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范燕莹 ■版式：王书亮 ■责校：魏铼
榜评06

■少儿

■科技生活

■经管

■社科

■文学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
启航

《三部曲》
马季

《中国儿童海洋百科全书》
方卫平

《深圳：中国式未来》
李杰

《数字化孤独：社交媒体时代的亲密关系》
贺超

荐 书 榜

这期榜单主要谈“人”，《基辛格谈
基辛格》谈的是基辛格，《范用：为书
籍的一生》是汪家明先生谈范用先生，

《东方守艺人》谈的是坚守与传承的一
代匠人，《读史有智慧》谈的是人的历
史与经验，《零食里的中国》《绘长安：
大唐生活志》谈的是人的生活，《万里
长城在哪里》《文明：中西交流三千
年》等谈的是人创造的奇迹。

2023年11月29日，世界外交界传
奇人物基辛格在100岁时去世，因此他
的书上榜是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

《基辛格谈基辛格》是本小书，而往常
读到的关于基辛格的书以大部头居多。
但转念一想，也对。金克木先生说

“书读完了”，可不就是删繁就简、化
繁为简。基辛格首先是博士，然后是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 20 世纪的世界
外交工作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如此多的事，“高度提炼是这本书
的魅力所在”。另外，“本书并不自诩
为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最后，这本
书的特色是，“汇集了亨利·基辛格唯
一接受的系列口述史访谈”。记录了很
多新材料，作者在为期一年的时间内
对基辛格进行了 6 次视频采访，视频
记录的底稿经过了编辑，在保留行文
准确和流畅的同时，也保留了原始内
容和氛围，所以像是一次深思熟虑的
即兴谈话。

汪家明的著作《范用：为书籍的一
生》，传主是我国著名出版人范用。范

用先生与基辛格同年出生，今年是他诞
辰100周年。提到《范用：为书籍的一
生》，大部分读者首先会想到俄国的绥
青，他著有《为书籍的一生》。绥青出
身农民，做过学徒，后来成了著名出版
家。他的出版理想很伟大，是为了平民
大众；他的出版之路很曲折，在夹缝的
困难中不断前行。但是在绥青那本《为
书籍的一生》 里没有管理上的锱铢必
较，有的是不屈不挠的精神。范用先生
像中国的绥青，他的一生也是为书籍的
一生，在他生命中 70 余年的岁月里，
他读书、编书、出书、写书、设计书、
推广书，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书
痴”。作为图书出版人，他曾经策划出
版过《西行漫记》《傅雷家书》《干校六
记》《随想录》；作为杂志出版人，他曾
经创办过《读书》和《新华文摘》。其
间那些或惊心动魄或感人至深的故事，
与绥青那本图书相比，不遑多让。

万里长城是世界公认的由人创造的

奇迹。《万里长城在哪里》的作者董耀
会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的长城
专家，曾经同吴德玉、张元华一起，历
时508天行程7400公里，完成首次徒步
考察长城，也是个小奇迹。“前言”里
对“长城”的定义比我们以往的看法
更宽泛又细致，“历史上不同时期对长
城有很多不同的称谓，比如，边墙、障
塞、壕堑等。随便怎么称呼，其作用
都是一样的。长城是中国古代由连续
性墙体及配套的关隘、城堡、烽燧等
构成体系的巨型军事防御工程，以构
建农牧交错地带农耕与游牧经济之间
的秩序”。修建长城的动力有几个，其
中一个动力来自文化传统。中国传统
文化喜欢融合，自古以来不主张使用
武力。

长城文化就是不断融合的文化，所
以人们说长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
而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长城的
历史放到地理空间去阐释。作者希望大

家读过这本书以后，可以在更加深刻地
了解历代长城的同时，还能了解长城所
经过地区的地理及不同的民族和文化。
顺便说一句：目前，全国各地的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人工智能”也是人创造的奇迹。
谈人创造的人工智能的这本书，全名叫

《教育会输给技术吗？——人工智能在
阅读和数学中的进展》。“篇幅不大，但
信息量很大”。今年，人工智能的进步
带给人的震撼很多。很多人开始尝试使
用 ChatGPT，还有的人在使用其他 AI
产品。用过之后，有惊讶，也有不屑。
惊讶的是，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做这么多
事，节省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不
屑的是，人工智能有时会驴唇不对马
嘴。但不能否认，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
会影响到部分职业的发展和就业，这是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热点和担忧的问题，
本书解答了部分疑问，指明了教育的
努力方向。

与书中的人物相遇
□阅读推广人 启航

放下手机，打开音乐，泡了一杯茶，
我开始梳理这期榜单上的书。但总有微
信提示音不时打乱我的思绪，或者一个
又一个电话打断了我正在飞速敲击键盘
的节奏，想专心做点事情太需要安静和
专注了。本期科技生活榜评开篇就先说
这本《数字化孤独：社交媒体时代的亲密
关系》。在这本书中，作者探讨了一个很
现实的话题。科技发展让我们当下的生
活越来越便捷，人工智能给我们提供了
无限可能，但为什么人和人的交流却变
得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孤独感为什么挥
之不去？作者从科技角度反思了新技术
对亲密关系的影响。该书最难能可贵的
是作者始终拥抱技术的乐观态度，尽管
书中对新技术造成的疏离与孤独直言不
讳，作者却始终满怀希望地提醒人们顺
应新技术对生活带来的改变。

《爸爸 50 万岁》这本书谈的是家庭
关系中的相处问题。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男性育儿如何演化至今”，它通过父亲
这个角色的历史演化，阐述了“谁也不是
一开始就会做父亲，但谁都有做好父亲
的天性”这个主旨。在作者看来，50万年
演化的结果对“父亲”这个角色的影响延

续至今。尽管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父亲
的身份似乎显得很平常，但成为父亲的
经历给男性的生活带来影响深远的转
折。事实上，父亲并不是只需要提供一方
屋檐和一日三餐的“次要家长”，而是对
子女身心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关键角
色，起着母亲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

相对论诞生至今已逾百年，但依然
被人们津津乐道。相对论为什么如此有
魅力？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创立相对论？

《从零开始读懂相对论》是一本非常好
的科普书。这本书以漫画和故事形式，
对话各个时代的科学家，采用“一问一
答”的形式书写，问答之间相互关联，

每个问答中插入与主题相关的漫画，使
物理科普更加有趣味。

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但我们不可
否认医学研究日新月异的发展给高质量
的老年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不老时
代：年轻又长寿的科学和方法》探索了
长寿的起源，阐释了未来 30 年即将席
卷世界的医学突破，长寿时代对社会层
面和个人生活的颠覆性意义，并提供了
定制化的方案。

生活中，对物品的“断舍离”是最痛
苦的选择。旧的舍不得扔，新的没地方
放，到底该怎么合理收纳呢？收纳，不是
简单把物品规矩地堆放起来，而是解决

人和物品的关系——是否该拥有或是舍
弃一样物品？如何分类，摆放，收藏，查
找？《了不起的收纳者》一书介绍了很多
生活小智慧。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反思力、
觉察力、表达力、规划力、布局力、取舍
力、收纳力、审美力、探索力和呈现力十
大元素构成的“居住能力”这个概念，然
后讲解如何划分物品类别，如何确定整
理方向……各种真实的案例让人能够清
晰发现收纳带给生活的巨大变化。

一期科技生活榜单看下来，主题可以
简单归纳为：如何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
中过得更好。我想，“好”没有标准，心安
就好；“更好”很难界定，满足就是更好。

平凡日子体味更多美好
□主持人、阅读推广人 贺超

文学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而是对
生活的一种创造，现实中不能达成的事
情，只要具备了合理性，符合生活逻
辑，就有可能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桥段。
文学似梦却不是梦，因为有的梦是对发
生过的真实事件掐头去尾，重新演绎，
有的梦根本毫无缘由，甚至不符合逻
辑。形象一点说，文学是行驶在生活河
流上的梦想之舟，生活的潜流决定了它
是宁静的还是颠簸的，生活的风浪决定
了它是停泊还是航行。而一个成熟的作
家相当于江河中熟识水文环境的船工，
能够巧妙避险并利用水的流动性，完成
自己的航程。

贾平凹今年推出了他的第二十部长
篇小说《河山传》，这是他的又一部城
市题材作品。其实贾平凹的小说从来不
曾单一性书写城市生活，《河山传》的
故事虽然发生在西安，但仍然描绘了农
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的生活
状态，记述了洗河等农村青年到西安奋
斗的历程，以及罗山等企业家起落的人
生经历。实质是以两个代表群体的命运

变迁呈现国家 40 多年的变革与发展，
生动描绘出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作品从古都出发，不仅介绍了中国的历
史文化，还探讨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生
态保护问题。有论者对贾平凹的创作作
出如下简要评述，我觉得准确而生动：

《河山传》的笔调是从容自在的，当是
贾平凹当下心态的折射。一路看来，贾
平凹还是当年的贾平凹，贾平凹已不是
当年的贾平凹。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言说
不可言说之物”的挪威作家约恩·福瑟代

表作《三部曲》出版。《三部曲》不仅构建
了一个关于爱、反抗和救赎的寓言，而且
对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作出了具有高度象
征性的描绘和十分深刻的反思。

张广天的长篇小说《来日可追》是一
部关于上海、关于昨日的书，传达作者对
读者的祝福：那美好且可企图的事物，在
昨日也在明日。这不是一部连续的小说，
而是一种精神地理学，出场的是一个一
个的人，但故事发生在上海。《来日可追》
试图从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
和新事物中开拓一种新的中国叙述，

为上海写情状物之时，也在为中国人立
传存照。

《散装时间》是评论家梁鸿鹰的短
篇小说集，共包含9个故事。作者落笔
于记忆的深处，探究那些来自生命的秘
境和生活的经历。全书从一篇《时间里
被安排的一切》开始，将童年时期的小
城生活徐徐展开，心动的女孩、年轻的
梦想……往事历历在目，思绪冉冉升
起，情感层层叠叠，印证了那些在“时
间里被安排的一切”。还是那句话：文
学似梦却不是梦。

文学似梦不是梦
□文学评论家 马季

人生最初的那些问题，总与“什么”
有关。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些问题
里蕴藏了童年时代了不起的学习热情和
吸收能力。因之，百科全书成为童年时
代重要的读物类型。像《中国儿童海洋
百科全书》这样的读物，能够系统地解答
孩提时代关于海洋的诸多疑问。广阔的
海洋世界里有什么？从海风、海浪、潮
汐、海啸，到海藻、鱼类、企鹅、鲸、北极
熊，再到海洋建设、探险、考古、保护……
该书呈现的是全景式的海洋知识，当然
还有背后同样重要的海洋观念。大海与
陆地一样，是我们珍贵、可爱的家园的一
部分。要真正懂得海洋，有能力保护海
洋，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具体的问题
得到了解答，但“这是什么”的问题却并
未因此而变得更加容易解答。毋宁说，
它在一些时候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解
答。站在小时候的花园里，“我”向奶奶
提出了“爱是什么”的难题。为了寻找答
案，“我”走出家门，走遍世界，从一个孩
子走成一个大人，终于在回到小时候的
花园的那一刻，顿悟了问题的答案（《爱
是什么？》）。有意思的是，此刻语言隐去
明示，只在静默中向人们传递意义。爱
是什么？屋里亮起的灯，晚餐飘出的香
味，童年的花园里，脚指头伸进泥土里的
叹息，除了属于诗的独特静默，似乎再没

有其他语言能充分地回答这个提问。在
贵图子创作的图画书《不大不大不太大》
里，流传在人们口中的“青饕兽”究竟是
什么？故事到最后也没有明白地解答这
个疑问。或许，比“青饕兽是什么”更重
要的是，胖娃娃阿福拿什么降伏了这头
别人眼中可怕的巨兽。画面上，大阿福
般圆润喜悦的线条、色彩，诠释着烟火生
活的某种明亮、温暖的本质。

这些故事，也带我们重新观看和思
考世界和生活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如
此。在薛涛的《南山童话故事》里，人与动
物以某种自然的本能相互沟通、交流，同
进同退。明明是离奇玄想的童话，却令人
感觉生活本该如此。细想一下，对人来
说，“动物”和“植物”这样的词语，究竟意
味着什么？对后者来说，“人”这个词又意
味着什么？在张晓玲创作的儿童小说《水

塔再见》一书中，少年小武决心要守卫他
和爷爷的水塔，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真
正理解与水塔有关的那段生活包含着什
么，又意味着什么。在“迪卡米洛暖心小
说系列”里，每一次莫名的意外和错轨，
带来的却是生活的惊喜和奇迹，从而让
主人公认识了生活完整的面容。在龚彦
竹创作的儿童小说《走近我，走向前》中，
是从离童年不远处回望童年，诗意的欢
乐中掺杂着复杂的成长情愫。小说贵在
没有简化儿童眼中的生活，也没有矮化
孩子理解生活的能力。李大潜的《起跑线
上：写给十五岁以前的我》，记述一位数
学家的童年求学时光。从数学18分到成
为数学家，其间是热爱、坚持和努力铺成
的道路。童年是什么？成长是什么？这些
故事让我们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面貌、内
涵、滋味和可能。

人生中，有些“为什么”的疑惑，
不一定是要得到确定的回答，而是为了
达成新的理解。在胡永红创作的儿童小
说《像你那样》里，一代代教育工作者
艰难而执着地驻守乡村学堂，他们的甘
心和坚守源自何处？在图画书 《哥哥
凡·高》里，作者由凡·高兄弟的故事演
绎童年的想象，从提奥的视角回忆哥哥
凡·高的一生。他们曾一起闯祸，一起
读书，一起聆听云雀的歌唱，一起为了
艺术而辩论。在哥哥凡·高的身上，有
着太多难以解释的沉默。然而，不论活
着还是死去，记忆里的天空和麦田，

“金色和蓝色的风的味道”，永不散去。
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长大后

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疑问仍在风中，而
生活一如既往。或许，疑惑本身就是人
类存在的一种方式和证明。

那些仍在风中的疑问
□儿童文学评论家 方卫平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不断创新的产
业园区。《产业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采用数百张图表全方位解析产业园区，以可
视化海量数据分析产业园区优势；《深圳：中
国式未来》则以一位德国记者的视角，讲述了
中国深圳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这也是产业集群扎堆的成功案例；《大变革时
代中国经济的五大战略》则分别从收入分配
改革与共同富裕、“双碳”目标与经济转型、双
循环与新发展战略、大城市群与新型城市化
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5个方
面，分析了未来中国宏观经济需要聚焦的5
个核心关键点。

《大变革时代中国经济的五大战略》一
书，选编了汇丰金融研究院主办的《北大金融
评论》中来自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其
中的精彩观点包括——逆转不平等增长趋势
要做长期打算；碳中和是一个对现有产业格
局进行重构的过程，建立全球能源互联，保障
低碳环境下的能源供给能力和各国发展权
利，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减碳双赢等。

在《深圳：中国式未来》一书中，在中
国生活了近30年的德国记者弗兰克·泽林，
以纪录片的方式，围绕深圳的居住环境、出
行、娱乐、联网、机器人制造和饮食6个方
面，多维度展现这座未来之城的发展面貌，
展示了人们如何在那里生活、居住和工作。
在他看来，深圳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
各地的青年人才。

创新和活力是未来城市的标签。在《产
业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一书中，
兴业研究课题组认为，产业园区是实体经济
极具活力之所在，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也是
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接口”。
本书探讨了产业园区在我国的发展演变历
程，包括园区与产业发展、园区与新市民、
园区与地方财政转型等课题，最后，也为园
区金融的内涵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提供
了可参考的建议。

海尔是产业园区和生态体系建设比较好
的企业之一。在张瑞敏最新的著作《永恒的活
火》中，从一家电器工厂发展成为物联网的生
态型企业，孵化出整个创新产业园，以人单合
一的商业模式缔造了一种创客文化，让企业
成为“永恒的活火”，也就是在永无止境的创
业创新生态和无穷迭代的用户体验生态中，
不断求变、持续进化、永在创造之中的理念。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对投资者的影响
也是全球性的。在《气候投资》一书中，美国哥
伦比亚商学院布鲁斯·厄舍教授认为，政府在
确保碳排放得到监管和资本得到适当激励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但私营部门的参与对于应
对气候挑战所需要实施解决方案的规模和速
度至关重要。

最后看看经济学家王东京的《与领导干
部谈经济学思维》。在本书中，他将经济学
思维总结成了12条准则，通过大量案例进
行说明。全书按照“理论原理”+“案例解释”+

“思考题”的结构，类似于经济学公开课，全书
12章，每一章都包含6个小节，可以随时阅读
每个知识点，碎片化学习。无论是国家政策还
是个人生活，经济学原理都可以运用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

创新助力
高质量发展
□书评人 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