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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读

□ 王 媛

鱼 鱼 雅 雅鱼 鱼 雅 雅
——读《任凭世事变化，内心鱼鱼雅雅》

周国平先生带孩

子逐一拜访西方两千

年里那些最智慧的头

脑，倾听他们人生问题

的讨论。同时激发读

者同样的求真热情，在

人生的道路上做一个

自觉的思考者和践行

者，培养孩子独立的人

格、提升批判性思维和

逻辑素养。
给孩子的哲理

在这个鸿雁传书

已成过去时的即时通

讯年代，被印刻在泛

黄书信上的一字一句

显得弥足珍贵。纸短

情长，朱生豪用他短

暂的人生，诠释了一

生只够爱一个宋清如

的深情和浪漫。

醒来觉得 甚是爱你

排毒这样吃
——养颜瘦身气色好

这本书中详细介

绍了怎样用平常的食

材做出健康的饭菜，

让你在日常的吃吃喝

喝中排出毒素，身心

轻松。爱自己，从合

理饮食开始，从这本

书开始。

本书是太宰治短

篇小说集，撕掉虚构的

遮羞布，写尽青年的彷

徨无措。

虚构的彷徨

美得窒息的唐诗

形 美 、意 美 、音

美，这是一本中英文

唐诗诗画集。品味古

诗中的四季之美，山

川草木、闲阳流水人

间味。唯美古风英译

本、唯美古典国学必

读经典，连外国人也

能读懂的中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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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看见“鱼鱼雅雅”这个词，

其实是不太明白其中之意的。后来

看到解释：鱼行成贯，鸟飞成阵，形

容车驾前行威仪整肃的样子。再推

及到“内心鱼鱼雅雅”就是指内心威

仪整肃，风度优美，宠辱不惊。我

想，这样的一种心境和状态，正是我

所喜欢和仰慕的，于是翻开了这

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水姐，85后，浙

江人，清华大学硕士毕业。水姐，应

该是一个笔名，却是一个很大道至

简的名字。水很简单，但水有三态，

水至柔却可滴穿石头，但水总有一

个源头，所以在这本书里，中国传统

文化应该就是作者思考和感悟的

源头。

说实话，这本书里，作者自身的

笔墨并不多,大多是对史书的引

用。但吸引我的却是此书的创意、

结构以及作者对于生命成长过程中

的种种融会贯通的所思所悟。全书

分4卷、20个篇章，选取20个动物以

及古代神话传说里的神兽，来隐喻

精神生命的每个阶段。

书中每个章节的设计都非常合

理。开篇先简要介绍出处，比如“豹

隐”出自《烈女传》、“鹿蕉”出自《列

子》等等，这个部分以史为证，充分

展露了作者深厚的阅读积累和写作

此书的创意来源。

介绍完出处以后，第一部分开

始介绍每个动物的特性，并穿插着

一些关于动物习性的小故事。比如

在“豹隐”中，作者说：“南山上有一

种黑色的豹子，为了使自己的身上

长出花纹，可以在连续七天的雾雨

天气里不吃东西，躲避天敌。”也就

是说，隐，不是找个地方藏起来就可

以了，“隐”是一种斗争和煎熬，在

“隐”的同时，要历练出一身斑斓的

花纹。后以“豹隐”比喻隐居伏出，

爱惜其身。

第二部分是引经据典，详细介

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于每个动

物赋予的精神层面的象征和指代，

比如写到“鹿”时，说：逐鹿中原，是

群雄争夺天下。天鹿是汉族人传说

中的灵兽，是祥瑞之物，南极仙翁的

坐骑是白鹿精，鹿树是菩提树的

别称。

第三部分则是作者自己的观

点，通过前几部分的铺陈，表达了作

者对现代社会环境下自己精神生活

的思考以及写作这本书希望达到的

目的，即：希望读到这本书的你，也

能追求清新淡雅的人生状态。

作者用二十种动物串起一个人

从十岁到七十岁的旅途，所以才有

了十岁左右“豹隐”的发现初心为开

篇，及至七十岁“獬豸”阶段的内心

清明、回归自然作终结。比如《犀

照》篇所述，古代男子的 15 岁至 20
岁，正是舞象之年，就应该是人建构

自身秩序的时期，面对混乱、无序的

外界环境，就需要内心“鱼鱼雅雅”，

建立起从容有序的内心秩序，向内

探求，而不是向外索求。而到了“弱

冠之年”就应该知行合一，如风虎云

龙般去践行自己内心的愿望和想

法。至于四十以后的“不惑之年”，

则又可如“鹤鸣”般随时复归初心，

随 时 复 兴 曾 经 那 个 优 雅 单 纯 的

自己。

这本书最让人脑洞大开的是作

者的创意，作者用二十种动物所代

表的文化意象和每个个体的生命年

轮以及生活中的顿挫一一对应，给

人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很深很透

彻，但并不沉重。书中作者自己对

于“生命奥秘”的理解也分散在二十

个动物的二十个章节里，比如在写

到犀牛时：犀照，形容人眼光独到。

虽然难以摆脱生死之困，但是活着

就要尽力洞察世间的本质。而轮到

猫时，又赋予了新意：要滋润人心，

总要有一些这样神秘而又平常易得

的存在。就像艺术，好像很远，又好

像很近。这世间，唯有道德和才情，

永恒。凡此种种，都给人一种全新

的生命体验。

除了鱼和鸟，其他在这本书里

提到的动物们，都有各自的雅智和

从容。每个动物都携带了一种灵

性，从传统文化中翩跹而来，带着古

老的智慧，与我们一起对抗虚无、对

峙焦虑，我想，只有怀揣这股能量，

我们才可能内心鱼鱼雅雅地享受自

己的时光吧。

带柄石锛1978年5月出土于

溧阳古沙河故道中,系国家一级文

物。器物通长32厘米，宽18.5厘

米，高6.2厘米，由石锛与木柄两

部分组成。石锛为有段石锛，正

面呈长方形，背面上部有段，通体

磨制光滑，棱角齐整,刃口有使用

的崩裂痕迹。木柄保存较好，头

部粗大，握手处变细作扁圆形。

出土时石锛段部正好卡住木柄的

卯口,先民以石锛的顶头装入木柄

头部凿有的卯口内,运用榫卯方式

安柄使用。南京大学地理系碳14

实验室曾对相关木器标本进行检

测,测定年代为距今 4433±111

年，大致相当良渚文化晚期（见肖

梦龙《试论石斧石锛的安柄与使

用——从溧阳沙河出土的带木柄

石斧和石锛谈起》）。

2007年在浙江余杭南湖的良

渚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带柄石

锛。包括苏南浙北在内整个良渚

文化区域都有相同结构的带柄石

锛（斧）出土，这为这类石器的按

柄方式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实物证

据，榫卯结构的石锛（斧）安柄方

法在当时确实广泛存在的。带柄

石锛的出土为研究原始社会人类

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

讨原始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

平有着重要意义。

（市博物馆黄诚供稿）

好的诗歌——就好

比一份年中报表——应

该具有意识向外延展的

功能性。无论是扩大感

情的空间，还是发展批

判性思维都是上佳的

选择。

——德国作家汉

斯一狄特・格尔费特，

《什么算是一首好诗》

一件艺术杰作或一

个科学发现给我们留下

的印象就像是感觉到一

条新开启的地平线，不

是吗？若缺乏这种感

觉，那便不是独特，而是

熟悉。换句话说，制造

的能力有赖于地平线，

而不取决于人们的决

心、雄心或素养。

——布罗茨基，《猫

的“喵呜”(凤毛麟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