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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尔乔侧身向右卧躺了很久。
宿命地应和了他生前画的那些总是向右侧卧着的男人。
他的左肺上长满了肿瘤。
无论多累他也只能向右躺着。
他太疼了。
这一天，2007年8月29日，他终于可以平躺下来，因为他已不再疼了。
尔乔，1964年生于哈尔滨，在这里上小学和中学。
后去外地念了5年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哈工大医院。
从小；尔乔就喜欢随手在纸上画点什么。
参加工作后，这些信笔涂鸦的玩意儿偶然被一些朋友看到，个个惊讶不已。
这使得他这个平时胆子很小的大夫，着实添了几分胆量。
他就这样一直画下去。
从钢笔到马克笔。
再到毛笔。
就这么一点儿业余爱好。
竟创作出了近万幅作品，成了闻名遐迩的大画家。
刚工作后的尔乔，常常一个人，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在脑子里营造出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自己
的小天地。
每日优游于这心造的封闭的世界中，浑然无察。
有时他好像跟魔鬼签了约，不知疲倦地，不带任何目的地画。
几个月下来。
能攒出千余张画。
仿佛他就是——像海德格尔所说——“一条为了作品的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
尔乔最早成型的作品大都画在小小的处方单和火柴盒大小的卡片上。
画这些小画的时候.他感觉自己是大的。
他就像上帝一样看着他的造物。
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使画面跟现实拉开了距离，有了一种俯视的高度。
儿时的梦幻。
若隐若现的性。
突兀的肢体。
闲适的人物，似有若无的情节，莫须有的场景。
不可能的空间,过往时光，都是尔乔那时喜欢的主题。
那个坐在寂寞大地上的人。
呆呆望着天边的流云；江边的荒草滩上一个人张皇地伸开臂膀；一群心无所系的年轻人在桥上狂喊；
一个失重状态的人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面飞翔：一个游移不定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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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尔乔留给世界的》是由韦尔乔和王玉北共同编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尔乔留给世界的》收录了其诗歌、漫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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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尔乔，1964年生于哈尔滨，在这里上小学和中学，后去外地念了5年大学，学医，毕业后，分配在哈
工大医院，2007年去世。
已出版各类绘本图书及为书籍插图共计70余种，插图约8500余幅，另有独立作品千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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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文字我和我的画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我出生在哈尔滨。
六岁那年，全家迁往四川。
在那里住了四年。
我在北碚的一所小学念了四年书。
那是一段好日子。
我时常会回忆起，有时，也讲给别人听。
可是，人们都不大相信我说的话。
理由是，我那时不过六七岁，不会记住太多的事情。
既然他们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慢慢享用这份温暖的情致。
我知道，那段时光，不会再来。
虽说，那时也没少哭过。
十岁时，一家人又莫名其妙地返回了哈尔滨。
我的好日子也就慢慢结束。
从此，再见不到漫山的竹子和漂着红油的担担面。
我在哈尔滨读完中学。
十八岁，去佳木斯医学院念了五年书。
毕业后，就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上班。
不知不觉，六年过去了。
二十八岁时，当上了主治医师。
知道哈工大的人不少，知道哈工大医院的人，怕是不多。
人们多半称它为“卫生所”。
每天，我就在这个卫生所上班，工作虽然够不上勤勉，但起码也是敬业的。
校内有不少人知道哈工大医院有我这么一个大夫，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大夫还愿意偷偷摸摸地画
上两笔。
这样，也好。
我母亲是个医生。
从小，我就不喜欢医院，就像我不喜欢她下班时，带回家的那股“来苏水”气味儿。
后来，我却当真干上了这一行，这个玩笑，开得可有些过火。
不过，既然干上了这一行，总应该干得像样些。
能够在这个卫生所里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大夫，不出什么大差池，也算老天爷很给我面子了。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我从小就喜欢随手在纸上面画点什么。
慢慢地，被我糟蹋掉的纸张也就越来越多。
后来，这些信笔涂鸦的玩意儿被一些画画的朋友看到，觉得挺好玩，还把它拿到一家美术刊物上发表
。
这使得那个平时胆子很小的医生，着实出了回风头。
打那以后，我开始很可笑地把那些“废纸”保存起来，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画过后便随手扔掉。
当时是怎样想的，也说不大清楚。
直到有一天，好心的朋友打算把那些废纸上的画结集出版。
我才知道，祸已惹大。
我没学过画。
这一点，明眼人一看便知。
我不知道进美术学院念书，该是怎么一番情形。
我的哥哥是美院毕业的。
在那高高的院墙里面苦熬了七年，很少听他说起墙里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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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想他心里一定是有数的。
我不想进美院念书，也猜不出“学成”之后，会是怎么一副样子。
我画画，只为了好玩，仅此而已。
在此，我真该谢谢我的哥哥。
当初。
他看到我那一大堆画在处方和废纸上的东西，只说了一句：“行。
就这样画。
”“这样”画，在许多人看来，就是胡画、乱画。
可是，除了“这样”画，我还会哪样画呢？
他说的也是句实话。
谢天谢地，他没有让我回过头来，再来画“鸡蛋”“茶杯”什么的——像他以前那样。
我就“这样”一直画下去。
可是，画画毕竟不是描图。
日复一日地画，“这样”也就渐渐演变成“那样”。
画面上的变化，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这真让我感到无所适从。
因为发表议论的这些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的名字，你很可能是听说过的。
曾经有好一阵子，我搁下笔，不再画了。
我几乎成了哲学家笔下的那头不知该吃哪一垛干草的驴子。
耳朵里灌满了“这样”或“那样”的声音。
最后，我把别人的忠告，礼貌地放在一边，卸下肩头沉重的包裹，脚步轻盈地上路。
如今，我还是“这样”一直画下去。
只是，这里的“这样”，已不再是某个人的声音。
这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要想真正做到这点，该有多么不易。
我也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忠告的朋友们，我不但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有益的东西，同时我也认识到，在
其为我设计的道路中，有哪条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想说说这本书里的文字。
出版社的朋友，要我为画附上文字，使得那些画“容易接受些”。
要求是：既要对画面做出“阐释”，又不要写成说明文。
这确是一件不好办的事。
一来，有些画不过是信手勾勒的，实在说不出有什么“意义”；而另有一些画。
内容又过于晦涩，好像三言两语也道不明白。
没有办法，我只好杜撰出一个叫“老孙”的读书人，试图通过老孙的故事，使文字与画面达到某种契
合——意趣上，情境上，氛围上。
我是本着这个想法，写这些文字的。
这种做法是否合适？
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并无把握。
另一些段落，则摘自与友人的通信，也是基于同样想法。
再说一说书名。
也许是由于我性格上的某种原因，我的朋友不多。
或者说，愿意和我交朋友的人很少。
平日里总是显得落落寡合的样子。
常常一个人，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在脑子里营造出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每日
便优游于这心造的封闭的世界中，浑然无察。
这般情景，颇有类于梦游。
而收录在本书中的画，也就是一个叫韦尔乔的医生“梦游”时的所遇、所思、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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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书名就起做《梦游手记》。
记得有这样一则寓言：蝙蝠在鸟类面前，说自己是鸟；在兽类面前，又称自己是兽。
结果，双方谁也不买蝙蝠的账。
你们大概猜得出，我引用这个寓言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做蝙蝠，也不想做个梦游者。
今后的日子会怎样？
现在也还猜不出。
走走看吧。
一九九二年七月关于《西方哲理漫画》1995年的春天。
一个画画的朋友，从北京捎给我一封信，说南京有一个搞哲学的朋友，花了十年的时间。
从大量古代典籍里面，翻译、整理出千余则哲学家的轶闻及格言，其中很多都是鲜为人知的。
他想找人为文字配上插图，问我是否“有这个兴趣”。
看过随信带来的几页文字稿，我马上就应了下来，一则不忍拂朋友的美意，二则那些文字也确是很好
，况且，我感觉我的画配那文字也蛮合适。
我这里很快答应了，利用一个夜班的时间，画了30多幅。
记得那是关于昔勒尼学派阿里斯提卜（ARISTIPPUS）的一些非常有趣的轶闻。
我们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由于我的原因，这项工作给耽搁了一年多。
从1996年4月份到10月的半年时间里，我共画了十本千余幅画。
每画完一本，我把画寄到南京，交给他“过目”。
我的这个合作者在评点这些配画时，绝对是把自己放在第一流的美术批评家的位置上，他丝毫不会顾
忌自己的意见是否会给对方造成什么伤害。
那会儿，我们尚无一面之雅。
天晓得一向颇为自负的我，何以会那样接受一个陌生人的“轻慢”。
说心里话，当时我对这个“王博士”并无好感，好在这个苛刻的合作者倒是个心地厚道的人。
当然，这是我后来去了南京才知道的。
我的朋友告诉我。
王玉北所做的是一项“大的工程”。
他的这一套“画说”系列，上溯到古希腊，下至近、现代，共计30余本书，从泰勒斯、巴门尼德到康
德、尼采，大大小小百余名哲学家都在书中露了面。
这是一本很别致的书，它并没有像前人编撰哲学史时，按照严格的编年顺序，使书中充斥着数不清的
时间、地点、事件。
那样做的人太多了，那样的书也太多了。
王玉北有足够的聪明。
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让哲学家自己讲话，并试图通过哲学家的言论及轶闻、折射出其哲学及演进
的过程。
翻开书，那些蓄着长髯，穿着长袍的古代哲学家便笑盈盈地走到你眼前，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
，跟你聊天。
这样的书，就是看上一整天。
也不会觉得累。
这就是王玉北的聪明。
看起来，同是一块肉，交给不同的厨子做，味道可是大不一样。
其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一则则轶闻、格言，看起来轻松，可王玉北为整理这些轶闻所做的披沙拣金的工作，可绝不轻松。
这十年中，他无数次去北京，在首都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包括许多希腊文。
至于如何使那些“蟹行文字”一一变成我们都能读得懂的方块字。
看起来还要蕴藉、雅驯，一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散文，这些，还是让他自己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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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也一定乐意跟你道来的。
古人曾说过，文之余赋诗、诗之余填词，对于王玉北这个搞纯哲学的博士而言，这套“画说”系列，
比起他那些发表在国内外重要哲学刊物上的有关“元哲学”（metaphIosophy）及论述维特根斯坦、罗
蒂、卡尔纳普尔等学术思想的纯学术文章来，不过是一首首“小令”罢了，不过，写得煌煌大文章的
，未必填得小令。
不管怎么讲，这也算得上是“十年磨一剑”吧！
如今，那柄剑已经磨成（虽说锋利与否尚不可知），需要我做的事情，只是在那剑体上镂刻些许花纹
罢了，这是一件费力气的活儿，弄不好倒成了狗尾续貂。
糟蹋了剑。
我倒后悔当初轻易就应允了这件事。
给那些文字配画，我基本上遵循这样的原则：既不拘泥于文字，又不太游离于文字。
二者的关系并不像毛与皮那样，附丽得那么紧凑。
它们应该像飘浮在山峰上的烟岚，氤氤氲氲，若即若离。
对于书中的画。
我想作几点说明。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尔乔留给世界的>>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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