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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苹果的滋味（代序）

作者：朱惜珍

两年前，我在上海徐家汇大修道院参加《建筑是可以阅读的》直播，现场活

动结束后，有一位年轻人走到我面前和我交流他对建筑的看法，他说他叫王冬。

当时，王冬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枚青苹果，天然、干净、爽脆，略带些稚嫰。这

让我记住了这位 80 后小伙子。之后，我在杨浦、虹口、海派文化中心所作的讲

座中又看到了王冬的身影。每次，他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听，仔细地做笔记，

结束后也一定会留下来和我交流自己的看法。

从短暂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王冬是新上海人。他从小在淮河之滨皖北水乡安徽

五河县成长和生活，千禧年七月，因知青子女政策，18 岁的王冬回上海参加高

考，考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中澳合作商务英语专业，三年后毕业又进入复旦大学

英语（商务）专业学习两年，二〇〇六年开始进入外企银行工作。每天和枯燥的

数字打交道，对于性格外向热情的王冬自然是不满足的，他的激情需要释放。从

小爱好文学的王冬便把业余时间全都倾洒在写作上，他频繁地参加各类读书会、

文化讲座等，借此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王冬喜欢独自行走，他说这样可以随心所欲，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在他看来，

旅行是暂时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人，去尝试新鲜的事物。在行走的过程中，王

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就像他曾经在自己的一篇名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

中所说：“我的梦想是做一名记者，记者这个身份就像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魔

法，让陌生人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打开，像打开一扇窗一样，让人们窥见里面的风

景。“通过和各种各样普通人的接触，让王冬开阔了眼界。他从此迷上了旅行，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了王冬的生命常态。每次旅行归来，他一定会写游记，

用文字记录下旅途的所见所闻。这些游记写得朴质真实，而且很有画面感，犹如

一幅幅缓缓展开的画卷。如写郭沫若故居里的“妈妈树”，他写道：银杏树“金

黄灿灿的树叶在枝头迎着秋阳散射出柔和温暖的光芒。郭沫若喜欢银杏树，因为

他觉得银杏的树干端正挺劲、独立不倚，它美，却美得低调。那为什么“妈妈树”

最特别呢？因为它有着不寻常的故事。”然后笔锋一转，就自然转入“妈妈树”

的故事。又如在参观恭王府时，他又把恭王府和北京的“王府文化”联系起来，

他感悟到王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宫廷文化和平民

文化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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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王冬第一次到香港旅行，五天里独自逛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

他最喜欢的是庙街，他用心感受庙街夜市的文化，“逛逛这里的地摊，即便不买

东西，单是用鼻子嗅一下那满街满巷的市井味道，就很满足。”闲逛中，他随意

地拍下在街边挑选物品的人，他从那些表情和面孔中发现了这座城市更真实的一

面。在灯火阑珊处弥漫着的暧昧气氛，那是跟生活有关的。二〇一四年，王冬第

一次来到台湾，去逛了士林夜市，除了很多新奇的小吃，他还发现每个店家都会

主动向路人打招呼，好热情，就像台湾的天气一样，处处充满着温暖和惊喜。在

台湾的整个行程中王冬都在思考，为什么台湾人可以用一种“慢活”的方式面对

生活。王冬这种心灵感悟，已远远超出单纯的观景了。二〇一八年夏天，王冬来

到位于台湾彰化县彰化市林森路 200 号的私立精诚中学，来寻找和体验电影《那

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青春时代那纯真的感动，那是他第三次来到台湾。

他写道：“当踏进校门的那一刻，我仿佛跟随着时光隧道也回到了学生时代，干

净整洁的校园、窗明几净的教室、宽阔活力的操场······这些也是电影中所呈

现出的场景。”

王冬说：“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都有过旅行，每走过一步，总会留下痕迹。”

因此，他用文字记录下旅行中的记忆和见闻。他渴望能够寻觅一些历史的蛛丝马

迹，来重温历史，感受历史，体味历史，以此温暖自己的人文情怀。旅行改变了

王冬的气质，让他的目光变得深远。这本书里，收入了王冬的许多旅行文章，他

描述景物细致，独特，读者跟随他的脚步可以领略到许多别样的风景。新冠病毒

肆虐后，王冬停止了外出的脚步。四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王冬在公司附近的

陆家嘴金融城中心绿地，看着早春期间复苏的花花草草，感悟到对于病痛能治愈

的从来不都是药，是希望。他为那些冲在疫情第一线的白衣天使讴歌，愿更多的

天使在人间，愿更多的希望在人间，该文还荣获 2020·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大赛

散文组二等奖。接着又写了“上海记疫之二”《激情·距离”》、“上海记疫之三”

《遗忘 VS 重视》、“上海记疫之四”《你好，五月》，以全新的视角展示了疫情期

间自己对生命的感悟。

除了写旅行，王冬的书里还写了许多他眼中的五彩斑斓世界，每一篇都有自

己独特的视角。尤其是他写的《“上海银行”的前世今生》和《栉风沐雨的永隆

银行》很具有可看性，那得益于他在那两个银行工作过的亲身体验。大学毕业后，

王冬进入香港恒生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工作，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每天

早晨迎着朝阳步入陆家嘴地区，遥望着环绕在周围的高楼大厦，他总会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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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豪放之情。上海滋养着这位来自皖北的年轻人，他开始用笔记录下他的生命

印痕，梳理各种社会关系，借此获得融入世界的能量。

许多年过去了，王冬的一篇篇文稿垒叠成了这本书，细细捧读之间，可以感

觉到作者那颗跃动着的心，这些文字是他行走的足迹，也是他生命的印痕。全书

文笔流畅，视角独特，内涵丰富，体现出一位新上海人满满的赤子情怀。这是王

冬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像他本人给我的印象一样，犹如一枚青苹果，青涩中自有

一种天然去雕饰之美，不经意间显示出了他的才华和功力。融知识性和文学性于

一炉是该书的特色之一，读者从中可以获得阅读的愉悦和享受。（完）

写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惜珍，本名朱惜珍，上海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学士，长期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发表小说，散文及

报告文学数百万字。小说代表作有《不说也罢》《寻找感觉》《长亭短亭》《不和

谐的和弦》《拒绝浪漫》《我不再认识你》《迷失在丽娃河畔》等。近年来，写作

重点转向上海的城市文化，主要著作有《上海的马路》《海上学人——蓑烟雨任

平生》《品味老字号》《永不飘散的风情》《花园洋房的下午茶》《梧桐深处的别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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