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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原来这么好看》
启航

《星空与半棵树》
马季

《图书馆之夜》
李东华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李杰

《医生，你在想什么》
贺超

荐 书 榜

高考结束以后，上什么大学马上就
成了高中生乃至学生家长亟待解决的问
题。究竟选择怎样的大学，学生和家长
对于大学的了解是最重要的。《什么是
好大学？》是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的邬
大光分享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以及国外
名校的考察体会，虽然和报考某个大学
的直接关系不大，但其实这是一把尺
子，学生和家长明白了尺子的用法，拿
着这把尺子去量不同的高校，量着量
着，心里就清楚了。同样可以做尺子
的，还有 《学问的秘密：这就是清
华》。并非每个学生都能考上清华，但
是怀揣着清华做学问的方法，沉下心
来，在哪儿都能做好学问。古人早就说
了：道在蝼蚁，道在稊稗，道在瓦甓。

同一期榜单中，有两种关于盛唐的
书。在《盛唐奠基：贞观之治的开创》
中，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定
鼎关中”的建国历程十分“罗生门”。
按照《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
祖本纪》《新唐书·太宗本纪》的记载，
这件事是李世民和晋阳县令刘文静最初
起意，然后去劝说李渊的。李渊开始不
同意也好，大惊也好，迟疑也好，最终
还是听了李世民的建议，起了兵。但是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中，李渊
早就心怀异志。《大唐创业起居注》的
作者温大雅是李渊将军府的记室参军，
相当于机要秘书，专职记录军队中随时

发生的事，他的书相当于李渊的军事日
志，如果说这是他编造的，那功夫可就
下大了。所以“罗生门”的真相到底是
啥，还是得读书。

最初读到凌烟阁和“功臣图谱”，
是在一本特别不起眼的书上，以至于我
认为这事是杜撰的。后来才知道确有其

“阁”，确有其“图”。凌烟阁最初建
造，是唐太宗为了表彰 24 位在大唐建
国和玄武门事变中建立卓著功勋的功
臣，特别让著名画家阎立本画了他们的
像，著名书法家褚遂良题了字，然后把
画像挂在长安城太极宫中的凌烟阁里，
以此来表彰和纪念他们，同时宣传事
迹，激励后进。唐太宗之后，唐代先后
有4位皇帝将自己所在朝代的功臣添补
到凌烟阁中，最终，“入阁”的功臣总
数达到了100位以上。这使之后文学语
言中的“凌烟阁”不再只是原来的意

思，而成了“建功立业”的代名词。就
如李贺诗中所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
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
书生万户侯”。《凌烟阁：大唐风云人物
启示录》从唐代300年历史中遴选出了
具有代表性的 24 位功臣，讲述了他们
的故事。个人以为，熟悉评书《隋唐演
义》的朋友不妨好好读读这本书，了解
一下赛孟尝秦叔宝、三板斧程咬金、三
鞭换两锏的尉迟恭、呼风唤雨的魏征，
本来面目到底是啥样。

中国太大，可以从无数个角度进
入。从地名进入，本期榜单上有一本

《地名里的中国》，这本书以大众耳熟能
详的地名作为切入点，讲述中国上下五
千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
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故事。小地名，大文
化，故事中洋溢着满满的中国精神。从
古籍进入，本期榜单上有一本《从封建

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顾
名思义，这是以《史记》为蓝本来讲历
史上的中国，特点在于“近代以来考古发
掘和史料发现，大大丰富了司马迁的记
述”。了解中国，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能不读古籍，更不能只读白话，不读原
著。《古籍原来这么好看》是一本古籍入
门攻略，通俗易懂。作者熊建毕业于北京
大学古典文献学，现在是《人民日报》的
记者。这个身份横跨了专业与普及，是很
合适的作者。中国是农业大国，离不开农
民。从农业进入中国，本期榜单上有一本

《农民几何——凉水河畔谈中国“三
农”》。作者何兰生，是农民日报社的党委
书记、社长，从北大毕业进入《农民日
报》 后，一直在报社工作，深耕数十
年。他的这部著作，“旨在引起广大读
者对‘三农’的关注，对乡土的共鸣，
对农民的共情。”

读一本书，进入一个领域
□阅读推广人 启航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测试
出生命的温度，因为作家的思绪走入了
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所造成的激荡，而生命的温度
正是从这里一丝一缕释放出来的。对自
己熟悉的世界发生的变化，对人的遭遇
和事的变迁，作家总是难以忘怀，但那
还不是文学，只是通向文学世界的一座
栈桥。当读者被一部作品所打动，多半
是因为感受到了另一个生命的温度，不
管那是来自熟悉还是陌生的人。

作家陈彦善写人物命运，在他笔
下，小人物的性格被赋予了“舞台”
聚光灯下所展现出的生命光泽。长篇
小说 《星空与半棵树》 以中国农村基
层政治生态为叙事基础，通过数十年
间基层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世间
万象、人间百态。在故事情节的推动
上，温如风与孙铁锤两家共同拥有的
一棵百年老树被人偷盗走，从而引发
北斗村无数村民命运的变化，既呈现
出生活真实的一面，也充分显示出艺
术虚构的魅力。在人物设定中，安北
斗原本的爱好是在山间仰望神秘而浩
瀚的星空。他时常扑到望远镜上观测
遥远的星球。这浩瀚的星空改变了安
北斗的心胸。正如安北斗思考的那
样：人生能静静欣赏、凝望这样的星

空，简直是一种奢侈。我们到底是在
凝望星空，还是星空在凝望我们。

《诺奖大师短经典》汇集了历届诺
奖得主加缪、福克纳、海明威、黑塞、
蒲宁、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川端康
成等 20 位文坛巨匠的优秀中短篇小
说。这本书按照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时间
编排，既能让读者按照小说表现手法循
例进入阅读空间，也可以使读者在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性作品里探寻写作
的奥秘。加缪说过：“重要的不是治
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海明威说
得同样精彩：“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
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
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这些小说虽
然故事各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能够触动读者灵魂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大概也是文学永恒的奥秘。
博尔赫斯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阿

根廷作家，《莎士比亚的记忆》收入博尔
赫斯出版于1975年的短篇小说集《沙之
书》和 1983 年的短篇小说集《莎士比亚
的记忆》，是作家最后的且具有连续性的
两部小说集的合集。博尔赫斯的小说具
有天然的探索性，名篇《莎士比亚的记
忆》小说主人公海尔曼·索格尔是一位学
者，在一所大学里安静悠闲地做着有关
莎士比亚的研究，编撰过一本《莎士比亚
年谱》。在一次莎士比亚讨论会上，他遇
到了丹尼尔·索普，这个人身上散发着忧
郁的气质，把自己从一名垂死的士兵身
上意外获得的礼物“莎士比亚的记忆”无
条件地馈赠给了他……当你读这部作品
的时候，很有可能，你也会从博尔赫斯那

里接受莎士比亚的记忆，这是博尔赫斯
艺术思维带来的反光。

小说名家格非写过几本创作理论书
籍，不僵化，不说理论套话，不仅对经
典作品足够熟悉，感受力好，而且内化
成自己的一套解读，对读者很有启发。

《小说的十字路口》收录了他对于《安
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城堡》

《红楼梦》等中外名家经典的分析，扎
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从这
些随笔式的文学评论中可见一斑。格非
曾说，他相信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责
任，都有需要表达的最根本的意图，而
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应当是试图将读者带
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相信不管是作
家、读者，还是单纯的文学研究爱好
者，应该都能在这本书中获得启发。

测试生命的温度
□文学评论家 马季

在挥汗如雨查书翻资料的时候，
2023 年已经悄然过去了一半。天气说
热就热，盛夏迅速进入角色，热得彻底
而且纯粹。高温下，人容易浮躁，心绪
难宁，此时就需要静心修养。北宋蔡襄
天热写行书手札 《暑热帖》 中说“暑
热，不及通谒”。宅在家，一杯清茶，
解消暑热。“心静自然凉”很有道理，
高温天气，调整心态，感受“荷花池畔
风光好，芭蕉树下气候凉”的清爽，享
受“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的
凉爽，也是夏日之乐。

《四季读书歌》 里写：“夏读书，
日正长，打开书，喜洋洋”，也是此时
不错的选择。榜单这本 《风月无边：
中国古典生活美学》 讲述了东方生活
美学的内容，当你宅在家的时候，古
典生活美学中营造的很多居家之乐，
是可以抚慰人的情绪的。作为一本从
中国古典生活中体现传统美学的书，
它描述的就是中国人的生活之美。其
中的“禅悟之美”“文人之美”“文房
之美”“赏玩之美”“居家之美”，都可
以为静心提供美的体验。

夏天无疑是减肥的好时候，本期
榜单特别推荐 《跟随医生科学减重》，
这本书的实操性很强，借着天热大家
胃口衰减，消耗增大的机会，看书先

查自己是不是真胖，然后学习怎么样
合理减重。

《医生，你在想什么》是作者王兴
继《病人家属，请来一下》后出版的新
作，上本书提醒我们如何做一个清楚明
白的患者，而这本书提醒我们了解医生
在想啥也很重要，毕竟知己知彼，才能
沟通畅快，事半功倍。作者在这本书中
从寻医、问诊、治疗可能碰到的问题出
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医生面对
这些问题时会怎么想、怎么做。

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余，应多观
察和发现被忽略的那些美好。比如，
小区院子里的大树小草，你认识多
少？花园里的花卉绿植，你熟悉哪几
个？这样的自然探索，会带给你有趣
且惊喜的生活体验。源于此，我推荐

一下 《花木间的智慧：民族植物学自
然笔记》 这本书，尽管书中的植物可
能跟你的生活有点距离，因为作者以
西南地区 10 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和
生活实践中所依赖的植物资源为切入
点，讲述了少数民族同胞关于各类植
物资源认知、识别、命名、用法、保
护、传承等方面的传统知识，以及他
们在独特自然环境中形成的淳朴的生
态观和充满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阅
读之余，可以帮你举一反三，来提升
你对自然的认知能力。

榜单上几本重头的科普书都是最近
的热点。讲述飞机制造发展历史的《翱
翔：中国大飞机在崛起》，让我们可以
了解中国大飞机制造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谁在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保持领先

地位，谁就能在科技和经济等领域产生
巨大的优势。《芯片战争》介绍了世界
芯片科研的发展，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
了解到我国半导体和芯片发展的历史概
况；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将带来划时代
的变革。每个人都需要积极应对，但我
们做好准备了吗？《人工智能时代与人
类未来》梳理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人
类思想及技术演进的历程，探讨人工智
能对人类的意义。无论如何，未来生活
提醒当下的我们，立足今天，我们必须
居安思危。

结尾想到了诗人白居易的 《消
暑》，非常适合拿来与您共享：何以消
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
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
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

夏读书，日正长
□主持人、阅读推广人 贺超

创新往往比追赶的难度要高，在于创新要
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而追赶则有现成的经验
可以参照。在《超越追赶：中国创新之路》中，吴
晓波教授对从追赶到超越追赶中的“二次创新”
过程及动态升级的模式进行了深度阐述。蔡昉
教授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
与机遇》中，也说明了人口转入负增长之后，经
济发展阶段必然转向另一种格局。创新、超
越，以此全面形成高质量发展，或许是未来经
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高质量发展的选择》
一书中，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王东京也从18个
热点议题出发，结合大量的经典案例，探讨了
国家和企业如何提高发展质量。

在《超越追赶：中国创新之路》中，吴晓波教
授论述了“二次商业模式创新”在价值网络中获
得“后发优势”的新机制，特别是对技术范式转
变期的“机会窗口”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抓住

“机会窗口”是实现超越追赶的关键，而相应的
创新管理体系和制度安排均需改变以往排斥

“不确定性”的管理逻辑。在他看来，以华为、吉
利、海康威视、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行业领军企
业的创新管理实践和实现超越追赶的结果，不
断印证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的超越追赶的大国之路。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德国制造”代表极高
的技术含量。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
未来全球化的先锋》中，讲述了支撑“德国制造”的

“隐形冠军”企业。它们生存时间都在30年以上，
在一个狭窄的市场内精耕细作，在行业内享有盛
誉，但不为普通消费者所知，直到成就全球行业
内的“独尊地位”。在发展模式上，这类企业扩张得
很慢但很稳健，讲究价值驱动而非盲目扩张，是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追求匠人精神的代表。

记者出身的畅销书作家西蒙·温切斯特在
《追求精确》一书中，讲述了精密制造如何改变
世界的过程。在他看来，完美从时间中诞生，
现代世界从精确中涌现，今日火热的智能制造
便是由我们对精确的不断追求所构建起来的。
公差一步步缩小，从 0.1 到超越精确的极限，
是开放与封闭、创新与停滞的竞跑，也是企业
与企业在管理文化上的较量。追求极致精确、
极致精益，不仅是一种产品质量观，更是一种
关乎企业存亡的哲学观。

互联网行业更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
《超越好奇》一书中，360创办人周鸿祎分享了自
己的创业经历。在他看来，好奇心是推动世界进
步的最大力量，同时也是创业者最重要的品质之
一。只有保持好奇心，才能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发
现新的商业机会。然而，仅有好奇是不够的，只有
超越好奇，不停地试验与推翻自己深爱的想法，
才能不断刷新自己，更好地适应现实。这也就是
周鸿祎实现自我超越的人生经验总结。

最后我们来看看大火的 Open AI 研究
员、人工智能科学家肯尼斯·斯坦利和乔尔·雷
曼合著的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在
Open AI工作期间，他们发明的算法叫作“新
奇性搜索”算法，这种算法不预设具体目标，
只看是否新奇和有趣。他们认为，只要你每次
都选择更新奇和更有趣的方向，你就不会是平
凡的。如果你一开始就向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努
力，目标会窄化你的探索范围，而求新确保了
探索范围宽广。考察科技发展史，好东西从来
都不是按照某个目标刻意计划出来的，而是一
个接一个自动发展出来的。

追求精确的
隐形冠军
□书评人 李杰

高洪波先生的图画书 《图书馆之
夜》讲述了孩子们在图书馆搭帐篷过夜
并由此展开的一系列奇幻故事，让人想
起博尔赫斯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世界
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
在书的原野上，做一朵图书馆的蘑菇，
在诗意和想象力绽放的地方，恣意地成
长，这应该是万花筒般的童年旋转出最
美丽的色彩之一吧。

说到“万花筒”，在这期榜单上陆
梅贡献了一部现实题材的好作品《万花
筒》，上海弄堂里富有地域特色的日常
生活以及蕴藏其间的时代变革，从一个
孩子的眼睛看过去，铺展出如流水般清
澈、绵长、繁复的人间烟火。赵丽宏先
生的《手足琴》故事背景也是氤氲着烟
火气息的上海里弄，“手足之情”和

“音乐之声”完美地缠绕，谱写了一首
兄弟情深的生命协奏曲。而同样来自上
海的儿童文学作家唐池子，她的《我的
阿角朋》聚焦的却是云南独龙族脱贫攻
坚中的平凡英雄和平凡生活，那样一种
在对异乡的书写中滴入了故乡的乡愁的

文字，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写作者们
力图把梦想栽种在更辽阔领域的自信与
勇气。

在这期榜单上，那些“跨界写作”
的名家们再次集体发力，除了赵丽宏先
生，肖复兴先生反映跳水运动的儿童小
说《水上花》、徐贵祥先生以汶川大地
震为背景的儿童小说 《遥远的信号》、
裘山山女士礼赞英雄的儿童小说《游过
月亮河》等也如蘑菇，在这初夏的好天
气里“扎堆”生长，不断带给小读者惊
喜。当然，“加盟”跨界的名家还有诺

奖获奖作家法国的勒克莱齐奥，他的短
篇小说集《从未见过大海的人》，就像
一个个平静、舒缓而缥缈的梦境，带给
读者别样的审美体验。

如果我们把这期榜单看作是一个
极为小型的迷你图书馆，那么它也的
确具有图书馆通常会具有的初心——
把人类的知识尽可能全面地收纳在这
里，供那些充满求知欲的心灵满载而
归。这期榜单里的“给孩子的人类文
明史”就浓缩了这样的雄心吧，用 1
套书，12 册绘本，覆盖八大学科，带

领孩子们去领略人类近万年的文明发
展史，因为我们总是渴望着自己和后
代能够突破局限，在书的海洋里尽可
能多地撷取到知识的浪花，并内化为
自我精神世界最富有魅力的那一部
分。要不为什么苏轼总是被人念念不
忘呢？《天才亦全才：文豪苏轼》的作
者在书名中精准地把握住了“全才”
这个点，这击中了大多数人某种很难
释怀的情结，对于多才多艺和无所不
能的永恒期待，或许会在这些书籍中
得到抚慰吧。

做一朵图书馆的蘑菇
□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李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