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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特写】栏目中的文章都出一位调查记者之手，他曾在2013年在云南独龙江的独龙族做了半年的采访
和调查。独龙族是一个远离主流文明的少数民族，存在着许多独特的问题。半年之后它将会因为隧道
打通而与外界完全链接起来，这里的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赵孟为此写了将近二十万字的笔记，在他所
任职的《都市时报》仅仅发表了很少的一部分特稿。我准备将他这个描写最后一个原始民族的笔记作
为一个系列继续呈现出来。
【地下】栏目中，韩琦峰老师写的《西安有江湖》非常有料，江湖话语描写的西安江湖故事。城中村
摇滚是一篇有趣的文章，生动反映了当年西安摇滚乐手的城市角色和生活状态。
【文本】是这次杂志的压轴之作，虽然看似轻描淡写，但是却透漏出了《书屋》办刊史上的重大问题
。我做书的时候，周实先生是我的作者；听闻我要做一个非主流的杂志，他大力支持，为我拿出了这
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份文献，不仅仅有《书屋》的历史问题，还牵涉《潇湘晨报》的创刊。对媒体
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值得一读。这后面几篇都是周实先生的创刊策划书，我未经编辑，直接呈现，这
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编辑理念。但是，我以为这恰恰是最宝贵的文献，这就是战斗的文字，这就是真
实的历史。这比伪饰过的采访文章有力量多了。因为这是历史本身！这一期，看这一篇，足以值回票
价！
这次的【笔记】一篇是对一本诡异的书的书评，颇有奇趣。另一篇是对古代城市生活史的生动再现，
和今天的城市生活相比，古代城市生活其实更多压抑，但也更多野趣。
这次的【专题】是释梦。当我们谈释梦时，我们谈论什么？可能更多的是个人感受，而不是对梦的心
理学的探索。对梦的心理学探索，自弗洛伊德以后就鲜有有价值的观察，因为后世心理学家的视野的
天顶已经被弗洛依德盖住了。我这次的释梦专辑是一次对弗洛伊德的开天顶，我对释梦关注了四年之
久，也学习了四年之久，也练习了四年之久，但这次呈现的梦例还主要是我的释梦项目合作者王大毛
曾经采集的梦例。其中，人化史的视角看待梦的问题，尤其新颖。也就是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看待梦
和释梦，而不是仅仅从科学的视角。这个专题中，对姜文电影的初步分析那篇文章尤其推荐。
【电影】栏目搞了两个专题：一个是我最爱的科幻剧《萤火虫》；一个是我并不最爱但趣味独特的《
冬天的心》的分析；其中，对《冬天的心》的分析尤其值得一看，作者是电影工作者，这个分析也同
时是她自己的自传，非亲历者难解其中苦涩。
【小说】是相机人写的黄黄的私小说，有点诡异的味道。如果用严肃小说的标准来看，固然是比较怪
异的，但是这怪异风格正是新城市小说的一种独特审美。
【诗歌】是豆瓣最有名的情色写作者甜老虎的诗歌一首。
本期【漫画】我推荐了一位比较独特的漫画家老二的一组画作，很黄很暴力，趣味独特，非主流漫画
可比，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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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扔啦～竟然有一篇沈遇的诗⋯⋯校对不行，错别字癖啊我⋯⋯科幻美剧走起～firefly
2、地下
3、《私读》第一本。
4、在西安城东南西北的城中村都住过，看到杂志【地下】栏目写到西安的江湖故事，很是亲切。杂
志的栏目设计有着很浓的人文气息，我希望它能一直办下去。
5、将对事物和思想的好奇心凝聚成一件有分量的礼物，是最好的纪念。
6、有好有坏，写西安的那部分不错。
7、期待 私读系列 001～007^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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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独龙族的一组文章，让我们了解了文面师的一些情况，其实，我更想关注这个民族，一边深藏，
一边被政治或者经济扰动过程中的变化，很感兴趣。这些边陲少数民族，完全可以作为一枚试纸，来
检验一些东西，让我们在司空见惯之外，获得另一种视角。
2、三童是个好青年，他的这本《私读》亮点颇多。首先，我们不能因为牛皮纸封面而说它是《独唱
团》，它的独立特性无疑比流行化的韩寒更强烈；其次，我们不能因为刊名有个“读”字而以为它类
似于《读库》，这不是一本老少咸宜的饭桌读物。《私读》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把核心放置在“私”
这个字上，这是一本极好的床上读物，当然，一个人，或两个人一起读，都会非常美妙。这本杂志以
文章组的形式呈现了一些话题。首组文面女的话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我特别渴望读到这份田野调查
更加深入的部分，比如触及这个群体日常生活各类细节的深描。这个欲望不是我的学术自觉，我没什
么学术功底，这份“想看”，就是作为读者，作为人的窥探欲，期待成书，或者，下期。关于“书屋
”系列文章，最触动的是说想把《潇湘晨报》办成真正的市民报纸，鸡毛蒜皮都可以刊登。在这个纸
媒含泪说不死，全媒体自我审查的时代，越在地，可能反而越抗争。全册最大亮点出现在释梦的部分
，这部分据三童说后面要独立成书，真是无比期待。当然，关于“泛性论”的争议何时何地都可以另
外辟文来讨论，但文中一句：十年前性压抑比现在厉害得多。 让我不禁笑出声来，这句话真真是意味
深长啊，此君深知现时的性压抑也是厉害非常，再回推十年前，真是无法可想。这句话也是早早地就
为批判泛性论的言语准备好了回击，犀利。电影部分也非常棒，很难得看到如此细腻的影评，简直是
一封优美深情的书面弹幕情书，如果是该佳片的拥趸，相信读了此文得彻夜激动。此外有趣的还有漫
画部分“曲线救国”，对这个雌雄莫辩善恶难论世道的直白叙述简直就是引刀成一快。有时候我们的
漫画家都不再需要绞尽脑汁地构想荒诞，现实在那里，叙述就行。然而我这样说绝没有轻慢这个作品
的意思，现实里淋漓尽致的展示也需要他们毒辣的眼去挑选那些最黑色的呈现。好饭呷饱，来吐砂。
其实没有太多要吐，吐也自然是为了下一餐更进步。初阶的砂，就是错别字，本来觉得只有一两个，
但在看科幻美剧那一部分时，可能由于中英文转换太多，输入法已经力不从心，因此小错误频出，看
了一下内页封底，是有特约审稿的，希望细心，再细心些。就像库娃们珍爱《读库》那样，我珍爱每
一本喜欢的书，自然希望它无暇，更无暇些。高阶一些砂，无疑就是对小说部分的期待稍微落空，这
篇小说的开头非常之好，但中段与结尾还是稍显潦草，本来是个好故事的筐，如果作者还有兴趣捡起
来修改，应该是篇不错的当代青年私生活侧写。本非著书人，胡乱读文章。说得不对您指教，我再细
思量。
3、《私读》的本意大约是私人阅读，阅读当然是很私人的事情。私人与私人之间，因为共同的爱好
，慢慢会形成一个小集体，也就是小众。小众与大众不同，这就如同小众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区别。在
主流话语中，文艺是为大众服务的，不是为小众服务。但这并不是说小众不需要文艺，或者小众没有
文艺，事实上恰恰相反，文艺本来就是小众的东西。在当下这个城市化时代，文艺青年是最大众的小
众。《私读》的出现，其实就是写给小众的大众读物，从文学、音乐、电影到做梦、僵尸和策划报告
，好像都杂烩在一起了，这或许只是一种关于文本可能性的尝试。眼下只看到001，这似乎预示了一个
不可限量的未来，002、003⋯⋯007——直到999⋯⋯从印刷、装帧上，这本牛皮纸封面，像笔记本一
样的书质朴简约得近乎完美，让你不得不拿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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