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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榜

读书读什么，对于热爱读书的人不
是问题。有些人会觉得，拥有了网络，
获取知识就不再是问题，却很难认识
到，除非有方向地去找，否则，能在网
络上看到的内容大概率是数据推送的
信息茧房里的东西。而一本本书，放
在书店里，镇定自若，不会因为你的
检索自动排到前面，它们以特色和价值
让人眼前一亮，是不经意间的惊喜。

《故宫里的神兽》的特色在于，以
往讲故宫里神兽的书，大部分是给孩子
看的。给成年人读的关于故宫神兽的内
容，更多散落在一本本讲故宫的书里。
而周乾撰著的这本，却是专讲故宫建筑
神兽的历史文化读本。周乾是故宫博物
院研究馆员、故宫古建专家，和故宫的
老先生们相比，他算年轻人，但已经有
著作 《太和殿》《故宫建筑细探》 面
世，图文并茂，细节多，资料广，很好
看。这本《故宫里的神兽》是他给故宫
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自然
不可小觑。

《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的特色在
于，常在电视上作为嘉宾露面，且一直
笔耕不辍的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这
次没有写他以往最擅长的美食文化。熟
悉他的读者，对《京味儿》《京味儿食
足》《吃货辞典》《一面一世界》《二十

四节气好味道》《果儿小典》一定都不
陌生。此外，他还突破了在《四合院活
物记》 和 《京范儿》 中对北京事物的
区域描写，以中华优秀经典为文化渊
源，让文化从古老的典籍中跳出来，
把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同时保留了
他所擅长的通俗幽默的北京话。用崔
岱远的话说，用京味儿语言来阐释国
学经典是我的尝试。

《中国记事 （1912—1928）》 的特
色在于，这是一套两册非虚构历史作
品。作者、历史学家王笛经过七年时
间，挖掘来华西方人 （外交官、记
者、作家、学者、旅行者） 的记录，
以宏大的视野兼及微观的故事展示了
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一个全新的角

度——西方人的视角——观察那个大
变革时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乃
至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文学出版社
出版这套书，是因为作者讲出了生动
的故事吗？我不知道。能肯定的是，
王笛的作品不论分属哪个类别，都是
值得期待的。

《〈乡土中国〉再认识》的特色在
于，自从《乡土中国》成为经典后，基
本只出版原著，很少出版解读类、背景
类图书。而《〈乡土中国〉再认识》却
从费孝通个人经历入手，讲他的家世、
教育、早年的学术思考，以及如何进入
中国乡村进行田野考察。对中学生来
说，《乡土中国》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
书，但如果老师们从《〈乡土中国〉再
认识》入手，在此背景下解读《乡土中

国》，也许更易理解。
《〈论语〉 中的孔子》 的特色在

于，这本书的作者杨逢彬，是国学大师
杨树达之孙，文史名家杨伯峻之侄，家
学渊源深厚。杨树达的 《论语疏证》，
杨伯峻的 《论语译注》，都是 《论语》
研究者跨不过去的经典。杨逢彬承继家
学，研究《论语》多年，出版《论语》
相关图书多种，其中《论语新注新译》
最为人熟知。这本 《〈论语〉 中的孔
子》是他“回到《论语》本身，从孔子
的言行中挖掘线索，通过生动深入的分
析，揭示孔子为人处世的方式和他在困
境中的抉择……”

应该说，绝大部分图书都有它独特
的价值。找到这样的书，读进去，你会
在不经意间发现惊喜。

在不经意间发现惊喜
□阅读推广人 启航

本期榜单推荐的 《科创与中国：为
什么是杭州，如何不仅是杭州》《AI 赋
能》《精准医疗》，从“科技以人为本”
的 角 度 描 述 了 “ 未 来 已 来 ” 的 社 会 远
景，而 《第五消费时代》 等作品则从普
通 人 的 情 感 需 求 出 发 ， 认 为 充 满 人 性
化、小而美的慢生活，能为快速迭代的
技术革命增添文化与情感的暖色。

在 《科 创 与 中 国 ： 为 什 么 是 杭 州 ，
如何不仅是杭州》 中，综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深圳） 数字经济与全球战略研究
所所长曹钟雄认为，杭州作为数字经济
的 重 要 策 源 地 ， 其 探 索 不 仅 是 城 市 发
展 的 一 个 样 本 ， 也 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背
景下的科技创新提供了观察窗口和实践
参考。该书聚焦杭州科技创新的制度设
计 与 实 践 逻 辑 ， 从 政 策 引 导 、 资 本 布
局、人才机制到场景营造与文化支撑，
系统梳理了这座城市在构建创新生态方
面的经验路径，为其他城市探索自身特
色发展模式提供了可参考、可借鉴的治
理思路。

亿 欧 创 始 人 黄 渊 普 的 《新 出 海 蓝
图：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成功之道》，探
讨了全球化商品特征与科技对全球化的
主导作用，分析了文化对企业出海的影
响。某种程度上，国家影响力和企业品
牌紧密相关，而中国品牌在全球获得认
可，也能助力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针
对中国企业的出海能力，作者认为，要
从本地化、海外考察、人才培养等方面
逐步提升海外竞争力。

美 国 互 联 网 企 业 家 里 德·霍 夫 曼 在
《AI 赋 能》 中 提 出 ， DeepSeek 取 得 的 突
破性发展，说明推动 AI 领域变革的不只
是中国的开发者群体，更包含规模庞大
的用户。由于 AI 能直接强化人类的决策
与问题解决能力，它或许将成为协助我
们应对 AI 自身引发变革的独特工具。人
类与 AI 的未来图景，取决于此刻我们的
选择。

数字医疗科技平台创始人格伦·德弗
里斯在新作 《精准医疗》 中，描绘了 AI
驱动的未来医疗图景。在大数据和 AI 时
代，我们可以利用智能穿戴装备追踪自
己的健康，改善个体的健康水平与生命
质量，延长寿命、提升生活质量。精准
医疗或将有助于更早地预防和预测疾病。

日本著名社会学者三浦展通过对日
本消费社会的深入研究，在新书 《第五
消费时代》 中，以人口结构、价值观、
时代特征等三个维度的变迁为线索，对

“第五消费时代”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
性预测，包括：慢生活——从不停赶路
到享受当下，可持续——从即时满足到
长期主义，社会责任感——从利润至上
到社会关怀，等等。从物质到心灵、从
商品到服务，消费热点的转换意味着经
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而这首先来自于我
们对人性和社会变迁的深刻洞察。

AI时代的
经济与生活
□书评人 李杰

卡尔维诺在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
录》开篇引用保尔·瓦莱里的话描述他
心中的“轻逸”美学：像一只鸟儿那样
轻，而不是一根羽毛。毫无疑问，儿童
文学是一种与鸟儿般的飞翔姿态和动能
格外有关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的艺术
内核之一，正合童年的某种内在精神，
是“像一只鸟儿那样轻”的以小载多、
以轻驭重，以汇聚于地面的所有能量，
沉着地运翅而起，飞向高远之地。

读薛涛、田宇合作的图画书《长白
隼》，透过鼓荡着风雪和力感的文字与
画面，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与书中顶
着风雪飞行的白隼相一致的轻盈与力
量。白隼的飞行携带物理与情感的双
重重量，在迅捷与迟滞、轻灵与厚重
之间保持着奇妙的平衡。曹文轩、田
东明合作的图画书《你是一只鸟》，同
样与鸟儿和飞翔有关。为了让小鸟“飞
向天空”，曾经无微不至照顾着它的鸟
爸鸟妈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你是一只
鸟！鸟是属于天空的。”今天的许多父
母与孩子，或可从中读出深长的意味和
提醒。

读张炜的新作 《狐狸，半蹲半
走》，读者从中可体味到童年时代独有
的某种轻盈的感觉和精神。作品中的这
个林间少年，以及他所经历着的那种孤
独而神奇、贫瘠而丰盛的野地生活，今

天读来像是某种传奇。天与地之间，林
野茫茫，星辰熠熠，刺猬慢慢腾腾，狐
狸半蹲半走，少年在充满惊异感的观看
和玄想中吸收着，生长着……在刘海栖
的童话《豆子地大冒险》中，童话幻想
的翅膀带我们飞向了另一片神奇的地
界。这是一片快活而蓬勃的豆子地。风
吹过来，吹过去，豆叶儿摇晃着，只有
孩子、虫子和田鼠们知道这里发生过哪
些了不起的故事。

这种万物有灵、腾空翱翔的童年精
神，也弥漫于鲍尔吉·原野的童话新作

《万物有信书系》。土拨鼠给闪电写信，
沙粒给云雀写信，喜鹊给麦穗鱼写信，
万物间童稚而诗意的语言交往，犹如清
亮的牧歌在耳边回响。龙向梅的童话

《背包里的小镇》，既是天真的幻想，又
带着一丝《楚门的世界》的哲思。我们

与小麦一起走出背包小镇，走向生命的
成长和领悟。

王璐琪的《回家》是一部题材沉重
的儿童小说。小说中的被拐幼儿经历生
活的诸般凶险，长成少年，还要继续经
历两个家庭的精神撕扯。“我”是谁，

“我”属于哪里，生活的苦难和迷茫缠
住了童年的翅膀，迫使他“垂下翼”，
低下头。如何处理这样的“重”，对本
性趋向“轻逸”的儿童文学来说，一直
是艺术上的难题。小说最后，我们看到
被生活压住的少年怎样轻轻地抬起了
头……在徐鲁的历史题材小说 《孩子
剧团》里，我们同样读到世界与生活的
沉重，以及少年的身躯怎样负着这沉
重，努力让童年飞翔起来。暴风雨下，
他们的“翅膀”上闪着太阳的光。任君
明的儿童小说《龙舟少年》，讲述少年

如何凭借坚持的信念和坚韧的勇气，成
为“逆风飞翔的龙”。

或 许 ， 中 国 儿 童 文 学 追 寻 的
“轻”，不得不始终与某种蕴于民族文化
深处的“重”系结在一起。读毛晓青的

《国之根脉：给孩子讲中国精神》，理解
民族精神之“重”，对于表达和表现儿
童文学之“轻”，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如果我们不能体味
具有某种沉重感的语言，我们也就不善
于品味语言的轻松感”。在他看来，文学
的“轻逸”绝非抛却世界的沉重，却是以
文学的智慧和方法，改变这沉重的形
态，使生命虽在无可避免的负重之下，
也依然能够轻快地跳跃，自由地飞翔。

这种经过“深思熟虑”和“严密思
考”的“像鸟儿那样”的“轻”，值得
儿童文学一再回味、琢磨。

像鸟儿那样轻……
□儿童文学评论家 方卫平

文学以叙事或抒情的方式展示一个
民族的文化，并以现代视野对自己的文
化传统进行阐释，创造出富有诗意、连接
古今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
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民族
精神的体现，它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自己的文化根源，增强自我认同感，同时
也促进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邱华栋长篇新作《龟兹长歌》以历
史可考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大战
役等作为支撑小说的主要框架，采用五
歌结构，以“汉琵琶”这一意象物勾连
古今，形成串珠式结构，表征了历史的
更迭与赓续，构成精彩纷呈的多声部合
奏，使故事头尾完整衔接，将龟兹与中
原社会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过这
一意象串联成一首长歌。小说描绘了龟
兹与中原社会之间在音乐、文化等多方
面的交流。作者挖掘了被风沙掩埋的龟
兹古国的历史样貌，让历史在亲历人的
讲述中呈现出真实可感的样貌。

石一枫长篇小说《一日顶流》借一
对父子的故事，全方位扫描互联网时代
的众生相和心理趋势，展现了当代生活

中人际关系的脆弱和虚幻。小说探讨了
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中人的位置，以
及如何保持真实的自我。小说的时间线
穿插并不复杂，主线明确，贯穿始终的
是对当代网络生活的反思与解读。作者
坦言正是因为新的事物还没法做判断、
下结论，这种小说写起来有时候像猜谜
一样，有种一言难尽的创作乐趣。

当城市化浪潮不可逆转地改变中国
社会面貌时，孙惠芬长篇新作《紫山》
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特别的精神记忆。小
说细腻描绘出时代波澜中乡村的烟火图
卷，完成了一个作家对乡村社会最执着

的守望，让读者看到乡村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独特价值和精神内涵。

《河的第三条岸》是巴西作家若昂·
吉马良斯·罗萨创作的小说，讲述了一
个受到生活的河所召唤而漂流的父亲的
故事。“河的第三条岸”象征着超越现
实的追求，父亲的行为不被家人完全理
解。小说细腻地描绘了人物之间的情感
变化，如儿子对父亲态度的转变、母亲
对父亲行为的复杂情感等，借此表达了
现代社会的认知多元，即生活中有许多
模糊的脉络等待人们去探寻，而在探寻
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彼此的无限温暖，体

现了生活中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对生
活意义的不断追求。

刘亮程的散文根植于新疆沙湾市黄
沙梁村，以虚构的“黄沙梁”为文学原
点，将新疆的自然景观 （戈壁、草原、
雪山）与人文风情（巴扎、铁匠、牧民
生活） 转化为诗意符号。《新疆故事
集》是新疆大地的精神切片，通过日常
琐事展现边疆生活的本真状态，重构了
外界对新疆的认知，其价值不仅在于文
学美感，更在于为现代人提供返璞归真
的精神路径。正如他所言：“我们真正
要找的，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

文化根脉与现代视野
□文学评论家 马季

周末在郊区群山环绕的民宿住了两
天，看书刷剧，滑草发呆，顺便给自己
过了一个难忘的父亲节。王维的诗句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恐怕就是
这种忽然到山野间内心不羁的感受。天
很蓝，空气清新让人沉醉，满眼的绿色
惹人爱。那时那刻什么都不做，在自然
的呼吸中，已然“满血复活”，人和自
然本该如此亲密无间。

榜单上的这本《到自然中去！人类
与自然的情感关联》道破了我的感受。
作者说，人与自然的关联与内在连接，
远比我们所认知到的更为紧密和深刻。
这本书以丰富的数据和扎实的研究展示
了与自然共处以及与他人建立紧密关系
如何帮助我们获得内心的平衡，而自然
界或大或小的变化也会给我们的心灵和
精神带来触动。

生命演化是自然界伟大的奇迹，演
化的历史充满了奥秘与启示。《有生以
来：生命演化启示录》以生物学视角解
读亿万年生命演化史诗，透视人类“从
何处来、往何处去”，将生命起源、物
种形成、化石标本、人类演化等科学命
题娓娓道来。

休假时的一杯茶，氤氲飘然，真是
给山野增色，浸润身心。《一片叶子落
入水中》这个书名就讨人喜欢，尤其在
环境宜人的大自然，一杯茶让人从容自
洽。这本书从茶的历史及茶与人类的关
系切入，从茶叶的发现、发展以及茶文
化中的人文教化、艺术衍生等角度，阐
释中华茶文化精髓。

《杨振宁讲物理：基本粒子发现之
旅》是杨振宁回顾粒子物理学发展的经
典之作，书中以平实的语言介绍了物理
学研究的本质问题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发
生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与

《悟空传：暗物质空间探索的中国方

案》相关。我国研制发射的首颗空间暗
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肩负着
探寻宇宙中暗物质粒子的重任。该书展
示了“悟空号”技术攻坚细节，彰显了
基础科学领域的中国力量。

解读唐诗宋词的书很多，但《物理
视角读唐诗》的视角非常新颖。自古文
理不分家竟然是真的，如作者所说，
用科学的眼光看诗歌，让诗歌带上科
学的色彩。作者在该书中借杜甫、王
维、李白、虞世南等诗人的 43 首诗
歌，介绍与其相关的物理学的概念和
原理。比如王维 《使至塞上》 中的

“大漠孤烟直”，短短 5 个字，照顾到

了烟火在各向同性空间中和重力场下
表现门罗效应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解
读是不是很有意思？换个角度观察世界
又能获得新的认知。

某年在北京郊区的湖边，夜晚仰望
星空，竟然发现月亮周围有一个巨大的
月晕。那一刻夜空清澈透亮，有一种很
科幻的迷离感。我忽然意识到，确实很
久没那般看过星空。《仰望星空：观测
水星和金星》详细讲述人类目前对水星
和金星的认识及其相关知识以及如何观
测两颗行星。如果你总是忙于低头行
走，不妨抬头看看星空，星星点点，像
我们在世间努力发光的样子。

收获快乐 汲取新知
□主持人、阅读推广人 贺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