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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自己名字作出解
释，是为所指灌注能指，就好比谜
底上升为谜面。

多年前，虹影在小说《英国情
人》里，阐述了男主角裘利安眼中

“虹”的形态：“虹时常出现横跨海
湾、山……虹灿烂的色彩在小鱼
山上观望，从来都是气势磅礴，有
时从山坡直升天顶，有时是半圆
形地搂抱大地。”“虹在天空时，裘
利安就诗意的想那是他们的女
儿，他善良、单纯，富有同情心爱
心地仰望着，感到世界真如虹那
么美好。仰望着，仰望着，他会情
不自禁的呼唤这字的中文发音
Homg。”如果说这是裘利安眼里
的“虹”，不如说这就是虹影心中
的“虹”，她赋予了虹强烈而鲜明
的肉身化色彩。虹影特别强调：

“我借我的人物来看待世界，尤其
是小时看见的那个世界。”如果虹
的影子落地生根，那么，虹就具有
拓扑学的物理与诗学结构。

虹影说：“为爱而私奔，不顾
一切，这样的‘虹’为我所倾心。”

我曾认为，诗人是飞翔的动
物；而散文家是跋涉在大地上的
士兵！那么小说家呢，他们是把
彩虹藏匿在地道里的人，而地道
又通过彩虹通达天上。他们在自
己的建模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构
建出了一个人性的迷宫。

小说家的观察角度，并不像
诗人那样用相对单一的维度观察
这个世界，也不能如哲学家那样
纯然依靠逻辑。小说家米兰·昆
德拉说过，小说家关注的是这个
世界的“复杂性”，他们所做的工
作更多是处理好大千世界的建模
工程。诗人高起高打，但同时也
追求羚羊挂角的留白美学。哲人
标举的本质，是去情绪、去情义的，
有点去势主义的倾向。这个世界
是如何复杂、如何荒谬不堪、又如
何秩序井然，小说家必须现身说法
进行例证。小说家才是生活迷宫
的进出者。因为生活总有出路，犹
如生活中总有窄门和暗道！

具有诗歌、小说、散文写作经
历的虹影，宛若三星堆遗址里的
三翅神巫。她的这部语录体《女

性的河流：虹影词典》，似乎让我
们看到了她的来世与今生纷披而
来：成长、写作、黑夜、性别、幻象、
美丽、绝望、叛逆、自传、他传、双
语、穿越、阅读、喝酒、蓦然回首
……她把自己的生活化作了几百
个指心见性的碎片，碎片中往事
相互叠现，从中闪现出过去与今
天的交叉影子。而博尔赫斯好像
说过，所有的碎片拼合起来，要大
于它固有的时空。这句话，非常
适合虹影。

准确点说，这些话语是断片
——不是喝醉了的“断片儿”，而
是在言说思想、情感的格局中言
说自身。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断
片 ，我 自 己 也 写 有 数 千 段 之
多。读完《虹影词典》，我不禁
心中感念。

鲍德里亚说，断片是一种趋
向民主的文体。虹影的断片既有
俯视，但更多是从下而上的锐利
反照；她展示出来的雪刃劈柴的
个人语言，具有显著的“她者”语
体特征。我说，这是一种“虹语
体”。这与她的小说叙事连缀组
合为一个多面、丰富、幽深、爽利、
决绝的虹影。我以为，一个人的
思想，之所以高于、大于寻常学
识，更关键在于其思想的见识来
自生活版块的缝隙，是忧伤、绝望、
冥想、反省之间，所挤压出来的叫
喊。虹影所展示出来的断片魅力，
既是她的文学之想，更是她独立思
想的飞刀，也是她“转识成智”之后
的“以识为主”的时代证词。

生活是一团乱麻。我们活
过，我们写作，我们思考，而不一
定要有水滴石穿的结果。

记得在成都，我参加过虹影的
两次新书发布会，由此我们成为了
见面不多的朋友。虹影曾经把自
己比作“带伤疤的向日葵”，她一直
笑着，可以跟这个伤害过她的世界
促膝谈心。结痂之处，往往会生长
出更为强健的肌理。她会哈哈大
笑，疏通着那些被制式话语塞死的
耳朵。我喜欢她的一个观点：“男
人暴死时大多背朝天，女人则脸朝
天。我那时就想，连死亡的姿态也
有性别区分的。相比男人，女人比
较伟大，因为她敢面对上天。”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
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
所记录的。那么虹影就是一个时
光的拾荒者，她收集日常生活中
的感受、思考和话语。她一并收
纳了所处时代的生活。在她加入
了泪水与盐的坩埚里，她可能不
会迷恋金子，而是炼出合金。

我欣赏她敢于亮出底牌的决
绝与自然而然：“有一批作家，他
们永远执着对人性的黑暗、孤独
的描写，他们永远都是这样的。
我为他们之一个，对女性群体的
生命的关注，我每一次拿起笔来
写作都会关注这一批人。”其实，
她以锐利的言路，为读者打开了
一个丰美的雨后田野。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刻有两行
字：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凡
事勿过度”。虹影没有谈论这些，
因为她从来就不是谁的影子。她
的知与行、内与外、酒杯与眼泪、
个人与天下、往事与未来，都在时
光中逐渐落定、圆成。无论她的
第三只眼睛，是开在额间，长在指
尖，还是亮在心头！

虹的拓扑学造像
——为《女性的河流：虹影词典》作序

□蒋蓝

为什么有的食物
抓着吃才好吃？热带
的居民为什么格外爱
吃酸的东西？为什么
儿童对脆的零食非常
青睐？中国人的地锅
饭为什么好吃，“锅气”
到底从何而来？广东
靓汤为什么那么鲜？
近日，一本有趣、有料
的美食书《吃的江湖》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
版，研究美食的角度非
常新颖：从科学的角
度，为美食溯源。

7 月 4 日，《吃的江
湖》新书分享会在成都
方所举行，该书作者、
美食专栏作家林卫辉
从岭南来到蜀地，和读
者分享他对美食的理
解和分析。

与其他很多美食
家、美食作家不同，林
卫辉对美食的解读，主
要是从科普的角度，对
食物进行溯源，分析食
物的优缺点，科学解
析人对美食的接受和
审美。

在《吃的江湖》一
书中，林卫辉既写出了
食物怎么做才能好吃，
又对背后原理娓娓道
来。例如作者写老火
靓汤，分析了其鲜味来
源是猪肉、鸡肉、猪骨、
猪内脏提供的谷氨酸

和鱼肉提供的核苷酸
之间的结合，故而味道
鲜美异常；写烤乳猪，
他清晰地指出婚宴上
的乳猪之所以普遍不
好吃，是因为考虑上菜
方便而提前烤制，久置
后乳猪皮吸收了空气
中的水分，自然就由酥
脆变硬了；写韭菜，他
分析韭菜不宜炒过火，
是因为韭菜中的香气
来自于硫化物，一旦过
火，硫化物就遇热挥
发，散失殆尽。

林卫辉大学读的
是法律专业，他对美食
的分析，非常理性，对
美食的梳理和表述就
像写判决书一样，重证
据、也重主观感受。美
食纪录片导演陈晓卿
这样评价他：“生活里
卫辉兄一人分饰两角，
一面重义好客，席上永
远有他高频次高频率
的笑声；另一面雅食独
慎，沉浸于自己的食物
考据，自得其乐。”

林卫辉曾担任美
食纪录片《风味人间》

《沸腾吧火锅》的美食
顾问。他是一名法学
博 士 ，因 为“ 从 小 好
吃”，而且当医生的父
亲擅长烹饪，耳濡目染
之下，他也喜欢起琢磨
美味来。他搜罗了100
多种古代关于美食的
书，啃完了还是觉得不
明所以。

七年前，林卫辉偶
然看到世界知名的食
物化学权威哈洛德·马
基的《食物与烹饪》，知
道了美食科学原来还
是与生物学、化学、物
理学、食品工程学、人
类学、社会学、经济学
有关的一门综合性科
学。受此启发，他在打
通中国文化与西方美
食科学的基础上，闯出
一片属于自己的美食
江湖。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尚楦淇

《
吃
的
江
湖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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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河流：虹影词典》

虹影

《吃的江湖》

������ ������������������	�


���
���

�	
�������
������������������ !"#
��$%&'()*+,-./01�234

567�� 89:;<�=#�>?@AB

�������C �# �D�E# ��FG ���
HIJ ��	�	��
���KLJ ����������MNO �
�	
��

PQR ��	��
�����S T ������	���UVR ����������

W X �	
���
������YZ[\ �	��
��



	
��
���

]^)_` aA�
�������	
��

������������
���� ����� !"#
�$%&' ���� ( � ) � *
+ �� *,�- !"�.$
%# /012#
��345��67819,
:;<=>?@ABCD�	�	�
���
���	EF ,:;<=>?
@ABCD�	�	����
����EFG
HIJK��LM ABCD
�	�	����	��
�EFN8KOP
QRS:ABCD�	�	������
	�EF T U > ? @ ABC D
�	�	��������EFV&@AW
XY� BCD�	�	����
����E
Z[\]�/0^_`a#
�b�cdefghijkl
mnopq@\]`a

��rstuvwx19yz
{1@|BC �	�	���
����E
\]�^_`a#
�}~������i��:
1@|�@B�D�	�	������
���E\]�^_`a�
��r�����uwx19
1@|BCD�	�	��������	E
yz\]�^_`�
��r�������i��
:1@|�BCEF��>?@
|�BCEF TU>?@|�B
CEF ��3�&@|�BCE
\]�^_`�#
��3��������KO
wx19\]1@�BC �	�	
��������� ^_`� 
�¡w¢£�¤¥¦7wx1
93 ������ §¨¦7©\]
`a#

��r�ª¤«¬J�P®
¯°±|²Z³´µ?¶�D
���	�	������������Eyz{
·¸¹º�»�¼�©=½-
¾¿\]�/^_`a 
��3cÀÁLº���ÂÃ
wx19\]TU@|BC
�	�	��������
EÄ��@|B
C �	�	���������EF V&@
|BC �	�	�����
	���V&Å
ÆE�V&@|BC �	�	������
�	�V&Ç¤E�^_`a
��r�ÈÉÊËÌÍKOR
S��wx19ÎÏÐÑFÏ
F ÒÓÔÕoÖ�×ØÔÙ
Ú � Û� � Ü � »Ý � Þ 

CFØÔÙÚ � Û� 	 Ü � »
Ý � Þ 	 CÖßà�����
���=|}~E|BCD Èß
���		���
����E\] 

�-&
��¶��© �		�
��	�����
��� × ���	 ( �
) �*\]�^_¼.�*+�
-&�?����Î-&�� 
��r���«�wx;<1
9��&����c½- ���
C��	�	�����	���	 � 1@�B
CD�������������E\]`�
��r��XÝ��l%¶�
wx19���&@BCD����
������
 ��©_\]`�
��3 !¥"#$%PQw
x19TU>?@|BCD���
���������E\]`�
��rÚ&'()*wx19
3 ���� §¨¦7©� 3+
¦��, ��������
��� \]
��r-./01wx19\
]1@�B�� �����
������
��Z2�^_`� 

�3X�4T567wx19
89§:;<=�m>?K
O@ÔKORS:1@|�@
B�D�������������E \]�
^_`������ ( � ) � * 
�(%AB°C\]DEF>
?TU�FCD�������������
������TU¶�D�	��	��	

�|��B�D����	��	
�
�E
TUC�D	���
����G 	 Ï�
/0^_`� 
��r�HI«�wx19�
&JKÖ�&@|B�D�	�	�
�����
��E\]`� 
��rLM01wx19�&
@NO|BCD�	�	��	��
	
�Eyz\]�^_`� 
�PÑ��QA��©¾¿
|��©BC �		����		�

�E�yz\]�^_`�R

��rSTU§º���V�w
x19�²Z³´µ?¶� �		�
	����	�����	�����c
½-F1@ �	�	�����
�
F�
�>?@ �	�	�����
��FWX
�&@ �	�	���
	��	
FTU>
?@ �	�	���
	��	�\]`�
�¡wY9�µZ�wx19
[§´\]C ��	��� �^

� Ý�\]`� 
��r_`a)bcd*wx
19J%�&@|BCD�	�		
������
�E\]�^_`�

�������	
��

� ������� ���� �� �� �

�

�������� �� !"#$
%&' 	()*&+,-./0�

���
123 �������	

423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