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世界的倒影中

《猿猴志》
作者：西西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猿猴家书》
作者：张鹏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这是一本以书信形式介绍灵长
类及其进化的科普书，以生动活泼
的问答方法，集中展示灵长目动物
神奇而浪漫的一面，让人看到在工
业文明之外还有一群生灵，与我们
一道感受着自然的变迁，通过了解
猿猴这种灵长类动物，亦增加对自
然的归属感。

为创作《猿猴志》，作者访遍亚洲
各动物园、保育中心、热带雨林，探察
猿猴原貌，跟踪猿猴生态保护，与猿
猴进行零距离接触，最终落实成翔实
的文字和51只栩栩如生的猿猴布偶；
而作者与香港作家何福仁的关于猿
猴的主题对谈，囊括中西文学、绘画、
戏剧、电影里的猿猴形象，全方位展
示人类与近亲猿猴的紧密联结。

起初，只有黑与白。雪片和枯
树的轮廓，勾勒出一个男子冷静中

带着悲伤的表情——但不仅仅是
这些。他刚参加完挚友的葬礼，应

该说更多的是茫然和困惑。在这
片缺乏足够色彩的世界中，与其说
死亡是恐怖的，不如说是抽象和费
解的。

然后，他开始循着挚友的诡秘
遗嘱中的蛛丝马迹，进行了一番关
于几何与天文的解谜之旅。这些秘
密潜藏在一幅不起眼的小画中。然
而，随着解谜的深入，活着的那个人
一边受到莫大的惠顾，一边变得与
死者越来越融为一体。就仿佛如他
所愿，挚友从未离开。直到探险的
末尾，当那莫名的色彩袭来，男子的
生命便仿佛被袭击了一样，因承受
不住谜底的强烈直射而倒塌。倒像
是死者通过解谜获得了永生，而生
者却被耗尽了能量。如果这是死者
对生者开的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未
免太过沉重。

整个故事紧凑，一气呵成，如一
曲缓缓递进的哀歌，在最高潮的部
分震落一组撼人心魄的和弦。然
而，它所带出的余味却久久不散。
除了谜面的精彩诡谲，谜底的出人
意料外，这更是一个含有多层次寓
意的套层结构。而且是在故事完成
后，读者从核心部分往回倒着推理，
每一层涟漪，都向外推开一个更深
不可测的宇宙。

从一个人的死亡开始，以另一个
人的死亡结束，却找不到作者是从什

么时候偷换了生死之间的通道；从一
个人的悲哀开始，以另一个人的笑容
结束，最后却让悲哀者显得可怜；从
一个世界的黑白开始，以另一个世界
的色彩结束，开头的黑白不再严肃，
反而显得单纯而真实，最后的色彩倒
突兀得如同梦魇，不但没有为这个虚
构世界增添温暖，反而描绘出虚实难
辨的迷幻。

写到这里，可能读者会误以为是
在描述一部小说作品。而实际上这
是一部漫画。马克－安托万·马修
的绘画，线条简朴而老练，空间感写
实，构图颇有表现主义电影般的强
烈感染力。这种绘画风格恰是这类
故事最好的载体形式。没有太多张
扬的细节，全部服务于叙事内容。
能够沉得住气，不在绘画上喧宾夺
主，还能让故事的视觉呈现出恰当
的气氛，这样的漫画家和作品，都实
属难能可贵。

而最让漫画读者惊讶的是，作者
对于原创故事的虚构能力和深刻度，
可能远远超过了很多文学作品。这
部漫画更像是一个精巧的黑色电影，
一首谜语诗，一部由图像来诠释的哲
理小品。或许，每一个此世界的人，
都在不知不觉中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的倒影中。不管是情感，艺术，思维，
都只是一个无限维度中沧海一粟的
折射。 （来源：新华读书）

《画的秘密》
马克-安托万·马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发明污染》
彼得·索尔谢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保护环境与社会繁荣的和解之道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伦敦工厂里
烟囱林立，煤烟蔽日，曾经被认为是
社会进步的标志。煤烟带来一系列
的生态环境问题，给市民的健康带来
严重危害，如何看待煤烟，又该如何
治理空气污染，英国社会的各利益阶
层为此展开过漫长的博弈。《发明污
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一
书，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还原。

该书在探讨环境问题时，并没有
泛泛而谈，而是穿越时空的隧道，在
大量文献和数据的基础上，以英国十
九世纪主要城市空气治理侧重点，从
政治、经济、科技、医学、人文的维度，
进行综述性的分析。全书共分为十
一章，阐述了煤炭与空气、污染与治
理、健康与文明之间的内在较量。

作者在第一章《煤炭、烟和历史》
中摆出这样的事实：“当今世界，有三

十亿人生活在城市中，相当于世界人
口的一半，他们中有很多人忍受着不
适于呼吸的空气。”我们生活中很多
人抱怨空气质量如何糟糕，其实只要
生活在大城市，不管你愿不愿意，都
要面对空气受到污染的现实。

越是工业生产起步早的地方，空
气污染的时间也就更早。工业革命
中，蒸汽机当然是功臣，而作者却认
为：真正引爆工业革命的，是煤炭的
大规模开采与使用。煤炭开启了现
代文明的新时代，同时也将地球引入
环境污染的时代。

英国煤炭资源异常丰富，20世纪
初期，一直都是欧洲最大的煤炭生产
国，年产量2.29亿吨。如果仅仅是因
为大量的煤炭生产，或者是蒸汽机的
普遍使用，都不足以使英国成为19世
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但是两者

结合在一起，就改变了一切。工业革
命时期，随着工厂用蒸汽机取代畜力
和水力，各行各业对煤炭的需求迅猛
上升，并且持续增加。

煤炭在燃烧中，不仅释放了可利
用的能量，还释放了大量的烟、烟尘、
酸性水汽。尤其是煤烟中，会产生毒
灰、二氧化硫、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然而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竟然认为
煤烟是无害的。当时，煤烟弥漫在英
国的很多城市，对此民众不以为然。
在他们看来，污染并不是来自煤炭等
自然资源的使用，而是产生于自然生
活的过程。他们把疾病的传播归咎
于瘴气，而瘴气是一种不可见的气
体，被认为是腐烂的动植物散发出
的。如此一来，哪里发现的腐烂生物
最多，就认为哪里的环境污染最严
重，沼泽、丛林、墓地、污水坑、下水道
是污染之源。

19世纪末期，英国的公共卫生专
家、城市改革者、记者重新定义了煤
烟，不再认为它是城市环境可接受的
一部分，而是把煤烟视为一个城市问
题。本书中写道：“人类具有了超越以
前难以超越的环境限制能力，但又没
有能力预判或控制他们的新技术产生
的后果。”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当时一
些激进的艺术家和作家表现尤为明
显。一些人开始怀念工业革命之前的
英国乡村，期望英国彻底放弃工业之
路，回归淳朴的乡土社会形态中。

按照常理，既然全社会都充分认
识到烟雾的危害性，那么接下来要看
如何治理了，而空气治理并非想象的
一帆风顺。在民众的要求下，1912年
当“一战”打得正酣之时，英国气象局
成立了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该委员
会的目的是对英国各大城市的烟尘沉
淀进行科学测量，并对空气质量进行
抽样分析。然而，这种类似学术研究
的组织，大企业主和资本家并不放在
眼里。为了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他
们不期望减少煤烟的排放，更不愿意
看到企业关门停产。他们把制造煤烟
的罪魁祸首推给城市居民，理由是日
常生活中使用煤炭而排放的煤烟比
工厂的更严重。英国政府部门在这
个问题看法上两面摆动：一面要顺应
民意，必须减少煤烟的排放，另一方
面又不能和资本家们翻脸，因为他们

是政府部门的缴税大户，得罪不起。
当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所有人

的健康和生存质量时，英国社会的各
利益阶层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妥
协。1956 年，英国颁布了《清洁空气
法案》，这项法规在空气污染整治方面
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英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更加
严格的生态环保法规。在空气污染、
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英国人不仅付出
了高昂的代价，其他欧洲发达国家也
同样如此。2015年12月18日，英国关
停了最后的煤矿企业——约克郡凯灵
利煤矿，这也标志着英国彻底结束了
煤炭时代。从鼓励煤炭生产，到控制
煤炭使用，再到现在的告别煤炭，英国
走过了一百多年的路程。

在整治生态环境过程中，必须面
对经济发展不能停滞、民众生活质量
不能下降的现实。这些年来，为了应
对这一难题，英国和欧美各国专注于
高新技术和金融经济的发展，那些能
耗高、污染重的企业，陆续迁移到发
展中国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发展
中国家为了经济快速增长，是以生态
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有关碳排放控
制与减少问题，如今成为国际外交领
域的焦点，发达国家总是指责发展中
国家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然而这些
发达国家，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工
业革命中，就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恶化
的始作俑者。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考验着各国
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与智慧。

本书所讲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及其之后对待煤烟的认识变化、空气
污染治理的刚性策略，为当前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带来诸多思想上的启
迪。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
息化发展的关键机遇期，不能因为发
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准而破坏日益
脆弱的生态环境，当然也不能为了生
态环境的修复而停止经济建设。从
政府政策的角度看，执行现有的环保
法律法规不能松懈，厂矿企业、科研
院所和大专院校，要在新能源新材料
技术创新中有所作为。对于每一个
公民而言，生态环境既然关乎所有人
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那么真正地
践行绿色理念，则是应有之举。

（来源：新华读书）

摄影师马宏杰用12年时间，跟
拍中国最后一代民间耍猴艺人在全
国及边境地区行走江湖的故事。作
者跟着耍猴人一起四处游走，一起扒
火车，一起卖艺，和猴子一起打地铺
露宿，记录了耍猴人这个特殊群体的
家庭生活，记录了耍猴人云游海外，
以及上当受骗、倾家荡产，被刑拘的
各种离奇遭遇，从一个特殊的群体反
映了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变化。

《最后的耍猴人》
作者：马宏杰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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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始终坚持人民调解为人民
——追记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员韦登义

■毛海萍 种楠 朱良城

最后的调解协议书

2 月 1 日，上海市司法局召开工
作会议，会上公开表彰上海市司法行
政工作十大标兵个人。可站到台上
领奖的却只有9位同志，会议印发的
表彰决定上，有一人的名字做了特殊
的标记……

他，就是韦登义。1 月 21 日晚 9
点15分，老韦从杨树浦路640号旧改
征收基地下班回家途中，遭遇交通事
故：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公交车飞
速驶来，重重地撞向了他，他头部受
到重创，人也远远地飞了出去。经抢
救无效，老韦不幸离世。

据平凉 4、5 街坊旧改征收基地
的经办人李国强回忆，那天晚上因居
民征收补偿款谈不拢，临时打电话把
老韦叫回基地进行调解。“差不多谈
了2、3个小时，一直谈到快下班才调
解成功。”李国强说，老韦并没有直接
回家，而是将所有调解手续都弄好，
还将满地的烟头扫干净，才关上工作
室的门回家。

但谁也没想到，意外就这样发生
了。“老韦出事了……”这个消息传
到基地时，同事们都不敢相信，那份
调解协议书竟是老韦最后的调解协
议书。

老韦心中的一本账

翻开老韦桌子上的那本日记，里
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来访对象的家
庭现状、诉求意愿和想达到目的的真
实意思表示的谈话记录。

但是，当调解员，韦登义是半路
出家。1952年出生的他，原来是杨浦
机械厂党支部书记、副厂长。十多年
前，老单位倒闭，老韦也成了协保人
员。2006年，他通过考试成为杨浦区
社区党务工作者，次年3月来到平凉
路街道司法所工作。

在同事眼里，老韦对学习十分
热爱，熟悉掌握法律知识，对动迁政
策更是熟记于心。他每次调解前必
须做足功课，事先对调解双方的情
况进行了解，知道双方的基本诉求，
矛盾纠结点所在，为调解工作做好
充分准备，按照老韦的说法“要打有

准备的仗”。
面对家庭矛盾纠纷中情绪激动

及对政策不理解的居民，老韦总是
耐心听完对方的诉求，并从法律、
道理、亲情上给他们讲道理，不厌
其烦地为当事人开导。遇到家庭
矛盾严重且不易形成统一意见时，
老韦会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分别
与多方当事人进行约谈，有时甚至
进行十几次来回调解。为了解决
矛盾，秉持自己心中的正义，老韦
也曾对家庭矛盾中的“不孝子孙”
破口大骂。虽然这样的性格并非
人人喜欢，但为老韦赢得“公正严
明”的美誉。

老韦曾经说过：“要想牵起对立
双方、多方的手，让他们握手言和，我
必须做到态度和蔼，话语朴实，像家
人一样能聆听他们的过往恩怨，洞察
出产生问题的症结，然后要不偏袒，
站在中立的角度客观地帮助分析问
题，利用掌握的法律知识，耐心地解
决问题。”

“我们的事他都会管到底”

“征收的事情我们信得过他（韦
登义），他会一竿子到底。”这是旧
改基地上所有需要调解居民的心
里话。

经办人钱金凤回忆起一次调解，
一户居民已经签约，在搬迁后因分钱
不均而闹得家人翻脸。“老韦知道这
个事情后，跟他们聊了一上午，甚至
连中饭也没吃。”钱金凤说，“居民签
约都已经搬走了，后面的事情我们已
经没必要介入了，但是老韦不是这样
想，不是今天调解好了就不管后面的
事情，他会一竿子管到底。那天调解
成功了，我看他脸红通通的，居民满
意了，他可开心了。”

搭平台调解家庭矛盾的例子
在老韦这里，每天都有十来场。他
每天从早上 9 点忙到晚上 9 点，为
解决居民家庭矛盾纠纷在平凉 4、5
街 坊 2 个 基 地 来 回 穿 梭 ，经 常 中
饭、晚饭都没有时间吃，甚至放弃
了节假日。

“踏踏实实做事”是所有和老韦
接触过的人对他的印象。老韦专业
认真的工作态度，耐心细心的工作
作风、高超的调解技巧受到区有关
部门、街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赞

扬。自从老韦调解工作室成立以
来，共收到表扬信10封、锦旗15面。

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看到他们成功签约是我最开
心的时光了”。全年无休、24 小时
开机、随叫随到的老韦从来不提自
己的事情：儿子刚上班、岳父去世、
爱人被诊断出罹患癌症，而每当妻
子需要去看病的日子，都是凌晨赶
去医院挂号……

大家都劝他注意劳逸结合，保重
身体，老韦却摆摆手说：“街道旧改
分指挥部领导这样信任我，我怎么
也要对得起这块工作室招牌呀，只
要被征收房屋的居民需要，我会无
怨无悔。”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件事
情。韦登义一家原来住在杨树浦路，
2014年下半年也成了“动迁对象”，而
且第一批签约了。可是在摇号选房
时，老韦因第二轮选房号过于靠后，
使得老伴原先相中的那套房源被其
他居民选掉，老伴心里不开心，让老
韦去找领导帮帮忙。

面对老伴的唠叨，老韦耐心地开
导起来：“阳光拆迁，政策一竿子到
底。我是在拆迁中做调解工作，自己
更要以身作则，不能让党的政策落为
空话，摇号选房所有程序没有错，有
多少双眼睛盯牢我，我不可能给领导
出难题。”

没有休息时间，难以顾家，对这
个家，老韦有一份亏欠。每天早晨6
点多就早早起床准备一天的调解工
作，上午9点到晚上9点，在两个基地
忙于人民调解，有时为调解一户家庭
矛盾，工作直到深夜才能回家是常
事，即使晚上回到家中，还要整理归
档调解资料。在一次采访中，老韦袒
露心声：“等哪天拆迁结束了，一定好
好陪家人。”

老韦不畏“清官难断家务事”之
难，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
社区和谐稳定默默奉献着，为旧区改
造的动迁工作付出汗水和辛劳，他的
工作饱含了社区居民的家长里短，也
关乎着社区居民的喜怒哀乐，他是社
区基层群众的贴心人。

记者手记

韦登义，是平凉路街道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员，从
2006年开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被评为上海市优秀人
民调解员、上海市首席人民调解员、杨浦区5星级调解
员等荣誉称号。

2012年6月，平凉路街道司法所以上海市优秀人
民调解员韦登义的名义成立了“老韦调解室”，进驻旧
改基地专门调解居民家庭内部纠纷。老韦就是这基
地上的“老娘舅”。

4年来，老韦早出晚归，全年无休，积极为解决社
区动拆迁居民家庭纠纷而东行西走，调解各类房屋征
收纠纷1300余起，成功率达到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