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多年前，《南

方周末》上刊发过

一篇文章，把奥斯

卡·王尔德称作是

一只“唯美的细腰

蜂”。这是一个略

带戏 谑色彩的称

呼，而且只是将侧

重点放在王尔德唯

美颓废、标新立异

的那一面，显得浮于

表面、有失公允。在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至九十年代的英国

文坛，王尔德的确

是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时尚达人，花花公子，先锋作

家，唯美主义的圣徒……彼时一切诸如此类的时髦

名号，似乎都可以冠以他的名下。但是，毫无疑问，王

尔德同时又是一位随心所欲的智性冒险家，一位擅

长行为艺术的性情中人，一位试图改变习惯势力的时

代先行者。诚如美国传记作家理查德·艾尔曼所说的

那样：“王尔德展示的不仅是一种艺术理论，还是一

种生活理论，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人格，还是一个对立

面，与之对立的是那种只知发展却不顾生活质量的现

象。”

理查德·艾尔曼的《奥斯卡·王尔德传》是一部

获得过“普利策奖”的传记名作。作者不仅真实还原

了王尔德的生平，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同情与理解的

视角重新诠释了王尔德的生平，充分展示了王尔德精

神发展史的不同阶段——如果说还原只是以大量第

一手资料再现传主的人生轨迹，诠释则意味着一种心

灵的相知，意味着对传主精神的深度理解。虽然艾尔

曼笔下的王尔德与我们想象中的王尔德不尽相同，但

这个王尔德显然更真实，更富有人性，也因此显得更

伟大，更感人。如同很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早年

的王尔德骄傲、自信、叛逆，特立独行，雄心勃勃，渴

望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一显身手，对中规中矩的爬行

生活不屑一顾。他以一种公开、隆重的风格进入伦敦

社交界，奇装异服是他的道具，俏皮话是他的武器，另

外，还有他对唯美主义的定义，他对艺术非同流俗的

见解……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依靠闪烁发光的才

智、热情和魅力，他竟然轻而易举地攻陷了伦敦，不

仅迅速成为社交界的宠儿，甚至还自诩主导了一时风

尚，代表了一种文明。

然而，让王尔德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显然低估

了传统的势力，敌视他的暗流只是暂时沉潜下来，却

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他摇摆不定的宗教信

仰，他那副花花公子的打扮，他对希腊文化的偏爱，他

暧昧的性取向，他对传统道德的蔑视，他对虚伪、做

作与冷漠不留情面的热嘲冷讽与嘻笑怒骂，既时时

遭人嫉恨，也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王尔德试图迫使

一个虚伪的时代接受他的本来面目，他怀着挑衅的态

度面对自己必将降临的厄运，“不再仅仅用词语挑战

维多利亚社会，还开始用行动袭击它”。对于王尔德来

说，稳定的生活一旦形成习惯，就会成为失败之源，所

以他不能容忍平庸与虚伪，他宁愿勇敢地走上火刑

架，也无法小心翼翼地成为逃亡者。从声名显赫到身

败名裂、潦倒以终，毋宁说王尔德的选择其实带有某

种“烈士”的意味，他的悲剧既是一种寓言，又是一个

象征——对此，王尔德本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想

以身体力行去改变人们的思想和事物的色彩，但最终

却成为一名自我意义上的殉道者，并被自己所处时代

的“舆论暴力”所谋杀。

有人说王尔德的悲剧是“一个年代学上的错

误”，的确，王尔德身处那个文明转折的时代，已然

注定了他的不合时宜，注定了他身体与心灵的撕裂

之痛。艾尔曼认为，王尔德其实并不属于维多利亚

时代，而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他说，在王尔德身

后，“我们前仆后继，去争取艺术中的最高虚构，把艺

术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把个人和社会的推动力结合

起来，保护那些反常和独特的事物，让它们免遭净化

和标准化的侵袭，用同情的道德观去取代严厉的道

德观。”以多元取代单一，用宽容取代严厉，无疑是所

有文明社会的旨归。以此标准衡量，或许有些社会已

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但有些社会却与之相差甚远。那

么，如果王尔德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就一定可以

得到社会的宽容，受到人们的善待吗？至少就我个人

而言，我依然不敢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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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义上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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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趣的事太多》

作者: 张佳玮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天使女王》

作者:格雷格·贝尔 

出版社: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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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很多事有什么用呢？指的并不是那种讳

莫如深的秘密，就是《世界上有趣的事太多》里

这些顶小听起来顶没用的事：什么麦克阿瑟最

爱的烟斗是玉米棒子，什么维美尔爱用的印度

黄，来自吃了芒果叶子的奶牛尿……搁现在，送

这事儿一个爱称——没啥用，刚刚好。

宏大的科幻题材。未来的美国，人脑方面的

科学研究取得迅猛进展，以完善人格为目的的心

理治疗随之盛行，社会渐渐分化为受疗者与未受

疗者两个阶层。受治疗者被视为具有合格的个性

特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而未治疗者则

被逐渐边缘化。

《导演攻略》

作者:卡尔·戈特利布

     托尼·阿特尔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

书从引导新手导演做好前期准备开始，详细

分析了该如何与剧组各部门工作人员相处的经

验智慧。如果想要战胜“神经脆弱”的演员、“满

身铜臭”的制片以及“外行领导内行”的公司高

管，那么这本实用手册将会是你在混乱片场里的

绝佳伴侣。

 《奥斯卡·王尔德传》

 作者：理查德·艾尔曼

 译者：萧易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伊曼努尔·康德素来以生活节奏精确著称。据说，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起床和就寝时

间、喝茶与吃饭时间，甚至连散步时间都分毫不差，堪称古典时代的“时光机”。久而久

之，邻居们纷纷以康德教授为钟表来安排事项。正因为生性严谨，康德才写出《纯粹理

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引领了从古典哲学到近代哲学的伟大转折。

写完这两部旷世之作，康老师算功德圆满了。所以某个夜晚，他坐在书桌前轻松地

望着窗外。对面是花园，恰巧这几日园丁休假，于是原本被修剪得非常整齐的植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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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美如何拯救我们的生活

《当美拯救我们》

作者：夏尔·佩潘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野蛮生长。如此不和谐的场景按理说会惹康老师生气，然而，康老师偏偏产生了“美的

感觉”。

这太不科学了！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康德是知性、理性、德

性，右手矫正休谟的怀疑论，左手瓦解笛卡尔的独断论，重建了哲学的基础。可是“美的

感觉”又不一样了，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就这样，康老师蓦然开拓出一片新天地，通过

多年思索，推出《判断力批判》。由此构成令哲学系学生闻风丧胆的“三大批判”！

这个故事，转述自《当美拯救我们：星期二的哲学课》，该书就是要讲清楚“美的感

觉”到底是什么。当然读者不必闻风丧胆，因为作者夏尔·佩潘绝对文笔清新。他探讨

的并非哲学，而是梳理和阐释美如何影响塑造我们，让平庸的生活变超脱一些。

夏尔·佩潘（Charles Pépin)，法国新锐哲学家，著有《坐在长沙发上的哲学家

们》《这不是一本哲学教科书》等著作。本书缘起于他主持的“周二哲学研讨会”。在

四年里，通过围绕“美与决定，美的决定”的讨论，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

思考。

在智能年代，传统失去了威严、技术改变了标准，人类越来越依赖机器。随之蔓延

的却并非更大的幸福感，而是焦虑、抑郁、不安等负面情绪。夏尔·佩潘将这种状态归结

于“生活中曾经确定的一切都日益模糊”，而能拯救我们的唯有“美”。他写道：“每当美

触及我们时，它都重新教会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放下怀疑，不要把自己困在日常琐事

里。”他建议每个人都像康德那样望一望窗外，或许，会被“美的感觉”唤醒，发现生活的

另一张面孔。

夏尔·佩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