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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
启航

《在伊犁》
马季

《考古学家带你看中国》
李东华

《银发经济学：老龄时代的
商业机会》

李杰

《卓见：为孩子思考》
贺超

荐 书 榜

看到张弘的新作《魔法阿姨的小书
架》 时，我不由得想起遥远的 20 年
前，首次读到她的短篇童话 《上古的
埙》与《霍去病的马》，感到心头有一
道闪电掠过，觉得她是一位极有天赋的
儿童文学作家。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自
然是创作了很多好作品，但更多时候是
以阅读推广人的角色出现。她创立了魔
法读书会，把自己的天赋、灵气、热情
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推动亲子阅读的事
业。《魔法阿姨的小书架》凝聚着她值
得信赖的专业眼光，把中外图画书及儿
童文学作品中卓尔不凡的部分，以灵
动、烂漫、充满真知灼见的文字娓娓道
来，为读者插上隐形的翅膀——就像她
在书中所说的“大鹏有翅凡人有书”。
我觉得这样一本阅读指南，不仅是馈赠
给家长和孩子的礼物，专业的写作者也
可以借此一窥童书的堂奥，因为它以深
入的思考抵达了童年与成长的内核。事
实上，本期上榜的其他作品同样具有直
击读者心灵的力量。

这期上榜作品能够很好地盛放孩子
们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比如《考古
学家带你看中国》丛书，包括《我们的
文明古老到多久》《良渚》《龙山》《二
里头》《三星堆》 5 册，把深邃的历史

与厚重的文化以有趣轻盈的方式呈现出
来，引领孩子们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自
由探险。《飞吧！鸟中王者》则是关于
中国猛禽保护的原创科普绘本，有利于
提升大家的生态环保认知水平，并且在
题材的层面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而
黄蓓佳的儿童科幻小说《极地穿梭》充
满悬念，吸引着小读者勇敢机智地去推
开一扇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

亲情与爱是不可或缺的生命养料。
许廷旺的长篇儿童小说《额吉的河》以

“三千孤儿入内蒙”为背景，用生动的
细节，讲述了在困难时期，蒙古族质朴
的阿爸额吉们养育“国家的孩子”的动
人故事。曾有情的长篇儿童小说《远方
的家》通过孩子的眼睛，看到了在大山

深处守望哨所的军人夫妻的默默奉献。
这些关于大爱的颂歌，因其朴素克制的
文学表达而更加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关注到了孩子
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在和外在的
考验。无论是《山月当归》《明月度关
山》 还是引进版的 《长笛女孩》，这 3
部长篇儿童小说都不回避少年儿童成长
过程中的艰辛与困惑，有着真实的生活
肌理和质地，因此，表现成长中的韧性
与坚强，就不会让人觉得是刻意的拔
高，在艺术上有着令人信服的真诚感。

《烟囱城》用童话的方式，引导孩子们
在烦恼面前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这 10 部作品体裁、题材多元，但
在不同中又分明有一条相同的主线像河

流一样，蜿蜒流淌在全部作品中，那
就是所有作品都暗含着这样的期待：
孩子们能够在阅读中，在多样化的故
事中，寻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能够发现自己不可被替代的独特价值，
激发出属于自己的梦想、爱好。在追梦
的路上，学会理解他人、接纳自己，从
而更加自信、更加从容地应对不期而遇
的每一次挑战。

张弘在《魔法阿姨的小书架》里夸
赞儿童文学大师托芙·扬松的童话“姆
明系列”，仿佛是作家“对着北欧空旷
的星空许下的一个愿望”。写出好书是
如此，阅读好书也是如此。那种内心被
熠熠星光照亮的喜悦感，是阅读赠予人
类的一个水晶般的梦。

大鹏有翅凡人有书
□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李东华

一年四季都有适合的户外活动，深
度的自然体验可以缓解生活的压力所带
来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我想，有趣的生
活，才是生活的趣味。这其中当然包括
遇见有趣的人，体验有趣的事，阅读有
趣的书。《四季野趣：拥抱自然的 110
件小事》就是一本有趣而实用的生活美
学指导书。书中列出了一年四季可以做
的110件事，以及相应的小贴士，看似
琐碎但实为一份温暖而体贴的自然疗愈
清单。

逛书店，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光影变
幻的空间里，容纳了难以想象的精彩。

《科学家的图书馆》是一部探究科学书籍
历史及其对科学发展影响的科普作品。
该书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科学书籍2500
年的变迁史，也映照出科学思想的激荡
与科学方法的革新。

今天，生活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被算
法影响和塑造，事实上人类受益于算法
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算法简史：从
美索不达米亚到人工智能时代》以算法
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和典型算法为主
线，绘出了一幅近 4000 年的算法发展
简史。书中丰富的实例让我们看到算法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中国
量天尺》其实也和算法有关。这本书通

过中国量天尺“圭表”来讲述中国古代
天文学的历史，展示古人的科学思维和
科学方法。在没有天文望远镜、航天技
术、计算机的时代，古人只靠肉眼观测
和阳光下的影子推演出节气、星宿、四
象等，可谓算法的奇迹。

科技日新月异，未来究竟会是什么
样子？《未来科技大爆炸》作者汪诘对
20 多个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趋
势进行了解析，阅读这些案例有助于展
望未来社会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前
景，也能更好地观照当下。

未来科技对家庭育儿有怎样的影响
呢？《卓见：为孩子思考》是一本家教
育儿书，探讨了当下的家庭教育怎样让
孩子拥有受益一生的学习能力，应该培

养孩子哪些品质等。作者认为，无论是
学习科学技术，还是绘画、剪纸，都是具
有创造力的事情。创新思维是相通的，
重要的是，当孩子身上闪现创新的“火
花”时，家长要帮助他们及时“跟住它”。
家庭生活中的很多场景，都可能为培养
孩子的创造力提供机会。

30 年前，中国第十一次南极考察
队开启了我国极地考察事业的新篇章。
30年来，“雪龙”号见证了我国极地考
察事业从起步到壮大的历程。《冰与海
的征程：“雪龙”号极地考察三十年》
引用考察队员日记、文章、现场拍摄照
片，全面展示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历史
和成果。

《穿行秘鲁五千年》 是一本从自

然、生态、历史、人文等多元视角，介
绍秘鲁的百科全书。作者记述在秘鲁的
半年时间里走过沿海荒漠、安第斯山脉
和热带雨林的旅程，记录了所见的文物
古迹、优美风光和多彩的文化习俗。

旅行中没有音乐可能是枯燥的。《不
可不听的世界名曲》是一本适合出行携
带的“途书”。这本书可读可听，读者可以
了解古典名曲背后的故事，可以走近音
乐大师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卓见：为孩子思考》中，作者提到
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克森米哈
赖的“心流”理论。其实无论是孩子还是
成人，谁能拒绝“有趣”的吸引呢？遇见一
个有趣的人，看一本有趣的书，听一首有
趣的歌，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生活与阅读的趣味
□主持人、阅读推广人 贺超

前几天，读到《光明日报》上刊载
的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民镇教
授为韩建业先生的新作《中华文明的形
成》写的文章，感觉思路甚是清晰。对
文明了解一些的人都知道，对于文明的
界定，西方学术界是以文字、冶金、城
市三要素出现为标准的。陈教授认为，
这个标准参照的是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
明等。但其实它并不能涵盖一切文明，
像南美洲的印加文明缺少文字，而玛雅
文明缺少冶金。所以，文明的标准需要
考察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不能局限于
某几种文明要素。

确定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除了文
献，考古亦是不可缺少且极其重要的。
近年来，考古方面的普及类图书出版了
很多，但这本《中国考古百问》不同其
他，它采用提问的方式，用一百个问
题，诸如考古工作者为什么要用到洛阳
铲、古代动物的遗骸能够为我们提供哪
些信息、秦都咸阳真的像杜牧描绘的那
个样子吗……将专业的考古知识通俗
化，同时呈现出中国考古学取得的一系
列重大发现。书里有一句“上穷碧落下
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说是考古的
写照，我觉得也特别像是这本书的样貌

体现：前一句古意盎然是考古的内核，
后一句通俗易懂是表达的方式。

人们经常会在考古发现中见到玉。
“‘玉’这一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基因是
中华文明特殊的标志物，具有原创性和
不可替代性，从而得以深入理解中华民
族的精神根脉。”这句话来自《玉见故宫：
国宝玉器里的中华》，作者是故宫博物院
玉文化研究所所长徐琳。徐琳女士说，
大家总以为故宫藏品就是明清玉器，其
实故宫收藏的明以前玉器数量之多、质
量之精，远超人们想象。从书中可以了
解到，故宫器物部的玉器库房里收藏有
中国古代玉石器3.1万余件（套），而这并
不是故宫玉器藏品的全部。故宫玉器藏

品的总数不低于4万件。
考 古 发 现 中 当 然 也 会 有 简 牍 。

《“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
路》 书名中有两个妙处，其一是“简
牍”与“‘简’读”音同而字不同，但
合在一起，恰恰可以反映出这本书的特
色。其二是用甘肃简牍博物馆里的出土
简牍，通过官方要报、百姓日常等一个
个历史人物及事件来讲述汉朝丝路的故
事，极具特色。书中所用简牍不多，只
有 40 多枚，但其中涉及两汉时期丝路
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民族关系等
均为第一手史料。作者“从中挑选出当
下大众感兴趣的、与历史上重要的人物
事件有关联的、具有可读性的篇目进行

解读，并与传世文献互证……”，足见
作者为了让简牍走进普通人生活之用心
良苦。

由文明说到考古，由考古说到玉和
简牍，这是实实在在的物。而本期上榜
的《大家读〈中庸〉》《〈史记〉精华
十五讲》《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
几本书说的则是思想。我想着重介绍一
下《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作者
是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这本书是他的
理论通识课讲稿。书中涉及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克劳塞维茨等 10 多位西方
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了解自己的文明是
知己，了解他者的思想是知彼。人要知
己知彼才全面。

读懂不同的文明
□阅读推广人 启航

围绕新质生产力，出版界从各方面深度
解读。郭洪飞教授主编的《新质生产力：中
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一书，系统性地阐
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相关政策、产
业发展、区域实施和技术引领。由“人民论
坛”主编的 《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 一
书，从战略、政策、理论、实践等层面回顾
了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演进历程、发展前
景，认为“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引擎。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产品和服务的
国际贸易日益增加，文化产业增长迅速。金
巍、杨涛主编的《文化经济前沿课》，从文
化经济的经济理论、产业形态、政策研究等
方面提供了12讲精华内容，涵盖了文化经
济的主要课题。书中还讨论了文化产品在数
字时代的商业模式变革。

经济日报社记者刘慧发表过超百篇粮食
领域新闻时评，并在《经济日报》开设个人
专栏“粮食大事”。《端牢饭碗：新时代中国
粮食问题解读》正是这些专栏时评及论文的
精选——从政策层面的深入解读，到粮食稳
定供应与价格调控的实践探讨；从粮食生产
的现状、区域布局的优化策略，到生产利益
补偿机制的构建；同时，该书还分析了国际
粮食市场动态等。

陈永伟博士的《经济学如何改变我们的
生活》一书，从宏观、微观、增长、前沿4
个主题，以传记的方式将经济学家的生平、
经历、思想、理论源流分别进行了梳理。在
这30多位对人类社会影响至深的经济学家
身上，读者可以发现，人生的选择，离不开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世界的运转，离不开经
济学的底层逻辑。经济学不仅关乎金钱，更
是生活的智慧。

全球知名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的新作
《奇点更近》，预测了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
及纳米机器人为代表的指数型技术将如何推
动人类走向奇点。雷·库兹韦尔认为，AI正
在自动驾驶、生物医学等领域帮助我们解
决那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实现突破性的
进展；VR和AR技术将融合形成一个引人
注目的新现实层……在科技日新月异的过
程中，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确保技术始
终沿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韦尔兹在《未来
理想经济》一书中，剖析了新自由主义全
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困
境，特别是批判了单纯提升供给效率的发
展模式，指出其加剧生态危机，未能惠及
民众。他倡导构建以“人”为核心的经济
模式，强调通过生产与消费两端的节制与
转型，来克服现有模式弊端，实现绿色发
展。同时，他认为技术创新也是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 《银发经济
学：老龄时代的商业机会》一书认为，商家
应该优先考虑“如何让老年顾客满意”，营
造让老年人放心消费的环境，满足银发群体
多样化需求。从护理到陪伴，从金融到消
费，银发经济有着巨大的潜力。

人工智能助力
新质生产力
□书评人 李杰

当代历史记录了社会的文明进程，
文学的职责在于还原历史的皱褶。对一
个国家民族而言，历史是文明的进程，
是思想知识的积累，是精神视野的开拓
和提升，也是文学表达的尺度。

王蒙以自己在伊犁的亲身经历创作
的《在伊犁》是一部情感浓郁的乡村笔
记，全书共收入《哦，穆罕默德·阿麦
德》等9篇作品，于1984年8月由作家
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的

《在伊犁》，对首版进行了重新编辑修
订，特别恢复了后续版本没有使用的代
序《故乡行——重返巴彦岱》一文。作
品展现了伊犁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情和
文化底蕴，记录了王蒙在伊犁的生活趣
事和感悟，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个性
突出的人物。在这部作品中，王蒙有意
回避职业的文学技巧，通过散文化的日
常生活叙事，塑造出让人哭笑不得的穆
罕默德·阿麦德、野心勃勃的依斯麻
尔、智慧老者穆敏老爹、热烈淳朴的爱
弥拉姑娘等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
象，对伊犁河、雪景等描写视角别致，
意蕴丰富，表达了作者对一方土地和人
民的真情实感。

王安忆新作《儿女风云录》以上海

“老爷叔”瑟为主角，讲述了其起伏跌宕
的一生。小说还刻画了阿郭、阿陆头、
柯柯等人物，其命运与瑟相互交织，共
同构成了一幅上海几十年来的社会生活
画卷。书中穿插大量上海本土文化和市
井风貌，为故事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
彩，深刻反映了上海的城市性格与气
质。《儿女风云录》在世事更迭，苍青
覆苔的故物故人故事里，既散发着历史
的余温，也回荡着现实的心跳；既触摸
到老上海的往事旧梦，也感觉到新上海
的未来可期。

邱华栋的短篇小说集《河马按摩师》
收录了作者20世纪80年代至今创作的
16 篇作品。这部作品集贯穿人与自然

的主题，讲述了非洲草原上野生动物保
护（《河马按摩师》）、人与海洋生物的亲
切互动（《唯有大海不悲伤》）、草原牧民
与汗血宝马见证祖先荣耀（《汗血马奔向
太阳》）、昆仑山猎人与雪豹相伴而生
（《雪豹的足音》）等有趣而生动的故事。
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拓展人文视野，
探索文学表达疆域，向大自然进发，走向
人与自然和谐互动之旅。

《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是村上春
树时别六年的新长篇小说。“不确定的
墙”本身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表述，相比
影子，小说对墙直接进行的描述其实不
多，而“我”如何找回自身的另一半，
才是作品的叙事核心。密不透风的小城

宛如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幻不定的高墙
也是我们内心的高墙。其实所谓高墙不
过是内心的恐惧，用什么来克服它呢？
村上春树在这本书中给出了答案——相
信。墙内与墙外，孰为真实孰为虚幻已
经分不清了，哪个是“我”的本体哪个
是 影 子 也 无 从 知 晓 。 但 确 定 的 是 ，

“我”的本体与影子必然合为一体，那
才是完整的“我”，尽管具有强烈的不完
美性。因此，村上春树在这本书的后记
中特意写道：“博尔赫斯言，一个作家一
生能真诚讲述的故事数量是有限的。我
们不过是把为数有限的这些主题，千方
百计地改头换面，改写成种种不同的形
态而已——也许不妨如此直言相告。”

历史进程中的文学尺度
□文学评论家 马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