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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作者：张丽钧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该书是以“幸福”为主题的

精选集，主要探讨何为幸福，以
及如何实践幸福等大众关心的
问题。作者以其生动轻盈而又
严谨的笔触，将她的感受和思考
付诸笔端。每一篇文章都意味
绵长，富有哲理。短小精悍的故
事，温暖睿智的议论，让读者在
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中体悟幸
福的本来样貌。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作者：王阳明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传习录》是中国历史上极为
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的圣人王阳明的重要著作，包含
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
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
资料。此版在叶圣陶注释的绝版
版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查缺补
漏，再做修订。确定新高度，再现
大师眼中的大师！

《传习录》

作者：张新红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该书是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

济研究中心关于共享经济研究理
论成果及实践研究的精华，由国
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分享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执笔，回
答了共享经济的现状、趋势、本
质、模式、制度创新、业态及走向
等 100 个热点及难点的问题，附带

“知识点”版块，为读者划重点；是
一本可读性、实用性、权威性很强
的实务指导教材。

《共享经济100问》

作者：何建明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一部记录“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重要思想萌发实践和辉
煌成就的优秀文学作品，对学习
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把握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具有十分有益的
启发与指导意义。该书通过大量
真实的人和事，以及许多传奇般
的动人的故事表达，记录了浙江
安吉余村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思想引领下成功开展生态
文明建设后化茧成蝶的故事，让
全世界的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
国的发展正在发生质变。

《那山，那水》

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告诫他的研究生：“读书要读注，学问多在
注中。”的确，“注”虽在文后，却是知识的结晶！

社会学家潘光旦，1941 年译成并于 1946 年出版的霭理士名著
《性心理学》，34 万字的原著，注释达 570 多条、10 万余字，将他平日
阅读古书时所积累的野史正书、笔记小说等材料，“与原文相互发
明，或彼此印证”。

张中行说，如果一部好的译著满分是 100 分的话，那么潘先生
的《性心理学》，其完美足可以打 125 分。我觉得，这多出的 25 分，应
该是打给注释的。

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除原文外均附有较为详尽的注释，包括
用字、造语、命意、属对、句法等，博引古今中西材料，连类比较，洞
幽烛微，探寻艺术精髓，并总结、升华为带有普遍性的诗歌艺术论
题。1992 年第 7 次重印时，他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页附于
书末。这些注释，将理论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于一炉；内容全面，
通俗易懂，从中可对宋诗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总之，注释是作者学问知识储备、生活阅历、人情世故的体现。
有人说：“作者写书，像一个名胜区的导游，他在‘正文’中领你游历
了几个主要风景点之后，还在‘注’里给了你一张更详细的名胜区
全景图，游兴未尽的人自可‘按图索骥’，自己到其他地方去探幽揽
胜。”所以，读书不可不读注，绝佳风景往往藏在“注”中！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读 书 读 注

网 络 信 息 技 术 对 人 们 工 作 、
生 活 的 强 势 介 入 ，正 在 愈 益 深 切
地 改 变 着 社 会 文 化 生 态 ，当 然 ，
亦 包 括 大 众 阅 读 。 过 去 那 种 独
对 孤 灯 的 传 统 阅 读 方 式 不 再 一
枝 独 秀 ，相 应 地 ，一 种 融 阅 读 与
社 交 功 能 为 一 体 的 文 化 交 流 日
趋流行。

不 管 是 通 过 同 城 用 户 互 借 进
行陌生人社交的支付宝“读书圈”，
还是依靠微信用户链进行熟人社
交的“微信读书”，都致力打造一种
类似“线上读书会”的社交圈。而
一些有书共读的小程序，在为趣味
相投读友牵线搭桥的过程中，还有
意设置种种任务，引导读友“跳起

来够果实”，以此调动他们的阅读
热情。

社 交 阅 读 是 对 传 统 阅 读 方
式 的 颠 覆 ，让 参 与 者 既 享 受 到
阅 读 的 欢 愉 ，还 收 获 了 人 际 交
往 的 和 谐 ，一 举 两 得 ，难 怪 受 到
广 泛 追 捧 。

就 像 一 枚 硬 币 有 正 面 与 反
面，社交阅读让一些人欲罢不能，
同 时 亦 存 在 问 题 ，其 中 不 容 忽 视
的 一 大 问 题 就 是 容 易 使 人 焦 虑 。
笔者一位朋友对于社交阅读情有
独 钟 ，谈 及 使 用 感 受 ，他 坦 言“ 看
朋 友 在 读 什 么 ，对 比 自 己 在 读 什
么，看朋友读了多少，对比自己的
阅 读 进 度 条 有 多 少 ”，时 间 久 了 ，

他 感 觉 仿 佛 置 身 于 阅 读“ 竞 技
场”，时常为压力与焦虑所困扰。

细 究 起 来 ，其 压 力 与 焦 虑 缘
自 两 个 方 面 ：其 一 ，在 阅 读 速 度 。
看到别人书读得多、读得快，遂不
免 自 叹 弗 如 ，乃 至 于 逐 渐 乱 了 方
寸、失却信心。其二，则在于阅读
内容。一个网上流传的关于读书
鄙视链的段子颇为直观，“看小众
书 的 看 不 上 看 畅 销 书 的 ，看 畅 销
书 的 看 不 上 看 鸡 汤 成 功 学 的 ，看
鸡汤成功学的看不上看网文的”，
如 此 一 来 ，无 形 之 中 社 交 阅 读 便
因审美和品位的不同而被打上标
签，分出三六九等，尤其是阅读分
享时，面对他人评价，那些喜欢读

浅层次内容者易因评价者流露出
的层次优越感而自惭形秽。

其实，关于读书，不少人认可它
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所以，只要自
己去读、读得快乐充实就好，没必要
攀比或看别人脸色行事，给读书设
置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鲁迅先生
曾言，“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
有是处，也有错处”。一本书如此，
关于阅读内容、速度，大抵亦如此。
当参与社交阅读者不是听从别人的
言语摆布，不是跟在别人身后亦步
亦趋，而是积极主动而非矫揉造作
地向高效阅读者学习时，社交阅读
带给自己的才会是快乐与进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社 交 阅 读 的 硬 币 两 面

喜欢余华，不仅仅因为他的小
说，更因为他的先锋意识。作为上
世纪 80 年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
之一，余华曾写出《活着》《许三观
卖血记》《兄弟》《第七天》等惊世骇
俗的小说。而在这本散文集《没有
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中，余华以戏
谑的文笔戳穿生活表象，用悲悯的
情怀洞察时代。

如果说余华的小说是享誉世界
的作品，那么散文则更加体现了他
的艺术思想，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
余 华 。 全 书 分 为“ 一 个 记 忆 回 来
了 ”“ 文 学 音 乐 旅 行 ”“ 活 着 ”三 部
分，文中讲述了医院里的童年、高
考记忆、第一份工作、第一次看电
影、与儿子的种种温情片段……一
个 个 记 忆 从 余 华 的 脑 海 中 闪 现 。

这 里 ，有 对 往 事 的 追 忆 与 深
思，文学和音乐的独到见解，
对 旅 行 中 的 所 见 所 闻 所 感 ，
以及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反
省。正如余华所说：“这就是
我 的 写 作 ，从 中 国 人 的 日 常
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
经 济 、社 会 、文 化 、情 感 、欲
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余 华 是 个 叙 事 高 手 ，总
能 以 最 简 单 的 文 字 ，最 平 和
的语调，简单、直接、有力地
把 读 者 带 入 故 事 之 中 ，与 主
人 公 同 呼 吸 、共 命 运 。 在 开
篇《一 个 记 忆 回 来 了》一 文
中 ，余 华 写 到 他 在 浙 江 海 盐
度过的最难忘的岁月。就大
环 境 而 言 ，余 华 成 长 于“ 文
革”时期，曾在这座小城镇里
目睹过游行、批斗大会、造反
派 之 间 的 武 斗 ，以 及 枪 毙 犯
人等场景。他所身处的小环
境也同样鲜血淋淋。余华的

父母都是医生，他一放学就往医院
跑，见惯了父亲刚做完手术双手沾
染鲜血的样子，听惯了失去亲友的
人们歇斯底里的哭喊声。这些所
见所闻也是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写
下那么多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作品
的原因。

余华回应过自己写作风格的转
变。他在书中写到，“为什么我在
上世纪 80 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那
么多血腥暴力，为什么到了 90 年代
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明显减少
了。”原来，所谓文风的改变源于他
做的一个梦。1989 年的某个深夜，
余华梦见自己如同小时候见过的
犯人那般，被押上刑台执行枪决，
他被这个噩梦吓得不轻，认为是自
己写了太多血腥暴力的故事才得

此报应，从这一刻起，他的写作中
血腥暴力的内容减少了。如他所
说：“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
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
后一切都改变了。”

如果说幼年的经历对余华产生
了影响，那么一众文学大师则对他
的创作起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推动
作用。川端康成、卡夫卡、博尔赫
斯、三岛由纪夫，这些文学史上熠
熠生辉的名字，都是余华文学道路
上的灯塔。余华结合自己多年的
创作经验，跟随自己的性格另辟一
条蹊径，把模糊抽象的文学本质具
象化、生动化、立体化。对于阅读，
余华建议，要去读伟大的作品，不
要去读平庸的作品。余华说：“长
期读伟大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就
会很高，写作的时候自然会用很高
的标准要求自己。”读之，让我们重
新认识了这些大师，有豁然开朗，
相见恨晚之感。

余 华 剖 析 了 日 常 生 活 表 象 下
隐藏的社会病灶，对所处的时代进
行 由 外 而 内 深 刻 反 省 。 比 如 在

《我 们 生 活 在 巨 大 的 差 距 里》一
文 中 ，余 华 以 六 一 儿 童 节 的 一 个
新 闻 报 道 为 例 ，一 个 北 京 的 小 男
孩想要的礼物是一架真正的波音
飞 机 ，而 一 个 西 北 小 女 孩 则 羞 怯
地 希 望 得 到 一 双 白 球 鞋 。 对 此 ，
余 华 写 到 ，两 个 孩 子 梦 想 之 间 的
差 距 ，显 示 了 两 个 极 端 。 历 史 的
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
经 历 了 欧 洲 四 百 多 年 的 动 荡 万
变 ，而 现 实 的 差 距 又 将 同 时 代 的
中 国 人 分 裂 到 不 同 的 时 代 里 去 。
这 就 是 今 天 的 中 国 ，我 们 不 仅 生
活 在 现 实 和 历 史 的 巨 大 差 距 里 ，
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

余华叙事中充满悲天悯人，人
物的行动带给了阅读者悲伤，但一

切描写都是那样的不露声色。在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中，余华
坦承：“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
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
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
己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来世
间一遭，生活一次，每一种生活都
弥足珍贵，要好好珍惜。可见余华
对生活是充满热爱和热情的，态度
是积极的。即使他早期那些充满
血腥和暴力的作品，也无不是以笑
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
活着之外的事物所活着，这是余华
在写作中逐渐明白的道理。

余华还有个特殊之处在于将音
乐和文字联系爱一起，他觉得音乐
给了他爱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学
观念；音乐影响了他感知世界的方
式，从而导致他叙事风格的变化。
在余华看来，音乐的叙述和文学的
叙述，都暗示了时间的衰老和时间
的新生；它们都经历了情感的跌宕
起 伏 ，高 潮 的 推 出 和 结 束 时 的 回
响。音乐中的强弱，如同文学中的
浓淡之分；音乐中的和声，就像文学
中多层次的对话和描写；音乐中的
华彩段，就像文学中富丽堂皇的排
比句。不同的是，文学的道路仿佛
是在地上延续，而音乐的道路更像
是在空中伸展。余华用别只眼看音
乐，看出了和常人不同的感觉。

余华曾说过：“任何时代，都有
不浮躁的读者。读书是一个人安
静下来才做的事。”无论如何，在面
对幽暗复杂的现实时，余华没有在
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没有背
过身去，而是用悲悯的情怀洞察时
代。对于余华和其作品，我们的情
怀还在，热爱还在，庆幸的是，余华
对他的创作也同样保有最初的情
怀和热爱！

用悲悯的情怀洞察时代
——读余华新书《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 荆 墨

再 次 走 过 小 城 一 条 老 街 的 拐
角处，发现旧书店不见了，代之而
起 的 是 烤 鸭 店 ，心 中 不 由 一 阵 怅
然。旧书店叫“三毛”书店，老街叫
书院街，书店没有了，老街也就少
了书香味。

从前闲来无事的日子里，我就
很喜欢逛这家旧书店，它在我记忆
里，有墙的地方便有书架，书架很
高，得有两米多，我淘书时常得借助
凳子才能够着。橘黄色的灯光下，
那些凌乱的旧书，却充满了诱惑。
我在书丛中找呀找呀，让我想起了
小时候挎着篮子，在麦苗丛中找寻
荠菜。我在那里淘了很多书，不少

是经典名著。
买旧书的乐

趣 在 于“ 淘 ”的
过 程 。 小 小 的
旧书店里，书架
上 密 匝 匝 地 放
满了书，一本钢
琴技法书旁，可
能 躺 着 孙 犁 或
黑格尔，这时我
的 眼 神 能 聚 成
雷达扫描仪，去
寻 找 自 己 最 心
仪的书。

每 当 我 在 乱 七 八 糟 的 旧 书 堆
里，找到一两本自己久违或喜欢的
书，就像古玩商淘到稀罕的宝贝一
样，立刻就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不过旧书的旧，只是一种表象；它的
思想与灵魂是永不衰老的，旧书有
一种岁月赠予的特有温情。其实书
无论新与旧，带给我们心灵的营养，
这就足够了。

我时常在想我与旧书，是怎样
一种缘分呢？

我曾购得一本德富芦花《自然
与人生》，原色书面上淡淡几笔素
描，旁逸斜出的一丛树枝，开着素雅
的梅花，与现在花花绿绿的书封面

相比，仿佛一位素妆女子，让人产生
想走近的欲望。

一次看到一本茨威格的《一个
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书的
封面已经破损得不像样子，我用胶
带和厚信封修补好，放在枕下压几
天，让它回到我赏心悦目的样子。
旧书曾经滋养过它的旧主人，现在
它又姗姗来到我的手里，它就拥有
了第二次生命。喜欢旧书，因为前
一辈的写书人和译书人，国学底子
深厚，写得一手漂亮文章，翻译的
作品也耐读，不像现在的译者，文
字常常故作高深，语句却经不起推
敲，底蕴缺乏。

旧书因为旧，不知落下多少人
的手温，也更多了一份人情味儿。
有时读着读着，会看到旧主人的批
注，字迹工整，想像曾经主人那份
情 怀 ，也 算 是 一 份 穿 越 时 空 的 交
流。旧书与装订华丽的新书比起
来，也许像灰姑娘，但是我看上的
是它的质朴，如田野里一朵素朴的
小花。

我曾在河边树荫下一个旧书摊
前，淘得几本书。有一本《世界情诗
名作》才两元，翻开书，扉页上俊美
的字体写到：亲爱的小曼，书里有我
说给你的话。落款是：奕风。当浓

浓的爱沦落为尘埃实在让人可惜。
倘若是我，定不会把一段情随意弃
之，每一段爱都有存在的理由。

吹 了 吹 旧 书 上 的 灰 尘 ，打 开
泛 黄 的 纸 张 ，氤 氲 着 淡 淡 樟 脑 的
香 气 ，这 是 属 于 旧 书 的 气 韵 。 文
字依旧清晰，情感依旧动人，思想
依旧睿智，旧书从岁月深处走来，
咿 咿 呀 呀 向 你 讲 述 光 阴 的 故 事 ，
我总认为旧书是有灵魂的。我的
快 乐 时 光 ，大 多 是 与 书 相 守 的 时
光，阅读就是天堂。就着月光，伴
着虫鸣，捧一卷旧书，身边茶香袅
袅，走近作家们的人生，同时也丰
富了自己的生命。

在阅读中，旧书还常带来意外
的惊喜，有时是一张发黄的书签、
一 份 经 年 的 购 书 发 票 ，或 一 张 旧
车 票 。 有 一 次 我 读 着 书 ，突 然 从
书 中 掉 落 一 片 秋 天 的 树 叶 ，红 的
树 叶 稍 有 点 破 损 ，它 们 从 书 页 中
抖 落 的 那 一 瞬 间 ，像 一 部 老 电 影
的某个镜头，如同淘旧书一般，那
种 美 好 ，是 只 有 经 历 了 才 能 感 知
其间的美妙。

喜欢散步时，在昏暗的路灯下，
在一撂撂旧书堆中寻寻觅觅，不仅
为挑书，也为了再次体会那份宁静、
那份从容、那份恬淡的心境。

旧 书 的 味 道
□ 杜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