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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圖文：草草

我為什麼離開高盛

超過 300 萬人閱讀了格雷
格．史密斯在《紐約時報》發
表的「我為什麼離開高盛」。
文章像病毒迅速傳開，變成引
領世界潮流的話題。這篇文章
觸動了公眾的神經，使他們對
於華爾街在社會中所起的角
色，以及銀行界在短短的幾年
之中就讓世界經濟一蹶不振的
「賺了錢就跑」的心態產生了
質疑。在本書中，史密斯向讀

者描述了專欄文章中無法包含的細節內容。他的故事開
始於2000年夏天，當時，他懷揣夢想，初到高盛公司做
一名實習生，學習高盛的商業原則。他從實習生做到銷
售交易員，替客戶掌管着超過一萬億美元的資產。科技
泡沫期間，史密斯面臨諸多鬧劇：9.11慘劇、大熊市、
房地產過度繁榮、巴菲特拯救高盛。史密斯引領讀者踏
上他在高盛公司的個人旅程，帶領讀者進入這家世界上
最強大的銀行。

作者：格雷格．史密斯
譯者：徐彬
出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藝術的慰藉

我們都知道藝術很重要。評
論家們熱切地討論它，教育家
們致力於推廣它，藝術家們透
過近乎玄妙的方式創作它，一
般民眾戰戰兢兢地接近它，而
附庸風雅的有錢人們，則競相
追逐它。 而在這一切華美崇
高的外表下，有一個最根本的
問題，沒有人真的知道答案，
也沒有人敢問，那就是：
「呃，所以，藝術是幹嘛用

的？」 英國最受歡迎的才子作家艾倫‧狄波頓免除了
我們的尷尬，透過這本有上百張珍貴精美彩圖的《藝術
的慰藉》，為我們解答了這個關於藝術的大哉問，他
說：「只要對我們具有療癒效果，就可以算是重要的藝
術作品。」

作者：艾倫．狄波頓、約翰．阿姆斯壯
譯者：陳信宏
出版：聯經出版

雌性生活

本書收錄2013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的八篇短
篇小說，它們彼此聯繫、被評
論家視為是作者的長篇小說，
記錄了一個在一九四○年代、
於安大略省鄉下長大的女孩的
心路歷程。黛．喬登的家原本
離群索居地位在弗雷茨路盡
頭，家裡經營的是銀狐農場，
而她此時的同伴基本上就是一
個性情古怪的單身漢（農場工
人），與粗魯無文的年幼弟

弟。當她開始住到鎮上，身邊開始被女性圍繞。在這些
不知情的導師，以及她自己接觸到的性、生與死之下，
黛探索了成年女子的黑暗與光明面。而她始終聰慧、機
智地觀察並記錄小鎮生活的實相。於是我們看到艾莉絲
．孟若充滿力量的、動人的、充滿幽默感地演繹了你從
未想過的，女孩與女人的生活。

作者：艾莉絲．孟若
譯者：蔡宜真
出版：木馬文化

台灣小吃行腳

藉着捷運和高鐵，舒國治晃
遊的腳步更遠了。從麻醬麵、
魚丸米粉、豆漿燒餅，到綠豆
湯、潤餅、麵線糊，甚至美式
三明治或大飯店的健康蔬食自
助餐，他談小吃、談老街坊、
談台灣的美景風光、談台灣的
人情溫暖，更談的是滿足現代
人心靈匱乏的一種完美的理想
生活。就讓我們跟着舒國治一
起晃遊，吃遍美麗的台灣吧！

作者：舒國治
出版：皇冠文化

The Queen of the Tearling

《飢餓遊戲》加《冰與火之
歌：權力遊戲》的奇幻之作，
即將改編為電影，由艾瑪‧華
生領銜主演。Kelsea公主十九
歲生日那天，得回去王國接掌
大位，並且整頓國家。她只是
個愛看書的平凡女孩，對於治
國一無所知，而且早就有人虎
視眈眈，無所不用其極，就是
要讓她進不了王國首都。書中
充滿魔法冒險、刀光劍影、權
力爭鬥，有媲美《飢餓遊

戲》、危機四伏的奇想世界，有活靈活現、個性各異如
《權力遊戲》的角色，還有前所未見的女主角。

作者：Erika Johansen
出版：BANTAM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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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文律於《N地之旅》（2010）出版後四年，完成
他最新的小說《籠子裡的天鵝》。你可以把這書稱為
長篇小說，也可以說是兩個中篇的結集，原因是書中
的兩個故事〈籠子裡的天鵝〉和〈柯貝莉亞的洋娃
娃〉既可獨立成篇，但彼此又互有關連，是關於一個
家庭的故事，也因此這書被放在「家庭誌系列」中。
前者是關於家中的姐姐的，後者是關於妹妹的，而家
庭中還有一個媽媽和一個弟弟。這是一個無父的家
庭。
若對鄒文律的小說略有認識，就會知道他《N地之
旅》與早期作品《尋找消失的花園》（2006）在風格
和主題上有很大的不同。《尋找消失的花園》筆調以
抒情為主，故事中雖有困境，但又不忘帶出希望和救
贖；然而到了《N地之旅》，鄒文律就破開這種抒情
的風格，轉而以疏離的筆觸表現異化的世界。故事世
界也由發現人情味之可能滑到探索城市人的異化和城
市的規訓。N地本為夢想之地，但其中出發尋找N地
的旅程往往不過幻滅，最終變成不得自由。
鄒文律這次在文學語言上再往異化那端多走一步，
小說中不少地方借用了韓麗珠的筆法，製造出描述和
閱讀的疏離效果。例如班主任與母親的對話：「只有
充足的光線才能確保家長和子女清楚看見成績單上的
每個數字。」（頁146），就很有韓麗珠的味道。不
單是語句，家庭的設定也與韓麗珠的小說相像：無
父、獨母、姐妹等。當然，鄒文律始終不是韓麗珠，

韓麗珠小說固然談到城市的異化，但她看來比較關注
倫理關係，例如人與人之間的愛與恨，像《灰花》、
像《縫身》。至於鄒文律，他的小說更願意與現實世
界貼近，去處理人與城市的糾結。〈籠子裡的天鵝〉
講述家中的姐本是芭蕾舞學員，但因着荒謬的禽流感
使她準備要跳的《天鵝湖》受大眾攻擊。舞者的夢想
破滅，但她卻發現，自己渴望跳舞的心能在「籠子」
裡安定下來。
所謂「籠子」，就是高價卻又狹窄的私人樓宇單

位。如此她努力向上、爬升、賺取金錢購買「籠
子」。這裡，我們讀到我城人安定自身的弔詭心理置
換過程——夢想本外於爬升，然而城市荒謬的處境把
夢想這個選項刪去，有慾望的人不能懸空這個位置，
卻又無法把位置填滿，於是把慾望位置移置，與城市
的慾望位置等同。這樣，姐姐就能外表當個良好的I
城人，而內裡維持着她那份自我扭曲的慾望。雖然姐
姐能保全自我，但夢想已被扭曲了，而天價的「籠
子」使她的慾望愈趨扭曲，最後她只能從家中離開，
把自己扮演成C國富豪的女兒。交換於此完成：C國
老富豪買入女兒，以填補他失去女兒的位置，而姐姐
則終於搬進了「籠子」。
〈柯貝莉亞的洋娃娃〉中的洋娃娃是I城的CP

Doll。洋娃娃的擁有者能透過CP Doll發聲，而故事
主角家中的妹妹映早已習慣以洋娃娃發聲，而她自己
則不再說話。這個故事並非關於溝通之阻隔，只不過

是想寫一個與常人不
同的人如何在I城覓
得一己之所。在前一
個故事我們讀到鄒文
律扭曲的移置，而他
的善良和同情心在此
篇中又再次回來。妹
妹雖然有這個「不說
話」的症候，但作者
不停為她開路，讓她

受人賞識，在保險公司中隨意讓她擔任她喜歡的崗
位，並讓她神奇地在這崗位上恰如其份。後來她選擇
離開後，又讓她找到山上的療養院，讓她可以發揮所
長，在院中為洋娃娃設計與別不同的衣裝，不單能以
此過活，還找到了自由：「映忽然發現，身體隨着縫
紉機的和唱律動，也是一種曼妙的，自由的舞姿。」
（頁209）
如此，我們讀到鄒文律於異化的扭曲和抒情的同理
心之間的拉扯，在這小說集中分裂成兩個故事，分裂
成兩個角色。而往後的「家庭誌系列」或許要回答
的，就是扭曲的殘忍與同理心的善良，如何於這個異
化的城市中，辯證地結合在一起，找到主體的出路。

書評《籠子裡的天鵝》——分裂出扭曲和善良
《籠子裡的天鵝》
作者︰鄒文律
出版︰ kubrick

文：譚以諾

開悟人生智慧
無論是隨筆《行願無盡》中所記述的
參訪藏傳佛教密宗高僧大德的獨特修行
體驗及人生歷程、家族的集體生命變
遷，還是長篇小說《世事天機》所描述
的真實得令人震撼的現代官場與商場的
謀權斂財之戰、情感之爭，或是更多其
他的作品，楊志鵬都秉持「文以載
道」，用心靈書寫我們所尋找的精神依
托，闡釋信仰與迷信的根本界線，以自
己的正知正念化解讀者的迷茫與煩惱，
為讀者提示了通向人生自由之路的可能
選擇。「所謂『道』，它既是老子、孔
子的道家、儒家思想的根本，也是佛
陀、是基督、是真主，他們的本質都是
相通的——那就是信仰的力量，是探索
宇宙與生命的真相，是追求終極幸福的
真諦，這也是我想傳達給讀者的，引導
他們讀書之後自己去感悟和尋找人生和
幸福的真諦。」楊志鵬在採訪中說。
楊志鵬發表於2013年的代表作《世
事天機》，使他在心靈類小說達到了又
一個新的高度。這部作品描寫了繁蕪叢
雜的世事糾葛與人性變化，整部小說從
頭到尾都始終保持着一種旁觀者的冷靜
態度，在一種平實的敘事中一點一滴地
挖掘了一條當代社會變遷的長河，幾乎
現實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在這條長河中找
到自己的倒影。楊志鵬的寫作，沒有條
條框框的束縛，相比語言的形式與辭藻
的修飾，他更看重文章所傳遞給讀者的
思想感情與靈魂高度。楊志鵬說：「我
寫作的結構偏簡單，因為我覺得很多寫
作技巧有時候只是人為地把事情複雜
化，古人所達到的最高境界是現代人目
前無法超越的，不論是他們的思想、哲
學理論還是文字，所以現代人才以複雜
化來追求超越，但這是盲目的，所以我
更傾向於以自然的方式和節奏寫小
說。」所以，他的文字大部分都是根據
他自身感受提筆而就的，感情流露真誠
自然。不管是之前作為農人、軍人、商
人、作家還是佛家的禪修者，他從各個
角度都對生活有着深刻的見解，而他這
看透人生百態後的獨特視角也在文字中
自然流露。他的筆觸睿智而溫厚，免去
了俗世的塵囂，它所蘊含的心靈撫慰、

禪宗感悟和彼岸關懷恰恰就是楊志鵬能
在眾多作家中獨樹一幟的最重要原因。

部隊中鋒芒初露
回憶起自己一路從大山裡走出來的心

路歷程，楊志鵬表示，他從來就不甘於
做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人，而是渴望將
自己的激情和熱血投入到更廣的天地
中。儘管高中拚命考取第一名，畢業後
的他仍面臨轉業回鄉的命運。急於走出
大山的楊志鵬選擇了當時離自己最近的
一條路——應徵入伍。他對自己的人生
道路認識很清楚，故倍加珍惜這來之不
易的機會。回憶起自己被分配到戈壁荒
漠當兵種田的日子，楊志鵬說：「我明
白想要走出那，就要實幹，用成績得到
提升。」他帶領的隊伍日以繼夜地奮力
工作，成為首支在青藏高原將水稻種出
畝產600公斤的「榮譽隊伍」。
而在部隊辛苦的日常工作之餘，他用

手中的一支筆，揮灑心中的萬丈豪情。
他的文章《硬骨頭戰士》當時在《青海
日報》上刊登了一整版，引起了極大轟
動。「當時我們冒着漫天大雪去西藏山
區採訪，非常艱苦。」楊志鵬回憶說。

他憑着自己的實幹與才學，被提升到青
海省軍區，憑自己努力再一次走出荒
漠。隨後，年僅23歲的楊志鵬便跟隨
領導全省考察幹部，並採訪了多位將軍
以及黨委書記，被領導們稱為「未來前
途不可限量的人才」，而他親歷的官場
是非沉浮也成為他日後創作素材來源之
一。

回歸創作是本真
「從個體上來講，我並不太能融入官
場。」楊志鵬回憶道，因此他毅然放棄
部隊光明的仕途，申請轉業去潛心創
作，1986 年轉業至青海文化廳辦雜
誌、做編輯，曾任青海省作家協會理
事。此後他的一系列文章均得到廣泛好
評，其中不乏在人民日報刊登整版的文
章，在文學圈開始變得小有名氣。隨後
他代表青海省參加全國第四次文學創作
會議，並進入武漢大學開辦的「作家
班」進行深造。大學畢業後他被青島開
發區作為人才引進，後獲稱「青島改革
開放百位優秀引進人才」之一。「後來
我慢慢發現，辦報紙也不能完全達到我
的個人心願，有些事情還是有局限。」

所以楊志鵬又一次懷着自己的追求退出
報紙，被藝術與商界大展宏圖。香港回
歸時，他所策劃並投資的「百位藝術
家，畫百面青花瓷盤，慶香港百年回
歸」被稱為「國寶」，被博物館永久珍
藏。而中國現代文學館建造時，他策劃
的由巴金、金庸、冰心等內地、港台、
海內外5000名華人作家集體簽名燒製
的三米高巨型花瓶，被作為「中國文學
是一家」的象徵，至今擺在館內，以
「國寶」之姿展示。
軍人、編輯、商人、文藝工作者，在
以各種身份體驗人生後，現在的楊志鵬
最大的訴求便是以作家的身份潛心創
作，而他寫作的稿酬不留一分，全部用
來進行「放生」。所以，他寫作的目的
就在於描繪出社會最真實的狀態、揭露
出人心最負面的慾望，同時寫出他的人
生感悟，以溫暖之情、博大之愛感染讀
者，引導人們走出私慾，得到真正的依
歸與開豁。 「我正是要以文學寫生
活，我懷着期盼和對整個世界的愛，渴
望傳達給所有讀者正能量，讓他們在萬
象中找到方向。」這便是楊志鵬最大的
心願與訴求。

楊志鵬楊志鵬
文以載道文以載道
揭露生命的世事天機揭露生命的世事天機
在這個崇尚利益與效率的時代，愈來愈少的人能夠慢下腳步回味文化、感受人生，更無

從思考或體會生命的意義。而作家，就是那些用自己的文字傳遞思想，幫我們放慢生活匆

忙的步伐，體味人生感悟的「思考者」。楊志鵬，無疑就是這其中的代表。

作家楊志鵬，生於陝西漢中洋縣，1989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百年惶惑》、《世事天

機》、長篇隨筆《行願無盡》及其他中篇小說集、散文集等200多萬文字的文學作品。擁有十二年從軍經歷的他，在青藏高原的大漠雪

山洗禮下與佛學結緣，而後棄武從文，又投筆入商，在經歷了軍旅生涯的錘煉、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與中國經濟市場的蓬勃崛起後，

最終皈依佛門，居士實修多年，以人生的閱歷與沉澱、修禪的感悟與體會，潛心創造精彩的文學作品以傳遞分享他的精神世界，帶給

許多讀者從未有過的思考與境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許桂麗張勇實習記者 龔子涵蔡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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