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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到胡安·赫尔曼，是那两首流传甚广
的《动物》和《手》，可能还有《墓志铭》。这几首诗
确实属于他最好的作品之列，诗意简洁而又丰厚，
在表达上并不晦涩，也不深奥，但又有着多层次的
想象、追寻的内蕴。一个很有意味的地方是，这本
诗集的第一首诗即为《墓志铭》，这是他青年时期
的作品。这个标题似乎暗示着胡安·赫尔曼的诗
歌写作是倒退着走的，他首先写下了《墓志铭》，然
后才进入爱情和理想热望，走向青春。在他的第
一本诗集《小提琴及其他问题》扉页上，写着“但愿
有人能抓住你的尾巴/魔法-幽灵-雾气-诗歌！”这
并列的四个词就是诗歌的数种变身，或者说是他
对诗歌的定义。

魔法。他的诗歌是心灵的魔法。他有着极强
的感受力，完全打开自己，像打开一个魔法，让它
用直觉、触目所及来把握并打磨一首诗歌，使它最
终呈现出来时更加新鲜。比如《墓志铭》中，他化
身为一只鸟、一朵花和一把小提琴，坟墓和死的沉
重化为生命和艺术的轻盈与飞扬，传递着生之美
好。鸟儿、音乐、色彩是他一再写到的，而鸟、花和
提琴这三者很好地概括了他的写作母题：美、艺术
和飞翔。这三者都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的痕迹，
但由于南美风暴的冲洗和海水辽阔气息的浸润，
它们已经全都变形，成为现代主义的艺术。这样
一来，读者在这首诗中所读到的已经不是死亡，而
是重生；不是哭泣，而是赞美。这种诗对生活的转

化，是真正的魔法，也是胡安·赫尔曼最看重的魔
法，它让生命和世界焕然一新。

幽灵。是一个灵魂反对者，一个玩精神跷跷
板时必不可少的同伴。在《我们在玩的游戏》这首
诗中，每当诗人举出一个A，同时就会出现一个非
A，如同影子与本体，相伴相生。诗人一边强烈反
对，同时又热烈拥抱。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双向运
动中产生了诗歌。应该注意到这幽灵是来自他自
身，来自从镜子里走出来的另一个我。他既是诗
人的亲密者，同时又是诗人的反对者。也就是一
只蹲伏在诗人肩头上的猫头鹰，它镜筒般的双眼
时刻在检视。当诗人开始写作，他就面对着一个
幽灵，它可亲可爱，又赠予痛苦。“是幽暗的脸庞写
下这些，仿佛射向死亡的子弹。”（《诗艺》）这语言
的子弹以其在心灵中爆炸的威力同时也会将读者
一起击倒。

雾气。也是香气，一种诗意的弥漫。我猜想
胡安·赫尔曼一定受到过超现实主义者的影响，这
从他擅长写散文诗可以看出，而另一个例证就是
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那种反常的粘连式断句
法，这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手法。这使得这些诗
句看上去似乎是在精神雷击之下被一股脑撞出
来，无法以常规的形式列好队形，呈现在笔端。也
就是内心走到了语言的前面，意念仍然结块在一
起，语言还没来得及将它析开。“心脏/为一个女人
猛烈地搏动/沿着世界的屋顶疯狂地飞行/而一座

座城镇起火，旗帜飘扬。”（《看法》）这样的表达完
全打破内外的界限，它拒绝指称心与物的对应，而
追求物象即是心象。

有些诗歌是用词语的大米煮粥，在不断加热
烹煮之后，在一碗粥诗里，仍可以看出米粒是米
粒，汤汁还是汤汁。而胡安·赫尔曼的诗是一杯咖
啡，煮好之后，咖啡豆和水都消失不见，但它们就
在褐色的汤里，无从还原的咖啡豆紧紧拥抱着水
分子，用香气为整个世界涂上明暗变换的色泽，端
到人们面前。尝试去分辨咖啡豆和水是荒谬的，
你只能一口饮下，然后慢慢回味。那首著名的
《手》这样写道：“不要把手放进水里/因为会变成鱼
游走/不要把水放进手里/因为会引来大海/以及海
岸/让你的手就这样/在她自己的空气里/在她自己
里面/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手”“鱼”和“大海”完
全融合在一起，成为同一片水域，共同流向无限，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让人惊叹的是，在诗人八十多岁高龄时，他仍

然写出了这样的文字：“弥留的蜂鸟闪光如珠宝。
她飞行的光芒，她的不安，她的面具，死亡的第三
人称，在月光下短暂。她的离去多迟缓。瞬间的
炽烈把幽暗的土地变为一夜尘埃的不眠。”这样的
诗句是综合的、直击灵魂的，我们一边读一边看见
月光映照之下，蜂鸟的变身，如遗世独立，迅捷又
迟缓，暗魅又热烈，以闪电般的速度瞬间击穿弥漫
笼罩的雾气，穿过大地之上幽暗的尘埃。

唤醒心中的猫鱼 □杨帆

《猫鱼》
陈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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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演员陈冲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猫鱼》，一
个自足随性的精灵形象跃然纸上。在这本632页
的书中，陈冲写上海的童年旧梦，写家人的精神历
程，也将自己从影故事娓娓道来。她用一支笔，邀
请读者走进纸上王国。

从影四十余年，影迷从陈冲塑造的小花、娇
蕊、婉容等经典女性角色中，一探她的艺术造诣。

从2021年第7期《上海文学》开始，这位享誉
国际的知名演员在专栏“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
么”连载文章，又为影迷打开了一扇以文识人的大
门。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与影迷相约专栏的交
流，显得格外特别与从容，犹如飞鸽传信，一期一
会，共话絮语旧梦。2024年6月，多篇专栏文章结
集成册，由理想国出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就成
了这册《猫鱼》。

陈冲的戏好，文字也妙。她是讲故事的人，寥寥
几笔，足见真心。她也品评文学艺术作品，提及金宇
澄的《繁花》，她直言：“提到史诗，没有人会联想到弄
堂里老虎窗、二楼里的爷叔、华亭路摆摊位的小琴
……然而我觉得《繁花》不折不扣是一部现代史诗，
充满了悲剧英雄和喜剧情节。哈哈镜里的悲剧。”

读她的文字，就像冬日喝下一碗冒热气的奶
汤鲫鱼，回甘微甜，久久不能忘怀。这不是写作技
巧，而是以生命体察生活得来的观察，难能可贵。

我想这或许与她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的沟通方式
——书信，有莫大的关系。

M，一个异性好友，还保留了多年前的信笺。
在车马邮件都慢的岁月里，少男少女靠着白纸黑
字交换各自生活的况味，却始终发乎情，止乎礼。

“我常常想你们。”这是唯一称得上直抒胸臆的句
子，却也带上人称复数。

陈冲曾在电影《末代皇帝》剧组，结识了日本作
曲家坂本龙一。几十年后，两人偶尔的交流也以书
信的形式展开。一来一回，互相问候着新年。但
2023年3月28日之后，陈冲再也无法收到来自“教
授”（粉丝对坂本龙一的昵称）邮箱的回复，她默默
缅怀老友，那个依旧对艺术虔诚、依旧拥抱新生事
物的灵魂。纸短，情意长，这来自旧时光的书信式
交流，也成就了《猫鱼》文字独有的质感。

陈冲是上海人，书名来自上海话“猫鱼”，指的
是漏网的小鱼。它们不上人们的餐桌，只进小猫
的肚子。

上海之冬，一只反复挣扎在生命边缘的“猫
鱼”死而复生，成了“我”和哥哥陈川童年中唯一的
奇迹。“猫鱼”，是生命里转瞬即逝的灵感，是人的
本性里被遗忘或隐藏的真相，也是日常生活中体
验的每一个奇迹。

幼年所见的某一幕，也许会成为后面一生艺

术生涯的发端，猫鱼之于陈川是如此，剧团生活之
于陈冲亦是。

清晨六点，陈冲和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的同
学一起，穿棉布灯笼裤练功，摸住腹腔开嗓。为了
克服平翘舌音、前后鼻音的发音障碍，陈冲在剧团
每天念几十遍绕口令，直到舌头发硬。“学好声韵
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160字的口令，直到
几十年后的今天，她仍然能够倒背如流，不可谓是
另一个训练上的“奇迹”。这样热忱的态度，从陈
冲接演的第一部电影《青春》开始，一直如流水般
淌过了几十年的艺术时光。

在《猫鱼》中，读者也能见到陈冲的性情，浓淡
相宜。童年，她生活在上海平江路的老房子里，若
非一张新照片的细节，她也会被错位的记忆瞒
骗。只好拿出一张张老相片，从拍摄的角度和陈
列，去细细辨认昔日的岁月，因为“那是照片为已
丢失的记忆接的假肢”。她的回忆，没有倾泻而出
的怀恋之情，却有“回首眺望时，它会永远地在那
儿”的笃定，泛着淡然温和的情愫。

整个一本《猫鱼》，都是陈冲往昔岁月的见
证。陈冲写下来，是为留存，而非停滞在某一个阶
段。猫鱼会向前，人亦如此。我们不妨唤醒心中
的那一条猫鱼——摆动全身，睁大双眼，奋力向更
远的地方游去。

东瀛六人说江南 □王翔宇

有人说，日本人研究中国，细致深入；中国人
谈日本，肤浅表面。姑且不论这一说法是否对错，
有无道理，而不争的事实是，日本人有大量的关于
中国的研究解读，当然在这其中，也有南辕北辙望
文生义者，也有过度解读隔靴搔痒者；但，毋庸讳
言，也的确有不少扎实有理高屋建瓴眼光独到者，
更有不少见微知著别开生面者，日本森正夫等六
位学者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称不上披荆斩棘
另辟蹊径，却以其认真、深入而令人印象深刻。

江南的研究很热，三角洲的研究很受关注，热
在于她的经济活跃，她的科技跃升，她的治理架
构，她的文化魅力，她的示范作用，她的辐射能力，
甚至在国家层面上就三角洲地区也已经有了联动
机制，旨在推动这一区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
进程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森正夫等六位日本
学者有感于江南三角洲在中国乃至在东亚的独特
地位，他们把这一区域与东京周边进行比对，他们
更感于仅仅局限在文献资料上搜求爬梳的掣肘，
难以更深入地解读感受这一地域的现实律动与生
机勃勃。于是乎，他们联系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
有关学者，更与三角洲地区有关行政机构接洽联
络，到长江三角洲选点蹲点，深入考察，看《江南三
角洲市镇研究》的序章，既感慨于东瀛学者的认真
踏实，也对他们如此事无巨细的一一记录不无厌
烦。森正夫等人限定他们所研究的三角洲范围，
北抵长江南岸，南到湖州、嘉兴，西到镇江、金坛，
东到东海岸边，东西距离约220公里，南北距离约

140公里，在历史上则包含了明清时期的镇江府、
常州府、松江府、湖州府、嘉兴府等。森正夫提到
了费孝通、邹逸麟、樊树志等人的研究，也提到了
江苏的范金民、朱通华等，他制表罗列了寻访有关
地方的详细情况，给人以累赘拖沓照单全收之感。

《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的开篇是海津正伦的
《中国江南三角洲的地貌形成与市镇的分布》，海津
正伦不提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不说伍子胥与范蠡文
种，他提到在南方“镇”的由来，江南三角洲的地貌，
三角洲形成的有关前人研究，江南三角洲的沉积物
及其年代与文化遗址分布，此一地域之内的地貌变
化、市镇的分布与地形环境，他以明清时期苏州府、
松江府的市镇数量变化数据来说明这一区域的经
济嬗变。与海津正伦这一较为枯燥乏味的研究相
比，森正夫的《朱家角镇史略》就显得较为清新好
读，引人入胜。森正夫研究朱家角镇特别提到了费
孝通在40年前刊发在《江海学刊》上的《小城镇 大
问题》，他对当时朱家角镇镇长的访谈、明清时期的
朱家角镇基本情况，森正夫主要依据《珠里小志》
《青浦县志》进行生动翔实的勾勒描绘，因为棉花交
易而兴盛的小镇，被多人以陈金浩的《衢歌》所刻画
的朱家角：鱼米庄行闹六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
泾不及珠街阁，看尽图经总未知。珠街阁就是朱家
角。太平天国时期与近代以来的朱家角镇的跌宕
起伏，这里的米市兴盛引起了森正夫的强烈兴趣，
他有一“青浦县十九世纪后期创业的定期班船一
览”，总计有58班，每一班次的起点、终点、经过地

点、船舶种类、创始时间、经营主体与往返次数，森
正夫都一一列举，锱铢必较。稻田清一的《清末江
南的镇董》以松江府、太仓州为中心，聚焦“镇董”这
一群体，辨析镇董与生员的关系，顾炎武的《生员
论》，稻田清一特别以茅盾的祖父为例说明这一阶
层的经济基础、主要工作、管辖区域及其起源，从而
得出结论：从嘉庆年间的1800年前后起，镇董制在
江南地区已经确定下来。所谓镇董制，就是指由市
镇内居住的生员阶层中有能力且有意愿者担任镇
董的体制，他们在接受官府资助的同时，利用“商
捐”“茶捐”等与市镇密切相关的财源，以市镇的街
市区及其周围的农村地区为对象，开展水利、救济
等各种事业，且该体制并非只囿于一两个例外的市
镇，而是覆盖到全县范围。高桥芳郎则以朱家角镇
为例，来解读审视“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林上
的研究题目是上海市周边地区聚落系统的空间结
构，聚落的层次性，聚落的分布模式，行政区域的规
模与形状，聚落的人口规模和形态，聚落系统的空
间模型，他特别提到了汽车大众化与聚落形态的改
变问题。石原润依据《全国主要集市名册》，研究了
苏州市及周边地区集市的状况，这些研究虽然都是
依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情况而
展开，但这些东瀛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深入精神，还
是给人以启迪与借鉴。

江南往往给人以诗意的想象，而现实的江南经
济的江南，我们往往流于表面，大而化之，这些日本
学者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侧面的江南。

《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
[日]森正夫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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