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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房，听从内心的召唤

文 l 唐骋华   图 l 受访者提供

在吴晓波的生活里，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奋斗才拥有了自己的书房。此后，便一发不可收
拾，他在书房里写出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创办了财经出版中心。而现在，他又在为打
造中国家庭的独立书房而努力。

左手读书，右手画画

文 l 唐骋华     图 l 受访者提供

艺术家总是像他们的作品一样，被认为充满了创造力和想
象力。那么艺术家的书房，会有什么与众不同吗，又藏着多少灵
感呢？现在，让我们走进知名艺术家、策展人王纯杰的书房一
窥究竟。

五维空间创意园区位于军工路，其前身是几栋始建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厂房，如今

外观依然保留着大工业时代的风貌——多层钢混结构、高大宽敞的厂房，以及锈迹斑

斑的栏杆、过道。王纯杰的工作室兼书房就隐于其中，约100平米，从前可能是车间。

“这儿是我的书房，也兼作画室和卧室，所以要大一些。”王纯杰说。身为艺术

家、策展人，特别是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对空间及其布置，他有高要求和敏感度。

偌大的房间里有几个书架，占据的面积并不大——事实上有很大一片空地，专门用

来作画。但书桌上、椅子上甚至床上，都堆满了书。王纯杰随手拿起一本《新博物馆理论

与实践导论》，说这是他最近研读的。他还在看江西美术出版社的一本讲述历代国画

的书，大图配解说，经常读得废寝忘食。“要做好美术馆的工作，平时就必须注重知识积

累。”读累了或工作晚了，他干脆睡书房里。

书房里的书多为港台版、英文版，自然，与艺术相关，装帧精美、体量厚重。不过王

纯杰最怀念的，是那几本被撕毁了的书。

王纯杰1954年生于上海，父亲是一位艺术家，家中有大量书籍，包括文艺复兴时期

的画册、苏联画册。“文革”初期，为避祸，王家决定销毁藏书。“不敢烧，怕冒烟引起注

意，更不敢随便往外扔。只好撕，一点点撕碎、揉搓，用水泡烂后再处理掉。”

十几岁时王纯杰开始学画画，苦于缺乏学习资料，只能根据连环画上的工农兵形象

琢磨人体比例、面部比例。恰逢此时，他父亲的老朋友偷偷送来了一本苏联画册，“把我

高兴坏了”。后来才知道，画册原是王纯杰的父亲送给这位朋友的，“这可算奇遇”。现

在，这本老画册连同另几本劫后余生的书，被王纯杰留存在香港的书房里。虽已残

破，他仍十分珍视。

只要有心，哪里都是书房
1978年，王纯杰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2年毕业，翌年赴香港。十数年

间，他从事绘画、装置艺术创作、舞台美术设计及广告设计等。看书的习惯延续下来，书

也越买越多，未经特意设计，工作室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书房。担任上海喜玛拉雅美术

馆馆长后，军工路上的这间工作室，也兼作画室和书房。“艺术和阅读是不可割裂的。”

除了工作需要读的书，书房里还有两本对王纯杰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书。第一本叫

《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科学》。他一直学西洋画，又经历了文革，对传统文化停留在章

回小说的程度。大学老师告诫他：“你应该多了解些传统。”随后推荐了此书。“我大开眼

界。原本以为传统的东西没什么用，后发现我错了。”他坦承，这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提供

了全新思路。

另一本书是《走向新建筑》，作者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为20世纪最重要的建

筑师之一，大力推广现代建筑运动，号称“现代建筑的旗手”。这本书不仅使王纯杰了解

了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更让他明确意识到，艺术是和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

“柯布西耶重视平民建筑空间，反对一味的追求大城市，他的创新乃至激进令人恼

怒，但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巧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画坛出现了周本义、陈钧德、孔

伯基、李山等艺术家，以抽象画为先导，逐渐冲破了创作教条，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艺

术变革、审美变革。作为亲历者，王纯杰初次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

日后他执掌喜玛拉雅美术馆，非常强调美术馆的公共性和教育意义，进而提出要将

美术馆打造成“开放的大学”，向小孩普及。此种理念，亦受柯布西耶的影响。而《走向新

建筑》至今在书架上，并常翻常新。

王纯杰是典型的“国际飞人”，为工作、展览出差是家常便饭——这不，刚和记者聊

完书房，他就要飞往伦敦了。“坐飞机我也会读书，从前坐地铁，我也会带本书。”王纯杰

认为，阅读是当代人的“必备课”，不能放弃，而只要是有心，哪里都能读书、哪里都能成

为书房。如果太忙，也可以看影像。最近他就在书房里看BBC的纪录片《现代艺术缔造

者：美弟奇家族》和《文明的历程》，“虽然效率不如读书，但比较放松，看着看着就入睡

了。”

快问快答  Dialogue

Q：您人生看的第一本书是？

A：《木偶奇遇记》，母亲给我的，那时还学龄前。这本书后来借给同

学，没还，太可惜了。

Q：您对书房的布置有什么要求？

A：简单、实用，书是主角，不要让装饰喧宾夺主。我也画画，要有足够

的空间作画。艺术和阅读是相连的。

Q：您书房里最常看的一本书是？

A：赫伯特·里德的《现代艺术史》，我看了三遍。

Q：如果把您放到一个荒岛上，只许带3本书，怎么选择？

A：第一本《鲁滨逊漂流记》，我看看他一个人是怎么在荒岛上生存

的。第二本《浮士德》，叩问人的精神世界。第三本《西藏生死书》，思

考死亡问题。

书房主人
王纯杰，1954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后赴香港定居，
从事艺术工作，并举办个展，多次获奖。是知名艺术家、策展人，现任上海喜玛拉雅美
术馆馆长。 

快问快答  Dialogue

Q：除了财经类、思想类书籍，您书房里还有什么书？

A：散文。我喜欢阅读文体优美的东西，特别是散文，像沈从文、茨威

格、张承志、加缪的散文，我经常会从书架上取下来读。

Q：您的书房里有小说吗？

A：我不读小说，除了金庸的。金庸的小说好看，不用动脑筋（笑）。

Q：您的“理想书房”是什么样的？

A：我觉得好的书房里应该有很多特别好、特别牛的书，你有许多没读

完，必须继续读书。

书房主人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
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

只有短短9集，每集20多分钟，有穿越有玄

幻有宫斗的自制剧《我为宫狂》在腾讯视频独

家播出14天后，点击量突飞猛进冲破五千万，网

友的评论也达到了上万条。这部由孙耀琦、张哲

瀚等主演的互联网神剧，是腾讯视频专门配合

电影《宫》打造的“彩蛋”剧，揭秘了一场惊世百

年的宫廷悬案。不仅是中国互联网首部真正意

义上的穿越大剧，而且也是编剧于正金牌打造

的第一部现代剧。

随着电影《宫》的热映，《我为宫狂》的

热度也更上一层楼，因为后者可以很好地诠释

电影中的一系列悬念，甚至有网友称赞，“宫

狂”简直就是一部“福音剧”。

电影《宫锁沉香》已经于8月13日正式在各

大影院上映，由于电影时间太短，“宫”这个庞

大的故事似乎讲得不够细致，对十三阿哥的母

亲敏妃以及琉璃和九阿哥的感情也只是匆匆

交代了一下。

《宫锁沉香》中几乎所有的疑点和铺

垫，全都在《我为宫狂》中有所体现。甚至连电

影中交代得不够多的琉璃和沉香之间的矛盾冲

突，“宫狂”中也有着进一步的描写。同样，“宫

狂”中部分没有展开的故事，也在电影中进行了

细致的讲述。

如果你觉得《宫锁沉香》的展示不够全

面，不妨来看下《我为宫狂》，电影中讲了沉

香的故事，那么“宫狂”中为你还原琉璃的遭

遇。如果你先看过“宫狂”再看的电影，也不妨

回过头来再看一遍，肯定会让你在这部剧中发

现新的内容，更有助于了解剧情。而有同时看过

两部作品的腾讯网友表示，《我为宫狂》是喜欢

《宫锁沉香》的观众们的福音。

网络神剧“我为宫狂”点击破五千万
揭秘电影《宫》悬念被赞“福音剧”

Q:生活周刊
A:吴晓波

Q:生活周刊
A:王纯杰

理想书房与现实相关
“搬家的时候书最麻烦了，太多太多。”从1998年到2013

年，15年间吴晓波搬了好几次家，每一次，浩荡的藏书都让搬运

师傅们抓狂。连他本人也弄不清楚，当初是怎么把一摞摞书塞

进书房的。

在属于自己的书房，吴晓波完成了《激荡三十年》《跌荡

一百年》《浩荡两千年》，直到新近出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

失》。他的书房装载着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史。

有一间书房吴晓波记忆犹新：它正对京杭大运河，向西3公

里，拐个弯便是运河起点。

2004年吴晓波赴美游学，在波士顿查尔斯河畔，与哈佛

商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师生讨论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聊

着聊着，他萌生了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营企业树碑立传的念

头。2007年末，在这间运河旁的书房内，吴晓波为《激荡三十

年》做最后的润色。窗外运河水汩汩流淌，既象征着传统的经

济脉络，也见证着当代的经济巨变。

对那间书房，吴晓波怀有深厚的感情。可惜它朝北，因长年

晒不到阳光，冬天很阴冷。比阴冷更头疼的是书越堆越多，终于

漫溢到客厅，垒起来有一米多高。

不过，当时的吴晓波已自认幸运。他父母是文革前的大学

生，赴内地参加三线建设，又在山西祁县的小山村做了十几年

研究。直到文革结束，父亲考取第一批研究生，才返回故乡杭

州，“那年他已39岁。”吴家家境窘迫，还要养活3个子女，最贫

乏时每逢月底父母就得去借钱。书房，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后，吴晓波在新华社做了13年商业记

者。他不甘心窝在办公室写新闻，遂开始写专栏、做企业案

例。2001年《大败局》创造了巨大的名利，他用版税买了第一套房子。尽管面积小，但总算有了书房。

几经乔迁，吴晓波搬到现在的住处，硬件得以升级，“我把面向东南方的客厅打造成为书房。”尽管

面积增大，但源源涌入的书依然在加速度地吞噬空间，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墙上的电视机挪走，好放书

柜。吴晓波算了算，平均每年添一只书柜、每只书柜装200本书，“这差不多是我一年的购书量。”

处女座的完美与焦虑
吴晓波的书自然以财经类为主，兼顾思想史、历史、哲学等类别。其实翻翻《历代经济变革得

失》就能知道大概。这也反映出吴晓波的思考进程。《大败局》以公司个案为主，由微观切入理解当

代。此后，他视野日益宽阔，《激荡三十年》聚焦改革开放，《跌荡一百年》关注晚清、民国，《浩荡两千

年》从吕不韦谈到鸦片战争。到今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他目光再次前移，从春秋战国开讲，将历

朝历代的经济改革娓娓道来。

财经写作是辛苦的。共同居住杭州，吴晓波曾开玩笑地比较自己和麦家的区别：“麦家是虚构写

作，书桌上有一张纸一支笔就行了。我呢是非虚构写作，得放很多资料。”

何谓“非虚构写作”？吴晓波归纳为两点，其一叫“字字有出处”，每句话、每个人物、每个时间、每个

数据皆要有出处；其二叫“孤证不立”，你引用的历史案例，最好有两本以上的书记载过。“必须有这样

的资料准备，才能够写作。”

书房的重要性于是凸显。吴晓波笑称自个儿是典型处女座，完美主义得很，“写作中被材料卡住

的话，不查出来根本没办法往前走。”如果此时去图书馆找，费时误事，因此，他务求将所需材料准备齐

全。即便如此，仍抵不过焦虑。从前，吴晓波习惯喝掉两大瓶热水再写，其间还不断吃糖，结果把牙齿吃

坏。“最近的毛病是抽烟，但除了写作，我平时并不抽烟啊。”他有些无奈地总结自己的写作状态：“真的

焦虑，极其焦虑。”

独立书房，只忠诚于自己
拥有一间独立书房有多重要？吴晓波的回答是：很重要。

他的偶像是美国记者李普曼，最看重财务独立和思想独立，不附属于任何机构。其经典信条

是：只忠诚于自己。《大败局》成功后，体制内的升迁路对吴晓波已彻底失去了吸引力。他靠独立的调查

研究和知识储备为生，“没有书房怎么行？”

2002年10月，吴晓波在杭州创立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专注出版公司史、企业史的原创著作。自打

事业步入正轨，公司事务就交给妻子打理，他只是每周去开一次会。现在的吴晓波过着半退休生活，长

期隐居在书房里。不过，他并不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3年前，在对1000个家庭进行了前期测试的基础

上，蓝狮子启动了中国首个“家庭阅读调研系统”。其宗旨是为中国的家庭打造优质书房。

“中国家庭的藏书太少了，至少应该有两三百本吧。”吴晓波说。特别是企业家，哪怕有书房，也

多为投资技巧、金融操作等实用书籍，连较纯粹的经济学书籍都没有，更不要说哲学、文学、社会学

了。“我经常看到企业家或企业高管在机场书店匆匆购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家还没有深度的读书意

识和需求，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太忙了。”吴晓波决定为高端商业人士、高端家庭提供阅读服务。

当然，吴晓波的书房，书都是他亲自选的——有只书柜还专门用来装他写的书。“我觉得一个人要

是大学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该看什么书，挺悲哀的。”

他不仅关注自己的书房，也关心中国人的书房。他

的理想是为中国家庭打造优质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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