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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将《云头艳》看到一半时，
回头想起这篇长篇小说的作者的名字

“畀愚”，其中一个我不认识。畀和
“毕”同音，意思是给予，委任。畀
愚，是一种古语，指的是让人感到愚
昧、无知的样子。

近期火爆的电影《消失的她》里的
男主角朱一龙，当年曾因主演电视剧
《叛逆者》而走红，《叛逆者》原著是畀
愚所创作，他还是《江河东流》《纯真
年代》等作品的作者。畀愚不是笔名，
是他的本名。

《云头艳》是畀愚的长篇新作。讲
述的是一个现代的故事。小说的情节并
不复杂，围绕女主人公豌豆串联起两个

指涉意味很强的话题——爱情与职场。
男主人公呼风唤雨、长袖善舞，但是，
他被欲望控制的畸形人格背后犯下的一
桩桩罪行让他无法自赎，也无力回天，
小说的最后，他自觉再也无可遁逃，竟
将自己送进瓷窑，粉身碎骨。

执念太深终成魔。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欲

望买单，被困在时间的羁绊与无解的漩
涡里经受风暴，正正反反，无人例外，
更无人逃离。一开始怎样的波澜不惊，
后来就有了怎样的惊涛骇浪。在罪与
爱、黑与白、正与邪的交织中，畀愚书
写又惊悚又温暖的故事。无法跳跃式地
阅读，必须细品，才能读到故事的精

髓。
1997年，百无聊赖的畀愚，看书打

发时间，在小镇的图书馆只有《收获》
《当代》和《花城》三本文学期刊，看
得多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也能写小说。
2000年，畀愚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从此
开始了作家生涯。

有网友说曾经在第一届浙江作家节
上见到畀愚，他总是温和的，和人群保
持着若有若无的距离，他总是自得其乐
地欣赏风景，偶尔和人斗几句嘴，很快
败下阵来也不觉得难堪，兀自快乐
着。

他一直生活在浙江嘉兴老家，比较
低调，从未开办过新书发布会和讲座。

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能写东西的人，
不浮夸，不做作，身体里保留着自我。
小镇上的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个曾经被他
们轻视的下岗工人如今已是个作家，小
镇一如既往，而他，早已经破茧而出。

浙江嘉兴西塘，我在六年前去过一
次。是一个古朴又现代的江南小镇，有
着水乡的风韵，又充斥着时尚的热潮。
畀愚能写出那些佳作，我认为是地灵人
杰的结果。

在 《云头艳》 书评里有这样的评
价：堪称中国版《白夜行》。那么，链
接下去，再看《白夜行》。阅读的最大
乐趣，莫过于就这样让书里的世界无限
延伸吧。

2023年 2月，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知其所止：中
国古代思想典籍绎说》。作者潘星
辉，生于1971年生，广东番禺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任职于上海
交通大学历史系，编著较多有《明
经世文编》《返魅之旅：中国古代美
术异史》《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
《石仓契约》等。

《知其所止：中国古代思想典
籍绎说》遵循“典籍选讲”的方式，
选择思想史的角度，针对《论语》
《孟子》《庄子》《朱子语类》等古典
名著，进行文本分析、思想阐述，融
文史于一体，诠释中国古人的价值
观，见微知著，一窥中西文脉的根
本性差别。

朱光潜先生是著名的美学家、心理学家。1936
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文艺心理学》。封
面装帧，简约至美：朱先生毛笔自题书名《文艺心理
学》及署名“光潜自题”，分作大号字、小号字两列竖
排封面正中，别无其他图案、文字，封面白底黑字，显
得清爽端庄。日后他的译著《美学原理》由正中书局出
版，书名位于正中，竖排入目，尤为醒眼，作者名、译
者名、出版社名均为小字。整体装帧风格与《文艺心理
学》保持一致。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
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源自唐太宗的治国名言。法学专

家、报人王旭，对此坚信不疑。数年
前，他以二十四史为基础材料，又查阅
研读《左传》《夏书》《诗经》等众多史

料，搜集了历朝历代的贪官故事，编写
了这本厚厚一册 《贪腐史鉴》。日后，
此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名为《贪腐
史鉴——二十四史上的那些贪官们》。
封面绘有一位清朝官员，熟悉清朝历史
的读者们一看便知那应该是大贪官——
和珅。

《贪腐史鉴——二十四史上的那些
贪官们》 的封面勒口印有“内容简
介”，对于此书内容做出相对公允的评
价：“本书是一部专涉贪腐主题的历史
人物随笔,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一
部收录人物最全的历代贪官评传。书中
自二十四史挖出两百多名涉身贪腐的历
史人物。”这两百多名历史人物，有人
们熟知的李斯、赵普、贾似道、蓝玉、
严嵩、魏忠贤、阮大铖等，也有鲜为人
知的后胜、郭开、四横、赵忠、邓通、
王国宝等。他们为何会走上贪腐的道路
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们腐败的缘由
全部推向封建制度，归结为封建时代的
必然结果。的确早在《左传·昭公十四
年》 中，就有“贪以败官为墨”的说
法，贪官就为人所不齿，被称为“墨

吏”：有污点的官员。那么，贪官的历
史为何贯彻整个封建时代呢？我很赞同
王旭在《贪腐史鉴——二十四史上的那
些贪官们·序篇》中所分析的观点，纵
观腐败基本贯穿人类的历史，这不仅仅
是封建时代特有的“产物”，这与人性
和制度有关。王旭分析如下。腐败存在
的前提，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私欲膨
胀，二是有可利用的权力，三是缺乏制
度制约。

以史为鉴，若要理解上述三个条件
在封建时代“合力”产生的“负作
用”，借助《贪腐史鉴——二十四史上
的那些贪官们》中的经验教训，不妨从
北宋建国前后的腐败说起。封建社会的
统治阶层从上到下很像一座金字塔。若
以宋初为例，塔顶就是赵匡胤，位于塔
顶下面的便是文臣武将。文臣的代表便
是赵晋，他几度沉浮，于宋初出任丞相
一职。他在“陈桥兵变”中拥护赵匡胤
为皇帝，日后又提出“半部《论语》治
天下”的理念。武将的代表是石守信。
石守信参加过高平、淮南的战斗，又与
赵匡胤等人结拜成为“义社十兄弟”。

《贪腐史鉴》读后有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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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文：新艺术植物装饰》
□黄小松

2023年3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
文本《万物有文：新艺术植物装饰》。本书作者为
里斯·皮亚尔—韦纳伊，译者为沈逸舟。韦纳伊
（1869—1942），法国新艺术运动领域中的艺术
家，早年师从欧仁·格拉塞，擅长设计海报、布艺、
陶瓷，著述甚丰，有《符号、纹饰和属性词典》《装
饰中的动物》等。

纵观人类的历史长河，运用植物装饰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后来相关设计、技艺传
至欧洲，古希腊人大量运用棕榈叶、玫瑰，增强植
物纹样的装饰作用和审美情趣。《万物有文：新艺
术植物装饰》不忘人类古老的植物纹样装饰艺
术，介绍数百年来在工业运动兴起的冲击下，传
统的艺术家、设计师们秉承“手工”原则，追求“自
然”趣味，走入院子、田野、河边，仔细描摹着各种
各样的植物，将大自然的馈赠——美丽的植物，
带入服装、桌布、陶瓷、摆件、墙纸、玻璃中——进
入人类的生活中，将美传递向远方。

《知其所止：中国古代思想典籍绎说》
□倪梅

潘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