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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游泳衣》徐浩峰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出版

徐浩峰是一个被现存文学体制严重低估的大作家。
《从激进共和到君主立宪：邦雅曼·贡斯当政治思

想研究》韩伟华著/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
这本书梳理清楚了亚里士多德、博林布鲁克、孟德

斯鸠、洛克、弗格森、托克维尔与贡斯当之间的关联，以
及分权制衡理论的源流。

《高二适手札》高二适著/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熊秉明先生赞美高二适“书风激荡，人品峥嵘”，真

是太恰当了！
《九十二宗罪（雍正杀年羹尧的缘由与诡局）》陈晓

枫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读年羹尧案的史料，常常有阴风拂过后脑勺，道尽了

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的定律——借法律名义，同时在法律
之外去寻找手段解决权力争端，即“权力运行的流氓化”。

《尸体变化图鉴》陈禄仕主编/贵州科技出版社
2017年出版

内容是从法医角度通过观察、分析尸体的形态学
变化与时间的关系，推测出死者死后经过时间（死亡时
间）。有点恶趣味，但对我这样一个有阅读奇异癖好的
人而言，不失为一种特殊的知识。

《恶的透明性》[法]让·鲍德里亚著 王晴译/西北大
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鲍德里亚后期最具有洞察力的两本著作之一，另
一本是《完美的罪行》。在1990年代初期，鲍德里亚就
已经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重大精神难题（像恐怖主义、
政治正确运动等）有所洞见。

《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法]本维尼斯特著 王
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

这本书对于罗兰·巴特、阿甘本等思想家都有深刻
的启发，虽是节本，但已能见出本维尼斯特深刻的洞察
能力，尤其是语言运动和人的精神主体之间构造之间
本体论意义上的关系。

《迪伦马特戏剧集》（全2册）[瑞士]弗里德里希·迪
伦马特著 韩瑞祥选编 叶廷芳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出版

迪伦马特的作品在中国早有翻译，《迪伦马特戏剧
集》新增了其几部重要作品，有助于我们扩大对这位

“二战”以来最杰出喜剧家的精神世界的了解。
《古代法》[英]梅因著 沈景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

出版
《古代法》是一个很早的译本，只是我去年刚刚看

到，看过后深受教益。关于法作为一般人类精神现象的
起源性和本源性问题，至今没有超出梅因的某些论断。

《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美]迈克尔·弗雷德
著 张晓剑、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出版

这本书可以极大地推进我们对于当代艺术本质的
理解和了解。

《亡军的将领》[阿尔巴尼亚]伊斯玛伊尔·卡达莱著
郑恩波译/重庆出版社出版

写战争的小说很多，但《亡军的将领》独辟蹊径，角
度独特。

《毒木圣经》[美]芭芭拉·金索沃著 张竝译/南海出
版公司出版

信仰、文化、亲情、友情糅合在一起，透视历史，直击人心。
《破解古埃及》[英]莱斯利、罗伊·亚京斯著 黄中宪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一场文化的盛宴，一次神秘的旅行。

《草色连云》高尔泰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先生的散文集，旧年人事，无尽沧桑。
《让死“活”下去》陈希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关生死、爱情、信仰之问。
《半生为人》徐晓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读该书让人感觉理想主义既美好又沉重，以及“人

格的力量超越时代”。
《夜晚的潜水艇》陈春成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九零后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新生代的写作，放松自由。
《如此愉悦，如此忧伤：20世纪文学经典漫谈》吴晓

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既是文学评论，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来读。

《徐霞客游记》（明）徐霞客著/线装书局出版
徐霞客的语言，出乎意料的生动，写吃的尤其鲜

活。结语：徐霞客是个如假包换的吃货。
《人类砍头小史》[英]弗朗西斯·拉尔森著 秦传安

译/海南出版社出版
人类被同类砍下的头颅居然成为了文化和艺术，

读书的过程中经常摸自己的后脑勺，看看脑袋是否还
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读书，从我做起。本报今年持续发布

以“名家阅读与写作”为主题的阅读报告，

分享作家、学者的阅读心得和收获。阅读

有门槛，尤其在视频化和娱乐化的当下，

我们认为，更应为严肃阅读大声疾呼。

我们向他们发出多个关于读书的问

题，如：对读书这件事持有的态度是什

么？什么是阅读的高光时刻？对人生产

生重大影响的是哪一本书？2020年印象

深刻的一场阅读推广活动是什么？最近

在读或者创作的作品是什么……还请他

们推荐过去一年来读过的好书，与诸君分

享阅读之魅。（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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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从异乡到故土，从文本到现实，凭借深入

生活缝隙的、柔软的观察力，在朴素的事物中发掘阔大而坚硬的诗

意。青年诗人李琬的散文随笔集《山川面目》日前出版，这部作品包

括三个部分：游记，涉及亚美尼亚、新疆、内蒙古等地的漫游和见闻；

随笔，是她对民间文化、乡土世界的观察和记录；文艺评论，凭借对

文艺作品的讨论和读者进行有关人生的更开阔的对话。

在真实、粗砺、清醒的生活中寻找醉感，李琬为自己的创作找

到了打开一片明朗乾坤的钥匙。她的见闻，她的悲喜，她的省

思，凭着她精微绵延的书写彼此交融，似要将现实世界和她精神

世界中的种种矛盾，搅动并引向天空，在一个更高的地方获得艺

术的统一。 （夜 雨）

《山川面目》李琬著/漓江出版社2021年1月版/42.00元/ISBN：

978754078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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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阅读的“高光时刻”应该

是王阳明意义上的知行博弈。“知是行

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

笃行，而是冥行。所以，读了书，须在事

上磨练，方立得住。事上磨，不在书中

养气，如何正身。阅读的积累会影响人

生态度，在社会上沉浮，每个人都会遭

遇艰难的时刻，读书能将困难和悲伤提

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尊重的层面。

近现代以来，学问的路径逐渐分

为两路：“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

这是与曾国藩同时代的陈澧所言，钱

穆则用现代的话转译为“通识”和“专

家”。在读书方法上，我更偏爱博观约

取，偏爱那些识巨才大、以气骨胜的作

者，而不是精雕细琢的功夫型专家。

这样的路径，在现代学术体系分工日

益细化的今天尤为不易。带着趣味去

读书，不为事功，机心全无，挥洒自若，

会令人有一种体系之外的率性与轻

盈、放达与犀利，在萧散随意之中与作

者“以心会心”。

还有一点心得，在海量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下，

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生，应该对自己有要求，主动

去阅读有点难度的书籍，不要只图轻松，否则太浪

费生命，于精神的修炼与锻造无益。还有，不要跪

在作者面前，可以狂狷一点，敢于去质疑。我曾改

写过海明威的散文《流动的盛宴》和马原的小说《上

下都很平坦》——我喜欢改写大师作品，缘于认为

他们没写好。

商报邀我分享读品，我推荐5种好书。我的新

书《仁慈江湖》，通过对各类人物江湖气质的描摹，传

达对“君子雄健、廓然大公”精神境界以及“鹰之轻

盈、向死而生”价值观的积极倡导，今年也将出版。

要主动“啃”一些难啃的书
■陈奇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我比较愉快的读书时光，是深夜读到一本长久想

读却迫于各种原因没有打开的书。尤其是当看这本

书时，心中所想皆可在书中得到印证，但所展示的，远

远超出我心中原先的设想和精神漫游所到达的界

槛。这时，我会发出会心的笑，内心是十分愉快的。

我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三点：第一，跟着兴趣去读；

第二，带着问题去读。可以跟着现代思想发展前沿的

问题导向读书。人文领域我个人觉得近些年一直有

不断的发展和积累，每个时间阶段在出版物上会有一

种精神合力这样的着眼点，看书时对这样的问题要有

所关注。第三，啃一些自己啃不动的书。就这些难啃

的书而言，不一定强求每一次读都能彻底读懂读通，

有些书要很多年后再回过头去读，要多次读。比如尼

采、黑格尔、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在

不同的年龄段读会有不同的理解，也基本不可能在第

一次阅读时就把握得十分真切。有些书，像《老子》和

《世说新语》，第一次读便会被其文采和精神蕴含迷

醉。不同的书要有不同的阅读方法。

我近期主要在做现代悲剧文体理论和激进剧学

理论的研究，也在做戈达尔与当代艺术体制关系的研

究，这是我近十年来持续关注的问题，目前已趋于结

尾，可能将有专著问世。

溯源探幽读书法，寻找心中的桃花源
■张恒军（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文化学者）

对我来说，读书既是工作，亦是乐趣，以至藏书过

万。在颇大的藏书房里，逐山万转，寻找自己心中的

桃花源，做一个天真的孩子，是我流连的生命状态。

因为喜欢看闲书，高光时刻就特别多。循着自己喜欢

的书名，拿起书，常常会误入藕花深处。比如读《沿着

无愁河到凤凰》，你就会沿着沈从文、黄永玉的“无愁

河”，去接近、经验、回到“真的生活”，一步步走向“健

康的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阅读生活中，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

一种溯源探幽读书法：选择一本书细读，遇到症候，就

去溯源、探幽。溯源是追溯事物的根本、源头，试图建

立谱系；探幽是探求事理的精微、深刻，力求发现本

质。如是阅读，常常会有武陵渔人的惊喜：“忽逢桃花

林，不禁好奇”而“欲穷其林”，也竟撞进了桃花源。好

在那本细读的书是纲，虽为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所诱，

但总归“停数日”，会“辞去”。如此，便会把一本书读

精，把一个主题学透。

去年一年里读过的书中，印象深刻的如阿本甘的

《论友爱》，它挑动我们重新思考了哲学，引领我们认识

了什么是当代；杨国清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积久而

发，记录了从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年，中国的士大夫

在效西法图自强的过程里一变再变，一直走到了自己

的尽头，他们无负于那个多劫多难的时代；李欧梵的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

1945）》，明明是一部极其严肃的文学批评专著，却像

一本书写上海的颓废放荡的小说，或者一篇妖艳华丽

的散文，精彩重塑了摩登上海的文化肖像，并由此奠定

了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地位；王安忆的《成长初始革

命年》，它是一本小说家的思想漫游之书，穿越时空，让

你离开地面，回望时代；戴锦华的《返归未来——银幕

上的历史与社会》，以电影为媒，关注“作为过去的未

来”，借以思考作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大国，中国是否

能够、或者是否应该承担起不同的文化责任。

我近期在写的作品有两种，一是《洪流中的呐喊：

王安忆及其小说世界》，试图对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

作家之一王安忆，进行整体贯通性研究；一是《当代西

方空间媒介观的思想谱系研究》，藉由空间媒介观思

想谱系研究，思考当前数字技术的颠覆性问题：虚拟

空间、赛博空间诞生并侵入实体空间，成为人类空间

的第三形态“复合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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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开卷有益，但最幸运的还是能

够找到一本可以“相伴成长的书”。这

样的书值得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反复

阅读，而每一次阅读都有无法穷尽其中

的妙处；也就是说，这部书的容量、意义

阐释的空间，总是比你大，你的阅历到

了一定程度，读一遍有新收获，等到精

进了，境界转上一层，再去读，又有新的

收获。

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

要数金庸的武侠小说。首先，金庸作品

提供给读者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由

宏阔而瑰丽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另

一个世界。我们往往称其为“成人童

话”，原因就在于阅读金庸小说时，焦虑、

无奈、紧张等等情绪都能得到释放，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世界去舒张一下精神、释放一下压力。

其次，金庸小说深入人心，其源头，深植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去向，完全进

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最后，金庸

小说正是我所谓的“相伴成长的书”，不

同阶段重读，屡有启示与收获。

我推荐作家李宏伟的《灰衣简史》（长江文艺出

版社2020年7月版），这样的作品，一般都会联想到

形式的别致与重写经典，然而在形式创新与世界文

学宏阔的背景中再生出来的思考逻辑，实则与中国

的历史处境、现实血肉完全扭结在一起。《灰衣简

史》成功之处是，全篇以欲望为主题，但并没有在肉

身与灵魂、物质与精神、上升与下沉等简单的二元

图式中来处理主题，被恶魔性召唤而出的欲望，始

终被置于浑然一体中（就好像灰这种颜色包容黑与

白），而正是这浑然一体中的分裂、撕扯与煎熬，才

更显得惊心动魄。我之所以认为，李宏伟是在西方

文化传统中再造出“中国故事”，正是因为着眼于新

时期转换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面对欲望的主

题，我们国人都能体会到那种“歌德式的混淆”——

“浮士德的原罪是什么？精神的不安现状。浮士德

怎样才能获救？精神的不安现状”，所以歌德将“对

欲望的赞颂和弃绝同时写入一部诗剧中”（哈罗德·
布鲁姆：《西方正典》）。

读喜欢的书，就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胡学文（作家）

读书是精神滋养，是人生修炼。要多读书读好

书。读自己喜欢的书，时时是高光时刻。对我人生产

生影响的书不止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其中之

一，这上下两册书是我读师范时用节省的菜票买的，

视若珍宝。

我每天看手机一小时左右，碎片化阅读只是获取

信息而已；真正的阅读是深阅读。去年影响比较深的

一场线下活动是2020年10月在南京举办的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的作者年会，触动我的地方是活动规模大，

但又十分注重细节。

读书让我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陈蔚文（作家）

我喜欢阅读，觉得这是件贯穿终生的事。有效

的、优质的读书是阅读的高光时刻——你不仅仅是为

文字打动，更是感受到文字背后的一种力量与光芒。

制造这光芒的可能是有趣的灵魂，也可能是深沉的思

想。读到这些好书，会使我想到一句话，“偶然来到这

世上，留下痕迹与否无关紧要，保持纯粹的，美的原则

以及心中的诗性很重要——愿与青山共老。”许多本

书的合力改变了我的命运——它可能不是一种显性

的命运，但它塑造与提升人，使我向常识与智识靠拢，

去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出差或旅行对我是最好的阅读时光，我先后购过

三个Kindle，高铁或飞机上阅读非常方便。有时甚至

地铁上的二十分钟，也能展开一次愉快的阅读。我每

天看手机屏幕大概两个钟头，主要是睡前。碎片化阅

读有利有弊，它可以让我们利用边角料的时间掌握更

多资讯或看些小东西，但相对弊处更多——你很难进

行一个有难度的，需要沉下心来进行的阅读，这可能会

导致我们的阅读越来越轻。我刚出版一本散文集《若

有光》（中国言实出版社），收录了我近年刊发的一些散

文随笔新作，篇幅有长有短，长的思考多些，短的则相

对轻松。此外，一本有关教育题材的儿童成长小说《小

鱼升学记》拟4月出版，希望读者朋友们多多支持。

读书是日常的一部分
■朱零（诗人、作家）

读书需要态度吗？读书是日常的一部分，跟吃喝

拉撒一样。两三个小时或者说半天大半天没人打扰，

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浸在书中，就是所谓的高光时刻吧。

《新华字典》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小时候在

农村长大，家里没有任何书籍，只有一本不知哪里来

的破旧的《新华字典》，我最初对文字、故事、尤其是成

语、歇后语的了解，就来自这里。

我去年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了本《约等于

零》，欢迎关注。要分享印象深刻的线下活动，是去年

11月份，中国旅游出版社在北京的雍和书庭做了一场

新书分享会，是关于商震、原野和我的三本关于作家

田野调查作品的品读会。会上重新提出了“作家地理

散文”的概念，当一个作家，置身于广阔的历史空间和

博大的地理环境时，他们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如何

跟大地和历史碰撞出火花？来宾们畅所欲言，原定两

个小时的会，最后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才结束，大家都

觉得对“作家地理散文”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来宾

中有两位中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提问非

常专业，他们对“散文”的理解，明显超出其同龄人，我

非常希望他们日后能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他们在

会上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可能性。

日常我看手机超过两小时，有时候可能三小时都

不止。主要是浏览本地新闻和体育新闻，还有疫情的

变化，基本不在手机上阅读和写作。碎片化阅读是无

效阅读，过目即忘。在家的时候，手头抓到什么读什

么。只有出差的时候，才考虑带什么书；机场及机上、

或高铁上能有完整的阅读时间，许多平时想看的书都

是在出差的旅途中读完的。 （下转第5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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