不可

遏制 的 同情心 , 这三种纯洁而无 比强烈的激情支配我的 一生 。 这三

种激情 , 就像飓风一样 , 在深深 的苦海上 , 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 ,

吹到濒临 绝望的边缘 。 我寻求爱情 , 首先因 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 ,

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

一切 。 我寻求爱情 , 其次是因 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 的

心 , 在世界的边缘 , 俯瞰那冰冷死寂 、 深不可测的深渊 。 ”    

罗素的话深深地启 迪 了我 , 也深深打动 了 我 , 顺着 罗 素 的话

题 , 我深深地思索着 , 我为什么活着 ? 我活在世界上究竟是为了什

么 ? 但我想来想去也没有想清楚一个活着的冠冕堂皇 的理由 。 我其

实想到 了爱 , 想到 了 我为爱我的人活着 , 为我的 亲人活着 , 为牵挂

我 的人活着 , 为一个或者无数个希望而活着 , 为一个没有实现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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