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与死：比尔狗访谈》：

13 位文化人士谈生命感悟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阅读品牌

鼓楼西·享读第 15 期活动“《爱与
死：比尔狗访谈》读者见面暨新书
签售会”在人大明德书店举行。 本
书作者比尔狗小组一行及人大文

学院副教授孙柏、北京作家张弛、
著名歌手老狼、先锋女作家黄雯、
导演编剧唐大年、 著名哲学家陈

嘉映 6 位访谈嘉宾分享了他们对
“爱与死“的思考。

作家狗子一直想寻找 “爱与
死 “的答案，2016 年他和高山、崔
命、赵博四人组成比尔狗小组，采
访了身边艺术家 、诗人 、作家 、导
演、歌手、评论家、人类学者、设计
师、媒体人、哲学家等 16 位朋友，
并把其中 13 个人的访谈集结成

书 ，于是就有了 《爱与死 ：比尔狗
访谈》。

追寻了这么久，狗子说依然没
有找到答案，经常有一拳打在棉花
上的感觉，但也有心得，就是似乎
确认了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关于 “爱与死 ”，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看法。 陈嘉映认为，“爱与
死” 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
里重要的话题。 对于“爱”，狗子引
用韩东的 “爱情是当代人的准宗
教”，他觉得这样的爱情曾让他体
会到了纯粹和崇高。 黄雯则提醒
大家分清楚“爱”和“欲望”。 张弛
表示，“爱”不只是爱情，他理解的
“爱”还包含了慈悲和怜悯。

“爱与死”既相互独立也相互
关联， 张弛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
们几个朋友一起在青岛玩，调侃世
界末日到了。有了孩子后的老狼第
一反应就是我要回家陪孩子，对孩
子的爱，让曾经不那么怕死的他变
得生怕死掉，老狼坦言现在做事第
一考虑的要素是安全。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

处理 “爱与死 ”的问题 ，才能过得
有意义呢？ 陈嘉映说：“人不能活
得太窄，也不能太认真，不弄清大
问题就没法过，生活还是得过。 多
跟有意思的人在一起， 大家就能
变得有意思。 人生过得怎么样，成
功失败都无所谓， 一定要过得有
意思， 要是其他挺好， 过得没意
思，这样的生活不过也罢。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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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新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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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瓷都景德

镇，除了熟稔传统
技艺的老师傅，还
有这样一群做陶

瓷的年轻人。他们
来自五湖四海，沉
浸在陶瓷的世界

里，或在师徒传承
下从练泥、拉坯开
始磨炼技艺，或远
赴海外驻场、参展，接受艺术与设计专业训练。
在本书中，作者访问了八位有代表性的青年陶
瓷创作者，和六位国内外业界观察者，以他们
的作品、经历及思考，勾勒出当前中国日用陶
瓷设计与生产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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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年夏天在海边》
作者：范小青
出版：人民文

学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

家、江苏省作家协
会主席范小青的

短篇小说精选集，
收录著名作家范

小青创作至今具

有代表性的短篇

小说名作 。 包括
《我们的朋友胡三
桥 》 《城乡简史 》
《右岗的茶树》《我们都在服务区》《哪年夏天在
海边》等。作为江苏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于文于
事于人，范小青都已经进入了圆熟而巅峰的境
界。 然而因为坦荡，范小青的圆熟里又有着某
种天真的意味。

《入泥》

《山河恋》
作者：潘年英
出版：新星出

版社

本书是以描

写西南边地少数

民族文化风情为

主要内容的散文

集。 路上的见闻，
路上的感悟 ，还
有路上的孤独和

喧哗。 在潘年英
那苍凉的文字的

背后， 呈现的是
他那谜一样的心灵宇宙。 著名作家韩少功曾
说：“潘年英的小说是伤心的流水， 温暖的夕
阳，思念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 当一幕幕时尚
消失之后，当一局局争夺了结之后，这样的小
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 ”

（综 合）

李鸿章在老北京为何无房产
李鸿章是晚清军政重臣 ，封

疆大吏。 他 1823 年 2 月 15 日出
生于合肥，1901 年 11 月 7 日在北
京去世，死在贤良寺。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现金

鱼胡同、 校尉胡同、 煤渣胡同一
带，寺庙建筑已基本不存在。 清朝
时贤良寺因为临近皇宫， 许多外
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

贤良寺最早在明朝时是十王

府。 雍正年间，这里成了怡亲王胤
祥的王府，雍正八年 （1730 年 ）胤
祥卒后，尊其遗愿舍宅为寺，于雍
正十二年（1734 年）建成。 允祥死
后谥曰贤，并世袭罔替，寺名由雍
正皇帝钦赐， 并依其谥号取名贤
良寺。

乾隆二十年 （1755 年 ），贤良
寺迁建于冰渣胡同 （后来整顿胡
同名，冰渣胡同并入校尉胡同）路
北，正门开在冰渣胡同北边。

移建后的贤良寺面积减少 ，
但仍规模不小。 因贤良寺离皇宫
近， 成了外省的朝廷重臣进京朝
见的住处。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
棠、 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进京都曾
寄住于此。

李鸿章第一次进京时便住在这

贤良寺里，与当时外省官吏一样，之
后的多次进京， 李鸿章也居于贤良
寺。庚子事变之后，时任两广总督的
李鸿章从广州被调回北京与八国联

军议和，就住在贤良寺。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为什么在

京城居然无房产呢？ 因为清朝有
具体规定： 地方要员不允许在京
城置业，在李鸿章之前，没有一个
封疆大臣敢坏这个规矩。

设置这一规定， 因当时京官
与地方官员待遇不同， 京官有免
费的伙食，由户部统一支出，地方
官不得享受这一待遇， 京官更接
近皇帝，了解更多信息，所以皇帝
对京官的照顾更多， 但京官收入
较低。 相比之下，地方督抚因权力
大 ，敛财手段多 ，相对阔绰 ，清廷
对他们一直不放心。 如果地方官
员与京官相互串通， 可能成为不
稳定因素， 所以不允许地方督抚
在京城置业。

李鸿章得到重用， 因清廷战
胜太平天国后， 惩于湘军实力过
强，采取了“以淮制湘”的策略，对
湘军中与曾国藩矛盾较大的左宗

棠、李鸿章等分化出来。 但慈禧对
李鸿章始终抱有戒心， 不允许他

进入决策层， 所以李鸿章在直隶
总督任上 20 余年（中间有一小段
时间离开 ），似乎权倾一时 ，但始
终无法进入军机处或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只能办事，不能拍板。
然而，慈禧好权，对军机处、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不肯放手，规定此
二部门只能提建议， 经她确认后，
才能对直隶总督等下命令。 这样，
直隶总督可以不考虑军机处、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的意见，直接与慈禧
沟通。 李鸿章尤其讨慈禧欢心，并
与慈禧联手作弊，盗取财产，因此
在事实上获得了一定的专权。

李鸿章曾收受俄国人贿赂 ，
出卖国家利益，可谓铁证如山，说
他是卖国贼是完全没问题的。 此
外李鸿章结党营私，非皖人、非亲
戚、 非私人不用。 李鸿章贪墨成
性，他利用清廷制度漏洞，大肆圈
占私人利益空间， 虽然是洋务运
动的推动者， 却在事实上影响了
洋务运动的发展。

为掩盖自己的非法行为 ，李
鸿章处事较低调， 在北京不购房
产即有此意。

（本文主要内容引自《北京地
方志·故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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