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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内容概要

继《像艳遇一样忧伤》、《没有过去的男人》之后，民谣歌手钟立风最新文字作品《在各种悲喜交集
处》。全书分为Do.友多闻、Re.素履行、Mi.旅梦人三部分。Do.友多闻，讲述与周云蓬、李健、万晓
利、小河等众多友人的往事趣闻；Re.素履行，分享作者心中最精彩的音乐、电影、小说之美；Mi.旅
梦人则是作者在现实世界以及其他世界旅行的记录，有着某种不确定和幻梦般的色彩。

Page 2



《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作者简介

钟立风，中国内地民谣歌手，Borges（博尔赫斯）乐队主唱。出生于1974年，祖籍浙江，现居北京。
曾是太合麦田唱片公司签约歌手，后又成立了独立音乐厂牌“野草莓”，现签约十三月唱片公司。
他的歌曲极具诗性和画面感；他的文字充满了想象的流动的音律。已出版专辑：《在路旁》、《疯狂
的果实》、《私房歌：她为我编织毛衣》；EP：《那个晚上我把灯光调得比较暗》；以及两本文字作
品《没有过去的男人》、《像艳遇一样忧伤》。《像艳遇一样忧伤》获2011年“南方阅读盛典”最受
读者关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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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书籍目录

自 序 i
【Do/友多闻】
为那只鸟干杯！
郁冬啊，电影
糯米酒与牛轧糖
绣花人
朴树之旅
李健萨哟娜啦，李健
安多加拉时光
我和晓利在“黑社会”的日子
萨克斯旅行家
加伏特舞步
理发师的情人
是谁杀死了小绿
追忆老爷们和三陪女郎的时光
棉被上的露珠
褶 子
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
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Re/素履行】
阿美利亚的遗言
一个人去千叶
再见，是一个哑语
另一个傻瓜
被误解的快乐
诗人和音乐家
素履之往，Leonard Cohen先生
女歌手与电影作曲家
这一切使我几乎都要幸福地瘫倒在面前铺开的旅程里
多情而平静
乐器断想
阅读生爱
妓女、歌者与爱情
巫婆的奶头
温柔的猎枪
命运的决斗
猜想苹果
如风而至，遇水而流
举烛，请进！
先锋书店
南方的诱惑
驻足字丛，定居书中
天鹅挽歌
【Mi/旅梦人】
结束一天的方式
爱玲说
步行到青莲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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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屋檐下
群鸟咖啡馆
橄榄坝上的情人
梦旅人与第六晚
季节小城
火车驶出冬天
悲伤来自你不确定的欲望
请把卫生间的门关上！
兔子跑去田野
亚当和夏娃的滋味
艳遇哲学
那些你不在场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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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精彩短评

1、看着笔下自己熟悉的民谣歌手的故事，文笔细腻婉转。
2、没用的东西太多，有点刻意矫情了，还有就是民谣歌手的八卦，没看完就放弃了。
3、竟然还有几个错别字，内容一般吧，写郁冬还可以
4、喜欢小钟的生活态度，纯粹，平静，波澜不惊，而处处又能心生欢喜～
5、小钟的书太适合睡前阅读了
6、还是喜欢听他唱歌
7、没读完
8、在火车上把剩下的那部分看完了
9、在猫空看的，看得不是特别细。作为民谣歌手，比一些专业作者好，不是那种腻歪的空洞，但也
无甚特别之处，个别篇章有一些乐趣。觉得小钟是有潜力的，民谣圈生存法则之一不就是会讲生活么
！有人带灵气的文笔好，有人对生活的感受深，我更喜欢后者。
10、喜欢小钟的书是因为小钟的歌，最初听他的歌是因为李健，所以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这样的
歌，李健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小钟的文字既有对故事的讲述，也有对人生的参悟，既幽默，又有美感
。还能了解很多的艺术家和艺术知识。
11、书名来自木心。钟立风的文艺早已声名在外，在民谣歌手群体中肯定是属于比较能写的，流畅可
读且不单薄，但如果你非要从中挖掘出思想，可能会让这本书面目可憎。
12、幸运，来自不幸。正如，悲生出喜，黑梦滑向黎明。我奔向你。
13、还是安心唱歌比较好。 酸腐味太浓了～
14、当代民谣有灵魂的钟立风，友人特意从深圳买给我的书，喜欢。
15、一辆火车沿着海岸线驶来。
16、很多地方不知所云，中间偏后几篇很喜欢，然后依旧是不知所云
17、文笔其实一般般，可是突然在图书馆邂逅的感觉很棒，就当音乐推荐和私生活八卦看算了，还有
，你们这些搞音乐的，活得也太浪了好嘛！！
18、就辞藻华丽丽  内容一般  有些人事还算有趣吧
19、作为民谣歌手出的书，意料之外竟然还不错？
20、还不错。随笔散文性质。我觉得要比左小祖咒的《忧伤的老板》好一些，可能因为本身学文学的
缘故，钟在书中多次谈及文学，音乐，电影等等，让我颇有好感。文笔也较流畅。看得出作者的文学
功底。
21、很符合我的品位。然而这几天不在状态，久读不下去。
22、幸运，来自不幸。正如，悲生出喜，黑梦滑向黎明，我奔向你。
23、为了糯米酒和牛轧糖而来，一周上下班地铁上的时光有它相随，挺美好
24、虽然他的文笔有点重复 但是认识的人多啊。。杨宗纬都认识，。
25、散文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后半部分有些模仿大家之作的笔风，失掉了自己的色彩
26、民谣歌者，满目望去 是一片新的天地，有趣又宁静 隽永。心生向往。
27、理想国系列，于图书馆
28、在鼓楼枫林晚书店买的。
29、倒也是算可读的小文章 
30、偶有乐趣，但整本下来，显得矫情。博格曼去世那一段，“伴着轰隆隆的雷声，我竟然像失去亲
人和挚友般难过地哭了起来”，是如此。
31、因为喜欢他的歌 看过之后觉得文字没有什么新意 还是就听听歌吧
32、也不是不好 就是不会再读
33、文艺男青年的文字常不知所云，既不知所云，读来无需思考倒也轻快。
34、这书名真是⋯唉。
35、前面写人情趣盎然，活泼灵动，后面记事笔力就不那么足了
36、前部分还成，后部分真心有些看不下去，文绉绉的。。
37、如若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38、我怎么觉得他的文字比歌要精彩很多，没看到文字的时候听歌，看到文字的时候把歌关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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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我觉得小钟写人物特别写实，灵动。书末有几篇看着像是模仿当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在谈论什么
里面短片小说的写法，也很妙，让我有一种冲动去问，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发生了什么啊。
39、挺矫情的
40、非常普通
41、我很喜欢钟立风，但是这本书........水平一言难尽
42、且当作民谣歌手八卦大联排来看，不过后半部分有两篇真不错，不过大部分都太随意了，参差不
齐。
43、就看了第一部分，看看八卦还行，文笔有点矫情就没看下去
44、==
45、如行云，似流水，小钟就这么把各种悲喜娓娓道来。
46、很喜歡钟立风。音樂，文字，年輕時候的模樣。
47、亚马逊借阅电子书。挺有意思的，写人写得生动有爱。
48、写下生命里来去的那几个有意思的人，是我也按耐了很久的冲动；近来，看书，即便不能代入，
却能更接受理解别人的观感与叙述；是自己成长了，更包容
49、幸福是，什么时候，我可以，哪也不去，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爱，而且没有压力！嘎嘎嘎
50、书是呼，歌是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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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精彩书评

1、了解钟立风，源于李健。这本《在各种悲喜交集处》，是钟立风的随笔，他写了许多他的朋友，
偶遇的陌生人，那些有着一面之缘的城市。这是回首，也是展望，在自序中，他写道：木心先生短句
：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看书的时候，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回首，我的朋友，最近在图书馆
复习考研，早起的时候，经过施工工地，人生嘈杂，但是，这样开始的一整天，我将不会和任何人说
话。然后，在图书馆，我看到了这本书。谢谢钟立风，他和他的朋友，和我聊了一整天。
2、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在朝阳大悦城的单向街书店，遵好友钟立风的托付，担任一场他的新著《在
各种悲喜交集处》读者见面会的主持。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放心于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来
操持场面，这体现了小钟对朋友的大度和信任，也体现了活动的组织者、小钟新著的出版方——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的不拘一格和开放包容。据说效果还不错，这大概是现场读者和小钟的乐
迷们对我的鼓励吧。但一些朋友后来知道了我的这件新鲜事儿，除了好奇以外，都对我和小钟究竟谈
了些什么很感兴趣。我回想了一下，感觉虽然我们平常也时有交流，但在那样的情境下，通过“主持
”这样的角色，使我有机会借助问答探寻他的更多层面，让我对他有了更充分深入的了解。那么，梳
理出我们究竟都谈了些什么，也会有助于大家对他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吧。以下，是我们在活动中
谈及的一些问题：一、首先，是我一直想问也一直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俩儿年龄差不多，也
就差两个来月吧，但生活中朋友们都习惯地叫你“小钟”，包括像金子啊这些比我们小的朋友，还有
象今天来的这些更年轻的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自然。我一直对此心里挺不平衡的。你是怎么做到一
直保持着这样一种清新的、明朗的身心状态的呢？二、老周（云蓬）说“小钟是一棵植物”，“有时
，他看起来马上就老了，可东风一夜，他就又重新年轻起来”。你觉得，或者你希望自己是一棵什么
样的植物呢？三、其实以上两个问题，也是想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活动的主题——青春。在
各种形式的艺术表达中，青春都是永恒的主题。你这本新书的第一辑《友多闻》，大多都可以看作你
的青春记事。我想听听你对“青春”的认识和感受。四、我想，人们经常感慨青春、缅怀青春，其实
它的背景或潜台词都是“成长”，成长中必然会遇到或发生的创痛与挫折等。看你的那些青春记事里
，其中也不乏一些荒唐的、颓废的成份。你觉得这样的青春经历对你而后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
用呢？五、能不能问你一个或许对你来说有些残酷的问题？我们都算是“北漂”了，我想今天来的绝
大多数朋友也都应该是“北漂”。在我看来，起码从生活的衣食住行的角度，你都算是一个成功的“
北漂”了。但在之前，在你的青春时期，你也有过可称得上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时候。我想知道，
你能不能回忆起自己都在哪儿住过、租过房子？能不能勾画出一幅你在北京的“租房地图”？让今天
来的年轻朋友们知道不管干什么，都是这么过来的。另外，就是哪个地方是你印象最深的，对你来说
最有意思的，比如后海？六、说到后海，就不能不提你书中的一位主角——那位“萨克斯旅行家”刘
佺，那一篇特别得生动、有趣。我以前也见过他一面啊，觉得他很腼腆啊。但看了才知道，他也能那
么狂放。所以现在想起他，就觉得荒涎和矛盾。你经常写到他，是不是也觉得他身上包含着这种荒涎
和矛盾，然后用他来表现我们的生活？七、其实刘佺的那种荒涎是一种“傻傻”的、不合时宜的一种
品性。我发现你特别愿意去书写，或表现你和你的朋友们，像书中写到的小河、晓利啊，那种天真的
、简单的、“傻傻”的事和面，可现实社会中，人们都在迫不急待地表现着自己的精明和强势。你是
如何看待这种简单、“傻傻”和精明的呢？八、还是说回书本身吧。这本新书名为《在各种悲喜交集
处》，取自木心先生的一句话。你对木心有一种推崇和热爱，在你的文章、歌曲里经常能发现他的痕
迹，甚至你的一些演出，也以他的诗句为名。那么，谈一谈你对木心的认识和他对你的影响吧。九、
对你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你对博尔赫斯先生的崇敬和热爱。博尔赫斯被称为“迷宫”般的写作，而你
的写作，特别是你的前两本书，还有象这本书第三辑“旅梦人”中的一些篇章，有关你的意识、断想
类的文字，读起来常常不知道你究竟想表达什么，但又觉得你在表达很多东西，也象是一座座“迷宫
”。我一直很好奇你是如何与博尔赫斯“结缘”的，而他又对你发生了哪些影响呢？十、我读你的文
字，就你的“书写”本身，在迁词造句这方面，特别是一些虚字的使用上，常能感觉到一种民国气息
和味道。在“旅梦人”中，有一篇是写你一路波折，专程去参访胡兰成故居的经历。那么，像胡兰成
、张爱玲等民国人物和他们的写作，对你又有怎样的作用？你对现在的“民国热”又是怎么看的呢？
十一、从刚才咱们谈的这些问题里，包括从你的书中也能感受到，你的阅读面非常广博，从博尔赫斯
这些南美的所谓“魔幻主义”，到像卡夫卡、卡尔维诺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主义的西方现代佳作，又
有像《易经》、《道德经》、《庄子》这样东方的、高古的经典。那么，你对阅读是如何选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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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你觉得它们“共通”的地方是什么？十二、说了半天书，我们再来谈谈跟音乐有关的问题吧。在“友
多闻”里，有一篇是关于杨宗纬的，对宗纬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从里到外都和大陆的艺人表现得
特别不一样。你和宗纬是好朋友，从你和他的交往中，你能感悟到什么，给你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十三、从社会到你个人对你的定位都是“民谣音乐人”，称为“新民谣的领军人物”。但我一直对“
民谣”这个概念总觉得搞不太清楚。“什么是民谣？”，我曾经问过老周，他想想说是“个人化的民
歌”吧，但还是觉得很朦胧，所以一直也想听听你对“民谣”的判断和界定。另外，即便都是民谣，
你的民谣显然又和其他人都不同，即不同于老周、刘东明的社会叙事，又不同于“野孩子”那样的地
域特色，也不是如今流行的象宋冬野、小四那样的“城市民谣”。老周说你是“民谣班的文艺委员”
，你觉得你的不同的特色是什么？十四、在你的歌里，有一些是为诗谱曲而成的，比如象今年新专辑
里张枣的《镜中》，还有博尔赫斯的一首诗。我知道你特别喜欢台湾老诗人郑愁予先生的作品，也为
他的名作《情妇》谱了曲。听说你最近在一次诗歌节活动中见到了郑先生，和他有了直接的交流。你
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十五、在“友多闻”里，有一篇是非常特别的，《褶子》，关于你表姐的，最
后一句话特别美，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这个故事拍成电影肯定挺好的。说到电影，由你的写作，你
的音乐，包括在你的生活中，都能看出电影对你的重大影响。那么，你来谈谈你和电影的关系吧。十
六、旅行，是你生活也是你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我觉得你的旅行中，很多象是为了演出，
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就要赶到另一个地方，这种在我看来不能算是真正的旅行吧。我想你能不能谈
一谈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呢？⋯⋯大概谈的就是这些吧。活动中，小钟就这些问题，都给出了
或充分、或郑重，或巧妙的回答。我不想把他的回答转录于此了，因为答案其实都由他写在这本书里
了。你可以从书中读出它们。
3、偶在今日阅读闲逛，看到推荐书架上这本《在各种悲喜交集处》，小钟作品！对小钟的印象还是
歌手，在某年的西安音乐节上听过他的演出，干净的装扮，质感的声音，一反民谣歌手的邋遢劲儿就
让人眼前一亮，今天看到他的书，更感好奇，买来一读。。。这本书断断续续从2013读到2014，一个
个小故事、小回忆让当今民谣届的一个个鲜活面孔跃然眼前，很亲近，很温暖。。。从刘禹的“诗意
”到郁冬的“电影”，从宗伟的“内敛”到瞎子的“有趣”，从朴树的“才情”到李建的“缓慢”，
从小河的“传统”到晓利的“遭怪”，从刘佺的“裸唱”到林子的“多情”和老杨的“恋鸟”，让这
些民谣圈的一个个活宝如同自己的邻居在眼前展开一幅幅画面，再加上我每读到一位就把他的音乐放
出来边听边读，更颇感有趣。。。我想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好玩”，才让我们感到“好听”。。。喜
欢小钟的三段体编辑“友多闻”、“素履行”、“旅梦人”，把看似凌乱的一个个碎片整合成一部完
整真实的时光记录，分享给我们。。。谢谢！最后总结：书比歌更好。。。
4、如欲相见，他在各种悲喜交集处文 小婉了解一个人，就要去听他听的音乐，看他看的书。不管是
晦涩的还是激越的，灰暗的还是明朗的，小众的或是通俗的，就尽情在其中周游旅行。而了解钟立风
，你只需要听他写的歌，读他写的书。因为在他的创作中，他喜欢的作家、歌手或是电影人都有所触
及。费里尼，伯格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或文艺或学术，或平静或深刻。钟立风只是把那些曾
经流向过他世界的东西，改变过他的东西，一一记录下来，但因其敏感温柔的心性和在音乐和文字上
的天赋，从而使得他能够从这些音乐、电影、文字中汲取到最为光辉和幽微的部分。“我们相约在一
座桥上见面。或者，我们没有相约就在一座桥上见面了。再或者，我们相约见面，等告别的时候，才
发现原来是在一座桥上。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桥底下没有了往昔的潺潺流水声。”这是
钟立风的第一本书《像艳遇一样忧伤》里的句子，正是这些断章一样富于灵气的文字把我吸引住了，
从此进入了钟立风的世界。在这本书里，他把纷繁的博尔赫斯用中国的洁净文字表现出来了，更有些
像浸润了中国文化的博尔赫斯。那些让人费解的博尔赫斯式的长句不见了，多了精致的有画面感的短
句，但又不失深意。他继承了博尔赫斯在时间、空间和逻辑上的错乱，比如这句，“你在做梦，梦在
做你。醒来后，你在一个无言的山丘，梦焦虑地把你找寻。”把卞之琳和博尔赫斯作了完美的嫁接，
使其作品跃升到一种超现实的境地，亦真亦幻。如水一样温柔而又恣肆的文字，纯真与邪恶、希望与
绝望交织的情感在小钟的笔下浑然天成。因为喜欢这些文字，于是把他的歌都找来听。是想象之中的
醇厚的声音，是意料之内的清澈的民谣，有着艳遇一样的忧伤。两个月前笔者有幸访问过小钟。彼时
他的最新专辑《欲爱歌》刚刚出炉，作为国内新民谣的代表人物，我们的对谈自然从民谣音乐开始。
小钟的谈吐和他的文字一样，尤为斯文，温柔而又丰富，极有涵养。不到一个小时的访问，已经足够
显山露水了。他的语言状态是轻松的，有时候还会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和单纯，遇到不能正面回答的
问题不会圆滑地挡回去，而是轻轻地跟你坦白说“这个话题咱们避而不谈好吗”，一点儿也不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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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他的真诚所在。相比在文字当中的留白，钟立风更喜欢在音乐中袒露自己的心声，音乐在他看
来是非常明亮的，通常不会去在音乐中隐藏什么。于小钟而言，文字更加神秘和隐晦，或多或少会留
一些东西让读者去想象。所以他才会在书里写“音乐是我忠贞的妻子，文学是我最大的艳遇，它是我
骄奢的情人。”和小钟聊天，他总是有很多金句闪现，让人会心暖心。即便他的书深受文艺青年的追
捧，但他依然非常的谦逊，说自己“充其量只是个写作者，更愿意少写一点，多看一点”。想来这种
谦逊是充分的思考和智慧，是经年累月自我修炼的结果。这是一个成熟起来的男人，有了故事和经历
，对世界有深刻的认识，但依然葆有好奇和感性的心。小钟的文章笔触特别的细腻，有男性的直白精
炼，也有女性的敏锐温柔，他认为阳刚的东西少有令人回味，所以创作的时候会让自己安宁柔软下来
。“音乐的创作有如天赐，文章的写作是写所不知道要写的东西，就像一个作家曾说，写作的意义不
在于写你已知的东西，而是要写在你写作那一刻还尚未知晓的东西。当我坐下来之后，不确定自己要
往哪里去，仿佛有什么东西隐隐约约在牵引着你，就好像走在丛林里，有人为你开辟一条道路，你只
需要走过去就好了。”和写作不同，音乐对小钟的开启要更早一些。1995年的时候，钟立风从浙江来
到北京，当时和他一起在北京做音乐的，还有现在大家熟知的周云蓬、小河、万晓利，那时候他们都
很年轻，小钟也才20岁。当时他和很多有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在北京相遇，后来都分崩离析了，有的
转行做生意，有的回老家结婚生子。谈到对音乐的坚持，小钟说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顺其自然，按照自
己的心意生活，从未觉得自己在苦苦地坚持。“一开始可能有坚持的成分，后来就是自然而然。写作
也好，音乐也好，并不认为自己要完成什么样的抱负。如果能创作，就做一点，如果不能就全身心投
入到生活中去，是奇迹也好，是平常也好，自己体会”。和钟立风一样做着新民谣的这批人，大部分
没有认真的学过音乐，都是在生活中打拼过来的，在歌曲内容上会更深刻，更复杂，更多元化一些。
钟立风曾经在接受访谈时说过，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民谣歌手。在他心目中的民谣歌手是像王洛宾这样
的，一唱起他的歌不由自主会涌起一种想要拥抱生活拥抱大地的心情。“民谣不是简单的对现实的调
侃，或者小清新的弹奏”，从小钟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对民谣音乐持一种严谨的态度。他觉得，不
是谈几个和弦就是民谣，民谣是内心的一种情怀，一种内在的气质。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修行自我
取悦，就好像李叔同临终之前写下的四个字“悲欣交集”。始终认为，钟立风的骨子里是有某种叛逆
和孤傲的。他曾经写的那首《再见了最爱的人》，让演唱者水木年华当年凭借这首歌家喻户晓。到现
在依然有人对他说，小钟你再写一首这样的歌你就火了。但他不愿意去重复以前的自己，不会违背自
己的本心做顺应潮流的流行音乐，尽管知道会因此流失一些听众，但他并不在意。华语音乐有起有落
，很多人来来去去，但民谣音乐无论小众还是大众，都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或许正是有了像钟立风这
样许许多多专注做音乐、认真创作的人，才让民谣音乐在这个“土气”而又浮躁的年代成为一个浪漫
的传奇。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字，在钟立风的作品里，他从来不吝啬用华丽的意象来形容女子。他曾经
用“清澈”、“洁净精微”这样光辉的词眼来形容姑娘，也用“一首流动的诗”这样的句子来比喻少
女。在聊到他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的另一半时，小钟显露出孩子般的害羞和生涩，不像之前那样
侃侃而谈。他告诉我说，最喜欢胡兰成形容女人的一句话，“女子的谦卑，原来是豁达大气”。曾经
遇到过一个彩虹般的人，他像小钟一样也喜欢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也迷恋伦纳德科恩的
声音。或许正是因了如此，当我在和小钟对谈时，会有一种奇妙的亲近和欢喜。对才华横溢的人，我
从来都是难以抗拒的。小钟近来又出新作，书名叫《在各种悲喜交集处》，引用的是木心先生的句子
，“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不惑之年的钟立风，放下了猛烈的对抗和愤怒，将所有的热
情、执着、记忆，流淌成一种至为温柔的力量。若你欲与之相见，他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5、世界对所有人都一样，但是每一个人对世界却完全不同。小钟的悲观在于他的清醒，小钟的乐观
也因此才显得那么有说服力。看他的书，和听他的歌，都会让人重新爱上世界，相信生活美好。到底
是先爱上作者，还是先爱上他的作品，恐怕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无法说清，歌迷即书迷，
我们在阅读中得到多重满足，生活中欠缺的一种交流。
6、宗纬打来电话：“台北在小雨，我就想打个电话给朋友。”正本书读完，这句话深深的印在了脑
子里，友多闻大概是这本书最能体现小钟的情怀的地方，其他的章节充满了太多的博尔赫斯式，不是
都能懂。一直觉得情怀这个东西，你有，再有个人能妥妥的接住，才是幸也。而小钟笔下的朋友，多
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情怀，而小钟记录下的都是最简单的生活细节，这些被小钟妥妥接住的情怀，
透过笔尖传递给了我们。一如他歌声里轻轻浅浅的诉说。见过小钟2次，都觉着这个人有一种孩子般
的表情，谦卑，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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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在各种悲喜交集处》的笔记-第7页

        刘禹写过一首短诗《幸福》：什么时候/我可以/哪儿也不去/谁也不爱/什么也不干/而且还没有压力
。

2、《在各种悲喜交集处》的笔记-第210页

        人世悠悠，无有禁忌；日色风影里，有着家常和生机无限。

3、《在各种悲喜交集处》的笔记-第7页

        刘禹写过一首短诗《幸福》：什么时候/我可以/哪儿都不去/谁也不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没有压力
。

4、《在各种悲喜交集处》的笔记-第8页

        诗人以一段段分行排列的字句作成了诗，然而他们心中却没有死板的条条框框，也没有过多的自
我主见与道德说教，有的是心灵的绝对自由和情感的宁静流露，充满着节制和诗意的力量，他们从平
凡无奇的生活当中捕捉到了“诗”，却又闪耀着某种迷人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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