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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蝶者》

内容概要

这是本散文随笔集。共收录文章34篇，包括木偶戏、人牲、血绒花、记忆的形式、羊的社会及宿命、
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永远的卢森堡、农舍中的奥威尔、苦难所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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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蝶者》

作者简介

筱敏，作家。1955生，现成广州。主要作品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散文集《喑哑群山》、
《女神之名》、《理想的荒凉》、《成年礼》、《阳光碎片》、《风中行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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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蝶者》

书籍目录

捕蝶者 木偶戏 人牲 血绒花 记忆的形式 羊的社会及宿命 普罗米修斯的传说 诚实与否，这是一个问题 
永远的卢森堡 农舍中的奥威尔 苦难所赋予的 幸存者的负疚 《记忆》：拒绝遗忘 自由与传统 观察群体
的别样方式 多少才够 蚁国之镜 天穹的漏孔 乘舟而去 怀想父亲 出生地 幸福的童年是想似的 三哥 角落
三章 桥 旧衣装 故地麻雀 年末 雨 树 洞穴 清晨 书 逃离或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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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蝶者》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本散文随笔集。共收录文章34篇，包括木偶戏、人牲、血绒花、记忆的形式、羊的社会及宿
命、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永远的卢森堡、农舍中的奥威尔、苦难所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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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蝶者》

精彩短评

1、刚拿到手的时候，觉得书的封面很雅致，纸质也很好，看了一些以后，觉得内容也很好，很有内
涵，见解很精辟，语言很雅致，很喜欢这本书~~
2、一直很喜欢筱敏的书。这本书可能想象意境很深吧有些散文的味道。喜欢书名有么有
3、关于讲木偶戏的那一篇尤其好
4、#2016阅读计划No16#我觉得这本很棒啊 差点因为不喜欢前两篇而错过了本书
5、朴实的浪漫
6、自由！自由！
7、看过她的、《成年礼》期待她的这本书
8、筱敏的捕蝶者处处有哲思
9、很多东西其实还是读不懂，但也许就是散文的魅力吧..
10、最后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在《美文》里，《血绒花》给我的惊鸿一瞥~
11、这书是老师推荐．买来看看还很不错．写得很好书的装帧也很不错．
12、筱敏的散文，属于说理一类，然有诗性，诗与思的结合，尤其喜欢羊的宿命，中国社会，说透了
。
13、很惊心动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心“死”的。
14、对于追求作品语言华美和思想精深的读者，筱敏的书的确是很棒的选择。这本书的作品简直是篇
篇精品。希望她以前的作品集别再缺货了，我真得很想都买回来啊⋯⋯
15、性价比很高 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 思辨
16、其实不太喜欢。

语言华美和思想精深倒足。

但读来未有行云流水的美感，少了点超脱 审视的目光
感觉字里行间有些影子，来自某个时代。。。
17、其实这本貌似没有阳光碎片那本底蕴厚实，感觉有点浮，过于注重形式了。。。。
18、记忆的形式。
19、关于自由的渴望贯穿全书。内容丰富，有虚构的，有书评，有回忆的。书评大多关于个人和集体
，回忆都是残酷年代个体卑微的苦难故事，虚构的文字太美了。
20、不如从前了
21、这是一本极有社会关怀且哲理思考的散文集，用散文式的语言比喻出晦涩的道理，其中的《羊的
社会及宿命》引人深思。
22、散文中的精品读筱敏有许多年她的书适合放在书架上收藏
23、看了一些，还可以，没能读完
24、这是本散文随笔集很喜欢看。喜欢筱敏的作品。
25、真正敏锐的作者对人世间的残酷与不公却会有几近美丽的描述，震撼人的灵魂。
26、嗯，很喜欢筱敏的文字，在语文试卷上看到两篇文章，都被吸引了。物流太给力了。
27、仍旧喜欢筱敏的文字，风格；但思想，就终止在那里了
28、深刻的文字。
29、女作家中的佼佼者，思想深刻，值得研究
30、有思想，有内涵，值得一读
31、帮朋友买的，学校要求买的 书本运货速度还行包装完整，版面整洁。很实用噢。是本散文随笔集
。共收录文章34篇，包括木偶戏、人牲、血绒花、记忆的形式、羊的社会及宿命、普罗米修斯的传说
、永远的卢森堡、农舍中的奥威尔、苦难所赋予等等。值得一看。
32、有些深沉，有些压抑
33、文风挺好
34、看过羊的社会及宿命思想深邃语言犀利，独具一格
35、高中语文书里我最爱的文章，除了刘亮程的《寒风吹彻》，就是筱敏的《捕蝶者》了。和刘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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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蝶者》

的《一个人的村庄》一样，也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买下了筱敏的《捕蝶者》，筱敏和刘亮程一样，都是
生活里了不起的哲学家，他们都能把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东西一一变成浓缩精华。总之，是本好书。
36、朋友推荐，看后再来追加评论
37、大一时在图书馆借的书，后来还看过几遍，尤其是 苦难所赋予的 看了非常震撼和感动，现在还想
再看一遍，但是没有找到电子版，可惜
38、讨论社会与意识，人类存在形态的精华
39、小众读物很多时候容易被低估，比如这本，有兴趣再去看这个不太知名作者的其他作品。
40、全书只“树”一篇可读，唯此一篇，不让人对本书失望，唯此一篇，作者声名可百年不朽
41、一直很喜欢筱敏的文字。也许是文革的记忆过于深刻，所以对专制的残酷和自由的向往才如此真
挚。况且写过诗的筱敏在处理文字上也有她独特的功利，读这样的书，无论是思想的深度还是文字的
密度都让人欣喜
42、文字很美很深刻，但是完全没有庸俗之气，给人的感觉非常震撼
43、因为在新语文读本上看到了筱敏的”山峦”，深深被他的文笔打动，而兴起追文之心。书的装祯
很好，质感很棒，之前缺书许久，喜欢筱敏的人别再错过。
44、同学拿到手了，说很好呢！
45、猎奇
46、说真的，筱敏的文章看多了的话，反反复复的都在说着同一件事，同一个道理，同一个逻辑。但
是她选择坚定的不遗忘，还是值得敬佩。
看的她的第一篇文章是《成年礼 》，那种少年时代的冲动、热血和敢于迎接命运的悲壮感，于我心有
戚戚
47、好书。值得看看。就是包装不怎么样，有点旧。
48、一本颇为漂亮的读书笔记。
49、其实真的不怎么样！里面有一篇我们考试时用过蚁国之镜挺恶心的！
50、期待已久终于捧着手心里不用多说了
51、宝贝喜欢的书，一定不错。
52、非常好看的书。
53、没看物流有点慢
54、她的文章挺有风格的
55、文笔甚美
56、这本书没有多关于革命，比较女性。值得一看
57、细腻的女性文学
58、虽不出名，但属高手。《随笔》的读者应该熟悉作者的风格。
59、很好的文章。
60、自从在林贤治的书里知道了筱敏，看过了那本《成年礼》，对筱敏女士的敬意就未曾改变过。这
本《捕蝶者》也并非新作，但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动。本散文集延续了筱敏女士一贯的主题：对极权
主义的拷问和对弱者的关怀，只不过与过去作品相比，本书所收录作品隐喻色彩明显：《捕蝶者》、
《木偶戏》、《人牲》三篇最明显，但隐喻背后的思考却依然凌厉。而《角落三章》这样有一定情节
性的散文很好地勾勒了城市里三种不起眼职业：理发者、搬家者、修鞋者和他们的生活，读来唏嘘。
除此之外，筱敏女士“不忘历史”的传统也保留了下来：《怀想父亲》既回忆了父亲的一生，又追溯
了父亲的时代给他打下的烙印。不得不说，这个散文集很优秀，值得阅读，况且目前折扣这么低。看
到有评论说只有《树》一篇可读，我估计是年轻人，读不了长篇的沉重文字——可那确确实实是真实
的历史啊！又有说在考试时看到《蚁国之境》，觉得恶心——殊不知能在考试时遇到筱敏的文章，足
见出题者多少还有良心。所以我斗胆说两条中评都不客观，辜负了这样一本好书。请允许我用郭嵩焘
自撰诗作为对筱敏女士及其作品的总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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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蝶者》

精彩书评

1、卡西尔说人类是符号的动物。对于我们，人类，这一符号的动物而言，经过神秘的诗意加密的符
号，常常比直觉感官更有力量，能表达出不能表达之物，从而让一种隐忍的种子潜伏进思想的荒土。
符号，比起记忆，可以更晦涩亦更有效地言说自身的痛苦与黑暗；而符号也能被操纵，让这份沉痛的
思想像菟丝子一样攀附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中，成就新的思索。筱敏老师从来不写风花雪月，不歌
功颂德，不五毛也不公知。她写一些看似很遥远的东西，像神话一样朦胧，像诗一样丰盛，看似生活
中的忧郁，或是隐藏在历史中的黑暗。读筱敏老师的文字，不深的时候似走进一片陌生的花海，纷乱
而华美的意象语词如秘境的蝶从身旁翩然掠过，闪烁的鳞粉在视觉中徒留一段光影如幻；但穿过这些
表面后景观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视觉上的鳞粉是毒，渗透到大脑皮层，到思想的深处。所有的花都是
从伤口深处长出来的，开得越艳，根就扎得越深，在伤口血肉中纠结成繁杂错综的网络。鲜血与疼痛
滋养的花因美丽而沉重，因深刻而荒诞，是不可理喻的，是轻浮的灵魂不可承受的，是真正的“重如
鸿毛”，而命运的天平另一端不仅是个体的生命，它亦表征着整个社会，整个文化，整个历史。她是
与痛苦黑暗抗争生存过来的人，她在《一千无光之年》中如此陈述过了。这个时代越是光明安乐，越
是将自己的丑陋伤疤隐藏，那些被埋葬的过去的梦魇与冤魂就越是追逐着她，缠绕着她，迫她写下这
些文字：看似一些杂乱的政治学著作读后感，或者深奥的社会性分析，难懂的文学与哲学评论；可她
真正在写的，始终是那些曾经发生在我们生存的这片国土上的，被压抑，被活埋，被抹杀，被淡化，
被忽略，被遗忘以及正在被遗忘的那些历史中不属于历史的部分。她为它们的代笔。字字泣血如绝望
的呐喊，却同时在至深的黑暗中偶尔寄托一些细小的希望——像抬头就能看见的温柔黯淡的星空，文
字、思想以及它们所承载的那些记忆就在那里遥远而温暖地，闪烁。遗忘即便是自发的，安稳的，自
足的，却从来不是自然的，救赎的，正义的。特别迷恋筱敏老师的散文。每篇都读过数十遍。不光出
于对其才华的仰慕，对其文字的迷恋，对其思想的深刻，更出于一种私密的希望。关于由于敏感而苦
于黑暗与疼痛之人的生存之道。希望自己也能终有一天，也能将这份痛苦转为力量。
2、阴沉的天气永远是让抑郁无限发酵的催化剂，而记忆却是催生出这些情绪的温床。虽然“记忆”
是如此抽象，却又有无数人想要将其具象化，你明白它的存在，但又却无法触碰。在琐碎的生活中，
脑细胞间传递各种电信号与化学信号来记录存储日常的一切繁杂与起伏，有的记忆随着时间渐渐强化
，有的记忆则随时都飘零飞逝在了无痕迹的岁月里。然而除了脑细胞的行为，人们还有各种方式来记
录生活。手机成为记录人生精彩瞬间的最佳工具，随手一张照片，录制一段视频，发表一篇博文，微
博上不到140的字数却已经恰到好处地记录下你此时此刻的心境与感受，手机已然成为辅助存储记忆的
工具。里面写：“一张纸片飘扬的形式，是记忆的形式。荒漠有足够多样的手段将一张纸片撕碎，消
解，何况荒漠之上还有足够多的岁月。它挂在草茎上；它埋在沙丘里；它因沙丘流徙而流徙；它在雨
雪中湿了；它贴在岩石上干了；它被鸟喙啄成条状去筑巢；它随巢倾覆，没进沼泽地；⋯⋯飘扬的状
态，是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状态，既非有亦非乌有的状态，而消解的力量却是真实并强大的，因之零
丁的飘扬终将消解为乌有。”记忆是虚无的，是缥缈的，然而人脑大概像那片荒漠，消解记忆的力量
确实如是——真实而强大。人有时是愿意主动删除某些记忆的，对于那些不愉快的记忆人们不会犹豫
摁下“Delete”，但有些记忆突然瞬间凭空消失，由于那片记忆的消失，对于拥有那片记忆的主体来
说，那片记忆成为了从未存在过的假象。我曾试图保留一切生活的细小物件：某次生日点燃过的蜡烛
、门票和电影票的票根、所有的发言稿和书信纸条、志愿活动的礼仪带⋯⋯——一切微小而又证明那
些生活与记忆存在的物证，这看起来感性而又愚蠢，但这让人感受到那些日子曾经是鲜活地存在的，
我曾是生活的主角，我一直在前进的，这是生活的印记。然而即使我尽力保留每一年的春游合照，十
年过去，我已经叫不出相片里许多小学同学的名字了。有时记忆的丢失成为了不可控的事情。人生来
就一幅躯壳与一个大脑，大脑让人有思维，肢体使人具有行动的能力，最终肢体与大脑不过是为了让
人感受世间的一切，而记忆最终成为了这些感受的载体。不仅经历称为记忆，那些感受——痛苦、欢
乐也称之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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